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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育是准公共产品，高等教育也是如此，因此必须由政府和私人共同提供。我国政府财政支出在高等教育领 

域存在着一些需要加以改进的问题。文章分析了我国高等教育财政支出存在的问题，对日本和美国的高等教育财政支出进 

行了比较并且思考其借鉴意义，最后提 出了我国高等教育财政支出的改革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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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介于纯公共产品和私人产 品之间的准公共产 

品。受过 良好教育的公民从教育中直接受益，这个收益是受 

教育者自身独享的，且可分，也就是说具备竞争性和排他性， 

因而具有私人产品的特征。受过良好教育的高素质公民的 

存在又能够使全社会受益，这种利益外溢的不可分使得教育 

又具备了公共产品的特征，因此是准公共产品(quasi—pub． 

1ic goods)，教育作为正外溢性公共产品一般会存在供给不足 

的现象，从而带来社会效率的损失 。-l 因此，为了实现经济 

效率，要求政府参与提供教育产品。实践中，因为教育的准 

公共产品特征，某些公民可以从受教育中得到直接且排他的 

利益，因此应向这些受教育者收取一定的费用，政府无须提 

供全额资金，而是仅负担具有社会效益的那个部分。高等教 

育财政支出体现政府支出在教育上一方面为了实现经济效 

率，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兼顾公平。在对教育产品及高等教育 

充分认识的基础上，本文研究我国高等教育财政支出存在的 

问题，对若干国家的高等教育财政支出进行了比较并且提出 

了我国高等教育财政支出的改革方向。 

一  我国高等教育财政支出现状及问题 

(一)高等教育财政支出占GDP比重偏低 

自上个世纪9o年代以来，我国的高等教育逐步从精英 

教育向大众化教育转变。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我国财 

政对高等教育提供资金不足。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 

高等教育发展迅速，但国家对高等教育的投入没有同步增 

长。根据上文对教育产品特征的分析，国家财政有义务对高 

等教育的发展合理投入以实现政府在经济中配置资源和收 

入分配的功能 。一般来说 ，可以用教育投资 比例来衡量一 

个国家对教育的财政支出力度。教育投资比例是指一个国 

家的公共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我国2000年以 

后的教育投资比例(参见表 1)，从表 1可以发现即便是在最 

高的 2002年，公共教育财政支出的比例也才 3．48％，与表 2 

所提供的世界的平均的数据相比有一定的差距。可见教育 

财政支出或者说公共教育经费不足是我国面临的一个大问 

题，同样地作为教育事业组成分子之一的高等教育也面临着 

这个普遍性的问题。全国2000所高校，财政投入每年只有 

440亿元，平均每校 220o万元经费。20世纪 90年代以来， 

高校经费有一定的增长，但被招生规模的持续扩展、物价的 

持续上涨所抵消，生均经费仍只相当于20世纪 80年代的水 

平。截至 2007年，我国财政性教育投入中，高等教育部分占 

GDP的0．6％ ，这在全世界属于较低水平 。 而2007年我国 

国内生产总值(GDP)为246619亿元，比上年增长11．4％，连 

续 5年增速达到或超过 10％。由此可见，我国财政性高等 

教育投入与 GDP增长没有保持一致增长。 

表1 我国教育经费及教育硅费占GDP比重 

数据来源：根据教育部、国家统{+局和财政部历年《全国教育经 

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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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公共教育支出占GDP比重(％) 

数 据 来 源：http：／／www．stats．gov．cn／tjsj／qt~j／6sj／2007／ 

t20080701
_ 402489653．htm(中国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数据 2007) 

(二)高等教育财政支出分配缺乏公平性 

财政支出对少数重点高校专项拨款数额巨大，而对其他 

学校的经费投入则相对较少。对于发展程度不同的高校加 

以区别对待本身无可厚非，也是合理配置财政支出资金的需 

要。但是，必须建立起同时体现效率和公平的财政资金配置 

机制，否则会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得到经费的学校不断对 

学校设施进行重复建设而得不到经费的学校可能连起码的 

教学设备都得不到保证。就这几年的情况看，1998年开始 

启动的以“创建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流大学和一 

批一流学科”为总体建设目标的“985工程”的实施中，国家 

对少数985工程学校投入大量资金，以北大、清华为代表的 

名校在短短几年内就获取了18亿元巨额资金。“985工程” 

已经实施了两期：一期从 1999年至2003年；二期2004年至 

2007年，包括的高校数量从一期的共34所增加到二期的共 

38所。“985工程”中央财政专项资金②在各高校的分配就 

不公平(具体分配情况参见表 3)。高等教育财政支出资金 

分配的不公平，使大学之间难以平等竞争。缺乏平等的竞争 

必然会损害到高等教育发展的效率，从而影响到我国高等教 

育事业的发展。一个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不可能只靠 

几个重点大学，绝大多数的学生还是分布在一般高校里，因 

此要提高我国高等教育水平就必须公平地对所有大学投入 

财政资金。 

表 3 “985工程”中央财政专项资金分配情况(已知拨款情 

况的的一期 33所高校) ’ 

目标定位世界一流大学 国 契耄高 

(三)高等学校对财政支出投入资金的使用不合理 

部分高校滥用政府财政投人资金，将政府投人的办学资 

金挪为他用，而不是用于学校教学设施和教学条 件的改善。 

比如说教育经费支出中人员经费支出所占比例过高，而用于 

教学仪器、教学设施和教学活动的公用经费比例偏低。行政 

人员和教学人员比例失衡，行政人员数量甚至高于教学人 

员，在收入分配上也有行政人员高于教学人员的现象。高等 

学校对财政资金的使用匹配不合理，大量的资金用在了校园 

建设上，硬件的建设并没有同时匹配以相应的资金投入到真 

正能体现高校发展水平的教学和研究软件的建设上。更有 

甚者，部分高校在财政资金投入的前提下，以各种配套方式 

大举借债，大兴土木进行所谓基础设施的建设，给学校未来 

的发展带来了沉重的财务包袱，也违背了财政支出资金用于 

高等教育发展的初衷，扭曲了财政支出资金进一步发展高等 

教育的用途。比如2007年3月吉林大学就曝出了学校负债 

30亿元陷入严重财务困难的消息。-4 

(四)高等教育财政支出的不足导致高校学生缴费压力 

增大 

我国高等教育经历了由国家负担全部高等教育费用到 

由国家和个人共同分担的过程。但自从实行学生缴费政策 

以来，学费一再增加，甚至已经超出了很多家庭的承受能力。 

现在全国高校学费普遍在4000--6000元之间，个别专业如 

艺术等达到 10000多元 ，占城镇居民人均收入 50％左右 ，占 

农村居民人均收入 150％甚至更多，加上衣食住行等基本开 

支，对于多数家庭构成巨大经济压力。 缴费压力的增大，违 

背了教育财政制度提供给公民均等的发展机会的职能。 

二 高等教育财政支出的国际比较分析 

美国和日本是非常重视高等教育的国家，同时也是以教 

育来促进国家的繁荣强盛做得比较好的国家，因此我们选择 

这两个国家的高等教育财政支出情况做简单比较，并从中加 

以借鉴。美国与日本是世界上高等教育市场化程度较高的 

国家，但是政府仍然十分重视对高等教育的投人，政府财政 

拨款是高等教育经费的主要来源。 

(一)美国高等教育财政支出概况 

教育在美国被视为解决所有社会问题的重要手段。目 

前美国大约有 15，000，000名在校大学生。约2／3的高中生 

都进入大学继续学习。(这些大学生中的3／4在公立大学学 

习)。美国联邦政府(Federal Government)对高等教育的财 

政支出仅仅占公共教育支出的10％，各个州政府(State Gov． 

emment)对高等教育的财政支出承担主要责任。经济资源 

是州政府提供教育服务的一个重要决定力量，各个州由于经 

济发展水平不一样，对教育的绝对投入量也会不同。联邦政 

府和州政府外，地方政府(Local Government)也承担一定的 

高等教育财政支出。除了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直接投入外， 

联邦政府还对高等教育实行补助措施。一方面，联邦政府会 

对高校进行直接补助，例如，给高校贷款使得高校改善教育 

设备。另一方面，是对学生的补助，例如，直接给贫困学生或 

学生家庭贷款(平均贷款4000美元)；还为在校学生提供兼 

职岗位，学生的工资由联邦政府的资金经由高等教育学校的 

勤工俭学组织机构发放 。_6 美国政府的这些财政支出措施 

可以看出美国的高等教育是政府主导型的。美国2004年公 

共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5．92％④。 

(二)日本高等教育财政支出概况 

日本财政性拨款 占国立学校经费的 比例一般为 50 

60％ 7j
，为了确保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资，日本政府对国立 

大学实行国立学校特别会计制度，有效保证了国立大学正常 

教学活动的资金需求。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对教育财 

政制度进行改革，措施主要体现在：缩减国立学校定量拨款， 

增加学校自筹资金比率；减少私立学校定量性财政补贴，增 

加倾斜配置；私学主导型特征进一步突出，国立高等院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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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不断下降，1990年为 15．9％，到 2000年降为 12．2％，进一 

步突出了日本高等教育私学主导型的特征。在高等教育财 

政拨款方面，日本中央政府、都府道县和市共同分担高等教 

育的财政拨款责任。中央政府的财政拨款主要用于国家教 

育活动的直接开支，国立大学的财政由文部省拨款，主要依 

靠国家税收开支，禁止地方政府负担国立大学财政。 在私 

立大学十分发达的情况下，日本2004年公共教育经费支出 

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仍达到3．61％@。 

(三)美国和日本高等教育财政支出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从上述两个国家政府对高等教育的财政支出看，国外发 

达国家对高等教育的投入主要以政府财政支出为主，体现了 

高等教育准公共产品的性质。财政对高等教育的投入保证 

了高等教育的发展，实现了社会的经济效率，解决了教育做 

为正外溢性产品本身存在的供给不足问题，同时还通过对低 

收入家庭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财政支出补助，实现财政的收 

入分配职能，促进社会的公平。相比之下 ，我国财政对高等 

教育的投入严重不足，造成不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国经 

济发展整体水平较低；人口基数大；政府公共服务的职能不 

完善等等。高等教育的发展与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息 

息相关，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应该进一步完善高等教育财政 

支出政策，更快更好地发展我国高等教育。 

三 我国高等教育财政支出的改革举措 

(一)加大财政支出对高校的投人力度。首先是要制定 

出相关的法律法规，以保证对高等教育的财政经费投入足额 

及时高效。进一步完善现行《预算法》，尽快完善我国高等 

教育财政制度。尽早制定《高等教育投入法》，明确财政对 

高等教育投入的数量，方式及时间，争取尽早实现高等教育 

财政支出投入占GDP4％的目标 。其次是要具体划分中央 

和地方对高校财政支出的责任，并建立起有力的监督制度， 

对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部门和负责人依法给予处罚。 

(二)保障中央及地方政府高等教育财政支出的公平 

性。高等教育的财政支出应该区别对待，保障公平。在高等 

教育财政经费投入上，要兼顾经济发达与欠发达地区高校、 

重点与非重点高校的投入比例平衡。国家应该按照相关法 

律有区别地对名牌、重点、一本、二本和专科等高校进行财政 

投入，同时又要兼顾公平，做到开支拨款有法可依，不可把大 

量教育资金仅投到几个名牌大学，避免造成资金的严重浪 

费。高等教育财政支出资金的使用应做到既有利于高等教 

育大众化的发展，同时还能够发展一些在世界和国内有一定 

影响的大学。 

(三)确保高等教育财政支出资金有效合理地运用。一 

是通过部门预算和相关的财务会计措施的实施，强化政府职 

能部门的监管功能，使得高等教育财政支出资金的支出结构 

和支出用途合理有效。二是界定高等教育财政支出资金的 

投资方向，提高高等学校财政投入经费的使用效益。在人员 

安排上，要精减学校行政管理人员，减员增效。通过办公软 

件的研制开发，促进学校办公自动化，提高办事效率，减少学 

校行政机构设置。三是要有事后的财政支出资金使用情况 

监督核查制度，有关负责部门应依法要求学校提交资金使用 

报表，并根据报表对财政支出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核查，确 

保资金用于办学。 

(四)降低中低收人家庭承担的子女高等教育经济负 

担。鉴于高等教育准公共产品的特性，因此高等教育财政支 

出必须能够促进经济条件不同的家庭拥有相对公平的受教 

育机会。首先有关管理部门必须监管高等学校对学生的收 

费，要明确收费的性质、规定收费标准、规范收费程序、明确 

支出用途与强化监督机制，把学校的收费与能获得的财政支 

出额度联系起来，对学校的收费形成一定的约束。其次是要 

完善国家助学补助及贷款体系，根据学生家庭收入情况，对 

确实有经济困难的学生或家庭给予财政支出的补助，同时由 

财政支出担保，金融机构对困难学生贷款，等这些学生毕业 

后在工作中还贷。 

5、大力发展民办高等教育。由于我 国高等教育入学学 

生数量逐年增加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同时因为我国的高 

等教育基本为公办，因此财政支出压力较大，财政支出的缺 

口还将在一定时期内存在。因此，必须大力发展民办高等教 

育，财政支出也应该对民办高等教育给予一定的补助，对公 

办和民办高等教育采取倾斜配置，在充分论证财务可行性的 

前提下对于民办高等教育给予一定的财政支出配套资金额 

度。 

注释 ： 

① 美国经济学家马斯格雷夫提出财政三大职能：配置， 

分配和稳定。前二者主要涉及微观经济领域，当我们分析政 

府财政在教育中的角色时，主要是依据前两项职能加以分析 

的，通过参与教育的提供使市场有效地配置资源，通过为低 

收人家庭提供补助以使其子女能够受教育解决收入分配的 

公平问题。 

②根据财政部、教育部印发的《“985工程”专项资金管 

理办法》，“985工程”专项资金来源包括中央财政专项 资 

金、地方人民政府共建资金、项目学校主管部门共建资金以 

及项目学校自筹资金。鉴于本文研究高等教育财政支出，同 

时为了在比较上具一般意义，仅就其中的中央财政专项资金 

在一期各个高校的分配进行比较(其中中国人民大学的投 

入情况信息未能获得 ，因此共 33所 )，这里统计的中央财政 

专项资金包括教育部和其他中央部委提供的资金。 

③④数据来源：http：／／www．stats．gov．cn／tjsj／qtsj／gjsj／ 

2007／t20080701
_ 402489653．htm(中国国家统计局 国际统计 

数据 2007)。 

⑤ 早在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中国教育改 

革和发展纲要》就提出，到2000年，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要 

占GDP比重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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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为投资者开发利用价差套利的新产品就更加容易了，“A 

+H”指数的推出无疑是为两地股市套利交易铺平道路。从 

长远看，随着两地机构投资者的融合、投资理念的趋同与人 

民币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特别是股票市场完全开放后，A、 

H股的价差将逐步缩小并可能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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