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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保障 

业内人士呼吁：高校财务监管要跟上经费增长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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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内人士呼吁：高校财务监管要跟上经费增长的步伐 

  近一个月内，长春大学师生茶余饭后议论着该校原副校长门树廷受贿一案：2003年至

2011年间，门树廷利用自己负责学校后勤和基建的职务之便，索取和收受他人贿赂939万

余元。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门树廷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财

产100万元。 

  长春大学的很多同学看到媒体相关报道后，纷纷在人人网上转发。该校大二学生李月

（化名）在网上把案件来龙去脉了解清楚后有些气愤：“学校这么穷，没想到副校长能受

贿近千万元！” 

  门树廷一案并非个案。这几年频频有高校领导，尤其是主管后勤和基建的领导，被曝

贪污，随后牵出一系列相关部门的人员。“高校腐败窝”一度成为流行词。 

  高校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清水衙门”。近几年来，随着高校招生和基建规模不

断扩大，经费来源多元化，加之其自主决策权扩大、更广泛地参与市场经济等因素，高校

的经费大幅增加，但是原有的高校财务管理和监督机制相对落后，跟不上经费增长的步

伐。 

  个个个个人富得流油，人富得流油，人富得流油，人富得流油，学学学学校整体寒酸校整体寒酸校整体寒酸校整体寒酸 

  2011年底，门树廷东窗事发，与其相关的长春大学后勤系统10余人牵连其中。在任职

期间，门树廷利用学校日常工作、建设长春大学过街天桥、综合楼、教辅楼等基建项目，

为他人谋取利益，索取和收受他人所送现金并接受他人出资为其家别墅装修。 

  与门树廷受贿近千万元“富得流油”相对应的，则是学校整体的“寒酸”。李月的同

学普遍认为学校很穷，软硬件不如其他省属高校。比如，去年系里获奖学金的同学被辅导

员告知，学校现在拿不出钱，要拖欠一个学期，才能发放。而且，“学校公寓很紧张，如

果宿舍卫生打扫不好，就有可能被分到人数多、环境差的寝室住”。 

  长春大学一位教师则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门树廷分管学校后勤和基建后，许诺为全

校教职工集资建房。如今，十几年过去了，集资建房彻底成为泡影。看着其他省属高校教

师可以集资建房，这位老师甚是羡慕。 



  与经济上的损失相比，学校的名声更受影响。“他拿着学校的资金和资源去交换，学

校的经济和名誉都受到巨大损失。”这位老师说。 

  据了解，高校经济犯罪案件大多集中在基建、招生、采购、财务、招生等环节。犯罪

主体以校领导、主管财务人员、后勤基建及采购领域的管理人员居多，并呈现出窝案、串

案的共同特点。 

  一位代理过多起高校腐败案件但不愿透露姓名的律师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高校领导

和相关部门人员贪污受贿多采用“文明”手段，诸如以“发奖金”、“慰问老干部”等为

由，并存以法不责众的心理，美其名曰为“集体福利”。  

  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以倡导“公车革命”为公众所知。他分析，高校领导干部有

了权力，如果不进行约束，就会产生腐败。很多人因利益驱动，盯上了分管后勤和基建的

副校长手中的权。某些意志不坚定的副校长面对走马灯似的送礼的人，很容易动摇。“收

小钱没人发现，便会有恃无恐”，叶青惋惜地说，高校里一些原来搞学术的人，当官有了

权力后，不做学问，而是陷入腐败的泥潭。  

                懂懂懂懂的人知道的人知道的人知道的人知道风险风险风险风险，不，不，不，不懂懂懂懂的人不知道深的人不知道深的人不知道深的人不知道深浅浅浅浅  

  由财政部和原国家教委制订，并于1997年1月1日开始实行的《高等学校财务制度》规

定，高等学校财务管理的主要任务有以下几方面：依法多渠道筹集事业资金；合理编制学

校预算，并对预算执行过程进行控制和管理；科学配置学校资源，努力节约支出，提高资

金使用效益；加强资产管理，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建立健全财务规章制度，规范校内经济

秩序；如实反映学校财务状况；对学校经济活动的合法性、合理性进行监督。 

  但目前，在全国高校中普遍存在着“外行管内行“的情况。湖南省财政经济学院院长

伍中信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很多高校分管后勤和财务的校领导不是专业出身。如此一

来，不仅易造成资金使用效率低，而且分管领导极易因不懂财务知识，忽视财务风险而被

财务人员蒙蔽犯罪，或自己有意犯罪。“懂的人知道风险，不懂的人不知道深浅。” 

  当前高校经济责任审计的力度不够、范围不广也是高校容易出经济问题的一个重要原

因。叶青认为，高校作为一个经济体，大多数设置有内部审计部门。但多因为是内设部

门，对学校各部门财务监管难有实际效果。 

  尽管如今对高校领导干部届满离任的审计力度较大，但也不乏审归审、用归用的情

况。叶青说，全国高校财务来源多数为财政拨款，而领导干部离任审计，也常因“公对

公”，履行程序地翻一下账本，对“小金库”很难查清。而国外一些高校，资金更多来自

于社会，关注度相对高，审计力度大，出现腐败的机率也小。 

  叶青建议，高校应推行年度审计制度，特别是在招生和基建领域加大审计力度，防患

于未然。据他了解，全国100多所211工程大学，很难做到每年审计一次。 

  2000年，财政部和教育部印发了《关于高等学校建立经济责任制加强财务管理的几点

意见》，要求在高校建立各级经济责任制。 

  伍中信告诉本报记者，全国各高校中少有实行经济责任审计制的，没人去评审分管领

导财务决策是否得当、是否能发挥资金最大效益。审计内容多为高校领导干部届期内是否

有违规行为，且缺乏届中审计。  

                总总总总会会会会计师计师计师计师与与与与主管主管主管主管财务财务财务财务的副校的副校的副校的副校长谁长谁长谁长谁大大大大谁谁谁谁小小小小  

  从1979年至今，教育部（原国家教委）曾多次独自或联合其他部委下发文件，建议或



要求各高校设立总会计师，来加强对高校财务的监督，保证其正常运转及资金更加安全。

但至今为止，设立总会计师的高校却为数不多。 

  一位就职于西北某教育部直属院校的总会计师感叹：在大学任总会计师，还不如按以

往惯例，由高校副校长管财务好。 

  在高校现有体制中，总会计师和副校长虽然都是副厅局级干部，但是前者常觉得矮人

一等。如果有机会，他便会提拔别人当总会计师，自己去做副校长。伍中信分析，现今很

多高校的总会计师一职是可有可无的。很多高校的总会计师不是按照管理需要来设置。  

  伍中信说，在高校有这样一种现象，即从事财务的专业人才很难提升至副校级。在其

他行政事业单位，管理财务的中层干部有一定上升空间，但在高校，选拔总会计师不仅考

虑专业素质，还考虑其学术造诣等。 

  高校人才济济，在职数有限情况下，会优先提拔安排学术能力强的人。同时，在高校

因财务专业技能被提到副校级，很多人并不认可其能力，伍中信说，以此标准选拔，就会

出现搞学术的人当副校长之后再来分管财务。 

  前不久，教育部通过公开选拔的方式，为6所高校招聘总会计师。伍中信认为，这种

方式对高校财务管理的完善有较大帮助。如果仅是在本校选拔总会计师对改进高校财务管

理问题不一定起到明显效果。因其在已有土壤里成长，会受周边环境的影响，只是当了个

官而已。 

  若是全国范围招聘，是因为该学校在本校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便放眼于全国，而不是

局限在本省、本校。此举说明该校对总会计师一职位看得很重，对人才的要求自然较高：

不仅要求专业能力，还需要考察是否有管理才能、执行能力、监督能力和决策能力等。只

有这样的人选才能把高校总会计师这一职务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 

  但伍中信略有担心：遴选高校总会计师应形成常态化机制，而不是今年有几个，以后

就没有动静了，只是让大家看个热闹。 

                112112112112所所所所211211211211工程工程工程工程学学学学校校校校无无无无一一一一实实实实施施施施财务财务财务财务公公公公开开开开  

  总会计师只是加强高校财务管理的一个环节，并不是有了这个职位就上了保险。 

  据了解，高校资金来源已从原来仅为财政拨款发展为现在的财政拨款、学费、产业上

交、社会捐赠、科研经费和银行贷款等多种渠道。教育部也为此下发了不少财务公开的相

关文件。 

  2002年教育部就发布了《关于全面推进校务公开工作的意见》，其中提到经费预决

算、教职工购（建）房方案、住房公积金、养老金、医疗保险和其他社会保障基金等涉及

教职工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都应通过多种形式告知广大教职工。该向社会公开的要向社

会公开。” 

  2010年9月1日《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的应公开内容中明确规定：财务、资产与财

务管理制度，学校经费来源、年度经费预算决算方案，财政性资金、受捐赠财产的使用与

管理情况，仪器设备、图书、药品等物资设备采购和重大基建工程的招投标情况，应主动

公开。 

  今年2月29日，教育部颁布了《教育部直属高校基本建设管理办法》以规范和加强直

属高校基本建设管理工作，提高投资效益。 



  至今，全国各高校在财务公开上，却鲜有动静。 

  中国政法大学教育法中心发布的《2010-2011年度高校信息公开观察报告》显示，教

育部“211工程”中的112所大学中，没有一所向社会主动公开学校经费来源和年度经费预

算决算方案，也没有一家高校公布其财务资金的具体使用情况。 

  在走访调查中，中国青年报记者发现，高校师生普遍反应没有可以获取以上信息的渠

道和途径，久而久之，因无法接触，也不愿关心了。 

  东北师范大学的一位老师告诉记者，学校公共资金可以花得冤枉，但不能被个人侵

吞。因苦于无法知晓，平时也只能关心自己“工资涨不涨，能不能按时发了。” 

  而吉林大学一个学院的副院长更关注的则是项目经费如何报销能更容易、手中如何可

以掌握更多项目经费、学校和学院之间的权责利如何平衡。 

  在高校中还有一部分青年教师，对高校财务的运行情况持漠视态度。对他们而言，自

己在学校大事小情上没有影响力，在资源分配上更没有话语权，“校领导即使不贪污，钱

也花不到我们身上”。 

  对大学生而言，高校财务情况更是“遥远而神秘”，想了解，却没有途径，“如果学

校在相关网站公布财务信息，我一定会去看，想看看上交的学费，学校是如何使用”，长

春大学学生李某说。 

  “学校收的学费，接受的财政拨款，都是纳税人的钱，公立大学财务信息理应完全向

社会公开”。叶青建议，高校在内网和外网都应该设立一个财务公开的栏目。定期向社

会、师生和家长提供季度性、年度性的数据。例如，各项工程的审计意见，花了多少钱

等。此外，相关部门应该要求各高校公开财务信息的时间，不按时公开的要对其进行问

责，并且鼓励家长和师生来监督。 
中中中中国国国国教教教教师师师师宝宝宝宝典典典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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