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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高校学生培养成本研究一直是教育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文章以 A大学为例, 按照成本核算的程序

和方法, 计算得出该校不同专业的生均学生培养成本并对此进行分析, 以寻求降低高校学生培养成本的途径, 提高办学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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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高校学生培养成本的界定及其研究意义

(一 )高校学生培养成本概念的界定

从理论上说, 高校培养成本包括高校的直接成本和高校

的机会成本 [ 1]。高校的直接成本或实际成本 (财务成本 )是

指高校为培养学生而支付的全部费用 [ 2]。高校的机会成本,

主要包括在校学生不上学而就业时个人获得的收入,从广义

上来讲还包括社会损失的劳动力及国民收入 [ 3] ,如教育所使

用的土地、建筑物、设备, 如不用于教育而用于其他方面可能

获得的利息、租金收入 [ 4]。从可行性的角度出发, 在实际核

算中, 财务上通常是指高校为培养学生而支付的全部费用,

但不包括与培养学生无关的费用,也不包括因培养学生而使

学校丧失的机会成本 [ 5]。

高校学生培养生均成本是指高校培养一个学生需要的

年平均成本, 即高校培养成本总额与学生标准人数之比 [ 6]。

(二 )高校学生培养成本的研究意义

高校学生培养成本核算是指高校在一定时期内为培养

学生发生的各种耗费, 按照一定的成本计算对象进行汇集和

分配, 并按成本项目计算各成本计算对象的总成本和单位成

本 [ 6]。是衡量一所高校办学效益的一个重要指标。进行高

校学生培养成本核算,一是教育体制改革、合理确定高校成

本分担和补偿制度的需要; 二是制定财政拨款标准和合理确

定学生收费标准的依据; 三是寻求降低高校学生培养成本有

效途径的需要; 四是可作为制定校属各二级单位预算和专业

调整的参考 [ 7, 8]。

二  高校学生培养成本的核算内容 ) ) ) 以 A大学为例

全面统计了普通高校 A大学自 2004- 2006年连续三年

的财务数据、课时数据、学校资产和图书等数据, 基于具体数

据保密,此仅将课题组所做的高校学生培养成本核算方法和

分析结果总结出来,以抛砖引玉。

按照成本核算程序, 以学院的不同专业为成本计算对

象,计算出 A大学不同专业的生均培养成本, 并从不同的角

度对成本进行排序分析 [ 9]。由于实务界全国高校也没有一

所实施。因此所选样本有限。

(一 )数据采集

核算学生培养成本, 需要取得以下资料 (见表 1):

表 1 核算学生培养成本资料表

序号     核算所需材料名称 材料提供的部门

1
年度财务支出明细表、财务处年度收支总账、

年终决算报表、固定资产总账与明细账
财务处

2
工资发放统计表、岗位津贴发放统计表 (按院部

提供 )

人事处

3 各个学院、专业教工人数、专业学生人数
人事处、学工

部、教务处、

4
年度各本科专业实际计算课时 (包括理论课、

实验课、实习、论文等乘以一定系数后的数据 )
教务处

5 年度各专业研究生总课时数、招生人数 研究生处

6 成人教育各专业招生人数、各专业课时费统计表 继续教育学院

7 年底各学院的设备家具明细表 资产管理处

8 各学院房屋及建筑物原值、使用面积 总务处

9 年度分学科或专业实际发生的图书资料购置费 图书馆



(二 )确定高校学生培养成本核算程序

图 1 高校学生培养成本计算程序图

(三 )高校费用的归集与分配

高校费用的归集与分配过程就是高校学生培养成本形

成的过程。下面以 A大学为例较详细地介绍高校学生培养

成本的计算过程。由于学校的院系比较多,本文仅列出 2个

学院作为代表, 即:经济管理学院 (其中以该院做专业的详细

划分, 其他院系可类似处理 )、医学院。

1、各项费用的归集

通过学校各部门的资料可以归集出整个高校发生的教

育支出。人员支出主要是指各学院不同专业教师和学校职

能部门人员的各项支出,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学生支

出主要包括奖学金、医药费、实习费、实验费等; 公共支出是

指学校办公费、水电费、电话费、维修费、招待费、差旅费等杂

费; 科研支出包括学生科研经费、纵向课题支出、横向课题经

费支出等; 基本建设支出包括各项资产购置费及修缮费等。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 这些费用如是直接费用, 则直接计入各

学院不同专业的相应成本项目中。如是间接费用,则计入各

学院和各职能部门等待下步按不同的标准进行分配。

2、学生标准人数的折算

当教育基本支出汇总完毕归集到成本计算单后,为了适

应不同的需要,还应当采用一定的方法进行分配。如按照学

院、年级、专业、学生人数等标准进行分配, 其中按照学生人

数来分配就可以得出前面提到过的生均学生培养成本。需

要提出的是,在生均学生培养成本计算中, 对于本科生及硕

士生和博士生的学生培养成本分配, 一般地采用类似约当法

的计算方法,即本科生为基数 1, 研究生为 2, 博士生为 3,函

授为 0. 5等换算成标准人数,再相除。

3、各项费用的分配

一般地说,能够分清受益对象的直接计入各专业的成本

项目即所谓的直接成本,如会计系办公室的固定资产折旧就

可直接计入会计专业的成本项目中, 对于公共教学用固定资

产折旧,属于间接成本,应先按照各学院学生分摊后再计入

各专业成本项目中。各专业的直接成本不需分摊, 只有间接

成本才需要在各学院的各专业中进行分摊。间接成本是间

接用于培养学生的成本,实际上是培养各专业学生的共同费

用,如对公共基础教学部门开支的课时费, 应按照课时标准

分配计入各授课学院的不同专业的教学成本; 对全校教学管

理,后勤教辅部门发生的学生管理费用、后勤服务费用、财务

费用等,按一定比例分配计入各学院的不同专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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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按学生约当人数折合成的标准人数分配间接费用,

则按各个院系的人数来按比例分配,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学院公共费用分配率 =该院某专业标准人数 A全院学

生标准人数

学校公共费用分配率 =该院某专业标准人数 A全校学

生标准人数

费用分配额 =学院 (学校 )分配率 @某项间接费用

这样, 我们可得出在职人员支出分配表 (因具体数字保

密, 此略,下同 )、学生支出分配计算表、科研支出分配计算

表、固定资产折旧分配表、公用支出分配计算表、修缮费用分

配计算表。注意离退休人员支出作为公用支出进行分摊。

(四 )编制高校学生培养成本报表

编制成本报表可以根据各方面的需要来设置要报出的

信息, 如根据上述高校各种费用的归集与分配得知的在职人

员工资及福利支出 (因具体数字保密,此略 ,下同。注意离退

休人员支出作为公用支出进行分摊 )、学生支出、科研支出、

固定资产折旧、公用支出、修缮费用等按照学院的不同的专

业或者按照培养层次来划分编制 (样式见表 2)。

表 2 高校教育总成本报表 (单位:元 )

序号
院部 (专业 )

名称

在职人

员支出

学生

支出

科研

支出

固定资

产折旧

公用

支出

修缮

费用
, 总成本

1 经济管理学院

其中:会计学

工商管理

市场营销

,

小计

2 医学院

,

,

合计

  注: 高校本科生 (研究生 )生均学生培养成本报表: 格式同上, 只是数据是

上表数据总金额除以对应专业的标准人数得出生均学生培养成本。综上所

述, 经过上述学生培养成本报表就可得出各院系的不同专业的学生培养成本

总成本和生均成本。

三  高校学生培养成本分析 ) ) ) 以 A大学为例

下面以上述核算的 A大学 200X年度学生培养成本报

表 (具体数据保密,此略 )为依据, 对高校学生培养成本从不

同的角度进行分析研究,并对不同专业进行排序分析如下:

(一 )生均办学效益分析

生均办学效益主要由生均办学成本和生均收入两部分

组成, 其中,生均收入中的收入包括学杂费收入、拨款和其他

一些收入。

生均办学效益的分析主要根据是生均收入减去生均成

本得出的节余情况。如果节余为正数,则说明生均收入要高

于生均成本。

1、从表中学院排列的情况来看, 办学成本最高的是生命

科学与技术学院、数理学院、公共卫生学院三个学院,用生均

收入减去生均成本, 三个学院的节余负得最多。而医学院、

设计与艺术学院、护理学院三个学院的生均收入减去生均成

本,都为正数, 且是正得最多的三个学院。说明医学院学生

人数多,具有规模效益, 而设计与艺术学院各专业学费高,办

学效益较好。

2、从专业排列的结果来看,节余为正数的有 15个, 其中

临床医学、工业设计、护理学、艺术设计,这四个专业是节余

为正数中最多的专业, 说明这些专业的办学效益普遍比较

好。而节余为负数的专业有 31个, 其中基础医学、生物技

术、教育技术学、药学节余负得最多, 排在前四名, 这些专业

的办学成本普遍偏高。

(二 )从总成本角度对各项支出进行分析

1、人员支出

人员支出是指学校用于教职工的工资性支出, 包括基本

工资、津贴补助、岗位津贴、课时酬金、社会保障、临时工支出

以及其他的一些人员支出。

学校人员支出的计算,我们是从公共部门和各级学院两

个方面对人员支出进行分配。首先,利用标准课时费分配率

A计算出本科生所分摊的各部门人员支出, 然后进行二次分

配,得出了本科生所分摊的公共部门人员支出的结果。其

次,利用学校标准人数分配率计算出本科生所分摊的各学院

人员支出,然后进行二次分配,得出各学院的人员支出及各

专业的分配额。

以 2006年为例,我们将各学院分配的人员支出和各专

业分配的人员支出分别与全校人员支出的平均数 (全校人

员支出的总数除以学生总人数 )进行了对比分析,并按学院

与校平均,专业与校平均的差额由小到大进行了排列。

从学院排列的结果来看, 医学院、经济管理学院、护理学

院等位于前三名,很明显, 医学院和经管学院的学生人数是

相对较多的,这样, 总成本分配到个人的生均成本也会相对

较低,护理学院本身的人员支出成本相对较低, 因而生均成

本也相对较少;而数理学院、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和公共卫

生学院则是超支成本差异最大的三个院系, 说明这些学院在

人员支出方面要加强控制, 把人员支出降低到校平均水平。

从各专业分配的人员支出与全校人员支出平均数对比

排列的情况来看,网络工程、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软件工程

位列前三,而教育技术学、生物技术、基础医学位列后三。

2、公共支出

公共支出是指办公费、水电费、电话费、专用材料购置

费、维修费、培训费、会议费、招待费、涉外经费、差旅费、劳务

费、工会经费与福利费、物业管理费以及其他一些公共支出。

对公共支出的分配计算,我们分了两部分, 首先将学校

各公共部门的公共支出总数按学生人数分配率分配到各学

院各专业,然后将各学院发生的公共支出分配到各专业。最

后得出各学院和各专业所分配的公共支出。

以 2006年为例,我们将各学院分配的公共支出和各专

业分配的公共支出分别与全校公共支出的平均数 (全校公

共支出的总数除于学生总人数 )进行了对比分析,并按学院

与校平均,专业与校平均的差额由小到大进行了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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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院排列表中的对比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核科学技术

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及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生均公用支出

是低于校平均的前三位, 因此这三个学院在公共支出控制上

还是比较合理的。而数理学院、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以及设

计与艺术学院的生均公共支出较大, 超过了学校的平均水

平, 属于超支前三位, 说明这三个学院在公共支出的控制上

还有待加强。

从各专业分配的公共支出与全校公共支出平均数对比

排列的情况来看, 每个院系的各个专业公共支出是一样的,

因此在院系里各个专业的成本差异是一致的, 其中, 经济管

理学院的各专业节约成本差异最大 ,其次是护理学, 再次是

机械学院各个专业; 超支成本差异最大的是生命科学与技术

学院的药学和生物技术专业。

3、科研支出

科研支出是指学校用于科研方面的支出, 包括纵向课

题、横向课题经费、学生科研经费、课题管理费以及其他科研

方面的支出。在对科研支出进行分配计算时, 横向课题经费

是不计入学生培养成本的。科研支出的分配,我们首先按学

生人数分配率计算出学生课外科研经费的分配额,然后再计

算出各学院纵向课题等支出分配额,最后得出各学院和各专

业所分配的科研支出费用。

以 2006年为例, 我们将各学院分配的科研支出和各专

业分配的科研支出分别与全校科研支出的平均数 (全校科

研支出的总数除以学生总人数 )进行了对比分析, 并按学院

与校平均, 专业与校平均的差额由小到大进行了排列。

从各专业分配的科研支出与全校科研支出平均数对比

排列的情况来看, 护理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及设计与艺术学

院处在生均节约成本差异最大的前三位,低于学校科研支出

平均水平。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化学化工学院及数理学院

的生均分配的科研支出较大,超过了学校的平均水平,属于

超支前三位。从表中还可以看出,文科性的学院的科研支出

普遍低于学校平均, 而工科和理科方面的科研支出明显高于

学校平均数。

从各专业分配的科研支出与全校科研支出平均数对比

排列的情况来看, 每个院系的各个专业科研支出是一样的,

因此在院系里各个专业的成本差异是一致的, 其中, 经济管

理学院的各专业节约成本差异最大 ,其次是护理学, 再次是

城市建设学院及核资源学院。超支成本差异最大的是生命

科学与技术学院的药学和生物技术专业。

4、学生支出

学生支出是指学校用于学生方面的支出,包括学生奖学

金、医药费、实习费、实验费、活动经费和其他一些学生支出。

对学生支出分配计算, 我们分了两部分, 首先根据学生

人数分配率计算出各公共部门分摊学生支出的分配额, 然后

再计算出各学院分摊本学院学生支出的分配额。最后得出

各学院和各专业所分配的学生支出费用。

以 2006年为例, 我们将各学院分配的学生支出和各专

业分配的学生支出分别与全校学生支出的平均数 (全校学

生支出的总数除以学生总人数 )进行了对比分析, 并按学院

与校平均,专业与校平均的差额由小到大进行了排列。

从学院排列的结果来看,各学院的学生支出普遍低于校

学生支出平均数,只有公共卫生学院、医学院、生命科学与技

术学院三个学院的学生支出高于校平均。其中文法学院、设

计与艺术学院、核科学技术学院三个低于校平均, 排列前三

名。根据排列的结果来看, 医学类学院由于学生实习费、实

验费占了学生支出的很大部分,所以医学类学院的学生支出

明显偏高。因此,这些学院应该在保证学生正常实习和实验

开支的基础上,要合理地降低学生支出费用。

从各专业分配的学生支出与全校学生支出平均数对比

排列的情况来看,汉语言文学、法学、工业设计三个专业的学

生支出最低,排前三名, 而医学院的口腔医学、生命科学与技

术学院的药学和生物技术这三个专业的学生支出最多。

5、房屋折旧费用

房屋折旧是指学校各部门用房和建筑物的折旧。

对房屋折旧的分配计算,我们分了两部分, 首先根据学

院折旧额分配系数计算出学院分摊的折旧费, 然后根据学校

折旧额分配系数,计算出学校分摊折旧费, 最后得出各学院

和各专业所分配的折旧额。

以 2006年为例,我们将各学院分配的折旧额和各专业

分配的折旧额分别与全校折旧的平均数 (全校折旧总数除

以学生总人数 )进行了对比分析, 并按学院与校平均, 专业与

校平均的差额由小到大进行了排列。

从学院排列的结果来看, 护理学院、经济管理学院、文法

学院三个学院的折旧额低于校平均折旧,位于前三名, 而城

市建设学院及核资源学院、化学化工学院、数理学院三个学

院的折旧额要明显高于校平均数, 是最多的三个学院。

从各专业分配的折旧额与全校折旧额平均数对比排列

的情况来看,每个院系的各个专业房屋折旧是一样的, 因此

在院系里各个专业的成本差异是一致的,其中, 护理学院的

护理学专业节约成本差异最大, 其次是经济管理学院, 再次

是文法学院各个专业;超支成本差异最大的是化学化工学院

的制药工程和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数理学院的信息与计算科

学三个专业,这三个专业的折旧分配额最多, 明显高于学校

的平均数。

6、家具折旧费用

家具折旧是指学校购买的各种家具的折旧费用。

对家具折旧的分配计算,我们分了两部分, 首先根据学

院折旧额分配系数计算出学院分摊的折旧费, 然后根据学校

折旧额分配系数,计算出学校分摊折旧费, 最后得出各学院

和各专业所分配的折旧额。

以 2006年为例,我们将各学院分配的折旧额和各专业

分配的折旧额分别与全校折旧的平均数 (全校家具折旧总

数除以学生总人数 )进行了对比分析 ,并按学院与校平均, 专

业与校平均数的差额由小到大进行了排列。

从学院排列的结果来看, 经济管理学院、机械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学院三个学院的折旧额低于校平均折旧额, 位于前

三名,公共卫生学院、数理学院、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三个学

院的折旧额要明显高于校平均数, 是最多的三个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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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各专业分配的家具折旧额与全校折旧额平均数对比

排列结果来看, 经济管理学院各专业节约成本差异最大, 超

支成本差异最大的是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药学专业,数理学

院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 医学院基础医学专业, 这三个专业

的家具折旧额要明显高于学校的平均折旧额。

7、仪器设备折旧费用

仪器设备折旧是指学校购买的各种教学、实验仪器设备

的折旧费用。

对仪器设备折旧的分配计算, 我们分了两部分, 首先根

据学院折旧额分配系数计算出学院分摊的折旧费,然后根据

学校折旧额分配系数,计算出学校分摊折旧费, 最后得出各

学院和各专业所分配的折旧额。

以 2006年为例, 我们将各学院分配的折旧额和各专业

分配的折旧额分别与全校折旧的平均数 (全校仪器设备折

旧总数除以学生总人数 )进行了对比分析, 并按学院与校平

均, 专业与校平均数的差额由小到大进行了排列。

从学院排列的结果来看, 按照节约成本差异由大到小来

排列, 文法学院、护理学院、经济管理学院等位于前三名, 折

旧差额最少, 核技术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和生命科

学与技术学院的折旧差额最多。

从各专业分配的仪器设备折旧额与全校仪器设备折旧

额平均数对比排列结果来看, 仪器设备折旧低于校平均的专

业有 30个,其中: 汉语言文学、法学、护理学及市场营销等专

业折旧较低, 排在全校各专业折旧最少的前 4位; 折旧高于

校平均的专业有 16个,其中: 药学、测控技术与仪器、网络工

程及卫生检验等专业明显高于校平均,是折旧最大的 4个专

业。从表中数据分析可以看出 ,文科类的实验设备较理工类

少, 因此,与学校平均数相比明显少,而理工因为实验占很大

部分, 设备多,因此, 相比校平均数来说就偏高点。

8、图书折旧费用

图书折旧是指学校图书馆购买的各种图书和期刊的折

旧费用。

对图书折旧的分配计算, 我们根据图书折旧计算方法,

计算出各学院和各专业所分配的折旧额。

以 2006年为例, 我们将各学院分配的折旧额和各专业

分配的折旧额分别与全校图书折旧平均数 (全校图书折旧

总数除以学生总人数 )进行了对比分析,并按学院与校平均,

专业与校平均数差额由小到大进行了排列。

根据学院排列的结果, 按照节约成本差异由大到小来

看, 设计与艺术学院、文法学院、外国语学院位于前三名, 图

书成本差额最少, 而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城市建设学院和

化学化工学院的图书成本差额最多。

从各专业分配的图书折旧额与全校图书折旧额平均数

对比排列的结果来看,在图书成本中, 成本低于校平均的专

业有 22个,其中: 艺术设计、汉语言文学、法学及软件工程等

专业图书成本较低, 排在全校各专业图书成本最少的前 4

位; 图书成本高于校平均的专业有 24个, 其中: 化学工程与

工艺、基础医学、城市地下工程及卫生检验等专业明显高于

校平均, 是图书成本最大的 4个专业。

9、总成本办学效益

总成本办学效益,是全校各种支出的总数, 从中可以看

出全校以及各学院一年来所有支出的情况。

以 2006年的总成本办学效益为例 ,我们分别计算出全

校总成本的平均数 (全校总成本除以学生总人数 ), 各学院

以及各专业总成本的平均数, 并按学院与校平均, 专业与校

平均数的差额由小到大进行了排列。

从学院排列的结果来看, 护理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医学

院、设计与艺术学院、文法学院、电气工程学院这几个学院的

总成本要低于学校总成本的平均数, 其中护理学院、经济管

理学院、医学院分别排名前三位, 而其他学院的总成本则明

显要高于学校总成本的平均数, 其中数理学院、公共卫生学

院、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这三个学院总成本与学校的平均数

差额最大。

从各专业分配的总成本与全校总成本平均数对比排列

的结果来看, 在各专业总成本中, 低于校平均的专业有 26

个,其中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护理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三个专业是低于学校平均的前三位, 而教育技术学、生物技

术、基础医学的总成本是高于学校平均最多的三个专业, 说

明这三个专业的办学成本明显偏高。

10、直接成本办学效益

以 2006年的直接成本办学效益为例, 我们分别计算出

全校直接成本的平均数 (全校直接成本总数除于学生总人

数 ), 各学院以及各专业直接成本的平均数,并按学院与校平

均,专业与校平均数的差额由小到大进行了排列。

从学院排列的结果来看, 不计算折旧 (因为折旧含有不

确定因素 )的直接成本, 经济管理学院、医学院、护理学院在

学院人均直接成本低于校平均中排名前三位, 而公共卫生学

院、数理学院、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三个学院的院人均直接

成本明显高于校平均数, 是高于校平均数最多的三个学院。

从各专业分配的直接成本与全校直接总成本平均数对

比排列的结果来看, 在各专业直接成本中, 低于校平均数的

专业有 27个, 其中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网络工程、软件工

程三个专业是低于学校平均的前三位, 而教育技术学、生物

技术、基础医学的直接成本是高于学校平均最多的三个专

业,说明这三个专业的办学成本在不计算折旧的情况, 也还

是明显偏高的。

(三 )分析结论的几点说明

第一,在对学校办学效益进行分析时, 我们核算出的总

支出与实际总支出存在差异的原因主要由于事业单位采用

收付实现制,而我们的核算采用了权责发生制。办学效益的

计算结果主要是参照工业企业的会计核算原则和标准, 利用

了成本会计的技术和方法,因而具有一定学术价值和实际参

考价值,但也有会计本身所具有的局限性,如会计假设、会计

估计和会计差错等。在利用核算出的数据进行办学效益分

析时,需要考虑各专业、各层次人才培养的社会效益。

第二,通过生均办学效益分析, 我们会发现有些专业的

学生培养成本低,有些专业的学生培养成本高, 实际的情况

也是如此。比如学校的一些新办专业, 招生少的专业人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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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培养成本相对偏高,因为新办专业的时间短, 各项投入都

较大, 具体的办学效益还没有完全得到体现, 故相比其他一

些办学时间长的专业成本要高。而招生人数少的专业, 在总

成本固定的情况下, 生均办学成本自然就会偏高。招生人数

多的专业, 因具有规模经济效益, 学生培养成本相对较低。

第三, 数理、外语、计算机、文法等有公共教学任务的学

院, 我们已经尽可能进行了调整, 但学院一级的人员支出 (除

课时费外 )、房屋、家具、设备等支出全部计入该学院相应的

专业, 因而这四个学院的各专业办学成本相对高估。

在各项支出的分析中, 我们会发现生命科学院所属的生

物技术、药学的办学成本普遍偏高,原因是生命科学院的学

院一级人工费等理应由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护理学院分

担, 但为了简化核算方法, 未将生命科学院上公共课老师的

工资津贴进行分摊。类似的其他担任公共课的院系也是如

此, 如计算机、数理学院和外国语学院等,但公共课课时酬金

已具体分摊到各学院的各专业。

四  结论

综上所述, 通过上述成本核算程序和方法, 将各种费用

进行归集和分配后, 计算得出了该校不同专业的生均学生培

养成本, 并对此进行了分析,目的就是寻求降低高校学生培

养成本的途径, 提高办学效益 [10~ 12]。

第一, 控制人员经费。人员经费主要反映在 /教职工人

员支出0科目。要控制人员经费的前提是控制人员数量, 学

校应根据学科设置合理配备师资力量,根据部门设置合理配

备为教学服务的各类职工。另外,行政机构臃肿是高校普遍

存在的问题, 所以高校必须尽快实行机构改革, 做到因事定

编、因事定人、职能重定位等一系列措施,逐步建立起减少人

员经费支出、降低成本的良好机制。

第二, 控制公务费的支出。加强广大师生节水节电意

识, 同时对学校能源管理部门实行目标管理, 促使其采取切

实有效的手段节约能源。其次行政差旅费、车辆使用维修费

在公务费中往往占着较大的比例,学校应严格控制不必要的

公出、调研等。

第三, 合理使用设备购置资金。设备购置资金一般在

/固定资产0科目。高校设备购置资金分为教学设备费、图

书购置费和行政设备费。高校设备资金投入应重点向教学

设备和图书购置倾斜,尤其是教学设备费。购置办公设备要

本着简朴、实用的原则, 根据实际需要有计划购买, 避免重复

购入。学校要每年定期进行清产核资, 做到对 /家底0心中

有数。

第四,为了更好地降低学生培养成本, 高校应加强内部

控制制度。高校经费报销建议推行 /会签制度0。中央教育

部和财政部 2007年初联合颁发的 1号文件也规定: 关于高

校大额资金付款采用财务和审计会签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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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unting and Analysis of Educational Cost of University Students

) ) ) T aking A Un iversity as Example

S tudy ing group

(Univer sity of South Ch ina, H engyang 421001, China)

Abstrac t:  The study ing on the educational co st of co llege students has always been an im po rtant fie ld in Education Econom ics in

Ch inaIn accordance w ith the procedures and m ethods o f cost accoun ting, tak ing A Un iversity as Exam ples in th is paper, w e ca lculated

and then analyzed the co st o f each student w ho com es from various m a jors, in order seek a low er costw ay to im prove schoo l effective-

ness.

K ey words:  co lleges and un iversities;  student. s educa tiona l cost;  cost calculation;  cost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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