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试论教育产业筹资现状和策略探讨 

文/丁依群 贺晓斌 陈翠芳 

   自1999年开始，“扩招”一词每年都成为热点，全国大学从10年前的1000所左右发展到目前
的近2000所，扩展中的资金缺口问题越来越显露。目前大部分普通高校的资金来源渠道主要是国家
教育拨款和银行贷款，其现状如何，存在什么问题，应该采用什么恰当的策略，下面进行一一探
讨。 
一、国家教育拨款的现状及策略 
   在高校资金的供应者中政府仍然是占主导作用，政府财政资金仍然是高校资金的主要组成部
分。我国教育经费的主要来源主要是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它包括各级财政对教育的拨款、城乡教
育附加、校办产业减免税等。1998年到2003年全国教育经费中财政预算内拨款和财政性经费占的比
例如下表： 
   

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出，财政性经费在总经费收入中所占比重呈现连续下降的趋势，说明我国教育发
展的速度远远高于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投入速度。所以不断增加的高校资金需求与国家教育拨款的减
少之间矛盾的解决可以从以下三方面来探讨： 
   （一）由“增量拨款”改“产出拨款”。国家投入拨款主要是依据过去的经费，注册学生数
的增加和通货膨胀造成的开支上涨等因素而进行拨款，是典型的“增量拨款”。“产出拨款”是依
据学校的绩效来拨付经费。而 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对公立高等教育的拨款一般采用“产出拨款”，
“产出拨款”是依据学校的绩效来拨付经费（芬兰政府就根据应该毕业的毕业生数决定应该的教育
经费拨款）。“产出拨款”和“投入拨款”的区别主要是在于“产出拨款”更注重效率，重视成
果，关注毕业生的效率和效益，既强调数量，又注重质量。 
   （二）直接拨款向间接拨款转化。间接拨款不是将资金直接拨付给学校而是以分配给学生等
形式达到资助教育的目的，如国家奖学金、助学金等，英国政府对公立高等教育的间接拨款有奖学
金、学生贷款、助学金等。间接拨款的方式的多样性和学生的直接受益性能够提高拨款的使用效
率，减少浪费。  
   （三）拨款内容划分清晰。而现在有更多国家由 “一揽子”拨款向分散拨款转化，分散拨款
是将一般经费和专项经费加以区分，因为两种经费的性质不同，一般经费主要是保障高校正常运行
和发展的必要费用，专项经费是国家或者特定社会机构为完成特定研究项目而拨付的，需要专款专
用。英国的拨款分为以标准费用为基础的教学拨款和以水平为标准的科研拨款，教学拨款采用“核
心拨款+边际拨款”的方法进行。这样既让高校能得到社会的回报，也能通过社会力量的加入提高
专项资金的使用效率。 
二、 高校银行贷款的现状和策略  
   随着高等教育扩招步伐的加快，银行信贷成为近年来高校及重点中学基本建设的重要融资途
径，大多数高等院校都开始负债运行。《工人日报》曾披露，目前我国公办高校贷款数额已达1500
亿—2000亿元，如果不能警惕并及时遏制高校负债运行的趋势，会造成不良的社会后果：或者扰乱
金融秩序，使公共财政不堪重负；或者使高校学费进一步提高或变相提高，加重公众的负担。将制
约我国经济和教育事业健康发展。对此，需要多策并举强化高校债务管理，防范和化解高校贷款风
险。  
   （一）完善高等教育发展规划，加强对高等教育资源的优化整合。对各类高校的地理布局、
发展规模等进行系统规划，建设应该经过反复论证，用地规划要有科学的分析测算结果，实行严格
的审批制度。同时，强化学校与学校之间的合作，可成立校际合作委员会，实现资源共享、师资互
聘、科研互助、优势互补。同时还要加强高等教育内涵建设、提高教育教学质量。随着江西省高等
教育的战略转移，江西高校将从过去的急速扩张转到抓质量、抓水平、抓提高上来。为确保高等教
育将内涵建设作为今后的首要目标，江西省出台了一系列强制性措施以促成各高校的战略转移。例
如，要求各高校将学费收入用于保障教学业务、教学仪器修理、教学差旅等日常教学经费的比例不

  1998 年  1999 年  2000 年  2001 年  2002 年  2003 年  
财政预算内拨款  53.09 54.22 54.19 55.68 56.83 55.63 
财政性经费  68.92 68.29 66.58 65.92 63.71 62.02 

 



低于25％，年图书文献资料购置经费占全校教育事业费拨款的比例不低于3％；健全教学质量监控
与保障体系，对高校办学条件、管理水平、教育教学质量等进行全面监控；江西还在培养师资和科
研队伍、加强学科建设等多个方面做出了硬性规定。 
   （二）建立贷款风险预警机制。教育和窗体顶端财政部门要定期审查确定高校贷款最高警戒
线，并予以通报。对贷款余额超过警戒线的高校，要制定具体还款方案并停止贷款，否则可通过扣
减专项奖金拨款、暂停专项资金申请资格等方式予以处罚。进一步强化高校贷款法定还贷责任，将
贷款管理作为高校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的重要内容，引导高校正确认知风险，完善
决策程序，使高校贷款规模不超过学校的偿债能力，年度还款付息金额不影响学校的正常运行。 
   （三）进一步拓宽政府支持高等教育融资渠道，国家可以采用政府贴息等多种方式。一方
面，缓解各高校由于贷款付出的高额利息而难以承受之重；另一方面，政府又不必因为一下拿出太
多的教育投入而感到负担过重。在因为高校新校区的建设而产生的大量负债中，必须看到各省高校
新校区都是国有资产，政府应当帮助高校还贷 (井冈山学院院级课题《地方高校筹资策略探讨》经
费资助论文江西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新形势下普通高校筹资风险及策略分析》研究
成果 作者单位：井冈山学院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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