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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融资风险探析

从上世纪末我国实行高校扩招

政策以来，河北省高校为了解决扩招

后教学资源拓展所需的资金，纷纷

负债融资以寻求发展。从 2008年河

北省100多所高校的贷款情况来看，

平均负债额在0.9亿元至1.2亿元之

间，已经远远超过了多数高校的偿

还能力，增加了高校的办学风险和财

务风险。从负债构成分析，河北省高

校负债的80%左右为银行的短、中

期贷款；18%左右为隐形负债，主要

包括：应付未付的职工薪酬，应付

未付的建筑工程款 ,已完工程欠款，

教学实验设备、图书购置欠款等；

2%左右为学校教职员工的集资借

款。贷款担保方式主要是政府出面

担保、工程施工企业担保、学校财

产抵押、收费账户监控等。

目前河北省高校的高额负债是多

种因素叠加的结果：一是高校规模

迅速扩张，政府财政投入不足。自

从1999年我国制定了加速发展教育

的战略目标，高校连续10年扩大招

生量。但是扩招后政府对高等教育

的投入并没有相应增加，个别地方

高校拨款额还有一定幅度下降。二

是教育资源的重组与整合。进入 21

世纪，中等专业学校、专科学校、职

业大学、电视大学办学规模逐渐萎

缩，各地普遍对教育资源进行重组。

河北省现有高校约50%是经过整合

形成的。据统计，河北省高校合并中

基本建设投资的80%来源于银行贷

款，经历了院校合并的高校平均贷

款额明显高于非合并院校。三是对

高校办学条件评估、硬件达标的要

求，客观上迫使各高校想方设法争

取贷款来扩大建设规模、增加设备

和图书投资以满足达标的要求。四

是高校管理体制存在缺陷，高校领

导实行任期制，责任主体不清，责任

追究机制不健全，任期内往往在投

资建设上相互攀比，对贷款风险认

识不足，还贷责任意识不强。

高校负债过高将产生一系列消

极影响：一是影响高校发展。尽管

高校通常能够按照比较优惠的利率

水平从银行取得贷款，但是高校所

进行的基础建设投资回报周期一般

比较长，无法在短期内产生稳定的

现金流，而高校的学费收入在一定

年度内是相对稳定的，教学的生均

投入却每年还要有一定量的增长，

使得高校很难凭借新增收益平衡利

息支出。因此，过度举债不仅会增

加高校的利息支出负担，而且会加

大办学风险和财务风险，最终将影

响高校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二是影

响金融系统的稳定。当高校债务巨

大且自身发展能力近乎枯竭时，贷

款将很难收回，这将对银行体系的

资产安全产生潜在的风险，对金融市

场的稳定造成冲击。三是影响高校

师生的稳定。从 2005年起，国家审

计署在连续两年的审计报告中，都对

高校债务风险提出了警示。一旦风

险来临时，高校管理者在转移融资

风险时也会将风险转移给高校的内

部利益群体，如有的高校出现的教

职员工“集资办学”、拖欠员工课时费

及各类补贴、引进人才政策迟缓兑

现等现象。这种风险的转移，则会

导致人才的流失，教学质量的下降，

影响高校师生的稳定。四是向政府

转移融资风险。政府是社会的管理

者，也是公共风险的最终承担者，

高校不能承担的融资风险最终将会

通过不同途径转化为公共风险，由

政府来承担，而一些地方政府以“政

府信用”为承诺增加高校贷款，也

进一步加剧了高校债务转移为政府

财政风险的程度。

在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

政府应当建立健全高校融资风险指

标评价体系，做好风险预警工作，

加强对资金使用的监察、审计力度，

最大限度地降低高校的融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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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高校也要提高对融资风险的

认识，加强财务管理，积极应对债

务危机。

一是摸清贷款底数，登记造册，

尽快研究并确定应对贷款风险的相

应对策。建议由省财政厅、教育厅、

审计厅联合对全省各高校的所有贷

款、欠款逐一清查，摸清底数。在此

基础上，根据省级和地方财力，结

合高校具体情况，分类指导，提出

具体实施意见，按照不同高校的类

别与财力状况，分别由省和市级财

政在统一预算内分年度做出安排，

加大财政对教育的投入力度，结合

各个高校的学费收入，统筹规划，

分清轻重缓急，分期逐年归还贷款

的本息，减轻高校的财务压力。

二是中央和省应制定高校信贷

优惠政策，增加学校还贷能力。可

以针对高校贷款制定相应优惠政策，

降低贷款利率或在一定时限内负责

高校贷款利息的结算。高校自身要

通过科研实力、教学质量、生源质量

以及学生就业率的提高，促使学费

收入的不断增长。

三是严格控制现有各高校扩大

规模或重复建设。全省各高校发展

要做到统一规划，结合未来适龄学

生呈减少的趋势，要做到区别对待，

有保有压，对确需扩大规模建设的，

要纳入各级财政预算。严格各类贷

款的审批和核准制度，对高校的建

设规模、现有条件及债务偿还能力

认真进行评估和可行性分析，尽可

能不再增加银行贷款。对已形成规

模，不需再建设的，要严禁自行贷

款，对大额的新增贷款实行省级审

批制。对过去投资过度而导致闲置

的资源，可通过出售或置换的方式，

变现还贷以减轻财务负担。

四是多元化筹资，增强还贷能

力。财政拨款是高校经费来源的主

要组成部分，因此高校应积极争取

政府的资金支持和各种优惠政策，

减免各类行政性收费，多争取科研

课题和专项经费。同时，积极利用高

校各类资源，加强同企业、科研单位

的经济与项目合作，引进社会资金，

积极探索多元化融资、筹资的新举

措。加强银校合作，及时与贷款银行

沟通、协调，征得银行的同意，降低

利率，延期还本付息，进而减轻目前

的财务负担。

五是发扬勤俭办事业的优良传

统。各高校要严格控制和压缩一般

性支出，坚持勤俭办一切事业和厉

行节约，严禁铺张浪费，大力减少一

般性支出，特别是节约公用经费支

出。要增强节能意识，加强公务费开

支与管理，从严控制行政性信息化

设备，促进资源整合，优化必修课、

选修课结构，控制课时数；严格控

制在编人数，降低人员成本；减少

不切合实际的绿化和亮化工程。总

之，要严格预算管理，努力提高资金

使用效率。财

（作者单位：河北建筑工程学院		

张家口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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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财政杂志社召开“三刊两鉴”研讨会

日前，中国财政杂志社在福建省召开了2010年

度“三刊两鉴”部分地区研讨会。傅东总编辑向与会

代表介绍了“三刊两鉴”的编辑出版情况，代表们充

分肯定中国财政杂志社在财政宣传工作中取得的成

绩，并就如何进一步提升办刊水平、更好服务读者

等积极建言献策。

																																（本刊记者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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