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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财务改革的基本思路和建议

闻校楚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使按照高度集

中的计划经济需要而建立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

面临严重的挑战。同时，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高

等教育投资体制和财务管理体制也明显地暴露

出一些弊端和问题，现行制度已难以适应高教

事业发展的需要。因此，改革现行高教财务投资

及财务管理体制，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需要的高等教育财务管理体制是一项紧迫任

务。

一、改革现行的拨款制度，实行教育投入基

金制

改革的初步设想是：改变现行的“综合定额

加专项补助”的拨款办法，实行由多种资金来源

渠道共同组成的基金制度，并按照不同渠道的

特点建立各自的增长机制。具体有三种思路：

（一）将现行的按“综合定额”核定的正常经

费改为国家奖贷基金，奖学金和贷款标准可因

不同的学校、专业和国家的导向目标而有所区

别。学生被录取后，可向专门机构申请奖学金和

贷款，并向学校缴纳学杂费。学杂费标准应以学

校日常经费的合理消耗水平确定。将现行的“专

项补助”与基建投资捆在一起，构成学校建设资

金的基本来源，用于解决学校的基础设施建设、

大型设备投资和大型修缮项目等支出。

国家拨款部分，一应用于逐步扩大奖贷基

金额度，加大奖贷力度，并通过收费方式回流学

校，以满足教育事业发展对经费增加的正常需

求；二应加大专项经费部分，增加学校的建设经

费，使高校的基础设施等基本办学条件得以较

大的改善。

（二）对学校支出项目进行分解分类，确定

国家拨款应负担的支出项目，其余支出项目与

相关收入来源对应，形成各自独立的收支渠道。
由国家拨款负担的项目有：（1）国家统一规定的

定编内的教职工工资和工资性津贴、补贴；（2）

国家用于学生待遇方面的支出；（3）学校大型设

备购置、大项修缮经费；（4）学校为组织全校教

学管理而开支的其他特殊性支出。其余支出项

目与相对应的收入来源是：学校的日常经费主

要由收取的学杂费、培养费解决；校办产业纯收

入和开展社会有偿服务纯收益按一定比例建立

职工福利基金、职工奖励基金和事业发展基金，

各项基金的比例可根据人均创收水平分档确

定。其中事业发展基金应补充用于设备购置和

修缮支出。

（三）国家财政按照人才培养成本的一定比

例供给资金。在对不同地区、不同科类学校的人

才培养成本进行测算核定的基础上，分别不同

的院校，根据支出消耗水平和创收能力确定国

家财政应供给资金的比例，形成以国家投入为

主，由学校通过多种渠道筹集为辅的格局。

实现上述三种基本思路需要相应的配套措

施：

1.要建立资金来源增长机制，以保证高教

事业发展有稳定的资金来源。其中，国家对教育

的投入要坚持“两个增长”（中央和地方政府教

育拨款的增长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在

校学生人数平均费用逐步增长），确保财政发挥

主渠道的作用。2.要打破事业费与基建投资的

界限，将基建投资并入事业经费，统一安排和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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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用于解决大型修缮改造、基本建设和设备购

置支出。3.要打通预算内外资金的界限，实行统

一调度、统一核算、统一使用、统一管理。4.将现

行以经费包干结余建立三项基金（集体福利、奖

励基金和事业发展基金）的方法，改由校办产业

纯收入和开展社会服务纯收益中提取。

对这三种思路的实施步骤，在近期内可考

虑先按照第二或第三种思路进行，待条件成熟

后，再逐步按照第一种思路实行彻底的基金制。

二、积极支持校办产业发展，加强校办产业

内部管理

（一）在税收政策方面为校办产业发展提供

优惠。校办产业的发展，已经不单纯是原有社会

服务的概念，它是包括校办企业、咨询服务、多

种经营等第三产业在内的综合性概念。因此，需

要在对校办产业的范畴进行界定的基础上，对

属于校办产业的生产经营、咨询服务活动给予

免征所得税的优惠待遇，并从政策上鼓励高校

科技成果实行多种形式的有偿转让，对高校以

技术转让形式入股的合资、合营企业实行税前

分利，其中对学校股份免征所得税。

（二）要多渠道解决目前校办产业发展资金

严重不足的问题。可考虑设立中央财政高教周

转金，用于支持中央级高校校办产业的发展。资

金来源可从现有中央级文教周转金中划出一部

分、财政专项拨一部分、从中央级高教主管部门

历年包干结余中融资一部分、以发行债券形式

从高校内部职工中筹一部分。另外，可设立财政

贴息资金，专项用于校办产业的重点项目贷款

贴息。所需资金可由财政另行拨给或从现有正

常教育事业费中每年划出一部分。

（三）确立学校与校办产业的合理关系，加

强校办产业内部管理。在学校内部实行两种运

行机制。学校与校办产业要由过去的行政隶属

关系向经济关系转变，学校应以资产所有者的

身份参与校办产业的管理和收益分配，校办产

业则按企业机制运转，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

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经济实体。要明确

校办产业与学校之间的权利和义务，稳定收益

分配关系，避免对校办产业的行政干预。国家对

校办产业优惠政策的减免税部分，通过一定的

手段保证上缴学校，全部用到支持教育事业发

展上。在校办产业内部，要加强核算和管理。经

营管理、成本核算、会计制度、收益分配等政策

要完全比照社会同行业企业的办法执行。校办

产业利用学校的设备、设施和人才、技术等条件

进行生产经营，要严格核算成本，并返还给学校

或作为学校对校办产业的投入，以增强校办产

业活力和参与社会竞争的能力。

三、实行综合财务计划

鉴于高校收入来源渠道逐渐增多、支出内

容日益复杂等情况，迫切需要实行综合财务计

划，由学校财务部门对各种渠道资金实行集中

统一管理、统一调度、统筹安排使用，强化财务

收支管理。同时，要改革现行的高校财务管理制

度，制定《高等学校综合财务计划规程》、《高等

学校财务管理办法》和《高等学校会计制度》，调

整有关预算办法、会计报表和科目。

四、完善收费制度，改革奖、贷学金制度

去年，在改革高校收费制度方面，下放了收

费标准的制定权限，使高校收费制度改革迈出

了关键的一步，收费已成为高校办学经费的重

要来源。今年，要进一步完善收费制度，逐渐向

成本收费靠拢，并根据不同地区、专业和办学水

平制定不同的收费标准，从收费制度上体现“谁

收益、谁负担”的原则，促使高校适应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的需要。同时，要改革奖、贷学金制度，

加大奖、贷学金的力度，以增强奖学金的激励作

用和贷款对于家庭困难、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

基本生活费的保障作用，促进高教事业发展。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工作研究
	高等教育财务改革的基本思路和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