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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发展性经费供求前景研究
———基于河南省普通高校教育经费问题的分析

尤 莉1,2

(河南科技大学1.管理学院;2.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河南 洛阳471023)

摘 要:高等教育经费供求问题一直受到社会各界普遍关注。本研究从供给与需求两个方面对河南省

2015-2020年普通高校发展性经费的潜在需求和供给能力进行分析,以期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性经费的科

学配置提供参考。首先,根据河南省人口现状和Eviews软件,统计和预测河南省2015-2020年高等教育适

龄人口变化趋势,并统计和预测在校生规模,发现河南省2015-2020年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大致呈现下降趋

势,但下降速度相对缓慢。其次,利用固定系数法对河南省普通高校发展性经费需求进行年度匡算与分析,发

现发展性经费需求的变化趋势为先增后减,2010-2020普通高校发展性经费需求将进入高峰期。从需求趋

势看,供求矛盾主要集中在2020年以前,发展性经费供给状况仍不容乐观,而“调结构、缩差距、提效益”则成

为普通高校发展性经费科学配置的关键。为此,从发展规模、经费渠道和区域性协调等方面提出应对策略:第

一,合理调控高校在校生规模,科学评估不同类型高校发展规模;第二,尽快建立多渠道的高等教育经费筹措

机制,缓解政府与高校压力;第三,探索建立高校学杂费标准弹性制度,加强宏观调控和内外监督;第四,进行

经费预算改革,加强对高校经费的管理和绩效评估;第五,适当调整高等教育招生名额区域分配政策,以提高

地区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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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发展性经费需求,即每年由于扩大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而需要增加的基本建设投资

和教育基础设施与设备投资的经费需求。这一发展性经费需求与新增学生的数量密切相关。普通

高校教育规模的扩大和办学条件的改善势必对教育经费的供给提出更高的要求,而发展性经费供

求问题则成为限制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主要因素。河南省作为我国人口大省,其中普通高校发展

性经费问题尤为突出。当然,对于全国范围的普通高校而言,都存在着此类问题,同样面临着发展

性经费的供求矛盾。这主要是由于我国高校设置的趋同性,高等教育经费供给结构大体一致。为

此,笔者以河南省为例,分析2015-2020年河南高等教育发展性经费供需情况,探讨河南省普通高

校所面临的问题,寻求解决途径。通过对河南省的案例分析,一方面为全国普通高校科学规划发展

性经费供给总量提供参考数据,另一方面也试图为教育行政部门的决策提供辅助信息,以期提升资

金使用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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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普通高校在校生数量增长规律研究

(一)河南省高等教育适龄人口统计

高等教育适龄人口是指进入高等学校接受高等教育的规定年龄组人口数。根据我国学制的安

排并结合《国际教育标准分类》,高等教育适龄人口范围为18~22岁。依据《河南省教育统计提要》
和《河南省统计年鉴》,笔者以1999-2008年小学入学人口数据为基数,分析预测河南省2015-
2020年高等教育适龄人口。之所以选择小学入学人口数来测算高等教育适龄人口,是因为小学入

学以后的学籍异动情况(如死亡、转学、留级、跳级等)所占比例极小,相比以出生人口来计算更为稳

定和准确。
以小学入学法定年龄6岁为起点,1999-2008年的小学适龄人口将在2015-2020年达到高等

教育适龄人口范围,即18~22岁。笔者首先根据2013年《河南省教育统计提要》,得到1999-2008
年期间河南省历年小学入学人口数量(详见表1)[1],在此基础上测算2015-2020年期间河南省历

年高等教育适龄人口数量,进一步分析二者的对应关系。以2015年为例,1999年河南省小学入学

人口为193.65万人,这部分人在2015年达到22岁;2000年河南省小学入学人口为171.11万人,这
部分在2015年达到21岁。同理,2001-2003年河南省小学入学人口分别为163.32万人、185.77万

人、164.35万人,这些人在2015年分别达到20岁、19岁和18岁。因此,2015年河南省高等教育适龄

人口(18~22岁)总量对应的就是1999-2003年小学入学人口总量,合计为878.20万人,其他年份以

此类推。基于此,笔者列出河南省小学入学人口与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历年对应关系(详见表2)。
表1 河南省小学入学人口统计(1999-2008年)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小学入学人口
(万人) 193.65 171.11 163.32 185.77 164.35 162.49 189.68 176.68 183.22 186.92

  根据表2相关数据,从总体上看,河南省2015-2020年间高等教育适龄人口的增长幅度大致

呈现下降趋势,但下降速度相对缓慢,至2020年可能会有小幅回升,这就意味着未来几年河南省高

等教育适龄人口逐年减少。一方面,高等教育适龄人口逐年减少会减轻教育压力,为高等教育的发

展提供了有利的人口背景;另一方面,这一趋势也为今后高等教育的发展规模、教育质量、经费结构

和效益的协调发展奠定了人口基础。因此,河南省高等教育适龄人口进入缓慢负增长和短暂的回

升之后,在一定的人口规模内起伏,必然向高等教育“后大众化时代”提出挑战。
表2 河南省小学入学人口与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对照表(1999-2020年)

历年小学入学人口数量(万人)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合计

历年高

等教育

适龄人

口数量
(万人)

2015 193.65 171.11 163.32 185.77 164.35 878.20
2016 171.11 163.32 185.77 164.35 162.49 847.04
2017 163.32 185.77 164.35 162.49 189.68 865.61
2018 185.77 164.35 162.49 189.68 176.68 878.97
2019 164.35 162.49 189.68 176.68 183.22 876.42
2020 162.49 189.68 176.68 183.22 186.92 898.99

  考虑到2014年以后国家计生政策的变化,据河南省计生委估算,河南平均每年多生的人口数

在5万到8万之间,每年出生率提高0.50个千分点到0.75个千分点。生育高峰对高等教育适龄人

口的影响,将从2032年第一批“单独二胎”达到高等教育适龄人口最低年龄开始,因而对2015-
2020年河南省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影响甚微。

(二)河南省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

根据《河南省教育统计提要》,选取2005-2014年河南省高等教育在校学生人数为样本[1],结



合2015-2020年河南省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预测数据,推算出2015-2020年河南省各类高等教

育在校生人数,包括河南省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总体规模以及本科、研究生、专科生人数的预测。

1.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统计与发展规模预测

借助Eviews软件,模拟2005-2014年河南省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变化趋势,分析预测2015-
2020年河南省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见表3)。用OLS进行一元线性回归方程估算,可以得到一元线

性回归模型:GER=5.31+1.61T(其中:GER为第T年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R2=0.99>0.70,
说明模型对数据的拟合程度较高。

表3河南省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统计与预测(2005-2020年)

年份 毛入学率(%) 年份 毛入学率(%)

2005 17.00 2013 30.10
2006 18.40 2014 28.50
2007 19.90 2015 29.80
2008 20.50 2016 31.00
2009 22.00 2017 32.30
2010 23.70 2018 33.50
2011 24.60 2019 34.80
2012 27.20 2020 36.00

  计算高等教育的在校生规模可采用数学公式:

S=P×G
其中:S为高等教育在校规模,P 为高等教育适龄人口,G 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
例如:2015年河南省高等教育适龄人口为878.20万人,2015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29.80%,

则2015年河南省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为261.70万人。同理,可计算出2015-2020年河南省高等

教育在校生人数(详见表4),进而发现在校生规模的变化,预测其发展趋势,如图1所示。
表4 河南省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的统计与预测(2005-2020年)

年份 在校生人数(万人) 年份 在校生人数(万人)

2005 145.40 2013 222.70
2006 168.40 2014 265.50
2007 197.60 2015 261.70
2008 215.30 2016 262.60
2009 227.70 2017 279.60
2010 232.70 2018 294.50
2011 223.60 2019 305.00
2012 224.10 2020 323.60

图1 河南省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的变化与发展趋势(2005-2020年)

由表4和图1可知,2005-2012年河南省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呈缓慢上升趋势,在校生规模

变化不大。2013年在校生人数稍有下降,2014年迅速回升,达到265.50万人,经过2015年和2016



年的回落,2017-2020年呈现稳定上升的趋势。可以看出,河南省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在波动中

呈上升趋势,经历了2005-2014年的规模调整阶段,从2014年开始逐渐形成了高等教育在校生规

模稳定增长的局面。因此,即使高等教育在校生数量增幅下降,但在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基数大、毛
入学率历史增长惯性推动的前提下,高等教育在校生数量依然会较快增加。

根据国家统计局在2005-2013年对全国普通高校在校生人数的统计[2]和研究者对河南省普

通高校在校本科生、研究生、专科生人数的对比分析[3],发现河南省普通高校在校本科生、研究生、
专科生人数保持一定的比例,即27∶1∶26,据此可计算2015-2020年河南省普通高校在校本科

生、研究生、专科生的人数,预测其发展规模。

2.普通高校在校本科生人数统计与发展规模预测

依据河南省普通高校在校本科生、研究生、专科生的比例27∶1∶26,以及“河南省高等教育在

校生人数的统计与预测(2015-2020年)”中的相关数据,可计算出2015年河南省普通高校在校本

科生人数为130.85万人。同理,可计算出2015-2020年河南省普通高校在校本科生人数(详见

表5),进而分析2005-2020年河南省普通高校在校本科生规模的变化情况,预测其发展趋势,如
图2所示。

表5 河南省普通高校在校本科生人数的统计和预测(2005-2020年)

年份 在校生人数(万人) 年份 在校生人数(万人)

2005 42.08 2013 91.02
2006 46.76 2014 132.76
2007 50.91 2015 130.85
2008 56.58 2016 131.30
2009 61.61 2017 139.80
2010 68.72 2018 147.25
2011 75.88 2019 152.50
2012 72.19 2020 161.80

图2 2005-2020年河南省普通高校在校本科生规模的变化与发展趋势

从表5和图2中可以看出河南省2005-2020普通高等学校在校本科生人数总体呈现上升趋

势。这一趋势具体表现为:2005-2011年以较为缓慢的速度增长;2012-2014年出现较大幅度的

增长,从72.19万人迅速增长到132.76万人;2015年出现小幅度下降;2016-2020年呈较为一致的

速度增长。从绝对值来看,2015-2020年河南省普通高校在校本科生增长30.95万人,这对现有的

教育条件和教育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普通高校在校研究生人数统计与发展规模预测

依据河南省普通高等学校在校本科生、研究生、专科生的比例27∶1∶26,以及“河南省高等教

育在校生人数的统计与预测(2015-2020年)”中的相关数据,可计算出2015年河南省普通高校在

校研究生人数为4.85万人。同理,可计算出2015-2020年河南省普通高校在校研究生人数(详见



表6),进而分析在校研究生规模的变化情况,预测其发展趋势,如图3所示。
表6 河南省普通高校在校研究生人数的统计与预测(2005-2020年)

年份 在校生人数(万人) 年份 在校生人数(万人)

2005 1.72 2013 3.33
2006 1.93 2014 4.92
2007 0.84 2015 4.85
2008 2.36 2016 4.86
2009 2.64 2017 5.18
2010 2.90 2018 5.45
2011 3.09 2019 5.65
2012 3.20 2020 5.99

图3 河南省普通高校在校研究生规模的变化与发展趋势(2005-2020年)

从表6和图3可以看出,2005-2020年河南省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研究生人数及其变化情况大

体表现为:2005-2006年,从1.72万人增长到1.93万人,增幅较小;2006-2007年快速下滑,2007
年跌到0.84万人;2008-2014年稳步上升,增幅变化较小;2015-2016年基本稳定,保持在4.85万

人至4.86万人之间;2016年-2020年保持平稳增长,总体呈现上升趋势。

4.普通高校在校专科生人数统计与发展规模预测

依据河南省普通高校在校本科生、研究生、专科生的比例27∶1∶26,以及“河南省高等教育在

校生人数的统计与预测(2015-2020年)”中的相关数据,可计算出2015年河南省普通高校在校专

科生人数为126.00万人。同理,可计算出2015-2020年河南省普通高校在校专科生人数(详见表

7),进而分析在校专科生规模的变化情况,预测其发展趋势,如图4所示。
表7 河南省普通高校在校专科生人数的统计与预测(2005-2020年)

年份 在校生人数(万人) 年份 在校生人数(万人)

2005 46.25 2013 70.82
2006 52.42 2014 127.80
2007 58.82 2015 126.00
2008 68.82 2016 126.40
2009 75.27 2017 134.60
2010 76.95 2018 141.80
2011 74.13 2019 146.90
2012 72.19 2020 155.80

  通过以上数据统计和在校生规模的预测,我们可以看到:(1)现阶段河南省普通高等教育毛入

学率反映出河南省高等教育已迈入了大众化发展阶段,特别是2017年以后,在校生数量年均增长

率控制在10%左右,到2020年河南省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接近40%,达到《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

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的要求;(2)普通高校研究生相比本科生,其在校生人数持

续增长,增幅较大,尤其2016-2020年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增速较快;(3)普通高校在校生以较为稳

定的速度保持增长,其中本科生与专科生在2014年之前增长较为一致,研究生增长略有波动,特别



是2014年,河南省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呈现较高的增速,并在2014年之后较快回归稳定状态。由

于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影响,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的波动减小,教育经费的下拨会随之出现更稳

定的增长态势。

图4 河南省普通高校在校专科生规模的变化与发展趋势(2005-2020年)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河南省普通高等教育的发展可以依据河南省适龄人口变化状况,适度控

制普通高等教育的发展规模,将发展高等教育的工作重心转移到提高教学质量、注重学科建设、调
整高等教育结构等方面,以促进高等教育协调发展。

二、普通高校发展性经费需求量匡算

(一)本科生发展性经费

根据《财政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提高地方普通本科高校生均拨款水平的意见》(财教〔2010〕567
号)和《河南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及河南省教育厅和财政厅制

定的《关于进一步提高河南省公办普通本科高校生均拨款水平的实施意见》,河南省的普通高校在

校本科生生均发展性经费需求拟为4.80万元[4],具体分配如下:
校园面积(“生均一分地”):66.70m2×150元/m2=10005.00(元/生);
校舍建筑面积(生均31.88m2):31.88m2×900元/m2=28692.00(元/生);
公共配套设施(水、电、暖、通讯等基础设施):500.00(元/生);
图书资料(生均100册):100册×25元/册=2500(元/生);
教学仪器设备:6613(元/生)。
以生均发展性经费4.80万元作为固定系数,与历年在校本科生规模增量相乘,就可以统计和

测算出河南省普通高校各阶段在校本科生发展性经费需求量。例如:2005-2008年河南省普通高

校在校本科生规模增量为14.50万人,则这一阶段在校本科生发展性经费需求量为69.60亿元。以

此类推,可计算出其他阶段在校本科生发展性经费需求量,进而得出2005-2020年河南省普通高

校在校本科生规模增量与发展性经费需求量(详见表8)。
表8 河南省普通高校在校本科生规模增量与发展性经费需求量的统计与预测(2005-2020年)

第一阶段

2005-2008
第二阶段

2009-2012
第三阶段

2013-2016
第四阶段

2017-2020
在校本科生规模

增量(万人) 14.50 10.58 40.28 22.00

发展性经费需求量
(亿元) 69.60 50.78 193.34 105.60

  从表8可知,河南省普通高校在校本科生发展性经费从2005开始进入了快速增长阶段,2013
年后增长速度更快,与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保持一致。虽然,2017-2020年本科生发展性经费需求

量出现大幅度下降,但因为基础性建设的费用在发展性经费总量里变化不大,所以对高等教育整体发

展影响不大,在高校发展总体规模一定的情况下,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和层次还会出现小幅上升。



(二)研究生发展性经费

根据2014年河南省教育事业统计公报、河南省教育厅制定的有关研究生生均经费拨款标准,
以及《河南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河南省普通高校在校研究生生均

发展性经费需求拟为6万元[4],具体分配如下:
校园面积(“生均一分地”):70m2×200元/m2=14000(元/生);
校舍建筑面积(生均30m2):45m2×800元/m2=36000(元/生);
公共配套费(水、电、暖、通讯等基础设施):1000(元/生);
图书资料(生均100册):100册×30元/册=3000(元/生);
教学仪器设备:6000.00(元/生)。
以生均发展性经费6万元作为固定系数,与历年在校研究生规模增量相乘,就可以统计和测算

出河南省普通高校各阶段在校研究生发展性经费的需求量。例如:2005-2008年河南省普通高校

在校研究生规模增量为0.64万人,则这一阶段在校研究生发展性经费需求量为3.84亿元。以此类

推,可计算出其他阶段在校研究生发展性需求量,进而得出2005—2020年河南省普通高校在校研

究生规模增量与发展性经费需求量(详见表9)。
表9 河南省普通高校在校研究生规模增量与发展性经费需求量的统计与预测(2005-2020年)

第一阶段

2005-2008
第二阶段

2009-2012
第三阶段

2013-2016
第四阶段

2017-2020
在校研究生规模

增量(万人) 0.64 0.56 1.53 0.81

发展性经费需求

量(亿元) 3.84 3.36 9.18 4.86

  从表9可知:2005-2008年河南省普通高校在校研究生发展性经费需求量增长较为缓慢;

2009-2012年在校研究生发展性经费需求量呈现平稳增长;2013-2016年发展性经费需求量增长

迅速,且保持继续增长的趋势,达到此阶段最大值9.18亿元;2017-2020年在校研究生发展性经费

需求量逐渐减少,呈现出下降趋势。
(三)专科生发展性经费

根据河南省教育事业统计公报、河南省教育厅制定的有关专科生生均经费拨款标准,以及财政

部、教育部公布的《关于建立完善以改革和绩效为导向的生均拨款制度加快发展现代高等职业教育

的意见》(财教〔2014〕352号),河南省普通高校在校专科生生均发展性经费需求拟为1.20万元[4],
具体分配如下:

校园面积(“生均一分地”):28m2×100元/m2=2800(元/生);
校舍建筑面积(生均30m2):20m2×250元/m2=5000(元/生);
公共配套费(水、电、暖、通讯等基础设施):200(元/生);
图书资料(生均100册):100册×15元/册=1500(元/生);
教学仪器设备:2500(元/生)。
以生均发展性经费1.2万元作为固定系数,与历年在校专科生规模增量相乘,就可以测算出河

南省普通高校各阶段在校专科生发展性经费需求量。例如:2005-2008年河南省普通高校在校专

科生规模增量为22.57万人,则这一阶段在校专科生发展性经费需求量为27.08亿元。以此类推,
可计算出其他阶段在校专科生发展性需求量,进而得出2005-2020年河南省普通高校在校专科生

规模增量与发展性经费需求量(详见表10)。



表10 河南省普通高校在校专科生规模增量与发展性经费需求量(2005-2020年)

第一阶段

2005-2008
第二阶段

2009-2012
第三阶段

2013-2016
第四阶段

2017-2020
在校专科生规模

增量(万人) 22.57 -3.08 55.58 21.20

发展性经费需求量
(亿元) 27.08 -3.70 66.70 25.44

  从表10可知:2005-2008年河南省普通高校在校专科生发展性经费需求量增长较大:2009-

2012年河南省普通高校在校专科生发展性经费需求量呈现负增长,达到历史最低;2013-2016年

在校专科生发展性经费需求量达到峰值,出现该阶段的总量最大值66.70亿元;2017-2020年在校

专科生发展性经费需求量逐渐减少,总量低于第一阶段。

为了进一步对比分析,在以上数据匡算与统计的基础上,笔者对河南省2005-2020年普通高

校在校本科生、研究生、专科生发展性经费需求量进行了数据汇总,得出各阶段在校生发展性经费

需求总量(详见表11),并对其变化与发展趋势进行了对比(如图5所示)。
表11 河南省普通高校在校生发展性经费需求总量(2005-2020年)

第一阶段

2005-2008
第二阶段

2009-2012
第三阶段

2013-2016
第四阶段

2017-2020

在校本科生发展性

经费需求量(亿元) 69.60 50.78 193.34 105.60

在校研究生发展性

经费需求量(亿元) 3.84 3.36 9.18 4.86

在校专科生发展性

经费需求量(亿元) 27.08 -3.70 66.70 25.44

合计 100.52 50.44 269.22 135.90

图5 河南省普通高校在校生发展性经费需求的变化与发展趋势(2005-2020年)

从表11和图5中可以看出:河南省普通高校在校生发展性经费总量在第一阶段变化较小;进

入第二阶段后,在校生发展性经费总量增长速度逐渐下降,其中专科生发展性经费甚至进入负增

长;在第三阶段,在校生发展性经费总量增速明显回升,其中本科生发展性经费总量最高;在第四阶

段,在校生发展性经费总量虽大幅减少,但仍然高于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总体情况较好。这表明

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第三阶段是高等教育迅速发展和扩张的阶段,而第四阶段则是高等教育



逐步走向平稳发展的阶段。在第四阶段,教育经费总量的下拨应该随着在校生发展性经费需求的

变化而调整,以保证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顺利进行。

三、普通高校发展性经费供给总量分析

(一)河南省经济发展预测

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我国2020年国内人均生产总值要达到3000美元,年均增长率应为

7.2%。考虑到1980-2000年河南省生产总值(GDP)增长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1.8%,其平

均值为8.6%,笔者预测河南省经济增长率持续保持在7.9%左右。因此,根据河南省2020年总人

口达到1.07亿、生产总值期望增长率7.9%、人口增长率5.99%的指标,河南省生产总值在2015、

2020年分别达到17496.90亿元、25589.89亿元,人均GDP分别为16848.20元(2106.30美元)、

23915.80元(2989.48美元),基本上达到河南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与要求。2005-2020年

河南省生产总值统计与预测情况,详见表12。
表12 河南省生产总值统计与预测(2005-2020年)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全省人口(万人) 9783 9842 9901 9960 10020 10080 10140 10201
全省生产总值
(GDP)(亿元) 8179.88 8826.09 9523.35 10275.69 11087.47 11963.38 12908.49 13928.26

人均GDP(元) 8361.30 8967.80 9618.60 10316.90 11065.30 11868.40 12730.30 13653.80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全省人口(万人) 10262 10323 10385 10447 10510 10573 10636 10700

全省生产总值

GDP(亿元) 15028.59 16215.85 17496.90 18879.16 20370.61 21979.89 23716.30 25589.89

人均GDP(元) 12730.30 13653.80 14644.90 15708.50 16848.20 18071.40 19382.10 20788.70

  (二)河南省高等教育经费供给能力预测

2010年河南省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全省GDP的比例是3.31%。根据河南省财政实际情况,如

果仍按每年1‰的速度递增,那么河南省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全省 GDP的比例在2015年达到

3.81%。据此,可以预测2017-2020年河南省教育经费供给能力,详见表13。
表13 河南省高等教育经费供给情况统计与供给能力预测(2005-2020年)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GDP(亿元) 8179.88 8826.09 9523.35 10275.69 11087.47 11963.38 12908.49 13928.26

教育经费占GDP
比值(%)

2.81 2.91 3.01 3.11 3.21 3.31 3.41 3.51

财政性教育经费

预期总供给(亿元) 229.85 256.84 286.65 319.57 355.91 395.99 440.18 488.88

新增财政性教育

经费(亿元) 24.41 26.99 29.81 32.92 36.34 40.08 44.19 48.70

高等教育经费

供给(亿元) 34.48 38.53 43.00 47.94 73.18 59.40 66.03 73.30



  续表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GDP(亿元) 15028.59 16215.85 17496.90 18879.16 20370.61 21979.89 23716.30 25589.89

教育经费占GDP
比值(%)

3.61 3.71 3.81 3.91 4.01 4.11 4.21 4.31

财政性教育经费

预期总供给(亿元) 542.53 601.61 666.63 738.18 816.86 903.37 998.46 1102.92

新增财政性教育

经费(亿元) 53.65 59.08 65.02 71.55 78.68 86.51 95.09 104.46

高等教育经费

供给(亿元) 81.38 90.24 99.99 110.73 122.53 135.51 149.77 165.44

  (三)河南省普通高校发展性经费供需平衡分析

根据测算,2017-2020年河南省普通高校教育发展性经费总需求为135.90亿元,河南省财政

性高等教育经费预期投入573.25亿元,发展性经费占经费总需求的23.70%。相比近3年,发展性

经费所占比例明显增大。从需求趋势看,供求矛盾主要集中在2020年以前,发展性经费供给状况

仍不容乐观。因此,2017-2020年将是河南省普通高等教育发展的关键阶段,在这一阶段解决高

等教育经费问题的难度依然很大。

(四)河南省普通高校经费与全国平均水平对比

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经费主要依赖于政府的公共财政投入。高校扩招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财

政性经费投入占全国GDP的比例逐渐增加。将河南省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与全国高等教育

财政性经费投入进行对比,有助于相关政策的进一步完善,提升河南省教育经费的潜在供给能力。

由于相关资料的获取比较困难,收集到的数据有限,因此相关统计数据暂且截止到2014年。河南

省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与全国相关数据的对比情况详见表14[5]。
表14 河南省与全国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的对比情况(2001-2014年)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全国高等教

育财政性经

费总投入

(亿元)

356.78 412.61 469.48 575.41 664.96 799.59 1000.461292.741397.561788.382619.113023.213566.793683.78

全国最大值 29.18 39.63 51.29 55.67 70.42 81.73 99.57 141.48 143.04 149.49 184.55 249.67 267.56 321.07
全国最小值 0.92 1.48 1.91 1.96 2.72 3.46 4.45 5.58 5.47 6.96 10.77 13.01 17.98 20.41

标准差 7.22 9.13 11.15 13.87 16.20 19.46 23.31 30.53 31.75 36.11 45.49 46.73 43.24 42.90
极差 28.26 38.15 49.38 53.71 67.70 78.27 95.12 135.90 137.57 142.53 173.78 236.66 249.58 300.66

极差率(%) 31.72 26.78 26.85 28.40 25.89 23.62 22.38 25.35 26.15 21.48 17.14 19.19 14.88 18.96
变异系数 0.65 0.69 0.74 0.75 0.76 0.75 0.72 0.73 0.70 0.62 0.54 0.58 0.63 0.61

河南省高等

教育财政性

经费总投入

(亿元)

- 23.21 27.51 30.82 34.48 38.53 43.00 47.94 73.18 59.40 66.03 73.30 81.38 90.24

最高差值 - 16.42 23.78 24.85 35.94 43.20 56.57 93.54 69.86 90.09 118.52 176.37 186.18 230.83

  从总量上来看,2001-2014年全国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总量不断增加,从356.78亿元增长到

3683.78亿元,增长约10.30倍。全国各省高等教育财政性教育经费最大值、最小值平均每年都增

长约0.25。在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方面,河南省的具体经费投入情况大体与全国总投入以及

各省市投入情况基本一致,期间略有波动,但总体呈现出增长趋势,2002-2014年增长量达到67.03
亿元。

从纵向对比来看,各省市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标准差增长、极差扩大,说明了在经济发展的过



程中各省市的经济差距拉大,对高等教育的经费投入差距拉大。在这一过程中,河南省的差距尤为

突出。极差率和变异系数逐渐增长,最大值分别出现在2004年和2005年,之后逐渐回落。虽然河

南普通高校财政性经费的投入与全国其他省份类似,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但是与其他省份最高值

相比,其差距仍然较大。河南省虽然是人口大省,但在高等教育发展性经费投入方面较为落后,与

全国平均水平差距较大。因此,应加大对河南省普通高校在校生发展性经费的投入力度。经费投

入总量不足必然限制高等教育发展性经费供给。

四、河南省普通高校发展性经费面临的问题

从2000-2010年本科生、研究生、专科生发展性经费需求与供给差异来看:河南省本科生发展

性经费需求高于研究生和专科生的发展性经费需求,本科生发展性经费总量最多,在实际变化中波

动较大;研究生发展性经费比例较小,增长数额较少;专科生发展性经费在第三阶段增长较快。普

通高校本科生发展性经费与研究生发展性经费的变化虽然不同,但都反映出了发展性经费总量的

变化趋势为先增后减,2013-2016年出现了发展性经费需求的高峰期,因为这期间是高校扩招速

度较快的阶段。2017-2020年,由于在校生规模改变不大,所以基础性建设的费用在发展性经费

总量里就会降低,而发展性经费总量将呈递减、下降趋势。尽管“十二五”期间河南省高等教育经费

的总投入比“十一五”期间增加了数倍,但从整体上看,增长幅度不能满足河南省高等教育发展的需

求。高等教育发展性经费总量投入不足,仍是制约高等教育发展的瓶颈。我国高等教育资源分布

不均衡的问题长期存在。高等教育资源主要集中于中东部地区少数大城市,如北京、上海、武汉等

地,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集中程度更高。河南省恰好处于高等教育资源严重不足的地区,虽然全省

总人口和考生总数居于全国前列,但省内高校数量及招生数量较少,硕士点和博士点数量更少。一

方面,河南省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该地区高等教育经费的投入受到地方政府财力的影响;另一方

面,河南省高等教育资源原本就不足,全省人口和考生基数较大,人均高等教育资源更为匮乏。由

此导致河南省本科生、研究生(包括博士生和硕士生)及专科生总数较低,高等教育发展指标偏低,

与全国高等教育平均发展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当现有的教育经费供给不能满足教育事业发展需求时,解决的办法通常有两种:一是适当缩小

教育规模,降低发展目标,使教育事业在有限的资金支持下走向缓慢发展的道路;二是压低经费需

求。然而,这两种办法对目前河南省高等教育的发展来说,都不可取。一方面,由于目前河南省高

等教育在供求关系上存在着巨大反差,每1万人口中普通高校在校生人数居全国第25位[3],远低

于发达省份的水平,因此不可能采取降低高等教育发展目标的方式来寻求平衡;另一方面,压低经

费需求有可能导致一些社会问题,并且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高等教育质量,不利于社会经济的

可持续发展。

由于河南省没有教育部直属高校,高等教育的发展主要依靠省、市两级财政投入、学校自筹和

动员民间资本。据统计,目前河南省高校利用信贷资金已过百亿元,并且陆续进入还贷期。但是,

办学主体单一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体制尚未真正形成。因此,“调

结构、缩差距、提效益”是高等教育健康发展的关键。

五、对策与建议

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发展性经费投入,而不仅仅是一般性或维持性经费投入。从全国范

围看,高校发展性经费供求问题普遍存在,不仅影响着河南省普通高校的长远发展,而且也影响着



其他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尤其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我国高校招生规模仍将大幅度增长,普

通高校发展性经费需求也必然随之增长。因此,如何调整普通高校发展性经费的供给结构,提高资

金使用效益,将是政府、高校和社会公众等相关利益群体长期关注的焦点。

(一)合理调控高校在校生规模,科学评估不同类型高校发展规模

为了解决高校发展性经费供求问题,必须加强对高校在校生规模的调控,促使普通高等教育在

校本科生、研究生和专科生规模与增速控制在地区经济承载水平范围内。首先对高校的经费保障

水平进行评估,然后根据评估结果实行分类指导。对难以保障经费运转的高校,要调减其招生规

模;对能保证基本经费运转但缺乏发展性经费的高校,要从严控制其规模扩张;对经费保障情况较

好的地方高校,可以允许其适当扩大规模。

(二)尽快建立多渠道高等教育经费筹措机制,缓解政府与高校压力

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充足的经费投入。仅仅依靠政府财政支持高等教育的单一渠道,

显然不能满足社会公众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提出:“多渠道增加高等教育投入,健全并完善高等教育发展的保障机制,建立以政府投入为主、

多渠道筹措高等教育经费的制度,拓宽筹措教育经费的渠道,增加社会对高等教育的投入。”[6]因此,

应尽快建立政府拨款与学校自筹、个人和企业捐赠等相结合的多渠道筹措高等教育经费的机制,疏通

高等教育经费投入的多种渠道,有效解决河南省乃至全国范围内高等教育经费不足的问题[7]。

为提高融资效率,需进一步完善社会资本捐赠的多元筹资机制。政府应从财政、税收、金融和

土地使用等方面,尤其是在债务优惠和减免方面,给予政策上的支持。此外,政府还应鼓励并引导

民间资本参与教育合作,出资建设学校,完善高等教育培养成本分担机制,适当提高学费,缓解政府

与高校的经济压力。

(三)探索建立高校学杂费标准弹性制度,加强宏观调控和内外监督

对高校学杂费标准,应允许高校探索、实行弹性制度。一方面,对于目前学杂费标准确实偏低

的地区,应允许其按照全国高校学杂费的平均标准提高到适当水平;另一方面,应建立提高学杂费

标准和增加财政投入的联动机制,确保学杂费收入和财政投入同步增长。

对部分民办高校,应允许其自定收费标准,并加强宏观调控。同时,在学杂费标准调整上,完善

高校资金管理的规章制度,建立起政府外部监督和学校内部监督的双重监督机制,避免低效资金投

入。这就要求高校要完善内部审计制度,使发展性经费的使用有章可循,对使用结果的评价有据可

查,改进技术方法,从而保障学杂费投入的及时性、管理的高效性和产出的有效性。

(四)进行经费预算改革,加强对高校经费的管理和绩效评估

高等教育投入水平受经济发展水平、财税体制、教育管理体制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就某种程度

而言,投入高等教育的经费总是有限的,然而经费需求却在不断增加。为解决高等教育经费供需不

平衡的问题,一方面需要加大财政投入力度,积极拓展经费渠道;另一方面需要加强对高校经费的

管理,加大检查和问责力度,促使高校提高经费使用效益。可采取以下具体措施:首先,要加强预算

管理,将高校所有经费都纳入预算,严格按照预算支出,尽可能减少经费安排和使用的随意性;其

次,要调整支出结构,尽可能压缩行政办公经费,增加教学、科研经费,降低学校的管理成本;再次,

要加强对高校经费的审计,建立监督和制约机制,及时发现和查处违法乱纪行为;最后,将经费使用

绩效评价作为高校评估的重要内容,对绩效差的高校相关负责人进行问责。

(五)调整高等教育招生名额区域分配政策,提高地区适应性

在保障全国各大高校现有教育规模基本不变的前提下,提高各地区在校本科生、研究生、专科



生规模与经费支出的地区适应性,促进以质量为本的内涵式发展[8]。强调高等教育招生规模与经

费支出挂钩,将教育发展性经费是否充足作为高等教育招生规模设置的一个重要指标。对高等教

育本科生、研究生、专科生实行高等教育资源倾斜措施,进一步注重对本科生、研究生教育资源的倾

斜和对专科生教育资源的开放,以缓解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分布的非均衡性问题,缩小区域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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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undssupplyanddemandinhighereducationhasbeenawidespreadconcerninthesociety.
Fromthetwoaspectsofsupplyanddemand,weanalyzedandpredictedthesupplyanddemandcapaci-
tyofdevelopmentalfundsofCollegesandUniversitiesinHenanfrom2015to2020.Accordingt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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