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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校学分制以学分制教学管理为前提，以学生修读学分为最小单位收费标准进行收费，这种制度有助于

规范高等教育收费管理、科学配置高校教学资源、赋予学生更多自由权。然而，高校学分制收费制度在

推行过程中面临着学分制收费定价的标准不明、学分制收费增加教学管理工作复杂性、学分制收费催生

选课盲从性与投机性、学分制收费定价出现“属地化”等诸多困境，这就需要采取全面贯彻完全学分制，

树立以生为本的理念；完善学分制收费管理，提升信息化管理效率；促进教学与课程改革，提高人才培

养质量等有效路径来对高校学分制收费困境进行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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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redit system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akes the credit system teaching management as the 
premise, and takes the students’ credits as the minimum unit to charge. This system helps to 
standardize the charge manage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scientifically allocate the teaching re-
sourc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endow students with more freedom. However, there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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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y difficultie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redit system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uch as 
the unclear pricing standard, increased complexity of teaching management due to credit system 
fees, blind obedience and speculation in course selection due to credit system fees, and localiza-
tion of credit system fee pricing. This requires the comprehensiv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mplete 
credit system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tudent-centered concept; improve the credit system fee 
management and enhance the efficiency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promote teaching and cur-
riculum reform,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alent cultivation, and other effective ways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credit system fees in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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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9 年 7 月，山东某高校有学生反映，学生交完学费后仍欠学校 7800~26000 元不等，引发社会关

注。不少学生家长对高校收费实行学分制标准感到费解，为何高校出现二次收费？学费为何如此高涨？

一时间，关于高校学分制收费制度再次引起众议[1]。高校开展学分制收费是我国教育管理模式的一次重

要调整，同时也是我国迈向现代大学制度的重要一步，旨在提升我国高等教育质量。《国家中长期教育

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中明确提出：“推进和完善学分制，实行弹性学制，促进文理交融。”

[2]然而，高校学分制收费制度在推行过程中却存在着与预期效果发生背离的不虞效应，其现实困境及其

破解路径值得进一步思考。 

2. 高校学分制收费概况分析 

2.1. 高校学分制及学分制收费的释义 

高校学分制是高等学校的一种教学管理制度。它将学分作为计量学生学习分量的单位[3]。高校学分

制是衡量学生学业完成情况的一种教学管理方法，以学分制教学管理为前提，以学生修读学分为最小单

位的收费标准，学分的依据不是教学时长，而是将学业总额划分为单位学分。高校学分制收费是在课程

学分基础上的一种收费管理制度改革，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实现合理成本补偿[4]。国家发展改革委明

文规定：“严肃教育收费政策，高等学校改按学分制收费”、且“学分制收费的学费总额不得高于实行

学年制的学费总额”[5]。学分制收费作为一种与市场经济相协调的教育管理制度，一定程度上满足学生

个性化发展的需求，提高高校办学效益和财务管理透明度。我国高校收费制度由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学

分制到学年制的转变，至当下学分制的再次回归，充分说明了学分制收费制度是我国高校教育管理改革

的必然趋势与应然选择。 

2.2. 我国高校学分制收费变迁及其遵循原则 

学分制源起于德国课程选修制，在该制度下，学生被赋予选课自由权，其产生的缘由与 19 世纪德国

倡导的学术自由理念密不可分，而作为一项正式教学管理制度则形成于美国的哈佛大学。我国的学分制

可追溯到 1918 年北京大学实行的“选科制”，新中国后学年制逐步替代了学分制，直至 1978 年学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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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部分高校中又再次推行。其实早在上世纪 90 年代，我国普通高校及教育相关部门就已经开始探索

学分制收费。上海大学和云南大学 1997 年试行了按学分收费。至 2007 年，北京、湖北、广东、四川、

江苏、湖南等地高校都开始推行学分制收费制度。2013 年，山东省开始试点高等教育学分制收费改革，

在七所高校实行“两部制”计费方式[6]。目前，全国推行学分制教学管理制度的高校已经超过了 1/3。 
我国推行的学分制体现自主发展原则，学生拥有一定学业弹性空间：本科阶段学生根据个人学业能

力情况在 3~8 年的期限内完成规定的学分，即可获得学位；学分制将课程分为专业课程和选修课程，其

中学生可根据自己学习兴趣和职业规划选修课程。如此一来，人才培养方案更具个性化。学分制将更多

的选择权逐渐从行政管理层转移到学生一方，体现了“以本为本”、“以生为本”的发展要求，顺应了

时代发展主题。 
学分制是时代发展的召唤回归，学分制收费定价体现了市场经济下学分制改革中的课程学分商品化

趋势。学分制收费定价的前提是确认课程学分的收费标准问题。收费依据不同课程赋予的权重学分，由

各课程的教育成本等因素采取不同定价标准。目前，学界对于“教育成本”的概念界定暂未统一。一般

认为，“教育成本的本质是为使受教育者接受教育服务而耗费的资源价值，既可以表现为教育资源的购

买价格，也可以表现为因资源用于教育所造成的价值损失。前者称为实际成本或货币成本，后者称为机

会成本或间接成本”[7]。高等教育学费遵从教育成本定价原则，学分制收费则是将教育成本“分摊”到

具体课程学分的定价表现。 

2.3. 高校学分制收费研究现状 

从学分制改革的现实条件及必要来看，相关研究者们指出，外部环境竞争加剧、教学管理制度的弊

端及信息化的发展导致社会对学分制收费疑虑重重，需要学分制收费制度的改革[8] [9]。针对高校收费标

准的制定以及管理制度的配套不完善，一些学者指出，学分制收费管理存在收费程序繁琐、单位学分标

准难以确定、财政预算工作难度加大、财务部门与相关部门信息沟通不顺畅、学分制收费管理系统与其

他收费管理系统衔接不完善等问题[10] [11]。当前研究多是从教育学理念的学分制或是经济角度的学费管

理方面出发进行探讨，而缺乏从教育管理的角度将学分制与学分制收费制度进行互动分析。“学分制是

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经济、科技发展对教育培养人才的客观要求，同时也是促进教育平等的一种比较

好的高校教学管理制度”[12]。但学分制的现实必要性并不等于现行的学分制收费制度运行的完全合理性。

新时期学分制收费制度现实挑战问题值得探究。 

3. 高校学分制收费面临的现实困境 

3.1. 学分制收费定价的标准不明 

学分制收费实际上是对高等教育收费情况的进一步规范。以往的学年制收费是按照物价部门核定的

固定标准进行收费，学费监管缺乏透明度。高校学分制收费严格遵循国家教育部门要求，依据课程学分

单价与所修学分之间的权重比进行定价，按照规定须在召开听证会的基础上，报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后

执行。学分制收费实现了单位学分标准和课程学分总量的公开化，有利于学生家长及外部社会组织对收

费管理项目和标准的监管。学分制收费推行后，各高校贯彻执行政策促使学费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 
高等教育收益提升的同时，引发了外界对于高校学分制收费定价标准的疑问，甚至有观点认为学分

制收费是高校变相收费的一种方式，如有课程重修情况发生，学校是否会二次收费变相涨价，影响学生

成绩评定。依据成本分担理论，学费的确定遵循两种原则，一是谁受益谁负担的原则。高校教育作为准

公共产品，受益的不仅是学生个人家庭，也有助于社会整体效益。因此，高校学费应由学生个人、家庭、

市场及政府共同承担。其次是能力原则，高校学费的水平不应超过学生家庭的负担能力。这样才能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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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良性的递变，避免因经济负担问题而引发深层次社会公平问题。 
学分制收费是在单元学分上的定价，相较之前的固定标准学分制收费虽有明显进步，但究其根本各

学科教学成本问题的核算问题依旧存在。当前我国的实际收费标准并没有完全按照学科实际教学成本衡

量计算，而是依据物价部门统一核算标准进行调整。学分制收费作为建立在学科教学成本的基础就不具

有说服力。进言之，各学科之前的学科特点不同，理科类因实验器材、设备等因素，对比文科类课程的

教学成本相对较高，但基于公平原则下两者比重应维持在多少，则尚未有一个合理标准。此外，学分制

收费有一个政府规定的上限要求，不能超过实行学年制学费的总额。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各行业的物价

水平也随之提升，学分制收费制度下高校收费的上涨具有现实合理性，但是否继续延续以学年制收费为

上限的收费标准有待进一步检验。 

3.2. 学分制收费增加教学管理工作复杂性 

学分制收费制度优化了高校教学资源配置。市场经济下高校学分制收费制度形成了“买卖双方”的

关系，学生成为了课程学分的购买者，而教师和学校则成为了服务方。高校通过选课的分布范畴就等于

对课程服务质量进行了“优胜劣汰”筛选，将更多的优质教学资源分配到学生集中领域，提高教学资源

使用效率。与此同时，当下高校学分制收费作为一个信号装置，反映出了高校学生的就业倾向以及外部

市场对学生选课的联动效应。 
但是，这样一种学分制收费制度的“市场”，从高校角度而言，必然需要更为专业化和精细化的管

理保驾护航。学分制收费打破以往以班级为单位的集体授课模式，由学生自主选课，这对于学校的学生

工作管理和教学管理部门无疑增添了工作的复杂性。既然学校将自主权赋予了学生个体，就应该有更加

严格、标准化的规章制度和信息化设施作为抓手，必须让每一项工作清晰、透明。首先，高校需要提供

丰富课程项目资源，才能为学分制选课制度的实施提供可能性；其次，选课制下为应对学生选课分布较

为分散的现象，学校教学管理系统须具备专业的信息管理平台，依据学生选课情况做出具体的甄别管理。

这对学校的教务、财务等系统短期内施加了压力。 

3.3. 学分制收费催生选课盲从性与投机性 

作为深化教学改革的客观要求，学分制收费的推行进一步赋予了学生更多的自由权，课程选择上更

具有灵活性与空间性[13]。学生在充分评估个人学业能力和经济实力的基础上，可以同步选择多门选修课

程，通过提前修满学分，来缩短学习时长。 
基于选课制的学分制收费，却在另一方面存在着学分制选课下的盲从性与投机性。盲从性体现在选

课过程中缺乏辨别和自我认知能力，往往在缺少对选修课程的了解而跟随周围群体脚步，造成后期对于

所选课程的兴趣缺失。而学分制收费所带来的学分和课程的明码标价，不得不考虑到学生家庭经济条件

的现实制约，如心仪课程价格较高，经济条件不满足的学生难以承担；也有学生为避免遭受他人议论，

也存在放弃课程的可能性。学生最后选定的课程是否是其真正想要修习的课程，就不得而知。 
投机性则体现在部分学生为了获取较高的学分判定，在相同收费的课程群中，学生可能倾向选择一

些对纪律要求不太严格、学业成绩合格率高的课程，无形之中造成对教学质量的一种蚕食。学分制下学

生自主选课的能力培养不仅需要学生个人加强自我认知，还需要得到学校相关的指导意见。过于自由的

选课制不仅是对学生学业质量提升的掣肘，因学生对于严格要求的教师课程的抵触，致使优秀教师的课

程取消，同时也不利于教师专业发展，更是对教学资源的浪费。 

3.4. 学分制收费定价出现“属地化” 

我国现行的《高等学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第五条规定：“高等学校学费占年生均教育培养成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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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最高不得超过 25%。具体比例必须根据经济发展状况和群众承受能力分布调整到位”[14]。高校学

费定价依据教育成本，生均成本是学费定价的基础，教育收益性作为定价的逻辑起点，同时国家对于高

校财政投入以及地区间居民支付能力水平也是影响高校学费定价的关键因素[15]。教育成本并非恒久不变，

经济发展对于地区间学费价格具有联动作用。地区间市场经济格局的优势对高校学分制选课制度附有参

考价值，市场供求关系可能会造成某些专业在一段时期内成为所谓的“热门专业”，高校学分制选课在

阶段内相应会出现集聚效益，出现个别专业课程的学分收费相对较高的现象。 
学分制收费制度在地区高校之间学费差异性得到体现。以同济大学和重庆大学为例，同济大学的学

分收费为 150 元/学分，重庆大学为 80 元/学分[16]。与此同时，上海市规定的四年制本科总学分比云南

省和四川省规定的总学分数多出近 50%，差距高达 150 学分[17]。可以看到，地区间学分量和学分单价

都存在着明显的差距。除了受高校计划招生规定政策因素外，从学生的生源地间接反映出高校学费“属

地化”现象。当前在各大高校普遍存在学生生源地大部分来源于本省或附近兄弟省份。一方面是由于地

区文化价值的认同，另一角度也反映出高校学费的教育成本承载着地区居民的支付能力。此外，城乡地

区间的收费差异明显。世界范围内学费占家庭收入比通常在 20%左右，就我国高校学费占人居可支配收

入而言，我国城乡整体的“学费家庭收入比率”已经超过了学费支付标准的国际参考值[18]。具体来看，

我国农村地区较城镇地区而言，学费的支付能力更为欠缺。从这个角度，学分制收费定价对于部分农村

地区则稍显乏力。高校学费“属地化”现象是市场竞争下学分制收费机制的自主调节，学费的背后暗含

服务质量的差异性，需要时刻提防学费定价的“属地化”带来的教育质量的差距化。 

4. 高校学分制收费困境的破解路径 

4.1. 全面贯彻完全学分制，树立以生为本的理念 

教育管理担负教学创新管理、提升教学效益和质量的重任，深化教育管理改革是时下高等教育发展

的应然之举。学分制收费是与市场经济相配适的制度，必须贯彻落实完全学分制。完全学分制指以学生

自主选择专业课程、时间和任课老师为前提，安排自己的学习计划而不受到年限限制，只需修满教学计

划所要求的总分即可达到毕业标准[19] [20]。完全学分制践行了科学发展观中以生为本的理念，尊重学生

的自主选择权与个性发展，为高校人才培养的个性化和因材施教奠定了基础，形成以学生需求为导向的

课程体系构建。学生可根据兴趣爱好选择课程，将学习积极性逐步转化为学习动力。完全学分制坚持以

学生个性全面发展为前提，高校应时刻牢记树立以学生为本的理念。针对学生选课的整个程序流程，高

校需安排专业的老师指导学生如何进行选课，为学生讲解选课过程中的疑惑，向学生解释学分制收费的

具体规定，引导学生根据自身需求、兴趣以及经济条件进行科学的选择。必要时候开办老师授课规划的

讲讨会，每门课程的任课老师可以提前向学生们介绍自己所授课程的理念、课程特色、授课方式及要求

等，这样以方便学生提前了解课程的内容及各个老师的教学方式，避免了选课的盲目性。当前已有不少

高校创新形式实施试听课，学生每学期选定修读课程后有 1~2 周的试修时间，试修期间学生可自行退选

课程，学校免收退选课程的学分学费。如武汉大学学生在选课前可试听两次，若不满意在第三次开课前

可以退课重选。全面贯彻完全学分制，将以往“以教师为主”转化为“以学生为本”，权利转移到作为

“消费者”的学生手中，更好地服务于学生发展。 

4.2. 完善学分制收费管理，提升信息化管理效率 

高校的教学管理机制应当适应高校教学改革的进程。学分制收费制度不同以往学年制固定收费模式，

学分制下选课形式更加分散，由以往的以班级为单位的定量模式转为如今单个变量模式，选课程序的复

杂性反推动管理制度的创新。完善精细化教学管理，需要对学分制选课进行配套的收费管理制度。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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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和学分制收费制度下，无论是学生提前完成或延迟学业，都会给学生带来一定压力，因此在收费上可

实施“以奖补贴”政策，对于学业成绩优秀的学生，学校采取一定的奖励措施，在收费上减免单位学分

的总额或部分学费。如深圳大学平均学分绩点排名在学生所在主修专业(缴费学期) 5%及以内(含 5%)的学

生，奖励 4 学分的课程学分学费，5%至 10%以内(含 10%)的学生，奖励 3 学分的课程学分学费，通过收

费制度上的管理以达到激励学生学习目的。同时，需要学校明细课程免修和课程重修的收费方式，避免

学生因免修和重修导致所交纳学费价格不明晰，也避免有关部门通过课程免修和重修随意定价。高校实

行学分制收费管理制度，收费金额将会随着学生选课课程学分的变化而每年有所浮动。面对学生多变的

个人学业完成情况，现代信息化的收费管理平台显得尤为重要。信息化管理有利于实现对于学分制收费

定制化，促使学籍系统与收费系统的对接以提高收费效率。通过一套完整的数据库系统，实现学籍、选

修、缴费信息资源的共享，收费管理信息系统根据教学管理系统所提供的学生所选课程的学分，计算出

每位学生应交学费的金额，然后通过银行储蓄管理信息系统扣缴学费，再将收费信息及时反馈给学籍管

理信息系统，从而使收费管理与学籍管理相结合[21]。 

4.3. 促进教学与课程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高等教育承载国家专业人才、发展先进科学技术、担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重任。高等教育质量的

提升是实现我国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核心任务。无论是学分制还是配套的学分制收费管理，都是以服

务学生发展为根本的，其最终目标不在于收费，关键是更好地服务于高质量的人才培养。人才培养质量

与课程质量密切相关。因此，作为课程服务提供者的高校首先应做好本职工作。高校需要积极开展新课

程，配置相关硬件设施资源，提供给学生更多的选择以开拓眼界，挖掘潜能。对于当下高校存在的“水

课”应及时撤除，既是对学生学业的负责，同时也是对教学资源的一种节约。对学生而言，高校视野与

格局更为广阔，课程的多样性与前瞻性对于学生的职业发展具有重要引导作用。所以，高校应主动承担

起重任，在课程的甄选与设置上更具备前瞻性，努力为学生提供优质的课程。 
课程作为高校提供给学生的服务产品，课程质量的好坏是影响学生发展的关键。教师作为课程服务

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学分制下对教师的要求更为严格。学分制收费制度实行教师的教学水平与

课程学分收费“挂钩”，课程学分收费是对教师教学质量的一种直观反馈。教学质量水平的高低是影响

课程学分收费的关键。因此，学分制收费下，教师需要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体系，主动适应教学课程改

革的方式，调整知识结构，更新教学技术，提高课程服务质量以满足学生的发展需求。 
综上所述，学分制收费改革是我国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要求，对规范高校教育管理、教学课程改

革、人才培养质量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随着高等教育学分制教学的不断推进与完善, 学分制收

费成为高校收费制度改革的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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