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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针对目前高校财务管理的现状，引z-~l-务核心能力理论，并对高校财务核心能力特点和构成要素进行了 

分析。围绕高校财务活动能力、高校财务管理能力、高校财务表现能力三个方面，设计了一套用于评价高校财务核心能力的 

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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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教育改革的日趋深化以及招生规模的逐年扩 

大，高等学校发展的资金需求量亦逐年递增。高等教育的经 

费来源从过去单一的财政拨款逐渐变为财政拨款、事业收 

入、经营收入等并存。这种发展趋势使得高校财务管理在高 

等教育中的地位日益提升、作用更加明显。而长期以来，各 

高校普遍存在“重教育，轻管理”的现象。而且，各高校的财 

务管理重心还是偏于经济核算，以预算为中心，对经费的支 

出进行管理，致使存在诸如工作目标不够明确、管理体制不 

健全、资金使用不规范以及会计监督难以兑现等问题。而财 

务核心能力的提出为解决高校财务管理困境提供了理论依 

据。本文阐述了高校财务核心能力的特点，并对高校财务核 

心能力构成进行了分析，从而设计了一套用于评价高校财务 

核心能力的指标体系。以便各高校可以通过该指标体系清 

晰的看出自身独特的技术能力和管理能力 ，找出学校在教学 

和教研方面的优势，制定适合高校的财务战略发展方向，并 

相应地调整高校的管理流程和资源配置，实现高校的可持续 

成长。 

一 高校财务核心能力 

企业核心能力是企业各种能力的组合，是企业不同技能 

与技术流的整合，是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源泉。朱开悉教授 

研究得出，不论企业的核心能力差异多大，只要企业拥有其 

独特的有价值的核心能力，必然体现在企业的财务能力尤其 

是财务核心能力上，最终将体现在企业财务指标上。因此， 

他把企业财务核心能力定义为企业可持续盈利成长能力或 

企业可持续价值增值能力。并且通过可持续盈利成长模型 

揭示了增强企业可持续盈利成长能力的主要途径。 

高校有别于企业那种盈利性组织，它属于非盈利组织中 

的事业性组织一类，但就高校的本质来说，它也是一个能力 

的集合体，因此，高校同样具有核心能力，即财务核心能力。 

虽然在财务核心能力的具体构成上还是存在一些细微差异， 

但其财务核心能力的本质都是一样的，都具有以下四个方面 

的优势 ： 

(1)价值创造性。财务核心能力在高校的可持续发展中 

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它能够显著提高高校的资金运营效 

率，增强高校的经营管理水平，并能提高高校的防范财务风 

险的能力。 

(2)客观差异性。由于不同高校在可控的人力、物力和 

财力资源以及管理水平等方面存在着显著的不同，从而使各 

高校财务核心竞争力的差异性十分明显。 

(3)组合协同性。两项或多项财务能力与理财知识结 

合、创新所产生的新的财务核心竞争力，不是原来几项能力 

的简单相加，而会产生 1+1>2的协同效应。 

(4)动态发展性。在未来变化莫测的激烈市场竞争中要 

保持可持续的竞争优势，必须拥有动态发展的财务竞争力， 

才能让高校立于不败之地。对于一个有竞争优势的高校来 

说，不能仅仅满足于已取得的成果 ，而要不断地创新与发展， 

使得这一优势永久地延续并发展下去。 

目前，对于财务核心能力的会计确认和货币计量的条件 

尚不成熟 ，因此，本文研究重心主要放在财务核心能力的非 

财务或非货币计量方面，也就是对财务核心能力本身进行识 

别和衡量，设计一套用于评价高校财务核心能力的指标体 

系。通过该指标体系使高校清晰的看到自身的核心专长和 

劣势所在，从而指导高校财务战略发展方向，有目的地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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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的管理流程和资源配置，实现高校可持续成长的 目标。 

二 高校财务核心能力的构成要素 

针对目前各高校普遍存在的财务管理方面的问题，本文 

把企业财务核心能力引入到高校财务管理中来，并从高校财 

务活动能力、高校财务管理能力、高校财务表现能力三个方 

面来分析高校财务核心能力构成要素。 

(一)高校财务活动能力。它是指高校进行财务核心资 

源的筹措、配置与运用等一系列活动的能力。其作用是为高 

校教学活动和科研 活动筹集资金，为高校持续发展创造条 

件。由于高校属于非盈利组织中的事业性组织一类，因此， 

在高校财务活动中没有财务分配活动这一项。而主要表现 

在财务筹资能力、财务投资能力和资金运用能力三个方面。 

(1)财务筹资能力，是指高校在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过程中 

形成的协调内部组织和沟通外部筹资渠道的能力和合作关 

系。从学校筹集的资金来源构成上看，除学校收入外还有从 

金融机构的贷款。学校收入一般是指学校开展教学、科研及 

其他活动依法取得的非偿还性资产，包括：财政补助收入、上 

级补助收入、事业收入、经营收入、附属单位上缴收入和其他 

收入。而金融机构的贷款主要是与银行机构的合作关系。 

因此，反映高校财务筹资能力的主要构成因素有：与政府部 

门的沟通能力、银行与学校的合作关系、收费组织能力、捐赠 

资源的组织能力、税收政策利用能力、科研收入与社会服务 

收入能力等。(2)财务投资能力，是指高校对外投资以及校 

办企业的管理水平与收益水平。主要因素有：校办企业投资 

成功率、校办企业投资报酬率、投资合作能力、投资项目搜寻 

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等。(3)资金运用能力，是指高校资源 

的合理利用情况。主要因素包括：高校资源周转能力、高校 

资源利用能力、高校资源控制能力和高校的现金流量等。 

(二)高校财务管理能力。指高校通过决策、协调、控制 

和组织促进财务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能力。高校财务活动 

的多样性和财务关系的复杂性，必然要求出色的财务管理能 

力。高校财务管理能力包括财务决策能力、财务控制能力、 

财务协调能力和财务组织能力，目的是提升高校可持续创新 

能力。(1)财务决策能力。主要因素包括：高校领导的素质 

与风格、高校财务决策程序与规范化程度、决策者的风险偏 

好、决策前的调研与论证的科学性、决策者个人知识与能力 

等。(2)财务控制能力。主要因素包括：财务计划的完善性、 

控制过程的完备性、控制方法的先进性、高校各部门的分权 

程度、教职工的自我调节能力等。(3)财务协调能力。主要 

因素包括：教学资源的信息共享能力、学校目标的可分解性、 

学校目标在各部门的协调能力、各部门的沟通与交流程度、 

高校财务管理的权威性等。(4)财务组织能力。主要因素包 

括：高校财务的治理结构 、高校机构分设程度 、高校内部的凝 

聚力、高校的激励约束机制的有效性、高校对环境的适应能 

力、高校的组织创新能力等。 

(三)高校财务表现能力。指高校财务管理能力和财务 

核心能力以及各种竞争优势在财务报告中所表现出来的各 

种能力。财务表现能力是各种能力的综合反映。它包 含高 

校综合财务实力、高校财务运行绩效 、高校财务发展潜力和 

高校财务预警。(1)反映高校综合财务实力的指标。综合财 

务实力指标主要指高校的筹资能力，反映在一定办学规模的 

基础上，高校通过自身的努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扩大学校 

知名度，多渠道、多层次争取更多经费的能力。主要指标有： 

学校经费总收入、学校自筹经费收入、科研活动收入、校产净 

上交额及经营收益、捐赠及赞助收入、学校年末资产总额等。 

(2)反映高校财务运行绩 效的指标。财务运行绩效分析，就 

是根据投入产出法的原理对高校财务运行效能、效率、效益 

等多种产出形式进行综合性分析。主要是对高校中的教学、 

科研、资产和校办产业等经营状况进行考核，该方面的考核 

指标不仅反映了高校培养高层次人才、创造和传播科学文化 

知识的能力；还反映了高校适应市场经济，开展全方位的社 

会服务，最大限度地获取最佳办学效益的能力。主要指标 

有 ：师生比、学生平均事业支出、教师人均科研经费、学校 自 

筹经费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固定资产年增长率、校办产业 

上交及经营收益年增长率等。(3)反映高校财务发展潜力的 

指标。财务发展潜力分析在于评价高校在负债和风险方面 

的承受能力，研究适度举债、加快发展和防范财务风险、避免 

财务危机之间的平衡点。主要指标有：年末借款余额、年末 

存款净余额和资产负债率等。(4)反映高校财务预警指标。 

高校在一定期间内的支付能力、资金构成、资金动用程度和 

隐形财务风险，构建了高校财务状况的风险预警系统。主要 

指标有：年末总收入与总支出比率、年末货币资金可供周转 

时间、现金支付能力指标(含借款)、现金支付能力指标(不含 

借款)、自有资金占年末货币资金的比重、非自有资金占年末 

货币资金的比重、自有资金动用程度等。 

三 高校财务核心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 

在高校财务核心能力指标体系设计上，遵循以下原则： 

(一)系统性。指标体系应该反映评价系统的整体性和 

综合情况，并且层次分明、结构合理、相互关联、协调一致，还 

应抓住主要因素，保证评价的全面性和可信性。 

(二)可比性。指标和评价标准要客观实际，便于比较。 

避免显见的包含关系，隐含的相关关系要设法消除。 

(三)科学性。以乖：I学理论为指导，以系统内部要素及其 

本质联系为依据，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反映系统整体和 

内部相互关系的数量特征。 

(四)实用性。评价指标涵义要明确，数据要规范，口径 

要一致，资料收集可靠。 

遵循上述原则，并结合高校财务核心能力的构成要素， 

从高校财务活动能力、高校财务管理能力和高校财务表现能 

力三个方面对高校财务核心能力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分类， 

整理结果如表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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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高校财务核心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 

高校 

财务 

表现 

能力 

学校经费总收入 

学校自筹经费收入 

高校综合财务实力蓉 及经营收益 
捐赠及赞助收入 

学校年末资产总额 

师生比 

学生平均事业支出 

高校财艏行绩效茎 鍪誓 占总收入的比重 
固定资产年增长率 

校办产业上交及经营收益年增长率 

年末借款余额 

高校财务发展潜力 年末存款净余额 

资产负债率 

年末总收入与总支出比率 

年末货币资金可供周转时间 

现金支付能力指标(含借款) 

高校财务预警 现金支付能力指标(不含借款) 

自有资金占年末货币资金的比重 

非自有资金占年末货币资金的比重 

自有资金动用程度 

四 结论 

依据AttP法分析可以得出各层次结构指标相对高校财 

务核心能力的权重，就可以找出决定高校财务核心能力的各 

个层次的主要因素和瓶颈因素，从而有针对性地加以进一步 

提升和着重培养。因此，该指标体系能同时为战略和战术层 

次决策提供参考。但由于现实中高校有效财务数据采集的 

难度很大，其分析结果需进一步调整。此外，高校财务核心 

能力计量最终目的是货币计量，因此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进 
一 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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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的报酬不丰，买不到名贵的稿件。第三，以友谊的关系，请 [3] 

专门学者写稿，可一而不可再，难以持久。第四，有些专门学 [4] 

者，纵令请他写稿，但他也许懒于执笔。⋯⋯”【l 编辑的这 [5] 
一 番话，明确地点出了身为地方媒体的《力报》副刊在地域上 [6] 

受到的局限。的确如他所说，许多知名作家的名字，在副刊 [7] 

上不过昙花一现，撑撑门面还行，果真要靠他们的稿件来支 [8] 

撑起日常运作的话，《力报》副刊还没有能够获得这种优待。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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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Understand Hunan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in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through Supplement of‘‘The Force Reports’’ 

Sj—j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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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lrad： In the War ofResistance Against Japan，the supplement el"“the force reports”is the maininc afor Hunan contemporary lit- 

eratur~’s spreading．Throngh ol~ervation we can clearly tmderst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unan contemporary literature：first。the local cont- 

emporary lierature Will8 enriched through the outside force；second，realistic style Will8 the main style ofworks；finally，famous authors were the 

main force which advanced Hunan contemporary literature’s quaUt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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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Index System of]Filllallce Core Competence 

iIl UIliversifies 

ZHENG Huai—miao，YANG Qiu—lin 

(￡ 旧 ofSD Ch／na，Hengyang 421001，Ch／na) 

Ab 耐 ： Accol,ai．g 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mancial management in universities。by introducing the theory of the finance core 

competence，this paper research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compositional elements of the finance core competence，and designed the in- 

dex system for evaluating the finance core competence in universities based on the three aspects ofthe finance activity ability。finance manage- 

merit ability，and finance expression ability． ． 

Key words： Finance Core Competence； Financial Management in Universities； The Index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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