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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贷款超常增长原因

及求解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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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作为一种重要的融资渠道，一

定程 度上缓 解了高校扩招过程中的资

金瓶 颈问题，促 进了 高等教育事业的

快速发展。然而银行 贷款毕竟是一种

高成本的融资，过度负债不仅增加了高

校的利息负担，更影响了高校的正常运

营，损害 了高等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形成的不良贷款也将会危及整个金融

系统 的安 全。当 前，高校 贷款 超常增

长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以 下几 方面 ：一

是宏观调控政 策创造了宽松的货币环

境。1 9 98～20 05年，我国实施了积 极

的财政政 策及扩张性的货币政 策，连

续 8次降低利率、取 消对商业银行的贷

款限额控制、调整法定存款 准备率、

连续 4次下调再贴现 利 率等，为高校贷

款超常增长提供了宽松的货币环 境。

二是融资渠道不畅导致高校过分依 赖

银行贷款。财政拨款和收费收 入是高

校 主要的收入渠道。但在扩招政 策出

台的同时，各级 政 府对高教事业的投入

反 而下降，有些地方甚至低 于 G D P的

增长率。同时国家对收 费收 入的使 用

方向又作了严格的规 定，高校 对收费

的支配权非常有限。高校 又很 难从 其

他 渠道获得资金，即使 能够取 得也只

占很 少的比例。在面对非债务性资金

供给乏力的情况下，利用债务性资金支

撑自身的扩张发展，几 乎成为高校的

唯一选择。三是政 府主导的投资成为

导火线。20 00年以 来，我国经济持续

增长，在科教兴国、知 识创新、高校扩

招及城市化 的 背景下，地 方政 府整合

各种社会资源，高校也积 极参与，利

用银行贷款在城市近郊兴建大学城。

同 时教育部也明确要 求，各 高校 可利

用银行 贷款 加 大校 园 改 造和建设 力

度，使学校的教学设施、体育设施、基

础设施有较 大改善。这表明高校 建设

贷款 基本上是在政 府主导下，经过地

方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的批准或授权

的。基于此 ，笔者对高校 现存债务的

处理设想如下：

1 .从资金投入上解决高校现存

贷款。面对高校 正 在发 生或即将发 生

的资金 链断裂风险，政 府应 对高等学

校现 存债务进行彻底清理，将高校贷

款 划分为 纯公 益性项 目贷款（如 教学

楼、办公楼、土地贷款）、半公益性项

目贷款（如 学生食堂和学生公寓）和流

动资金贷款。对纯公 益性项 目贷款，

政 府应全额 买单。对半公 益性项目贷

款，政府应给 予贴息。高校建设项目大

多投 资规 模 大、回 报 周期长，项目收 入

受到国家有关法律法 规的限 制，无 法

产生稳定的现金流以 偿还银行贷款，因

此 政府应给 予一定的贴息支持。对于

流动资金贷款，政 府应协调银行与高

校 关系，帮助高校积极争取期限长、利

率低的国家政 策性 贷款，防 范和规 避

因银行信 贷政 策调整、人员调整而带

来的资金链断裂问题。

2.从制度建设上防范高校贷款

风险。政府应 加 强对高校 建设过程和

信贷交易过程的监管力度。一是建立对

高校贷款项目的预 算审查机制。通过预

算审查掌握 高校 建设项 目的准确资金

需求，防止以 高校 建设项目的名 义过度

贷款。二 是建立重大项目审批机制。对

于贷款数量超过一定标准的项目，必 须

经相关主管部门批准，这样一方面有利

于及时发现重复建设的项目，避免资源

浪费；另一方面还可以 及时把握 高校项

目建设的总体方向，防止出现重大问题。

三是完善信息披露机制。高校应定期

公布相关建设项目信息，提请社会监督。

四 是健全高校内部控制机制。应充分发

挥审计部门、监察部门、工 会部门的监

督作用，对贷款项目实施全方位、全过程

的监控。五是建立高校债务风险预警机

制。选取一定的量化 指标，对高校的债

务风险 进行监控，一旦 高校的负债达到

可能引发债务危机的水平，及时发出预

警信号，提醒相关部门做出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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