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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育经费的支出结构是教育经济学中一个重要的分支。将湖北省省属院校H校为样本，以个案为切入点，

剖析地方普通高校教育经费的支出结构。研究发现，地方普通高校基本经费支出相比项目经费支出较高；

人员经费相对于公用经费在教育事业费中占比高；三公经费支出总额不断波动；高校科研经费支出不断

增加。地方普通高校教育经费在使用的过程中出现了教育经费支出规模不足、经费支出结构不合理、经

费支出管理不到位等问题。因此，高校应从完善教育经费财政投入机制，优化教育经费支出结构，加强

教育经费支出管理等方面采取措施，从而提高普通高校的教育经费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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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xpenditure structure of educational funds is an important branch of educational economics. 
Taking the H school of a provincial college in Hubei Province as a sample and taking individual 
cases as the starting poin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xpenditure structure of education funds in lo-
cal universities.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basic expenditures of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re 
higher than project expenditures; personnel expenditures account for a higher proportion of 
education expenditures relative to public expenditures; the total expenditures of three public ex-
penditures continue to fluctuate; and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expenditures of colleges and univer-
sities continue to increase. In the process of using the educational funds of local colleges and uni-
versities, problems such as insufficient scale of educational expenditures, irrational structure of 
expenditures and inadequate management of expenditures have appeared. Therefor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take measures to improve the educational funding mechanism, optimize 
the structure of educational expenditures, and strengthen the management of educational ex-
penditures, so as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the use of educational funds in ordinar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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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进一步扩招，各省区高等院校毛入学率持续增加，随之而来的是适龄人口获得更

多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同时也给地方普通高等学校带来众多机遇。我国普通高等学校主要分为央属高

校和地方普通高校，据 2014 年的教育部数据，现有 2529 所高校，包含央属高校 113 所、地方普通高校

1689 所，地方普通高校在普通高校中占相当大的比例，另外民办高校有 727 所。但是，由于我国区域经

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协调，各省区内部对高等教育财政支持能力及其政策措施不同，加上受教育者家

庭支付能力差距较大，使得省内不同类型高校的经费差异明显。美国著名学者罗森将经费比喻为学校的

脊梁，多次阐述经费对学校发展的重要性，以及教育经费对教育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然而，在教育经

费的具体使用方面，很多地方普通高校却处在顾此失彼的状态。最明显的是在校生规模不断扩张增长，

尽管高等教育投入有所增加，但部分省区的地方普通高校仍出现使用结构不合理的现象。相对央属高校

来说，地方普通高校经费的财政投入远远不足，除了少数经济发达地区，其他普通地区经费水平根本达

不到其发展需求；与省内重点高校以及“985”“211”工程院校相比，除了在本科教学方面需要不断增

加经费投入，地方普通高校在科研、一流学科建设和研究生教育方面还需追赶这些高校的标准，这使得

地方普通高校的经费使用更要谨小慎微，以防随时面临经费短缺的问题[1]。 
教育经费支出结构理论认为，教育支出结构反映教育资源利用率和配置消耗，体现教育质量的高低

[2]。从教育事业费和基建费来看，前者若比后者数额高将导致高校办学设施陈旧，甚至是缺乏紧张的状

态，适中的教育事业费比例可以使高校将更多的经费投入到教育教学中，促使高校不断提高教学科研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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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从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来看，人员支出相对公用支出比例过高反映了教育经费充足性较差，日常经

费支出多用于工资福利和退休人员津贴发放等，将经费更多地投入那些需求刚性较大的项目；而前者比

后者数额低则导致对教师的激励过少，使得教师所带来的人力资本利用率低，教职工大多不愿意全力付

出，存在懈怠的不良现象，限制了高校的全面发展。因此，基于教育经费在高等教育中的重要性，有必

要了解地方普通高校经费支出结构的现状和变化趋势，进而分析地方普通高校的经费支出结构如何？经

费支出存在哪些问题？如何提高教育经费的使用效率？  

2. 研究对象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主要是以 2015~2018 年间 H 校教育经费收入以及支出情况为研究对象。首先 H 校是属湖北省

政府管理的地方普通高校，现发展为一所实力较强、有专业特色、水平较高的研究型大学，涉及本科、

专科、研究生教育、国际教育等，具有学士、硕士、博士学位授予权。主要采用数据分析法为主，研究

H 校的教育投资使用结构，进而反映某些地方普通高等院校的情况。 

2.2. 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 H 校官网计划财务处 2015~2018 年部门预算信息公开报告，将 2015~2018 年预

算报告进行整理分析，预算信息报告包括 H 校概况，H 校 2015~2018 年部门预算公开报表。预算报表中

包括收入、支出情况总表、公共预算和财政拨款“三公”经费表、科研支出表等。考虑某些报表与的关

联性，所以只做部分报表内容的分析，探析前四类报表反映的基本内容。收入预算表涉及 H 校财政拨款

收入、事业性收入以及其他收入等教育经费收入情况；支出预算表涉及 H 校基本和项目支出等教育经费

内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涉及人员经费和公共经费在教育基本支出中所占的比重。 

3. 数据分析 

3.1. 基本支出与项目支出 

我国教育经费支出主要用于日常经费支出和基建支出，且教育事业费相对基建经费比例过高或过低

都会带来一定的教育影响。基建费对于教育事业费若出现此消彼长的状态，说明教育经费用于更新设备、

完善教学仪器等方面稍有不足，基本建设投资比例过低，会导致教学质量的降低。 
 

 
Figure 1. Total expenditure situation in 2015~2018 (million) 
图 1. 2015~2018 年总经费支出情况(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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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15~2018 年整体来看(见图 1)，基本支出不断上升，项目支出整体处于下降的趋势，但从 2016
年开始逐步上升，且上升幅度较小。从基本支出 2015~2018 年纵向看，2016 年基本支出增加 7142.16 万

元，增加的因素主要来自于教职工收入、工资福利和退休人员支出的增加；2018 年比 2017 年基本支出

同比增长 1.7%，增加的原因主要是养老保险的改革和引用人才附带的福利待遇增加，使得以前年度基本

工资补差支出。从项目支出年份来看，2016 年相比 2015 年减少了 16,500.85 万元，减少的原因主要是科

研事业支出增加和部分重点项目尚未结项，以及基建类项目的支出增加；2018 年项目支出比 2017 年项

目支出增加了 1049.9 万元，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学校为“双一流”的建设增加固定资产、完善校园基本建

设以及还本付息、科研课题的增加。 
 

 
Figure 2. The proportion of expenditure in 2015~2018 
图 2. 2015~2018 年各经费占比情况 

 
从 2015~2018 整体情况来看(见图 2)，基本支出也就是教育经费支出相对于项目支出在总支出所占的

比重很高，均在 50%以上，说明在这期间基建支出较少，使得高校硬件设施配备不足或过于陈旧，教育

质量有待提高。具体来看基本支出占比的趋势，2016 年基本支出占比相对于 2015 年明显处于上升状态，

因为工资福利支出、养老保险增加和退休人员津贴支出均有增加，或引进人才所支付的人员经费不断增

加。从 2016 年开始到 2018 年基本支出占比下降，而项目支出占比上升，原因可能是校舍的建设和固定

资产的增加造成的结果。 

3.2. 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 

为更有效更全面地说明日常经费支出结构，将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内容进行说明，来更好地考量教

育事业费的结构比例情况。教育支出理论指出，个人部分经费支出间接反映经费充足性，人员经费对公

用经费出现此长彼消的状态，说明学校教育经费更多用于支付教师职工工资，虽激励了教师的积极性，

但公用经费的降低，不利于正常的教学工作的开展和维持。只有将经费投资于基本的教学和办学，才能

提高教学效果，带动教育事业发展，优化教育支出结构。 
从图 3 可以看出 2015~2018 人员经费远远高于公用经费(见图 3)，并且 2015~2018 年人员经费一直处

于逐年上升状态，2018 年较 2015 年人员经费增加了 14,625.98 万元，同比增长了 56.37%，2018 年较 2017
年同比增长 14.6%。2015 年到 2018 年公用经费处于一种持续下降的状态，而且 2018 年较 2015 年减少了

6813.25 万元，同比减少 91%，并且在 2018 年达到了公用支出的最低峰，人员经费支出达到了最高峰。

说明在这四年期间学校将经费更多用于个人部分的使用，而忽略了公共部分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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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Personnel expenditures and expenditures in 2015~2018 (Million) 
图 3. 2015~2018 年人员经费和支出经费情况(万元) 

 

 
Figure 4. The proportion of personnel expenditures and public expenditures in 
2015~2018 
图 4. 2015~2018 年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占比情况 

 
大多学者认为：人员经费支出在日常经费支出中占比反映教育经费的充足程度，体现教育经费分配

的公平与合理。从上图 4 可以看出(见图 4)，人员经费占教育经费支出的比例不断地上升，说明 2015~2018
年期间，教师和职工福利改善，人才引进不断增加，学生资助体系不断完善。2015~2018 年间公用支出

占比呈下降趋势，且占教育事业费支出不足 20%，说明学校用于维修固定资产、革新教学设备实验器材

的公用支出较少。某些学者认为：人员经费与公用经费的比例关系为 54:46 时较为合理，从上图的情况

来看，H 校的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支出结构在 2015~2018 年期间略有不合理的现象。 

3.3. “三公”经费支出 

“三公”经费是由财政拨款的主要包括：因公出境费、公务车购置费、公务接待费。因公出国(境)
费主要包括公务出行的住宿费、旅费、杂费等费用；公务用车购置费主要包括公车租用费、维修费、保

险费等费用；公务接待费主要包含学校各类接待费用。由于这三项费用的利用与党政机关所倡导的“三

公”经费“负增长”紧密相关，且利于打击某些使用公费出游、公车消费和公款吃喝灯等不良行为，提

高“三公”经费的使用效率，分析“三公”经费中各个经费的支出情况以及变化趋势，研究“三公”经

费是否如中央所要求的不断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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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The three public expenses situation in 2015~2018 (million) 
图 5. 2015~2018 年“三公”经费情况(万元) 

 
该校从 2015~2018 年整体来看(见图 5)，因公出境费大致呈上升状态，公务接待费呈波动状态，公务

用车运行维护费呈下降趋势。从 2015~2018 年三种类型的“三公”占比来看，2015 年因公出境费在“三

公”经费中占比 1.2%，公务经费占比达到了 46.8%。2016 年公务接待费占急剧下降，减少了 58.7%。在

2017 年间第一种和第二种因公费用不断上升，达到了 2015~2018 年的最高使用率，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占比基本不变。到 2018 年学校的公务接待费仅有 10 万元，“三公”经费的三种类型减少幅度都很大，

公务接待费达到了四年期间的最低值。三公经费的减少说明学校对“三公”的使用要求更加严格，不断

符合政府要求，渐渐趋向合理。 

3.4. 科研经费支出 

培养人才、科学研究、服务社会是高等院校主要的功能。近年来，随着高校规模的扩张和办学层次

的优化，地方普通高校不仅重视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提高为社会服务的贡献率，更重视科研工作，承

担的科研项目与科研经费支出也不断增长，作为高校资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地方普通高校的科研经费

分析具有重要意义。 
 

 
Figure 6. The research expenditures situation in 2015~2018 (million) 
图 6. 2015~2018 年科研经费支出情况(万元) 

 
从科研经费来看，2015~2018 年该高校的经费支出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见图 6)，2018 年相较于 2015

年科研经费支出增加了 68.57%。科研经费的支出主要来自于横向科研经费和纵向科研经费，在 2015~2018
年期间，教师申报的课题项目数量增多，使得该校创立的纵向课题不断增加，项目申报成功之后项目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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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的专项资金支出逐渐上升；此外，在该校的横向课题科研经费支出中，有关该项目的差旅费、劳务费、

会议费、资料费等一些列生活经费支出上升，纵向经费和横向经费的结合使得 2015~2018 年该校的科研

经费支出增加，说明该校的科研水平也在逐步提高。但科研经费的合理利用仍旧是困扰高校的一大难题，

只有提高科研经费的使用效率才能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4. 地方普通高校教育经费支出结构存在的问题 

4.1. 经费支出规模不足 

地方普通高校的经费主要来源于政府的财政投入、个人投入以及社会投入。一方面，在地方普通高

校经费来源的过程中，大多依赖于政府财政拨款和个人收入，社会捐赠相对较少，相对于央属高校，地

方普通高校受制于社会影响力、社会服务能力、社会资源不够等因素，无法获取更多的社会资助，出现

了经费投入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地方普通高校在招生规模、学校建设规模等方面出现较高速度发展，

高校在经费支出规模方面出现较快增长，但教育经费规模仍然较小，导致收入无法满足正常支出，制约

学校稳定发展。高校经费投入的资金较少，直接带来的影响是经费投入高等教育难以满足高校不断增加

的经费支出需求，出现教育经费收入规模与支出规模不匹配的情况，导致地方普通高校的经费支出规模

备受限制。 

4.2. 经费支出结构不合理 

由于历史原因，许多院校进行合并，合并后的院校为了提高教学质量，配置先进的教学与科研仪器

设备，购置固定资产，增加了学校的办学成本。此后在高校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很多学校的图书馆和宿

舍经常进行翻修，很多还可以用的设备、机器、实验器材也不断进行更新换代，经费浪费严重且使用效

率低，这使原本有限的经费变得捉襟见肘，造成重复投资、重复建设的问题，基础设施利用效率低导致

高校公用经费的大量支出[3]。另外教师队伍、行政人员及后勤管理人员日渐强大，教师的专业培训和对

外合作交流增加，大量人才的引进，年轻教师博士化工程的实行，国家工资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

使得人员支出在经费支出中的比例逐渐上升，且用于支付高校行政人员的工资、退休人员的退休费以及

维持高校机关和部门运转的人员经费增加，出现了人员经费对公用经费此长彼消的状态，造成经费支出

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导致学校的教育经费使用效率降低。 

4.3. 经费支出管理不到位 

从普通高校的实际情况来看，部分高校对教育经费的管理制度仍然存在不健全、不到位的情况。尤

其是对教学科研经费的管理，比如部分高校对教学科研经费报销制度过于松散，出现套取经费、浪费经

费、贪污经费等情况；有些教育经费被挪用，实际资金使用方向与预期目标相差较大，导致教育经费使

用效率不高，使用效果欠佳。在高校不断建设的过程中，中央给予高校更多的自主性，使得地方高校在

资金使用方面的支配力更强，但如果无法提高教学科研费用的管理与实用水平，那将不利于学校培养人

才、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功能的实现，难以提高教学质量，从而阻碍教育事业的发展。 

5. 政策建议 

基于 H 校经费支出结构的研究来看，政府应从开源方面给与支持，高校应从节流方面提高经费利用

率，优化教育投资使用结构，给予其他各个地方普通学校更多的启示，使各个高校科学合理使用经费。 

5.1. 完善教育经费财政投入机制 

相比央属高校和重点高校来说，地方普通高校是高等教育中至关重要的部分，一方面它为莘莘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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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较多的教育机会，使众多水平一般的学生有学可上，另一方面地方普通高校作为中坚力量也是培养

人才的重要领域。首先，各省份政府应当增加政府财政拨款，增强省级政府对普通高校教育的财政支持

能力，发挥政府的公共财政职能，为地方普通高校提供物质保障和经济基础，保证地方普通高校教育经

费的“三个增长”趋势[4]。其次，不断完善“以奖代补”的激励机制，保证教育经费的公平分配，提高

学校各部门的工作质量。最后，建立学费和奖助体系动态调整机制。国家给予各省份、自治区和直辖市

政府一定的自主权，使得各级政府根据当地和高校的实际情况灵活定制学费标准，各个高校要不断落实

学生的奖助体系，使得国家助学金、勤工助学、绿色通道等体系保障学生顺利完成学业。 

5.2. 优化教育经费支出结构 

首先，各省份政府应该正视高校教师人员经费较高的现实，给予地方普通高校教育事业费更多的关

注。其次，地方政府和高校建立合作机制，积极构建教师人才激励机制，各个高校要把教学和科研并重，

将学校的生师比合理控制在 18:1 的范围之内，减少不必要的人员开支，提高教师资源利用率。政府需要

采取恰当的措施调节地方各个普通高校的人员经费拨款，制定合理的范围和标准。最后，各个地方普通

高校应该适当地减少公用经费开支，提高基础设施的利用效率，为教学和科研提供一个完美的办学条件，

使人员经费与公用经费的占比趋于合理，从而提高教育效果。 

5.3. 加强教育经费支出管理 

地方高校不仅需要拓展经费来源渠道，同时需要加强教育经费支出管理。首先，完善高校的财务内

控机制，确立制度规范，使制度设计没有漏洞，程序科学，提高经费的使用效率。其次，地方高校应该

建立完善的预算绩效管理制度，加强对经费支出效率的评价与评估，根据评估结果进行有效的资金使用

调整，尤其是科研经费，科研过程中购进的大型硬件设备等固定资产以及形成的无形资产都要纳入学校

资产统一管理，科研项目的负责人要落实经费的使用和管理，监督经费的具体流向，使科研经费真正落

到实处。最后，对高校财务强化外部监督。社会公众的监督是对高校充分利用经费的最有效约束，高校

可以建立专门的网站、微博公开号、微信公众号平台，配备专门的技术型人才对其进行管理，包括科研

成果、发表论文数量、高校的产出效率等经费的具体使用情况，从而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投资效率，

使有限的高校资金得到优化配置，提高高校的产出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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