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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教育投入与支出优化研究

□虢青波

伴随近年教育经费投入大幅增长，

我国必将迎来教育事业的重要发展机遇

期。如何继续做好教育经费投入工作，

优化教育经费支出结构，提高教育经费

使用效率，促进教育事业持续健康发展，

就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教育投入与支出现状分析

教育经费投入随着经济快速发展

而不断增长，根据教育部等三部委统计

公告，全国教育经费2012年总投入规

模为27695.97亿元，比2011年总投入

量23869.29亿元增长16.03%，其中全

国公共财政教育支出量为20314.17亿

元，占公共财政支出总量125952.97亿

元的16.13%，比2011年的14.78%增加

了1.35%，使教育事业健康发展有了坚

实的财力保障。但我们也应有清醒的认

识，当前我国教育投入与支出中还存在

不少问题，还需有所改进，主要体现在

以下几方面：

（一）教育经费投入总量不够。教育

支出占GDP的比重反映国家（地区）对

教育的重视程度，2012年，我国国家财

政性教育投入为22236.23亿元，占GDP

比重为4.28%，虽有很大的提升，但与

世界其他国家相比还有差距。根据世界

银行统计资料，2001 年，澳大利亚、法

国、英国与美国等高收入国家公共教育

支出占GDP 的均值为4.8%，而哥伦比

亚、古巴、秘鲁等中低收入国家该均值

为5.6%。2005年，OECD与欧洲19国的

公共教育经费占GDP的均值为5.3% ；

2009年，OECD与欧洲21国的这个平

均值已变为5.8%。总体来说，目前我国

各教育阶段对经费的需求与教育投入之

间尚存在差距，教育经费投入不足制约

了教育事业的发展。

（二）教育投入主体相对单一。我国

当前教育投入以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为

主，民办教育经费投入比例相对较低，

社会捐赠氛围不浓，教育经费多元投入

机制尚未建立。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

国教育经费投入中，绝大部分来源于国

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其中主要是公共财

政预算教育经费），其他主要来源于事

业收入和学杂费，民办学校中举办者投

入与社会捐赠占比很低，近年还有相对

下降趋势。民办学校中举办者投入占比

2007年后均不到1%；社会捐赠投入占

比，自2006年后则均低于1%。2011年

二者之和还不到整个教育经费投入总量

的1%。

（三）教育经费投入结构欠佳。1999

年以来，我国高校开始大幅扩招，教育

经费也大幅向高等教育倾斜，大批高学

历人才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起了巨大

推动作用。但经过十多年扩张及学龄人

口变化等因素影响，高等教育已由以前

的精英教育转变为大众化教育。虽然我

国高等教育投入比例相对较高，但高等

教育投入中绝大部分投入都用在基建

与人员经费支出上，而教学及科研投入

比例相对较低，教育投入结构不合理，

不利于创新性人才的培养和高等教育

的可持续发展。职业教育投入相对不

足，历史欠账较多。我国职业教育起步

相对较晚，师资力量也相对较弱，而职

业教育长期以来一直处于投入偏低的

状态，与我国急需大量具备创新能力的

技术工人的社会发展现状不相适应。基

础教育投入不足、技术工人匮乏、昔日

高才生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民办教育

难以生存等现象常成为新闻关注点，这

些情况的出现表明随着社会的发展，教

育经费投入与支出的结构和方向亟需

进一步优化。

（四）经费分配模式还可改进。我国

现行财政教育经费分配方式主要是按学

生人数实行综合定额拨款加专项补助形

式，带激励性质的绩效拨款比例相对较

低，这种固化的经费分配模式可能出现

学校办学只管扩张而不注重学生入校后

的培养，最终导致经费支出效率不高。

从生均经费来看，2002年至2011年十

年间，高等教育和特殊教育生均经费远

高于各级各类学校总平均生均经费，幼

儿园、小学、中学低于总生均经费，小

学所有年份均不到总生均的2/3。一方

面，按学生人数获取经费，在固有师资

力量和硬件设施下，招收的学生人数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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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就能够得到更多的财政教育经费投

入，这容易让部分学校不顾自身硬件、

软件局限盲目铺大摊子招收学生以争取

到更多财政拨款，甚至不惜一切手段和

方式，相互挖生源，职业教育在这一块

表现比较明显；另一方面，师资力量不

够强、硬件设施不够用的情况下招来学

生，学校只能被倒逼着以负债方式增加

学校基础设施建设、甚至不惜降低标准

招聘更多教职员工，最后可能以降低学

生培养标准的方式收场。第三，我国学

校中还存在扩大基建为争取更多的学

生，获取更多的教育经费的问题，形成

一种恶性循环，另外也存在学校比学生

人数、校园面积等现象，而对教学质量、

专业方向和发展前景等问题关注不够，

以学生人数为基础分配经费，更容易加

剧这种恶性循环。

（五）经费支出缺乏科学评价机制。

迄今为止，我国尚未建立科学合理的

教育经费支出动态评价体系，究竟哪

些教育经费支出是合理的，需进一步

提高支出比例；哪些教育支出属于效

率低下或实属浪费的失误支出，需降

低甚至取消该部分支出；各项经费间

按什么比例才能效率最高，以上问题

值得进一步研究。教育经费支出中基

础建设支出比例大，其中普通高等学

校基建支出尤其高，占全国教育基建

投入的50%左右，1998年为 41.59%，

2008年为57.08%。此外，人员经费支

出比例也居高不下。过高的基建与人

员经费支出已经直接导致许多学校不

得不以降低教学与科研经费支出为代

价。第三，教育经费使用过程缺乏长远

规划与追踪问效机制。当前教育领域

的预算大多为年度预算，缺乏规划性

中长期预算，存在为完成预算执行进

度突击花钱行为。第四，教育经费支出

在公开透明方面有所欠缺，优质学校、

重点学校容易争取到更多教育经费，

有的学校能建豪华校门，有的学校基

本支出尚不能保证。因此，我国教育经

费支出结构有待进一步调整。

教育投入与支出优化的建议

（一）完善各类社会资金投入机制，

多样化经费的来源。据有关资料显示，

国外的小学、中学、高中后教育主要以

公立教育为主私立教育为补充，但高等

教育在许多国家则以私立教育占优势，

日本、韩国、美国的私立高等教育总支

出占GDP比重超过公立高等教育总支

出占比。由前可知，发达国家的私立教

育在整个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我国也

应通过税收优惠、贴息、奖励与补贴等

政策措施，拓宽教育经费来源，激发民

办学校举办者加大投入的热情，鼓励学

校以接受校友、慈善人士或机构的捐赠

等形式创收，多渠道开辟各类社会资金

进入教育领域的机制，改变现在以国家

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为主的局面，实现

教育经费投入主体的多元化。

（二）调整教育财政经费分配模式，

优化教育支出结构。建议财政与教育部

门针对社会经济发展对教育投入的需

求，进一步深入研究教育财政经费分配

模式，可通过增加绩效、奖励等类型拨

付经费方式的比例，改变当前绝大部分

教育经费按生均方式下拨的局面，减少

或避免学校为争取更多拨款而盲目扩大

招生规模的现象。同时，可根据教育与

经济发展阶段，先通过增量资金调整各

级各类学校经费投入比例，等待时间成

熟后再灵活调整各级各类学校经费的

比例，从而保证须优先、大力发展的教

育阶段能得到较多的经费投入。如现阶

段，在保证基础教育前提下，一定程度

降低普通高等学校的投入特别是控制其

基建支出，加大职业教育投入，尤其要

在近期或长远看来需大力扶持发展的专

业与方向上增加投入，从而实现教育支

出重点突出与结构优化。

（三）科学预测各级各类学校生源，

控制学校基建规模。我国人口出生率会

因不同的计划生育政策而变动，受教育

人口数也会因此而改变，甚至是大幅波

动。教育部门应及时与计生部门沟通、

了解国家生育政策，从而科学预测各年

龄段人口的分布，为波动的人口分布情

况制定科学合理的应对方案，在学龄人

口相对集中阶段学校应整合现有各种

资源，控制学校总的基建规模，尽量避

免为了应对短期需求而盲目上马基建

项目的情况出现，减少教育经费不必要

的浪费。

（四）建立动态支出绩效评价体系，

提升经费使用效率。财政部正推行预算

绩效管理，在各部门的某些重点专项中

推行绩效工作，教育部门应以此为契

机，强化各级教育部门与各类学校的绩

效意识，在划清财权与事权基础上，通

过联合、聘用等形式培养出一批专家、

学者或中介机构，结合自身特点，构建

出动态、科学合理、富前瞻性、有社会

公信力、可操作性强的教育支出绩效评

价体系，让有限的教育投入产生最大的

社会效益。

（五） 提升教育财务信息化的水平，

加大信息公开力度。教育部门“三公经

费”公开已成惯例，但对教育经费投入

的主要信息，如教育投入方向、结构及

使用效益等方面信息没有完全公开。教

育系统内部的财务信息化程度已相对较

高，建议利用信息化进一步提高预算、

资产、统计、分析等方面的管理水平，

待时机成熟后，分月（季度或年度）公开

经费的投向、效果等信息，也可定期公

布专项经费、重点项目等的申请、审批、

使用、验收等情况，通过加大信息公开

力度，让公众有信心，也愿意参与到教

育经费的管理和监督中来，从而实现教

育经费支出结构的最优化。

（作者单位：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  雷艳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工作研究
	我国教育投入与支出优化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