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odern Management 现代管理, 2024, 14(1), 115-121 
Published Online January 2024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mm 
https://doi.org/10.12677/mm.2024.141017   

文章引用: 王丽敏. 高校公用经费预算分配优化措施研究[J]. 现代管理, 2024, 14(1): 115-121.  
DOI: 10.12677/mm.2024.141017 

 
 

高校公用经费预算分配优化措施研究 

王丽敏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计划财务处，北京 
 
收稿日期：2023年11月30日；录用日期：2023年12月25日；发布日期：2024年1月19日 

 
 

 
摘  要 

高校公用经费是指高校为保证教学、科研、学生管理等工作正常开展而开支的日常运转经费，是高校经

费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通过财政拨款或收取学费、住宿费等来源获得。高校在预算管理中往往需要将

收到的公用经费预算向二级部门进行分配。然而在分配过程中，由于缺乏标准和机制，分配矛盾突出。

本文通过分析公用经费预算分配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优化措施。第一、加大直接向教学部门分配预算的

比重，有效利用绩效导向预算分配机制。第二、优化项目设置，提高历史项目数据的可参考性。第三、

加强合同管理，理顺合同签订与预算审核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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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perating fund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mainly provided by government financial fund-
ing or student fees, is the guarantee of their normal teaching activities,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other work.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usually need to allocate the received money to the secondary 
departments and let the secondary departments decide how to use it. However, lacking of stan-
dards and mechanisms, it is very hard for the alloc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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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 in the allocation of operating funds budget and puts forward improvement measures. First, in-
crease the budget of teaching departments to make better use of performance-oriented budget al-
location mechanism. Second, optimize project settings to enhance the reference value of historical 
projects data. Thirdly, improve contract management and clarify the process of signing contracts 
and budget alloc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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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高校如何使用公用经费保证日常运转，提高办学质量和管理服务水平，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是每

个高校面临的重要问题。高校将一级预算批复的公用经费在年初分配给各二级部门，由二级部门统筹管

理使用，可以提高各部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时改变未实施二级管理管理情形下，各部门先花钱有预

算，后花钱无预算的局面。如何做好内部分配是学校预算管理的重要课题[1]。本文将通过分析公用经费

预算分配中存在的问题，探索分配优化措施，希望能为同类院校预算管理提供一些参考。 
近年来，财政部门已改革了向高校的拨款机制，逐步建立以绩效为导向的拨款机制，例如采用生师

比为导向拨款，倒逼高校内部进行改革。二级部门预算申报数据连年增长，财政拨款连年缩紧，二者之

间矛盾极为突出。由于缺乏一定的分配标准和机制，主要依靠学校管理层与各部门进行博弈，耗时耗力。

因此对高校公用经费二级预算管理情况进行梳理分析，找出难点和问题所在，优化公用经费二级预算分

配机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2. 公用经费二级预算分配中存在的问题 

2.1. 教学部门管理预算规模与绩效导向预算分配机制不相适应 

当前针对校院两级的预算管理和绩效评价体系的研究层出不穷，针对教学部门(或二级学院)构建了较

为全面的绩效评价体系。陶丽萍、徐磐、樊雅文等在《高校二级管理经费分配模型构建研究》提出，参

照上级财政部门经费划拨的理念，可以构建以生均拨款基数 × 系数为基础的模型，进一步结合师生比、

师资职称(级)结构、专业类别、学费收缴率等因素，保障二级学院的人员、教学、研究等日常基本开支[2]。
王希文在《试论校院两级管理模式下高校预算分配制度改革》提出考虑教职工人数、学生人数、教学、

实验、实习课时数、科研经费量、科技成果、发表论文情况等影响因子，测算教学公务费、教学业务费、

学科建设、学生工作经费、公共设施费等每个公用经费项目的单项生均定额，汇总核定公用经费生均综

合定额基础标准[3]。 
因此对教学部门(或二级学院)，可以通过其学生人数、生师比、就业率等绩效指标设置经费拨款公式，

生成对各二级教学院系的公用经费预算拨款额度。然而，在大部分经费由给职能部门管理的模式下，教

学部门预算经费占比非常低，预算资金规模较小，实施以绩效为导向的预算分配机制意义不大，起到的

激励作用有限。例如 B 校在二级预算分配实践中也实行了日常办公费、印刷费、差旅费等经费按教职工

人员数定额分配，学生活动费和招生就业费按学生人数定额分配给教学部门，但是所占规模很小，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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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业务经费仍然需要单独申报分配，逐项衡量，讨价还价。 
高校二级部门大致可以分为教学部门(直接承担教学工作)、教辅部门如教务处、招生就业处、共青团

委等；行政部门如财务处、国有资产管理处、党群部门等；后勤部门如后勤管理处、安全稳定处等。学

校内部组织结构也是错综复杂的，内部单位间职能差异也比较大，也不能用同一套绩效指标标准予以衡

量[4]，难以确定统一的标准和尺度分配预算经费。 
例如 B 高校预算申报部门共 38 个，其中教学部门仅占 11 个，占 B 高校部门总数的 28.95%。教学部

门公用经费预算总额仅占总公用经费额的 3.85%，后勤部门和教辅部门、行政部门管理预算经费总额分

别占到了公用经费预算总规模的 48.50%、15.31%、22.44%。高校主要是以教学办学为主，这样的组织结

构和预算分配模式不利于激发办学主体活力。B 高校按照预算经费管理部门类别，统计公用经费预算规

模占比情况，见图 1。 
 

 
Figure 1. Budget percentage chart (by category of budget management departments) 
图 1. 预算规模占比图(按公用经费预算管理部门类别统计) 

2.2. 历史项目数据可比性差，难以参考 

公用经费其性质是保障学校日常运转，具有常规性、延续性、必保性的特点，但也有一部分非常规

经费，无法获得财政专项资金，但是从业务角度考虑也需要保障；还有些经费因为支付的时间不固定，

有时本年支付，有时跨年支付，因此每个部门每年的经费水平也会存在变动，无法直接参考以前年度预

算数据或决算支出水平进行分配，需要加以分析才能利用。 
二级部门申报预算时，一般是按事项列示预算申报金额和测算依据，但随意性较大，每年相同的事

项，申报的名称可能不一样。其次，财务在会计核算上没有按具体事项单独核算，无法直观提供具体事

项的历年决算数据。通过会计凭证摘要逐项核对部门历年各事项支出金额工作量大，数据不准确，难以

为领导决策提供参考依据，难以压减预算申报中的虚高金额。 
目前大部分高校财务核算上对公用经费的核算项目设置均比较粗略，原因是财务系统中，预算和核

算都是共用一套项目体系，即预算在哪里，支出记哪里，系统实时生成预算执行情况表，监控预算执行

情况。但是由于预算管理和会计核算的需求不同，项目设置细化程度上存在矛盾。 

2.3. 忽视合同管理与预算分配的关系 

在二级预算审核过程中，会有很多情况是已与外部单位签订合同的情况，这种情况下，核减相关部

门预算会造成学校整体对外违约，这种情况下很难压减其预算，或者即使二级部门未申报该项预算，学

校为避免违约，只能批复部门追加预算。针对这种情况，需要理清合同管理和预算分配的关系，将涉及

资金支付的合同也纳入到二级预算管理中来。不少事业单位的合同预算编制不够精细，没有遵循“先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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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后计划–再实施”的程序[5]。 

3. 公用经费二级预算分配优化措施 

3.1. 分析梳理经费，提高教学部门管理预算规模 

刘颜华在《高校校院两级预算管理的研究》一文经过对美国、英国、澳大利亚、荷兰、加拿大五个

国家高校预算管理的研究，发现其高校预算管理的共同特点是财力集中、财权不同程度的下放，均把院

级作为一个独立的核算单元进行绩效考核，为下一年度的预算分配提供依据，或以绩效预算分配方式进

行预算管理。国外高校的把二级学院作为一个预算绩效考核单元的预算分配模式，值得我们借鉴[6]。 
魏蓉，顾国庆指出应在院校两级管理模式下，按照绩效目标、指标选择、绩效评价、结果应用的思

路，将二级学院看成预算编制和绩效管理的主题，职能部门通过监督、考察二级学院的绩效完成情况，

进行考评，反促下一年的预算编制并且修订学校整体的发展目标[7]。 
绩效导向是学校目标管理的必然选择。以绩效为导向的学院绩效经费预算分配体系是根据责任会计

管理要求，将二级学院作为责任中心，并对其进行科学评价考核，确定工作业绩，形成绩效经费预算分

配依据，并最终予以实施[8]。 
长期以来，学校职能部门预算占到了公用经费的较大比例，教学部门管理的仅是按人均定额拨付的

日常办公费、差旅费以及按学生人数拨付的学生活动费、招生就业费等。职能部门负责申报预算、使用

预算资金，虽然在分工上，一些工作由职能部门进行统筹，为教学部门提供了一定的便利，但职能部门

与教学部门不同，其绩效不直接与学校的产出绩效指标(如教科研成果、学生升学、就业率等)挂钩，虽然

设置了绩效评价指标，但各职能部门承担的工作各不相同，绩效指标差异很大，绩效评价主观性强，缺

乏统一的标准和尺度，难以与预算资金挂钩，无法实施以绩效为导向的二级预算分配机制。 
学校大部分经费由职能部门管理，严重压缩了作为办学主体的教学部门可自主支配的预算额度。教

学部门管理的预算经费比重低，虽然实施以学生人数、学生升学就业率绩效为导向的预算分配机制具有

可行性，但因预算资金规模小，实施意义不大。 
建议梳理公用经费，分析由职能部门归口管理的经费中，哪些是可以直接分配给教学部门的经费，

逐步降低职能部门归口管理的预算经费比重，提高教学部门直接管理的预算经费比重。把有限的资金支

配到教学和教辅部门项目上，特别是教学部门，只有教学能力提高了，学校才能更好地发展[9]。改革学

校内部机构，逐步建立以教学部门为主体的结构，弱化职能部门的管理权限，增加二级学院办学自主权，

使二级学院的主观能动性得到释放，激发出二级学院作为办学主体的活力[10]。 
例如一些经费与教学、学生管理工作密切相关，教学部门可根据实际情况把控经费支出金额，无需

通过学校统一采购。可以在经过与相关部门充分讨论后，探索将这些经费预算直接划归教学部门管理，

并设立以生师比、就业率、升学率、教科研成果等产出绩效指标为因素的预算额度计算公式，计算每个

教学部门应分配的公用经费预算额度，直接将预算下达到教学部门，由教学部门自行统筹。本文列示了

一些可由教学部门直接管理的预算，见表 1。各校实际情况均不一样，本文仅提供一种思路作为参考。 
 

Table 1. Funds management department’s adjustment table 
表 1. 经费管理部门调整表 

序

号 原预算管理部门 建议由教学部门 
直接管理的预算 

序

号 原预算管理部门 建议由教学部门 
直接管理的预算 

1 教务处 教学耗材 8 学生工作部 学生评优奖金 
2 教务处 考试耗材 9 学生工作部 学生资助经费 
3 教务处 教学设备维修费 10 招生就业处 招生宣传及差旅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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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 教务处 教学设备采购 11 共青团 学生活动费 
5 教务处 学生技能大赛 12 科研处 科研经费 
6 教务处 教育教学改革 13 人事处 兼职教师课酬 
7 教务处 教师教学能力比赛 14 后勤管理处 教学活动租车费 

3.2. 优化项目设置，提高历史项目数据的可参考性 

预算项目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要做的“事”。每个预算项目都有清晰、明确的项目内涵及范围，以

确保每一个具体经济业务事项，在不同年度、不同部门、不同人员申报预算编制时，都有清晰的指引，

都能够非常清楚地归集到同一个预算项目中，以确保预算项目内涵的连续性、稳定性、可比性，从而避

免了因预算项目内涵及范围不清晰、理解不一致而导致预算编制归类不准确、标准不统一、预算执行结

果不具有可比性的问题[11]。 
在预算编制过程中，应当在论证的基础上，引导部门预算编制和申报，基于责任和目标任务形成预

算分类项目及明细目录，将所有预算项目纳入科学化、体系化的预算项目及明细手册，实现预算的精细

化管理，指引预算责任部门控制和执行[12]。因此应当梳理二级部门往年预算申报表，对每年都发生的常

规事项，与二级部门协商确定相对细化又精炼的常规经费申报事项。今后二级部门在编制公用经费二级

预算时，按照确定好的常规经费事项申报。预算执行时，会计上按照确定的常规预算申报事项作为项目

辅助核算。通过细化项目核算和历史数据积累，可以为后续年度二级预算分配提供参考依据。 
常规预算申报事项一般是学校日常运行中的必保经费，在二级部门承担职能、业务内容没有发生大

的变化情况下，常规预算申报事项的预算分配额可参照以往年度支出水平，预算申报金额不应有太大的

变动。如发生较大变动，需要二级部门详细论述原因并由一定层级的领导决策。通过对常规预算事项的

梳理和核算，财务人员可提取出这些常规预算事项名称以及经费大致规模，避免二级部门预算申报时漏

项或需要申报，并为预算分配提供参考依据。对非常规的新增事项，可以通过建立项目库的方式，根据

重要性排序进行预算分配。 
预算管理和会计核算的需求不同，项目设置细化程度上存在矛盾。预算管理角度要求存在一定的空

间，使得二级预算管理部门具备的一定自由度，允许在一定范围内预算资金调剂使用。核算角度要求设

置得相对细化，便于进行数据统计和分析。因此预算申报事项的设置既不能过于细致，又不能过于宽泛。

结合 B 校情况，梳理了各职能部门主要的常规预算申报事项，见表 2。对下列事项进行专项预算管理和

核算，年中允许职能部门根据实际执行情况，履行一定程序后进行预算调整或缴回预算额度。 
 

Table 2. Regular projects table 
表 2. 常规事项明细表 

序号 部门 常规事项 序号 部门 常规事项 
1 党政办公室 功能厅室保障经费 17 财务处 财务软件租赁及维护费 
2 党政办公室 法律服务费 18 审计处 审计服务费 
3 党政办公室 报刊订阅费 19 国有资产与产业管理处 土地租赁费 
4 宣传部 院报编印费 20 国有资产与产业管理处 招标项目评标及项目验收费 

5 宣传部 媒体、期刊、平台年

费及会费 
21 国有资产与产业管理处 国有资产管理系统维护费 

6 宣传部 常规宣传费 22 安全稳定工作处 常规安全稳定保障费 
7 人事处 公开招聘费 23 后勤管理处 常规运行保障费 

8 人事处 人事管理信息系统运

维服务费 
24 后勤管理处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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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9 学生工作部 学生军训经费 25 后勤管理处 水费 
10 学生工作部 学工系统维护费 26 后勤管理处 电费 
11 学生工作部 毕业典礼经费 27 后勤管理处 物业管理费 
12 学生工作部 开学典礼经费 28 后勤管理处 取暖费 
13 学生工作部 宿管教师服务费 29 图书馆 纸质、数字资源购置费 
14 招生就业处 毕业生档案邮寄费 30 信息中心 软件服务费 

15 招生就业处 毕业生就业状况跟踪

调查服务费 
31 信息中心 互联网接入费 

16 招生就业处 就业双选会经费 32 信息中心 信息安全服务费 

3.3. 加强合同管理，理顺签订合同与预算审核流程 

合同管理与预算安排存在紧密联系。合同是收支预算编制的前提，而合同的履行状况直接关系到预

算的执行情况[13]。应重视合同管理，理清合同签订与预算审核流程，建立合同管理系统，监控各部门已

签订的涉及资金支付的合同，对预算期内应当支付的合同金额及时掌握，通过合同系统查询预算期内付

款合同和应付金额，核验二级预算申报中是否有漏报已签订合同的事项。 
完善学校合同管理机制，确保有相关预算才允许签订合同。学校所签订的与资金支付相关的合同在

内控流程中加入财务审核这一环节，在日后资金支出时与该合同关联，计划财务处可以清晰地掌握学校

预算执行情况以及资金支出进度，定期编制付款计划，合理配置资金[14]。 
涉及多年预算的合同，实际上需要将二级预算审核前置，签订之前要求相关部门提前考虑预算占用

情况，纳入相应年度预算申报。大额重点经费，如物业服务费、保安服务费等外包服务费，资金规模大、

压减预算难度高，学校应组织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提前开展专题讨论，确定预算规模后，再进行招标采

购、签订合同。把合同管理与全面预算以及收支、采购管理结合在一起[15]。 

4. 总结 

本文通过分析高校公用经费二级预算分配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优化措施，希望为同类院校

提供一些参考。首先，由于高校存在大部分公用经费由职能部门管理的现状，教学部门管理预算资金规

模较小，实施以绩效导向的预算分配机制难以起到激励作用。本文提出应加大教学部门直接管理的预算

规模，结合工作经验，分析梳理出可直接向教学部门分配的经费事项。其次，由于预算申报事项和项目

核算设置不规范，难以提取可供对比和参考的历史项目数据。提出可以通过设置常规事项和非常规事项，

优化项目设置，本文还列出了一些高校共有的常规事项，以供参考。最后，还提出应重视合同管理和预

算分配的关系，加强合同管理，理顺合同签订和预算分配审核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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