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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高等院校债务管理

樊 瑶

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教育投入与教育需求间的矛

盾更加 突出，资金不足 成为制约高校发展的“瓶颈”。为此 ，

银行 贷款成了高校筹资的一种有效途径。当前，高等院校

贷款的债务压力和教育经费紧缺的问题日益突出，必须用全

新的视角和思维，全面审视、研究和思考举债办学的相关

问题，探索当前形势下债务管理的新模式，有效防范风险，

确保高等院校教育事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高校举债引发的问题思考

（一）高校 举债的风险 性。按照教育部、财政部组织

开发的“高等学校银行 贷款额 度控制与风险 防范模型”的

方法和思路 来分析，目前我国有相当一部分高校已 经达

到财务风险 预警线，债务包袱日益严重，财务风险 已经显

现。对高校 而言，银行 贷款的偿还主要依 赖于高校招生

人数和学费标准的增加 给高校带来教育事业收 入增加 的

预期，但是这种预期往往会因为生源紧张、招生困难而被

高估。随 着我国经 济改革的不断深入，经济模 式越 来越

开放，跨国办学、民办高校、国有民办二 级学院等众多的

办学模式已经逐步打破了我国公 办高等教育市场的垄断。

据权威部门统 计，今后 高等院校在校 大学生的人数将会逐

步减少。

（二）高校举债的效益性。目前，我国部分高校缺乏科

学的规划和民主的决 策程序，贷款项目和额 度缺乏严格、

科学的可行性论证，盲目攀比建新校 区、重复建设、资产重

复购置、浪费严重等现象比较普遍。此外，对贷款的高额利

息支出对教育资源产生的负效应认识不够，甚至有的只考虑

当前资金需要，把贷款 当作融资的主要方式，效益观念淡

薄。没有从切实加 强管理、提高资金效益上动脑 筋、想办

法，没有充分挖掘内部潜力、整合现有资源、合理调度资金，

没有通过自有资金的有效运作来减少贷款额度、降低贷款

成本。

加强高校债务管理的思考

（一）进行债务清查，摸清债务家底。开展债务清查，

就是要摸清学校债务的数量、分布、结构、来源去向、使

用、偿还和管理情况等，进一步弄清核实债务家底，为加强

债务管理奠定基础。做到“来源清，去向明，管理规范，效

益优 先”，有效防 范风险，确保 高等教育事业的健康、可持

续发展。

（二）坚持科学民主决策，发挥贷款效益。在贷款建设

时，要从实际、校情出发，坚持量力而行，不能搞盲目攀比、

重复建设、重复购置、奢侈浪费。学校应该制订出科学合理

的总体发展战略规划、校园建设规划、学科与师资队伍建

设规 划，在总体规划下根据事业发展需要和实际偿债能力

确定贷款项目及适度的贷款规模。在决策过程中，一定要充

分征 求广大教职工 的意见，集思广益，发扬民主。在贷款过

程中，必 须坚持效益优先，根据需要合理确定资金的需要

量，根据项目进度合理控制资金的投放时间，尽可能减少资

金占用，防止浪费，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关键的、急需的项目

上，大力提高投资效益。

（三）做好债务预算，完善偿还机制。编制切实可行的

债务预算，可以 落实偿债资金，以 预算管理机制来约束举

债和偿债行为，实现高校债务管理规范化和法制化 ，从而

有效地防范和化解债务风险。债务预算应按 债务资金的来

源和支出结构来反映债务借入和使 用的情况，应包括债务

举借资金收支预算、债务偿还资金收 支预算和债务资金收

支平衡预算。债务预算的编制要与学校综合财务预算的编

制同步进行。学校要根据债务规模情况，建立相应的债务

偿债准备金，在当年预算中进行反映，由财务部门实行专户

管理。偿债资金的来源可为财政预算内拨款、学校自主收入

等，主要用于消化因举债而形成的隐性风险。

（四 ）落实管理责任制度，切实防 范风险。一是建立有

效的风险防范责任制，建立“责权利”和“借用还”相统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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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管理机制，如项目论证制度、民主决策制度、贷款资金

的财务管理制度、监督评介制度等，规范举债程序，控制债

务规模，落实管理责任，切实防范风险。二是建立项目管理

责任 制，按照“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建立贷款资金

项目管理责任制，责任到人，各负其责。三是建立债务风险

预警提示制度，以 教育部、财政部共同组织开发的“高等学

校银行贷款额 度控制与风险 评价模型”为基础，研究确定

本校合理的贷款控制规模，以 负债率（债务余额与当年学校

各项总收入的比例）、债务率（债务余额与当年可支配财力

的比例）、偿债率（年度还本付息额 与当年可支配财力的比

例）等为重点，对债务的规模、结构和安全性 进行动态监

测和评估，随时掌握和了解财务风险状况。四 是建立项目财

务监督制度，财务部门要及时、准确地掌握学校负债建设项

目贷款及 配套资金等的使 用情况，会同有关部门加强稽核

检查，严防项目举债突破计划规模。负债项目建设 完成后，

学校应组织有关财务、监察、审计等部门对项目的社会效

益、经济效益、功能作用以 及债务偿还能力等进行全面的

绩效评价。同时，学校还应按规 定积极主动地将累计贷款

余额达到本校近三年平均总收入10% 的贷款项目的可行性

研究报告、分年度贷款额度方案、具体还贷计划和措施等

相关材料报送主管部门备案，建立大额贷款备案制度，接

受上级部门的宏观管理与监控。

（作者单位 ：江苏警官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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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集群效应  打造竹溪特色农业

邹蔚烈  罗传根  龚德成

作为全国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湖北省竹溪县多年来积

极开展农业综合开发扶贫，加速推进以“山水林田路整治、农

业产业化 经营”为主的农业综合开发，逐步提高投入和建设标

准，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和渠系林网作业道配套建设，发展

现代特色农业、提高土地综合产出能力，形成了良好的集群效

应、增加了全县农民收入。

一是开发有“机”田，建设米粮仓。该县把集中力量建设

粮食核心产区作为农业综合开发重中之重，积极探索建立公

共财政保障粮食安全的长效机制，把粮食主产区建成大粮

仓。竹溪县的贡米已有1400 多年的历史，为打造特色品 牌，

竹溪县将有机贡米核心产区中峰镇定为“万吨有机贡米核心

区”，并积极申报，推动其成功纳入湖北省财政粮油精深加

工 技术改 造贷款利息财政补贴 范围。2008年，县财政投资

400多万元在中锋镇多个村修筑 U 型渠 1万多米，改造低产田

1000 亩，打造“田成方、渠成网、路相通、树成行”的贡米产

业基地，扩大了机械化耕作面积。当年，该镇的有机稻米就

卖出了比普通大米高出1倍的价格，亩均多增收 入600元以

上。2009年，该县又从农业综合开发项目中安排中央、省、县

财政资金 310 万元，组织乡村集体和受益农民自筹 82万元，

用于中峰镇汤家坝、邓家坝等 5个村改造中低产田 4000 亩，

打造现代米粮仓示范样板。

二是改造丘岗地，农田低产变高产。继 2008年完成 2万

亩耕地治理，2009年，该县又抓住其成功纳入国家农业综合

开发县的契机，按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

的原则，编制农业综合开发项目5年规划。规划治理土地17.63

万亩，其中改造丘陵岗地和中低产田 2.8万亩，中型灌区节水

配套改造1.13万亩。目前，全县已安排预算投资额 1600万元，

在13个乡镇和农林场综合开发改造2万亩低丘岗地，主要开

展土地平整、田间道路、农田水利、机耕路桥等工程，确保当

年建设当年受益，达到“田园化、水利化、生态化”目标。

三是创新投入机制，增强产业后劲。该县在农业综合开发

中科学运用“以奖代扶”激励机制，因地制宜推进农业产业化

经营，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全县整合捆绑财政支农扶贫

资金、优势农产品板块项目资金、财政贴息贷款、小额担保贷

款等资金，重点支持优质特色农产品 高效种植以 及养殖基地

建设，着力推进集中连片的规模开发和标准化生产，加快建设

优势农产品产业带，稳步提高生产基地的综合生产能力和原料

供给能力。在已建成60万亩林果、茶、药、魔芋、山野菜等特

色农业绿色产业基地的基础上，2009年，开展了17万亩特色

产业基地建设，力争全年特色产业基地达到 77万亩，产出效

益 5.5亿元以 上。此外，该县还探索完善土地治理和产业化经

营两类项目统筹安排、相互促进的良性发展机制，创新财政支

农资金整合方式，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全县按照纯公益性、

半公益性和市场化经营分门别类投入财政资金扶持或给予财

政贴息贷款支持。同时，运用财政政策、财政融资、政府担保

贷款和银行信贷，积极支持当地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扶持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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