
中国现代远程教育网络课程成本分析 

郑勤华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博士生） 

【摘要】  从 1998年至今，教育部已经先后批准了 67所高等院校开展现代远程教育的试

点工作。网络学院办学的核心为网络课程的运营，同样，网络学院的办学成本亦取决于网络

课程运营的成本。因此核算、分析网络课程运营的成本成为衡量网络学院办学效益、指导办

学管理的重点。本文以远程教育理论和教育经济理论为基础，根据文献调研以及相关试点院

校的实践，设计开发了一个网络课程成本核算的模型。进一步利用该模型，对北京某高校网

络教育学院2001年度和2002年度的办学情况以及网络课程运营成本情况进行了数据统计与

分析。之后，在统计分析的基础上，探讨和总结了网络课程的成本－效益，及其与招生规模

之间的关系，总结出了相应的简单数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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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网络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为教育带来了机遇也提出了挑战。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始,

基于网络的在线教育近年来开展的十分普遍。从 1998年教育部将清华大学、湖南大学、浙

江大学、北京邮电大学设为开展现代远程教育试点以来，到 2002 年为止，已经有先后 67

所高等院校进行了现代远程教育的实践活动。除此之外，一大批公司企业也瞄准了这个市场，

各级各类的网校如雨后春笋般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目前,全国面向基础教育的各种网校已

达二千多所。那么，不论是这些试点院校还是公司都面临着同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计算网

络在线课程的成本，如何设计合理科学的模型来计算成本，从而分析网络教学中的某些经济

学规律。通过成本分析就能够为网络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提供科学高效的指导，合理分配资源，

实现成本收益的最优化。可以看出，课程的成本分析无疑是网络教育经济学规律研究的重中

之重。 

本文将结合远程教育基本理论和教育经济学相关研究成果，针对网络教育的实践，探讨

网络课程成本分析结构模型的建立。并在此基础上，对北京某高校网络教育学院的网络课程

运营成本情况进行统计分析，从而对网络教育微观领域的课程成本经济学基本规律进行探

讨。 

 

一、网络课程成本结构模型 

按照凯和鲁姆博尔的分类1，远程教育系统包括以下几个系统组成： 

 课程子系统，主要由课程制作、课程材料生产和课程发送三个环节组成； 

 学生子系统，包括了学生从入学一直到毕业的各个环节； 

 管理子系统，由决策、规划、管理、控制、评估几个环节组成； 

 后勤子系统，包括各种资源征集、分配、维持、支持、管理等。 

                                                        
1谢新观  等 . 远程教育概论 . 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 2000.11. 83~87 



根据我们目前的网络学院办学实践，本文着重于分析课程运营的成本结构情况。因此，

我们整合这几个远程教育子系统，将课程运营分为课程开发、课程发送、课程学习支持以及

课程管理着几个部分。并在此基础上，加上对固定资产投入以及不变成本的一些分析。在参

考了英国开放大学远程教育管理学教授 Greville RumbleA在其试点研究中所应用的框架，结
合北京某高校网络教育学院实际情况以及实践需求的基础上，我们设计了网络课程成本核算

结构模型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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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网络课程成本结构模型图 

该模型将课程运营总成本分为总不变成本和总可变成本两个项目，其中总不变成本指课

程成本项目中，不随着选修学生数量变化而变化的成本项目；而总可变成本指课程运营过程

中，随着选修课程的学生数量变化而变化的成本项目。 

在课程不变成本中，主要包括两个部分，如图 1所示，即固定资产与折旧成本以及课程
设计开发成本。这两部分成本可以视作为课程实施运营而付出的准备成本。其一般在课程供

给学生选修前即已决定，虽然在确定成本投入之前，要考虑招生数量，如根据预计学生规模

确定课程服务器的承受能力，从而决定成本投入等。但这部分成本一旦投入使用后，不会随

着学生数量的多少而改变，因此这部分成本为课程总不变成本。 

与不变成本对应的是课程相关可变成本，这部分成本随着招生规模不同而不同，主要包

括课程教学发送、课程学习支持以及课程管理与维护等。由于这些成本项目直接对应于每一

个课程学习者，因此其一般与学生数量线性相关。 

从另一个角度分析该模型，即把课程运营成本分为两个部分，一为与课程本身无关的成

本项目，在图中表示的是固定资产与折旧成本；另一部分为课程运营这个环节过程中的成本

项目，即图中粗箭头构成的环形结构，包括课程设计开发、课程发送、课程学习支持以及课



程管理维护这个闭合课程实施环。分析该课程实施过程的成本类目，则主要考虑各项中的人

员人力成本以及物力成本费用。 

综上所述，无论如何分析课程运营总成本，都要考虑 5个主要的成本项目，即图 1中 5
个椭圆结构图所示。下面我们就将课程运营总成本按照这 5个维度进行详细阐述，以构造课
程成本核算结构的详细模型。 

1.网络课程开发成本 

在实际网络学院课程开发过程中，应用的大部分技术其实早就已经存在了。这些技术包

括文本准备、音频、视频、基于计算机的辅导、智能答疑、探究式学习、仿真等等。不同的

是，这些材料现在被放到了 web 站点上，可由学生来访问，而且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可
以由大量的学习者不受人数限制的访问。 

一般网络学院网络课程的开发流程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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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课程开发流程图 

针对网络学院课程开发的实践情况，我们设计了如下的关于课程开发的成本核算结构。

主要针对网络课程开发的各个环节涉及到的成本项目，对课程开发进行了分解和归类： 

1. 材料成本：包括购买已有课程相关材料的费用，以及课程材料开发的费用等。 

2. 人力成本：在网络学院实际工作中，涉及到大量的专职人员和兼职人员的劳动。在成本
核算中，应在保证完全性的同时充分考虑其差别，一般对核心工作人员付全职薪水，而

对其它职员根据产出付兼职薪水；在某些网络学院实际运作中，准备网络课程材料是作

为额外工作对待的，因此一般是付给额外补贴或作为加班工资，也有的是以其他形式作

为补偿，如增加假期等，这些在做成本分析的时候也应考虑。 

这方面涉及的成本主要包括以下几个环节的人力成本：包括教学设计、内容开发、文本

材料写作、软件开发、多媒体设计和产品化、录音与摄像、课程专门应用软件的开发、

内容整合和测试、前测修改成本、培训等。 

3. 课程开发设备费用：一些机构需要专门为职员开发课程而购买计算机和软件，有些则要
求职员自备设备（尤其针对兼职人员） 

4. 课程产品化成本：包括文本材料印刷包装费用、光盘材料产品化费用、录音、录像材料
产品化费用等。 

5. 课程修改费用：与一般的产品成本一样，经常要对课程材料做一些修改，或重新开发。 



6. 课程测试费用：课程完成后，经过一定时间的测试需要人工成本和相应资源费用 

2. 网络课程发送成本 

相对于第一、二代远程教育形式，网络教育在课程发送环节有相当大的成本节约。大量

的数字化资料，满足了多学习者共享资源的需求，减少了满足读者需求的费用。据美国弗吉

尼亚图书馆的实践2证明，以数字格式提供一个四页报告的复本，其成本只要 90美分，但若
以邮件形式给读者提供资料，则需要 19美元；以网络站点的形式提供，需要 12美元。将课
程材料、网络发送应用到远程教育中，尤其在网络课程发送问题中，可以大大减少编目、包

装和邮资的费用。 

在网络教育过程中，课程发送的方式一般比较简单，只是在传统远程教育发送形式的基

础之上，利用现在网络环境讲课程材料和学习支持等通过电子邮件、在线论坛以及聊天室、

新闻组等，发送给远端的学习者。开发电子教学都可以认为是用技术代替教学的成本的假设，

即假定学生独自花费大量的时间来学生材料，而在常规班级中花费的时间更少。其潜在的优

点是将会使学生有更多的时间与教师讨论他们独自学习的内容。 

另外一个因素是，在线课程教学对于学习支持有很大的依赖性。这对于网络学院成本控

制来说，就出现一种强大的压力，即通过用廉价劳动力代替昂贵的劳动力来减少教师的劳动

费用。 

本文涉及的研究主要工作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必须了解案例学院的课程传送方式，另一点

就是了解在网络课程传送过程中涉及的各个环节以及在各个环节运作过程中费用的支出，基于这

两点考虑，我们设计了简单的统计表来统计和核算网络学院课程传送成本的结构以及数据。 

3. 课程学习支持成本 

西沃特认为学习支持是一种组织形式3，通过这种组织形式学习者可以利用机构的教学

服务设施方便和促进他们自己的学习。他说：学习支持服务者就象“媒介”一样，它即能够

反映学生的意向，也能够向学生呈现经过组织的严密复杂的学习资料，以便学习者和学习材

料之间的沟通。 

学习者在进行学习时需要以下两方面的支持： 

 机构系统支持，包括提供材料、如何运用条件、如何提出请求、如何支付费用等； 

 学习过程，包括学习者如何出色完成作业、如何实现与他人的交互、如何理解学习材料

等。 

根据网络学院办学过程中学习支持的形式，以及任务的分配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学习支

持在网络课程运营中的成本状况。因此，在设计学习支持成本结构之前，我们首先要了解的

是网络学院学习支持的形式，以及安排计划等。在实际模型设计中，我们重点了解以下的成

本项目情况： 

 网络课程的支持形式 

 课程答疑情况及其成本耗费 

 师生交互情况及其成本耗费 

 作业、考试情况及成本耗费 
                                                        
1 Insung Jung & Ilju Rha, Effectiveness and Cost-Effectiveness of Online Education: A Review of 

Literature, Educational Technology, 2000 
2丁兴富 . 远程教育学 .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2001.11 



 课程扩展材料开发：除指定教材外，常常为学生开发一些扩展资源 

 教辅人员培训成本：对学习支持人员进行培训，使其了解其职责和应用 

 评估学生绩效成本以及学生学习过程管理成本：对学生学习过程的监控，包括学习

时间、学习效率、学习进度、学习风格等等的控制和管理。 

 第三方支持成本以及地区学习中心管理成本 

通过各项问题的回答，以及相应的数据获得，我们可以得到关于学习支持的成本因素及

其成本支出情况，从而支持进一步的成本分析。 

4. 网络课程管理成本 

管理涉及到网络学院办学的各个方面，这是最有可能节约成本之地。而网络教育的管理

和传统教育的管理方式以及管理行为有很大的不同，就像学生服务，更多的集中在 Web，
自我服务的方式。 

在成本研究中，对于管理来说存在不少的漏洞。比如包括规划和评价在内的高级管理成

本很少被考虑进来。而间接的管理时间耗费很难确定，比如开发某个项目的时间容易确定，

但用来改变某个机构管理方式的时间是难以确定的。实际上，开发一个 IT 策略，比如，决
定使用何种技术开发课程等，进行决策的过程都是有成本付出的，甚至可能是比较昂贵的。

因此，就管理来说，这里面既包含重要的成本，也有潜在的成本的重大节省。在此，我们将

管理成本及其节省计入网络教育、网络课程运营成本之中。 

针对网络课程的管理主要涉及几个方面，从课程运营的角度去看，可以分为： 

 课程管理：课程的添加、上载、修改或删除等，课程课件的管理，该部分统计课程

管理的频率，耗时，可以通过每月或每周耗工时量来计算成本。 

 作业管理：对作业区进行管理，对学生作业和教师批改进行整理，通知教师批改作

业，通知学生完成作业等。同样按照周或月耗时进行成本核算。 

 答疑管理：对答疑区进行整理，如对相近问题的删除，提取重要问题放入答疑库，

提醒教辅人员回答相应问题等。同样按照周或月耗时进行成本核算。 

 成绩管理：对成绩进行统计、核对等，对成绩不合格或优秀的学习者进行标记，将

疑问提交教师等。按照周或月耗时进行成本核算。 

 教务管理：对教学计划进行安排和管理，对公告信息和重要通知进行管理等。按照

周或月耗时进行成本核算。 

 用户管理：用户的添加、删除和修改等管理，对用户信息进行核对和跟踪等。按照

周或月耗时进行成本核算。 

此外，在这个层次之上还包括一些高级的管理成本，包括高级决策费用、学院的评价和

质量保证费用等。它们不一定直接的与课程管理相关，但对课程运营本身有其重要的影响，

在成本核算过程中，也要将其考虑进去。 

5. 固定资产与折旧 

这一部分主要是学校教学用固定资产耗费的价值，也是教育成本的重要项目。为了进行

课程运营成本的核算需要对现有的固定资产进行评估，确定各项固定资产的剩余使用寿命和

折旧年限，以便计算应计折旧费。除固定资产外，如果办学单位购买了土地的使用权或别的

长期资产用于教学，对于这些长期资产，也要根据其可使用年限，计算各成本核算年度应摊



销的金额，计入各期的课程运营成本。 

针对网络教育办学实践，我们设计了各项资本成本投入项，用以了解网络学院为了课程

办学而投资购买或建设的固定资产。而对于网络学院网站的建设以及各种应用软件的购买，

在网络学院建设的初期投入很大。但这些投入在初期建设后，不再需要年年继续追加资本，

但都有其使用年限。如包括操作系统、办公软件以及数据库软件等应用软件的初始成本，而

后每年投入约为原软件成本的１０％左右，其使用年限为３－５年。在实际成本核算中，我

们也将其作为固定成本对待，计算其年度折旧计入当年课程运营成本。 

第一部分通过对网络课程实现过程的分析以及对教育成本核算实物的探讨，设计出了网

络课程成本分析的基本框架。将课程成本分别按照网络课程开发、网络课程传送、网络课程

学习支持、网络课程管理，以及基础设施与固定成本这几类，设计出了网络课程成本分析的

基本框架模型。在下一部分，我们将根据设计的成本核算模型，对北京某高校网络教育学院

的网络课程运营成本进行核算与分析。 
  

二、网络课程成本核算 
网络课程运营成本核算程序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步骤：确定成本对象和成本计算期；设置

成本科目和成本计算单；记录、归集、分配费用，计算成本；完成成本分析总结。确定成本

对象和教育成本计算期之后，就可以将网络学院单学年的课程运营中发生的各项费用按成本

核算的要求进行记录、归类和分配。 

成本的核算按照以下步骤进行4： 

1. 将网络学院的全部费用区分为课程运营费用和非教学费用，凡是与教学有关的费用
都计入有关的成本科目；凡是与课程运营无关的费用，如对教师的补贴、医疗费用

等，都不计入教育成本科目。 

2. 在课程运营费用中区分本期费用和非本期费用。对于虽在本期支出但效益体现在几
个期间的费用，要用过“待摊费用”科目进行合理摊销，如网站建设费用；对于本

期虽未支付但应该由本期负担的费用，应通过“预提费用”科目及时计入本期成本。

对于购置教学用固定资产的资本性支出，应计入“固定资产”等科目，通过折旧费

用的计算，将应由本期负担的部分，计入本期教育成本。 

3. 归集、分配课程运营费用。一般来说，费用的归集和分配相对比较复杂，如果不分
专业、年纪，那么费用的归集和分配程序可以大大简化。在本次论文工作中，由于

涉及的专业比较单一，而且只有两个年级的学习者，对这一部分的工作相对简单处

理。 

论文中的数据由北京某高校网络教育学院提供，主要是其 2001年度和 2002年度两年的
课程运营情况，以及涉及到的各类成本费用。 

1、总成本与平均成本统计 

 总成本 

由于网络学院的建设以校企合作模式进行，在建立之初，校方和企业方都投入了一定数

额的资金作为启动资金，这一部分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由于本文讨论的是网络课程相

关成本，因此这里核算的数据是网络学院办学过程中的各项投入。根据上述界定，我们根据

一般教育成本核算的规则，将成本项目归结为人员费用、事业费用以及固定资产费用。 

文中核算的成本项目都是围绕网络课程而进行的，并非网络学院的整体运营成本。对应

                                                        
4袁连生 . 教育成本计量探讨 .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2000.8. 22~23, 



我们前文介绍的成本分类框架，人员费用主要包括课程开发、发送以及管理和支持项目中涉

及的各类人力资源的费用；事业费用包括在网络教育运营、课程实施整个过程中涉及到的事

务性费用，而固定资产的折旧则按相应的固定资产总值和使用年限进行计算。 

2002年度的网络课程运营总成本 TC2002＝575.1129万元。各部分所占比重见下图所示 

图2.1 2002年度课程运营总成本

人员费用

事业费用

固定资产折旧

 
 生均成本 
生均成本是衡量教育资源利用效率的重要因素，也是制定学生学费标准的重要参照。我

们统计了网络学院 2001年度和 2002年度的运营总成本，2001年度的招生为数为 848人，
2002年度招生 3431人。由此可得： 

2001年度的生均总成本为 ATC2001＝0.5326万元 

2002年度的生均总成本为 ATC2002＝0.1676万元 

显而易见的是随着招生规模的扩大，生均总成本的降低。 

2、不变成本与可变成本统计 

 固定成本与经常性成本 

我们将经常性成本分为了办公场所租用费用（FCO）、家具等办公资产费用（FCF）、计

算机服务器以及员工机器以及网络线路建设费用（FCN）、网站建设费用（FCW）以及应用

软件购买费用（FCS）。由于 2001 年和 2002 年属于网络学院初始建设年份，所以这两年相
当的一部分支出为基础设施建设。因此在办公设备购置、局域网络环境建设，教学网站开发

等投入较大。 

对于固定资产等的成本核算，需要进行折旧处理，根据设定，办公设备的使用年限定为

5年，局域网以及相应的网络服务器、计算机的使用年限定义为 4年，初始教学网站的开发
后，使用年限为 3年，应用软件的使用年限也为 3年，那么根据统计数据，可以得知总不变
成本的计算公式为 

FC＝FCO＋1/5 FCF＋1/4 FCN＋1/3 FCW＋1/3 FCS＝74.7452万元 

可以得到 2002年度的总不变成本的投资对象图表如下： 

图2.2 2002年度总不变成本分类

办公场所租用费用

办公家具等固定资产
费用
网络线路建设费用

网站建设费用

应用软件费用
 

 课程总可变成本分析 



网络课程相关的可变成本包括：课程开发成本、课程管理成本、课程学习支持成本。2002
年度，网络学院一共开发课程 34门。实际办学中，教学计划编排的课程一共是 52门。与上
述数据相对应，在开发课程这个环节，一共耗费成本为 240.5599 万元，其中人力成本为
53.8417万，而设备与物质等成本耗费为 186.7182万元，则平均课程开发成本为 7.075万元。
在 2002 年度办学过程中，对应 52 门课程的管理成本为 140.7403 万元、发送成本 26.0826
万元和学习支持成本为 44.705万元。图 2.3是网络学院 2002年度课程相关的总可变成本分
析图。  

图2.3 2002年度总可变成本分类

课程开发

课程管理

课程传送

学习支持

 

3、网络课程运营成本 

 网络课程开发成本 

网络课程的开发是课程运营的第一步，在我们的课程成本分析中，将成本项目分为材料

成本、人力成本、设备成本、产品化成本、测试修改费用等类别。 

下图表示了 2001年度和 2002年度网络学院用于课程开发的人力成本、物力成本以及平
均成本的对比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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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课程开发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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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课程发送成本 

网络学院课程教学的形式包括印刷教材、电视录像、计算机单机软件以及网络课件等形

式，在成本模型构建过程中，我们已经介绍了网络课程发送所涉及到的成本项目。在网络课

程传输过程中，最核心的成本项目即为线路费用以及相应的人力费用，因此这里统计的课程

发送成本以这两项数据作为最后的发送成本。 

2002年度课程发送生均成本为 ACT2002＝76.0元 

2002年度平均每课程发送成本为 ACT2002＝5015.9元 

 课程管理成本 

在课程管理这一部分，根据网络学院实际情况，将其分解为作业管理、答疑管理等各个

部分。在实际的成本统计过程中，由于学院没有细分的各个数据，因此这部分得到的只是年

度的课程管理总成本。 



2002年度每课程管理成本为 AC MC 2002＝2.7065万元 

2002年度课程管理生均成本为 AC M 2002＝410.2元 

 学习支持成本 

该网络学院的学习支持形式主要包括：作业辅导、主讲教师答疑（不包括作业辅导中的

答疑）、站点辅导教师答疑辅导、面向师生的刊物、提供学习相关扩展资源等等。其中包括

由网络学院本部和地区学习中心提供支持服务。2001年度网络学院共开设课程 48门，注册
的学生数量为 848人，提供学习支持的成本共计 26.0826万元。2002年度开设课程 52门，
注册的学生数量为 3431人，提供学习支持的成本共计为 44.705 万元。由此可得 2002年度
学习支持生均成本为 ACA2002＝130.3元。 

 
三、网络课程成本函数 
下面进一步根据上述的统计数据分析一下课程运营总成本、平均成本和边际成本之间的

关系。这里，课程成本函数主要讨论网络课程运营成本对教育规模的依赖关系，并说明总成

本、平均成本和边际成本之间的变化规律。 

令 TC 代表总成本（按一年计算），S 代表学生数，定义总成本与学生数量之间的关系
函数：TC＝f（S） 

总成本由固定成本、课程开发成本、课程发送成本、课程管理成本、课程学习支持成本

等着几个部分组成。固定成本在年度范围内不会随着学生数量的变化而变化，同样，网络课

程开发的成本的决定因素是开发过程中的人力和物力耗费，与课程学生数量无关，因此可以

在年度课程总成本核算中，将其视为常数，以 a0来表示。 

除此之外，课程发送成本、课程管理成本以及课程学习支持成本都随着学生数量的变化

而变化，为了简化我们的模型，这里将其视为关于学生人数的线形关系。那么可以得到： 

TC＝a0＋a1＋a2S＋a3S＋a4S＝a0＋a1＋（a2＋a3＋a4）S 

式中： a0 ——表示固定成本 
  a1 ——表示网络课程开发成本 
  a2 ——表示每增加一名学生所导致的网络课程发送成本 
  a3 ——表示每增加一名学生所导致的网络课程管理成本 
  a4 ——表示每增加一名学生所导致的网络课程学习支持成本 
这样，（a2＋a3＋a4）S 给出了成本变量，其数量大小取决于网络课程学习的规模 S。

而由于课程发送成本和管理成本以及学习支持成本都是学生数量的线形函数，因此，将总成

本函数简化为：TC＝a＋bS 

式中： a= a0＋a1 表示成本项目中的不变因子，即为固定成本与课程开发成本之和； 
  b＝a2＋a3＋a4表示成本项目中的可变因子，为增加一名学生所增加的总成本 
这样，我们可以给出其线形总成本函数图： 



TC=a＋b S

斜率＝△TC/△S=b
=边际成本

S

TC

O

 a

 

图 3.1 课程总成本函数 

由课程总成本函数可以推导出课程平均成本和边际成本。平均成本等于总成本除以学生数

S： 
AC＝TC / S＝a / S＋b 
而边际成本为每增加一名学生的总成本增加量，根据总成本函数可知，边际成本为一常数 b： 

MC＝b 

与总成本函数相对应的平均成本和边际成本函数图形如下： 

AC=a/S＋b

MC=b

S

AC、MC

O

b

 

图 3.2 课程平均成本与边际成本函数 
以 2002年度该网络学院的各项数据作为分析对象，进行统计和分析可得，对于网络学院开

设一门课程来说，其运营总成本 TC＝2.592＋7.075＋（0.0076＋0.013＋0.041）S/52    即 
单门课程总成本为： TC＝9.667＋0.0012S   （单位：万元） 
平均成本为：  AC＝9.667/S＋0.0012 （单位：万元） 
边际成本为：  MC＝0.0012   （单位：万元） 
 

四、课程招生规模控制探讨 
下面以课程为单位，进一步对网络课程进行成本－效益分析，讨论课程招生规模控制问题。 
由上文已知，课程运营总成本为 TC＝a0＋a1＋a2S＋a3S＋a4S＝a0＋a1＋（a2＋a3＋a4）

S，即 TC＝a＋bS。进一步假设年度单门课程的学修人数为 S，该门课程的学分数为 T，而学生
学费为每学分 C元。那么对于这么课程来说，其收益则为 TB＝S·T·C。 
要使预算平衡则有： 



TC＝TB 
即 a＋bS ＝S·T·C  
可得 S＝a /（T·C－b） 
即若要使课程成本和课程收益保持平衡，则招生规模必须满足 S＝a /（T·C－b）的条件。 
从几何图形来分析，则是求成本曲线和收益曲线的交点，我们可以做如下的分析： 
在确定了一门课程之后，改课程的学分数 T 以及单位学分学费 C 都已确定，因此可以令 c

＝T·C，则课程收益函数可以简化为 TB＝cS（c＝T·C 常数） 
将两图表示如下： 

TC=a＋b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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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T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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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c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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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课程成本曲线和收益曲线 

曲线 TC＝a＋b S是为网络课程成本曲线，曲线 TB＝c S为网络课程收益曲线，两曲线交
于 E点，此时有 TC＝TB＝T0，S＝S0。 
在区域 I，即 S<S0时，此时 TC>TB，即课程运营成本超过课程收益，网络学院处于亏损状

态办学； 
在区域 II，即 S>S0 时，此时 TC<TB，即课程运营成本小于课程收益，网络学院办学有营

利。 
需要指出的是，存在一种特殊情况，如下图所示： 

TC=a＋b S

S

TC、TB

O

TB=c S

 

图 4.2 特殊情况下的成本曲线和收益曲线 

图 4.2所示，课程成本曲线的斜率大于课程收益曲线的斜率，两曲线不能相交，无论招生数
量 S 为多少，始终都是课程运营成本大于课程收益，网络学院的课程运营总处于亏损状态，而
且随着招生数量的增加，亏损更加严重。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对该网络学院 2002年度的课程运营情况进行简单的成本－效益分析。
发现，平均每门课程，只有招生规模等于 388人时，可以实现收支平衡，而当招生数量大于 388
人时，由于其不变成本被更多人平摊，因此将使其总收益大于总成本。 

 
五、总结与分析 
在本文最后，我们总结一下在研究过程中发现的一些主要问题： 

1、隐藏成本问题 
在讨论网络课程运营成本的过程中，常常会忽略一些不大容易统计的费用，包括线路费用、

管理费用、决策费用等等，这些成本项目虽然不起眼，但其在整个网络学院办学过程中，起着相

当重要的作用。 
首当其冲的就是决策和高级管理成本。对于一门网络课程的运营来说，采用何种模式、使用

哪些技术设备、如何选择合适的教师、如何组织和管理课程运营团队，都需要付出相当的人力物

力成本。这一部分的成本很难进行核算，因为很多并没有在财务报表中予以统计，也没法统计。

在实际的网络学院办学过程中，这一部分常常被忽略，我们本次的研究就发现在现有条件下，难

以核算决策成本。 
其次就是一些课程运营过程成本，这部分成本常常被忽略，如办公房租、个人用电脑系统、

电话服务，乃至光、热费用等，而这类成本并不常常是显见的。这些成本项常常不被视为网络课

程相关成本，但由于其是网络课程运营的基础环境，与课程的办学、最终的教育成果以及课程本

身的质量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因此在课程成本核算过程中，也应该考虑进去。在本次研究过

程中，将这部分成本视为课程运营的不变成本部分，计入课程总成本。 

另一常常被忽略的是评价成本，包括评价的管理以及结果的分析等。网络学院的办学都是围

绕教与学为中心，而现在教育部也要求各网络学院对于办学本身进行评价。网络学院对于课程的

运营情况来说，需要实施各种跟踪和管理以及数据分析，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成本项目，而在课程

运营过程中，常常被忽略。 

 

2、规模与效益问题 
根据规模经济理论，学校规模是否适度是影响教育投资利用效率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投入

以一定比例增加，而产出增加的比例比投入增加的比例大，就会产生规模收益递增现象，这就是

规模经济；如果规模扩大至相当程度后，由于组织内部沟通与协调的困难，致使产出增加的比例

低于投入增加的比例，则会产生规模收益递减现象。因此，在教育经济学中强调学校规模应保持

适度。 
就网络教育而言，网络学院办学规模的度很难把握：一端是规模过小，由此带来的后果主要

是教师学生比例很难合理，资源利用率低，从而造成资源浪费，效益低下；一端是规模过大，其

衍生的缺陷，主要是人际关系的疏远和支持僵化，从而影响到教师教授和学生学习的质量。 
与传统教育相比，远程教育是一种技术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教育形式。由于远程教育以现代

信息技术和多种媒体教学为基础，如卫星传送系统、视频会议系统等，及网络教学实施的平台、

准备多媒体学习资料等，这些都是开展远程教育必须的前期投资。在学生数目不太多的情况下，

远程教育的成本效益相对较低，随着远程教育规模的扩大，远程教育应能取得较高的成本效益。

从长远来看，远程教育是一种投资效益较高的教育形式，虽然从我们目前的实践以及本文的数据

来看，还远远没有达到足够的规模。 
规模和效益是一把双刃剑，平衡教育质量和经济效益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毕竟，教

育的成果还是要以学习者的提高作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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