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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高校教育成本预算管理的思考

1. 进一步加强教育成本预算管理

机制。按照《政府会计制度——行政

事业单位会计科目和报表》的指导要

求，以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提高办学

效果为宗旨，坚持问题导向、发展导

向、质量导向、节约导向为主的原则，

从机制、制度及流程上进一步完善教

育成本预算管理，形成预算编制、预

算执行、预算控制、预算评价（审计）

的闭环管理流程，从机制上保障预算

管理的有效运行、及时检视。

2. 以内部控制环境为抓手，建立

良好的全员预算文化。高校教育成本

的预算管理需要建立健全有效的内部

控制机制，其中的首要任务就是建立

良好的控制环境，即良好的预算文化。

通过建立全员预算文化，让高校各职

能部门、各学院（系部）等充分理解成

本预算的重要性，引导全校各部门、

员工、教师主动参与预算管理全过程，

让有限的教育资源、成本投入不断得

到优化配置，提高投入产出效率。

3. 完善教育成本预算的编制与执

行。一是根据高校自身发展规划，将

全部教育资源纳入学校教育成本预算

的编制范围，按照学校的办学特色、

发展战略，坚持质量、节约、效益原

则，将所有经费收支纳入成本预算管

理。二是设立预算管理委员会，以财

务部、发展规划部为主进行牵头，学

校主要职能部门（如研究生部、教务

处、质量办等）、各学院（系部）均参

加，统筹组织当年的预算编制论证工

作，并将预算方案提交校长办公会讨

（一）高校教育成本预算管理存在

的不足

1. 高校预算管理研究尚需加强。

高校作为政府预算体系中的基层单

位，不仅需要执行政府财政预算规定

和要求，还有鲜明的办学属性特征，

且高校的教育成本预算管理有其自身

规律，这些都要求高校加强教育成本

预算管理的研究工作，使其更加科学

化、专业化。

2. 教育成本预算编制与执行控制

有待加强。由于监督、评价的内部控

制机制不健全，个别高校在编制预算

时存在盲目申报预算项目、夸大项目

经费需求的情况。如在编制专项预算

时，项目申报的论证不够科学，缺漏

项情况时有发生，不利于预算的后续

执行与评价。此外，预算刚性约束不

足，存在随意改变、扩大预算支出的

情况，成本预算管理的内部控制不健

全、审计监督检查不充分，导致预算

管理粗放，无法与高校的教育发展、

资源投放紧密结合。

3. 预算绩效管理的评价体系还需

强化。高校预算执行的绩效评价系统

还需进一步加强，对于经费使用过程

以及效果无法掌握，各职能部门经费

实际使用状况无法有效评价。成本预

算考评机制也不完善，一般为事后评

价，评价时的考核指标相对简单，缺

少对预算执行部门积极性的调动与资

源引导。

（二）以政府会计制度为引导，加

强高校教育成本预算管理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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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三是加强成本预算的执行控制，

有效约束低效支出、严控不合理支出。

通过会计核算系统实现事前、事中、

事后有效控制，并将成本预算按专业、

类别、层次等不同要素进行分类核算、

分类建账。四是进一步完善有关成本

预算管理的制度建设，做到有据可依、

规范标准，充分发挥相关职能部门的

作用，做到规划先行、刚性执行、过程

管理和定期检视。

4. 完善教育成本预算管理的评价

监督。一是做好预算执行的监督。可

以从日常监督、专项督导两个方面开

展。在日常监督方面，通过建立、实

施预算内部控制进行常规、持续的监

督检查。在专项督导方面，主要以预

算执行报告为依据反映预算执行结

果。专项督导以日常监督的有效性以

及评价结果为基础，参照预算执行报

告确定督导的范围和频率。二是充分

发挥高校内部审计的作用。通过内部

审计定期对高校教育成本预算管理的

制度建设、执行情况等做出独立的专

业检查与评价，并向学校领导层面进

行汇报、整改等，督促高校完善教育

成本预算的内部控制建设，从而为优

化教育资源配置、提高办学效果提供

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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