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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高等教育的经费筹措比较 

长江大学    张兴琳 

一、美国高等教育的经费筹措现状 

美国是世界上高等教育最发达的国家之一，这一世界领先地位根源于领先的高等教育筹资。美国高等教育经费来源呈现多元化

特点。主要渠道有：联邦政府、州政府或地方政府的投入，学生所交的学费，大学通过销售和服务得到的收益，捐赠收益及其他。

（见表1） 

 

从表一中可以看出从1995年到2001年各项的平均值为：联邦政府≈11%，地方政府≈36%，地方政府≈4%，联邦政府+州政府+地

方政府≈49%，政府拨款+学生学费≈68%，学校服务+销售收入≈22%，捐赠收入≈5.5%，其他≈3.5%。 

美国公立和私立两种高校尽管性质不同，但经费来源的途径大体相同，只是性质不同的高校其各种经费来源所占的比例有所差

异（这也是划分公立和私立的主要依据）。（见表2） 

 

从表2中我们可以看出，联邦政府≈13%，州政府≈1.5%，地方政府≈1%，联邦政府+州政府+地方政府≈15%，政府拨款+学生学

费≈48% ，学校服务+销售的收入≈20%，捐赠收入≈15%，投资收益≈11%，其他≈6%。 

从表1和表2中我们可以看出，（1）除了政府拨款和学生学费外，学校服务和销售收入占余下经费来源的大部分比例。（2）联

邦政府对私立学校的拨款略高于公立学校，对所有高等学校经费拨款几乎一视同仁。（3）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拨款对于公立学校

和私立学校有很大的出入，他们主要支持公立学校。（4）私立学校学费很高，有数目可观的投资收益，二者加起来可以弥补州政

府与地方政府拨款的不足。 

另外，美国私立学校还有高额的研究经费收入作为主要的经费筹措渠道。下面是美国4所著名私立大学2003年度的总收入及不

同经费渠道的比例（不含大学医学院的收入）： 

宾大的经费总收入为17.1亿美元，其不同经费来源渠道构成为：学费收入33%，研究经费34%，投资收入8%，捐赠收入5%，商业

服务收入5%，其他收入15%。 

哈佛大学的总收入为25亿美元，其不同经费来源渠道构成为：学费收入21%，研究经费22%，投资收入31%，其他投资收益6%，

捐赠收入6%，其他14%。 

MIT总收入为16.6亿美元，其不同经费来源渠道构成为：学费收入4.7%，研究经费53.6%，当期可使用的捐赠收入4.5%，限定性

净资产限定期满转收入9%，投资收益8.4%，其他19.8%。 

斯坦福大学的总收入为22.9亿美元，其主要经费来源及构成：学费收入占14.7%；科研经费收入占36.1%；医疗服务收入占

8.2%；投资收益占21.4%；其他收入占19.6%。 



从美国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的经费来源统计上可以看出，美国高等学校的投资渠道多元结构已经形成。多种渠道、多种形式的

资助有助于学校之间展开竞争；有利于提高资金的利用效率；资助者参与经费使用的决策过程，有助于处理政府同高等学校的关

系；增强了高等院校收入的稳定性和对经费困难的承受能力。 

二、我国高等教育的经费筹措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中国高等教育经费逐步形成了多渠道筹措的基本格局。主要渠道有：

政府拨款、教育附加费、学杂费、校办产业和经营收益用于教育的经费、个人和社会组织的捐赠、教育基金、承接科研课题或与企

事业单位进行科研合作所取得的收入、学校贷款和从资本市场上取得的利息收入等。（见表3）。 

 

从表3可以看出：（1）中国高等教育经费来源多元化的基本格局已经形成，其中政府预算内拨款仍是高等学校经费的主要来

源，但正在逐年下降。（2）在高校事业收入中，学杂费收入是其收入来源的主要渠道，学杂费收入在总经费中的所占比例和学杂

费收入在事业收入中所占的比例都在逐年上升。（3）在1998-2001年间，捐赠收入所占比例在整个高校经费来源中所占比例太少，

并有逐年下降的趋势。（4）其他收入基本持平，约在5～6%之间。 

从我国现有的经费来源统计上可以看出，我国普通高等学校的投资渠道由单一的国家财政逐步向多元结构发展，但是结构仍然

比较单一；筹资渠道虽已打开，但功能并不显著，高校教育经费的筹措仍较困难。 

三、中美高等教育的经费筹措比较 

（一）政府拨款 

目前我国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3%左右，而近20年来美国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一直保持在5%

以上，我国无论是政府拨款总额还是生均占有量都与美国相差甚远。我国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资远远跟不上教育规模扩张的速度，

难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并且我国私立学校地位较低，政府拨款较少，进入私立学校读书的学生大多高考成绩较低，私立学校

很难与公立学校竞争。而在美国，联邦政府投入私立学校的资金略高于投入公立学校的资金（见表1、表2），并且联邦政府投入高

等教育的经费，其使用方向或目的不在于卷入地方或高校的具体事务和管理，而在于为高校的建设和发展创造一个有利发展的大环

境，提供指导和服务，激励高校的改革创新活动，为学生上大学提供经济上的援助和担保。 

为了保证我国的高等教育质量，提升高等学校的国际竞争力，首先，政府应积极调整财政政策，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力度。

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和预算内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其次，政府拨款要体现合理性和公平

性，理应积极促进我国私立学校的发展，使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并驾齐驱，有助于学校之间展开竞争，共同培养出质量过关、技术

过硬的合格人才。另外，我国政府应把对高校的财政拨款作为政府的责任和义务，不能把政府财政拨款作为介入高校管理的手段，

出现“谁付账，谁点歌”的现象，阻碍高校筹资渠道的多样性。 

（二）社会集资 

社会筹资一直是美国高等教育资金的重要来源之一。对教育事业的赞助、捐赠在美国已长期沿袭下来，形成了一种传统。同

时，美国政府又利用法律等手段鼓励人们为教育和公共福利事业作贡献。美国法律规定，无论是公司还是个人，对教育或其他社会

福利事业的捐赠款可以免税；美国还对遗产规定了很高的税率，鼓励并引导高收入和高资产的富豪捐赠部分财产以支持教育等各项

事业。如：1994年，美国大学所接受的募捐款总额为123.5亿美元，占高校总收入的7%。可见，在美国，教育捐赠逐渐成为与政府

投入、学费、销售与服务收入等并列的重要的经费来源，有效地缓解了教育经费的紧张。 

我国高校在社会筹资这方面，争取到的教育捐赠还相当有限（见表3），甚至有些高校完全没有。因此，我国高校要充分发掘

教育捐赠的潜力，调动全社会捐资助学的积极性。应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1）政府应制定和完善有关教育捐赠的法律法

规。长期以来，我国的高等学校社会捐赠较少，主要是因为现行的政策尚不能形成对教育捐赠行为的有力支持和促进。因此，我国

政府应该利用国家税收调控政策及精神鼓励政策，制定、修改目前的《捐赠法》和《税法》相关条款，鼓励和引导企业、社会团体

和个人对高等教育的投入。（2）成立团结一致的校友会，重视校友资源的利用。我国高校对校友工作普遍缺乏重视，利用校友争

取教育捐赠比较困难。对大多数校友关心不足，帮助较少，使校友很难对学校产生深厚的感情，无法动员和鼓励校友为学校的发展

做出贡献。因此，我国高校应成立正式的校友会，重视校友资源的利用，而不仅仅是在校庆纪念活动、校友返校聚会等时机收敛钱

财，更要在平时加强对校友的关心和了解，帮助广大校友排忧解难，并做好跟踪联系，随时更新校友信息，这样才能授之以李，报

之以桃。（3）加强学校的形象宣传，扩大社会影响。各高校应充分重视自身的形象和声誉宣传，可以通过网络、报纸等媒体工具

将本校的优势学科专业和具有应用推广价值的技术产品加以介绍和宣传，吸引企业和社会团体与高校合作，并向高校进行资金投入

和教育捐赠。 



（三）销售与服务收入 

美国公立高等学校与私立学校在销售与服务收入方面差距并不明显（见表1，表2）。在美国高校销售与服务收入主要来源于三

个方面。首先，校办企业收入在美国高校非常普遍。就全美所有的高等院校来看，高校附属企业和校内附属事业，都能为学校增加

一定的收入。第二，产学研合作收入也是高等院校经费来源的一个重要方面。在美国，高校利用学校自身优势，通过开展与企业间

的合作研究，为企业培训人才并提供咨询服务，不仅提高了美国产业界技术人员的水平，推动了美国产业界的发展，而且为学校获

得了可观的经济收入。第三，利用科研专利筹措资金。 

在我国校办产业和经营收益甚少（见表3），高校现行制度安排中忽视了成本效益在高等学校经济运行中的重要性。首先，高

校应为在校学生勤工助学提供机会。各高校应摆脱外界赋予的经济包袱，减少固定岗位，减少附属开支，把注意力用在学生身上。

第二，在高校的成本结构中，应加强对科研和教学质量的投资。把学生质量和科研水平提上去，增强学校的核心竞争力。第三，与

企业密切联合，既可用企业现有的条件锻炼培养在校学生，为企业创收，又可以帮助企业克服现有困难，研制开发新技术，使高校

投资少收益丰。 

另外，我国可以学习美国广泛地吸引海外留学生。美国国际教育研究院日前发布的名为《在美国的留学生和在海外的美国学生

数量》的年度报告显示，2007至2008学年，美国高等院校中的外国学生总数增加了7%，超过62.38万人，创历史新高。报告还说，

本学年外国学生通过学费、生活消费和其他学习消费为美国经济贡献了大约155亿美元，比上一学年增加10亿美元。因此，我国的

高校可以借鉴美国的经验，加强与国外高校之间的合作，更多地吸引海外的留学生来中国，以此增加高校自身的收入，扩大我国高

校的筹资渠道。 

本文通过中美高等教育经费的筹措比较，提出了就目前的经济社会背景而言，实施困难并不大的筹资方案。重要的是有关部门

能够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予以重视；高等学校应积极、主动、有效、多渠道、多途径筹集教育经费，保证高等教育持续健康快速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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