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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预算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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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高校预算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是依据高校的绩效目标设计的综合反映和评价目标完成的情况和取得的业绩或

效果的评价系统。具有经济性、效率性和有效性。文章依据高校人才培养, 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绩效目标的功能,通过对三

大功能的投入、过程与产出的分析构建预算绩效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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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等学校作为人才培养, 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教育机

构, 其所提供的产品是一种准公共产品。因此, 高等学校经

费来源中, 政府拨款是主要来源。而拨款的依据是高校经费

预算。衡量高校预算的科学性与有效性需要一种科学合理

的预算模式, 而绩效预算已被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 OECD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IMF )、欧盟 ( EU )等国际组织

实践所证明, 比传统预算更加先进和科学。

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发布的5关于完善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议6明确提出: 要改革预算编制机

制, 完善预算编制执行的制衡机制, 加强审计监督,建立预算

绩效评价体系。财政部陆续制定了5关于开展中央政府投资

项目预算绩效评价工作的指导意见 6 ( 2004)、5中央部门预

算支出绩效考评管理办法 6 ( 2005)等规章。教育部也组织

了专家进行高校财务评价研究 ,表明推进高校绩效预算是国

家政策大力支持和推广的。

社会资源的稀缺性使得所有者必须对资源进行有效配

置。提高高校资源配置效率是高校发展的核心内容。高校

推行绩效预算可以达到两个方面的资源配置的有效性。第

一, 国家可以依据高校将绩效预算评价下拨预算经费,把经

费配置到完成国家教育任务更好的学校,建立以 /出人才、出

成果、出效益0的绩效导向;第二, 学校内部也可以通过绩效

预算管理评价, 把经费应用到效率更高的部门和项目,取得

更高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更好地履行人才培养、科学研

究和社会服务职能。

因此, 建立旨在提高教育资源配置效率的绩效预算管理

评价体系是优化高校资源配置和加快高校事业发展的必由

之路。

一  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高校绩效预算管理作为公共部门预算管理和高校财务

管理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一直是各国研究的主要课题。以美

国为例,上世纪九十年代推行 /绩效预算 ( PB) 0, 直到现在一

直处于改革之中。西方各国也都对高校预算进行改革。我

国学者也对高校推行绩效预算评价的必要性、高校预算评价

的界定、原则、高校预算绩效的评价机制、评价体系、评价指

标、高校预算管理模式等方面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M ass-i

m iliano Bratti、Abifa il M ckn ight、Robin Nay lar& Je remy Sm ith,

Davaid D rape r&M ark G ittoes从实证和统计角度分析高校绩

效预算中绩效指标设计作用和存在的主要问题 [ 1, 2]。左菁

认为应建立全面预算管理体系 [ 3]。田靖鹏则认为高校应创

建 /目标、任务与经费 0全面挂钩的运行机制、建立校、院

(系 )预算管理监督体系 [ 4]。王明秀,孙海波指出应建立具有

中国特色的预算绩效评价体系,逐步实现对财经资金从注重

资金投入的管理转向注重对支出效果的管理 [ 5]。张泽明等

则认为评价指标体系应具有科学性、有效性和效益性 [ 6]。陆

媛则以企业绩效预算指标的制定原则为依据和借鉴, 指出高

校绩效预算应遵循科学性、整体性、可比性和可行性原则,并

对指标体系的构成作了描述,认为高校绩效预算指标体系应

包括绩效指标体系、绩效目标体系 [ 7]。而王明秀和孙海波则

对高校绩效评价指标主要从综合实力、运行绩效和发展潜力

三个方面来设计 [ 5]。黄暻,马鑫则把高校绩效预算管理体系

分为部门绩效预算和项目绩效预算两个部分 [ 8]。

我国高校绩效预算管理评价体系的研究总体而言还处

在起步阶段,同时缺乏对国外已有的研究成果的深入整理和

归纳,仅仅是对国外政府层面的绩效预算制度或国外高校绩



效预算指标的描述, 且大多只关注对预算绩效评价的一般性

研究, 没有对评价体系和评价对象的特殊性的研究, 只关注

评价指标体系的设立,忽略了评价指标实际值的获取,缺乏

对评价指标依据不同对象的筛选、赋权、评价标准的确定及

具体评价方法的研究, 局限于对评价指标与程序的理论性探

讨, 缺乏对具体方案的实施的设计与检验。

二  高校预算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建构原则

高校预算绩效评价是以绩效为核心,运用特定的指标体

系, 通过定量与定性对比分析, 对预算决策、配置、使用水平

所作出的综合评价 [ 9]。高校预算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是依据

高校的绩效目标设计的综合反映和评价目标完成的情况和

取得的业绩或效果的评价系统。指标体系主要通过对高校

绩效目标功能的投入、过程与产出的分析来进行构建。

1986年, 英国大学校长协会提出绩效指标体系设计应

遵循六个原则: ( 1)指标体系应与大学办学目标相关, 尤其

要与教学、科研的目标相联系; ( 2)指标应当具体、量化和标

准化, 便于在各高校之间比较; ( 3)指标应当简明, 便于人们

了解大学活动和大学提供的信息; ( 4)指标应当具有可接受

性和可信性; ( 5)指标能提供有关高校运作的有用信息; ( 6)

指标应当系统反映 /投入、过程和产出0的情况。借鉴上述 6

原则, 结合我国高校情况,我们认为,制定高校预算绩效评价

指标体系应当遵循科学、总体、有效、可比和可行性原则。

科学性原则是指高校绩效指标体系选择的指标科学、合

理, 指标既要准确反映高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

的目标, 又要全面并且不重复。指标中既包含教学绩效、科

研绩效、社会服务绩效和管理绩效等非财务指标, 又要包含

资产绩效、筹资能力、财务安全等财务指标。

总体性原则是指绩效指标体系作为指标群,其指标之间

要相互联系, 能反映学校的总体绩效。

有效性原则是指绩效指标体系能够提供高校投入、运营

和产出的有用信息, 通过指标体系可以方便地了解该高校的

人才培养、科研成果和社会效益。

可比性原则是指绩效指标应该在同一核算范围内建立,

并具体、量化。可以在高校之间进行比较。

可行性原则是指绩效指标的数据获取能够得到相关部

门的支持和保证。

三  高校预算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内容

高校预算绩效指标体系包括: 人才培养绩效指标、科研

绩效指标、社会服务绩效指标和财务绩效指标。

(一 )人才培养绩效指标

1、投入指标: ( 1 )生师比 (折合学生人数 /专任教师人

数 )。折合学生人数是指学生有全日制和函授学生, 研究生、

本科与专科学生的区别。一般而言, 2个函授学生折合为 1

个全日制学生, 3个专科学生折合 2个本科学生, 2个研究生

折合为 3个本科生; 专任老师是指老师有专任和兼任老师,

高职称、高学历老师和低职称、低学历老师,经验丰富长任教

师和初任教师。教师的职称、学历结构以及专任教师占学校

整个人力资源的比例反映了学校教学投入状况。另外, 课程

师生比 (每门课程的教师人数 /学生人数 )也是衡量教学效

果关键指标,因为有些课程只有一个教师上课, 学校为了节

约资源就只能大班上课, 影响教学效果。 ( 2)学生资源 (结

构与质量 )。学生结构包括留学生、研究生、本科生和专科生

之间的比例,学生质量则包括保送生、定向生、特招学生之间

的比例。 ( 3)教师资源 (结构和质量 )。结构是指专任教师

占所有教师的比例, 专任教师与兼任教师的比例; 质量是指

教师的高职称、高学历的比例, 老、中、青教师的比例, 教师培

训次数、与国内外高校交流 (访问学者数 )。 ( 4)物质资源,

主要包括生均占地面积、生均教学实验用房、生均教学仪器

设备台数、生均图书资料册数、校园、文化环境。 ( 5)财务资

源,主要包括生均教学支出、生均仪器设备支出、生均图书资

料支出、生均事业费支出、生均校园、文化环境支出, 教师人

均支出、教师人均支出与教职工人均支出的比例、教师人均

支出年增长率。

2、过程指标: ( 1)课程教学, 包括教师人均开课门数、教

师人均年授课时数、课程结构 (双语教学、跨学科和研究性课

程的比例 )、高职称 (学历 )教师开课率; ( 2)教学环节, 包括

教学辅导课时数、实验课时与理论课时比、实习实训课时数

与专业总课时比。 ( 3)素质培养, 包括素质课程的开设数、

校园活动年开展次数和学生参加次数、社会实践活动年开展

次数和学生参加次数。 ( 4)教学设施利用, 包括图书馆、教

室、实验室开放时间。

3、产出指标: ( 1)教学收入 (生均学费收入: 当年国家下

拨的补助、助学金、奖学金和学费 /学生人数, 国家资助教学

精品课程经费收入、国家资助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建设经

费收入、培训费收入及社会捐赠收入 ) ; ( 2)在校生的教学产

出 (课程考试成绩、英语四六级通过率、各项比赛成绩、研究

生科研成果 ); ( 3)毕业就业的教学产出 (毕业率、取得学位

率、用人单位的满意度、毕业生在社会中取得的成绩 ); ( 4)

教学成果 (教师晋升职称比例、教师学历提升比例、优秀教学

成果增长率、出版教材增长率、国家及省精品课程率、国家及

省重点学科率、国家及省重点实验室率、具有博士、硕士学位

授予权的一级学科数量、博士、硕士学位点数量 )。

(二 )科研绩效指标

1、科研投入指标: ( 1)研究平台, 包括研究所、重点学

科、重点实验室、博士和硕士学位点的数量和相应的比例。

( 2)研究队伍, 包括科学院和工程院院士人数、长江特聘学

者人数、获国家杰出人才基金、教育部跨世纪人才、教育部高

层次创造性人才计划资助人数。 ( 3)物质资源, 包括科研设

备、实验试剂、动物、仪器, 财务资源; 学校科研奖励支出、师

均科研经费支出,课题经费配套, 每篇学术论文发表经费支

出,每部专著出版经费支出,专利申请经费支出, 引进人才经

费支出,学术交流、学术讲座经费支出。

2、科研成果产出指标: 师均资助科研课题数、师均科研

课题资助经费收入、师均学术论文发表数、师均专著出版数、

师均发明专利数、成果转化与产业化率、成果转化与产业化

收入、师均科研奖励收入。

(三 )社会服务绩效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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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接受科技文化知识普及教育人次数、筹办科技文化

宣传次数、各类学历人才培训次数、各类成人教育人数、咨询

服务产生的经济效益、科技成果转化及产业化的经济效益,

社会服务费用, 社会服务为办学提供的费用等。

(四 )财务绩效指标

( 1)财务实力指标: 办学总经费、办学总经费增长率、科

研经费总额、教职工人均经费、师均科研经费; ( 2)财务经费

绩效:预算准确率、预算调整率; ( 3)筹资能力指标: 产业经

营利润、接受捐赠、赞助、培训收入、科研成果转化收益; ( 4)

经费配置:教学、科研、职工待遇、社会服务的经费支出比例;

( 5)费用支出控制指标; ( 6)资产管理指标; ( 7)财务效益;

( 8)财务安全指标: 财务结构、债务负担、支付能力 (流动比

率、速动比率、资产负债率、现金负债比 )。

高校预算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人

才

培

养

绩

效

指

标

投

入

指

标

生师比 (折合学生人数 /专任教师人数 ) ;课程师生比 (每门课程的教师人数 /学生人数 )

学生结构与质量:留学生、研究生、本科生和专科生比;保送生、定向生、特招学生比

教师结构和质量:专任教师与所有教师比;专任教师与兼任教师比;教师的高职称、高学历的比例,老、中、青教师比

物质资源:生均占地面积、生均教学实验用房、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台数、生均图书资料册数

财务资源:生均教学支出、生均仪器设备支出、生均图书资料支出、生均事业费支出、生均校园、文化环境支出, 教师人

均支出、教师人均支出与教职工人均支出的比例、教师人均支出年增长率

过

程

指

标

课程教学:教师人均开课门数、教师人均年授课时数、课程结构 (双语教学、跨学科和研究性课程的比例 )、高职称 (学

历 )教师开课率

教学环节:教学辅导课时数、实验课时与理论课时比、实习实训课时数与专业总课时比

素质培养:素质课程的开设数、校园活动年开展次数和学生参加次数、社会实践活动年开展次数和学生参加次数

教学设施利用:图书馆、教室、实验室开放时间

产

出

指

标

教学收入:生均学费收入、国家下拨的补助、助学金、奖学金和学费 /学生人数, 国家资助教学精品课程经费收入、国家

资助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建设经费收入、培训费收入及社会捐赠收入

在校生的教学产出:课程考试成绩、英语四六级通过率、各项比赛成绩、研究生科研成果

毕业就业的教学产出 (毕业率、取得学位率、用人单位的满意度、毕业生在社会中取得的成绩 )

教学成果:教师晋升职称比例、教师学历提升比例、优秀教学成果增长率、出版教材增长率、国家及省精品课程率、国家

及省重点学科率、国家及省重点实验室率、具有博士、硕士学位授予权的一级学科数量、博士、硕士学位点数量

科

研

绩

效

指

标

投

入

指

标

研究平台:研究所、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博士和硕士学位点的数量和相应的比例

研究队伍:科学院和工程院院士人数、长江特聘学者人数、获国家杰出人才基金、教育部跨世纪人才、教育部高层次创

造性人才计划资助人数

物质资源:科研设备、实验试剂、动物、仪器,财务资源; 学校科研奖励支出、师均科研经费支出,课题经费配套, 每篇学

术论文发表经费支出,每部专著出版经费支出,专利申请经费支出,引进人才经费支出,学术交流、学术讲座经费支出

产

出

指

标

师均资助科研课题数、师均科研课题资助经费收入、师均学术论文发表数、师均专著出版数、师均发明专利数、成果转

化与产业化率、成果转化与产业化收入、师均科研奖励收入

社会服务

绩效指标

社区接受科技文化知识普及教育人次数、筹办科技文化宣传次数、各类学历人才培训次数、各类成人教育人数、咨询服务

产生的经济效益、科技成果转化及产业化的经济效益,社会服务费用,社会服务为办学提供的费用等

财

务

绩

效

指

标

财务实力指标:办学总经费、办学总经费增长率、科研经费总额、教职工人均经费、师均科研经费

财务经费绩效:预算准确率、预算调整率

筹资能力指标:产业经营利润、接受捐赠、赞助、培训收入、科研成果转化收益

经费配置:教学、科研、职工待遇、社会服务的经费支出比例

费用支出控制指标

资产管理指标、财务效益;

财务安全指标:财务结构、债务负担、支付能力 (流动比率、速动比率、资产负债率、现金负债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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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小结

本文对高校绩效预算指标体系作了一个简要设计, 其创

新之处在于将所有指标归集在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

会服务三大职能下, 而没有分部门和项目来设计指标。对于

评价指标实际值的获取, 对评价指标依据不同对象的筛选、

赋权、评价标准的确定可以采用专家咨询与问卷调查相结合

的方法。详细具体的研究留待另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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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 t:  The conflict o f territo rial jurisd iction and persona l jurisdiction in financ ia l fie ld am ongWTO m em be rs is the inherent

contradictions o f financ ial sovere ignty. UnderWTO m ultilate ra l trading sy stem the liberalization of financ ia l serv ice sec to r asks fo r the

w eaken ing o f nationa l financia l con tro .l And simu ltaneously it sets up an exception to prudentia l regu lation wh ich allow s its members to

dev iate from their ob lig ation o f libera liza tion tem porar ily. A t presentw hile re- establishing internationa l financia l regu la tion fram ew ork,

w e shall transfer and coo rd inate ou r pow er to financ ia l regu lation cond itiona lly and flex ib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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