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 教育成本分担是高校实行收费改革的重要形式。但是，高校兼具教学与科研功能，而科研功能定位在服务 

于国家的科研事业，由此形成的教育成本不应由学生来分担。因此，明晰高校教育成本在二者之间的分担问题并借此对 

教育成本进行必要的修正，是探讨教育成本分担的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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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高校教育成本的含义及其构成 

高校教育成本包括直接成本和间接成 

本。高校的直接成本指在高校运转过程中 

所消耗的、由国家和社会直接支付的费用， 

间接成本则指国家和社会因将资金投入高 

校而失去将其投入其他领域可能产生的收 

益。由于直接成本在 高校运 营 中的显性 

化，本文讨论的高校教育成本均指直接成本 。 

高校成本的核算可从两个角度考虑 ， 
一

是按成本费用 的来源构成核算，另一种 

是按照成本费用财务上的支出构成核算。 

本文按照权责发生制原则，沿用从成本支 

出角度的方法进行核算。按成本费用 的支 

出构成计算社会直接成本，一般由四项基 

本内容构成 ：即工资费用、学生费用、教育 

活动费用和 固定资产折 旧费用。 

(1)工资费用 ( )。工资费用包括 学 

校本部在职人员的基本工资、补助工资、各 

种福利 费用，外籍专家、教师 (包括全职和 

兼职)的工资等。 

(2)学生 费用(s)。学生费用包括各种 

奖学金、助学金、生活补助以及助学贷款形 

成的利息支 出等。 

(3)教育活动 费用 )。在学校的财务 

帐 目上，除去上述两项费用之外，其他与教 

学活动、行政管理活动有关的一切费用支 

出均属教育活动费用。主要包括：教学业 

务费、各项公务活动费 、行政管理费、教学 

科研费 (指结合教学进行的科研费用)、职 

工教育费、学生活动费 、教学实习费、教学 

活动招待费、一般性原材料及低值易耗 品 

购置费等。 

(4)固定资产折 旧费用(，)。学校的固 

定资产是指历年固定资产投资所形成的固 

定资产总额 。高校的固定资产主要有 3种 

类型：第一类是各种建筑物，如教室、宿舍、 

图书馆等；第二类是各种机器设备，如教学 

设备、办公设备、实验设备、车辆等；第三类 

是公用 图书 资料 。每年按照一定 的折 旧 

率 ，分别对上述各类 固定资产进行折旧并 

将其汇总，进而得到当年该校的固定资产 

折 旧费用总额。 

综上所述 ，修 正前的高校教育成本总 

额 为：Cl= F 

2 高等教育成本修正系数的确定 

高校不仅具有教学功能，还兼具科研 

功能。因此 ，在上述 高校教育成本中，除 了 

学生费用外，工资、教育活动费和固定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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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把相当一部分精力投入到科研 

中。那些具有科研潜 能的教师倾 

向于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到研究中， 

用于教学的时间则相应减少 。 

教学人员工资成本修正系数是 

按照其每年投入教学和科研实际工 

作量的多少来计算的。例如，根据 

长期统计得知，教学人员在教学过 

程的总工作小时数为h。，而用于科 

研工作上的工作小时数为 ：，则教 

学功能对工资的修正系数为：a。一 

h。／(h + h 2) 

(2)教育活动费的修正。从教 

育活动费的构成中叮以发现 ，部分 

教育活动费可能耗 费在科研功 能 

上。特 别是行政管理费、教学科研 

费、职工教育费和一般性原材料和 

低值易耗品购置费等项，需要在教 

学与科研 功能中分担。教育活动 

费分担的标准是对历年中上述 费 

时期内该设备用于教学和科研功能的所有 

情况 ，然后按照总使用时间分担该设备此 

期内的折旧费用。如在此期间内该设备的 

总使用时间为N小时，而用于教学 的时间 

为／7小时，则教学功能 占用设备费用的系 

数为：日4 力 ／N 

③公用资料费和材料费 )的修正 。 

此项费用可以按资料信息的实际登记用途 

来在教学和科研中进行划分。如某段时间 

资料 费和材料费的总额为M，而统计 出的 

在教学用途上花费的总额为／7／，则此系数 

为：a 5=／-／,'／／M 

综上所述，修正后高校教育成本为： 

C =al× +S+(1．矗2)×E + 

a3xFI+a 4× +a5xF3 

3 数据分析 

以国内某高校为例，该校1997~1998 

年教育成本按照上述修正方法得到的各项 

数据如表 l、表 2所示 。 

在通过修正得出上述数据的过程中， 

不可避免地会存在某种程度上的主观随意 

性，从而导致一定偏差 。但我们至少可以 

从表 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在高校教育成本 

的构成 中的确有相当一部分是耗费在科研 

功能上的，在确定对学生进行成本分担的 

比例之前，必须将其划分出来 ，以期公正和 

公平 。同时，随着统计方法的改进和相应 

表1教育事业支出表 (单位 ：万元) 

合 计 

l 工资费用 

其中：基本工资 

补助工资 

职工福利费 

其他工资 

2 学生费用 

其中：奖、助金 

生活补助 

3 教育活动费 

其中：公务费 

52 

3908 

2467 

0．5l 

38．64 

24-39 

业务费 1 039 l1．87 1 385 13．69 1 

其他费用 46 0．53 56 0．56 1 

4 固定资产折旧费 1453 16．59 1 810 17．89 l 

其中：设备 1 009 l1．52 l 341 13．26 ； 

{ 建筑物 427 4．88 402 3．97 ～ l 

图书、资料 1,7 0．19 67 0．16 ． l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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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的规范，这一修 

正方法 也将 日趋成 

熟和完善。 

4 几点讨论 

本文所论述 的 

高校 教育成本 在教 

学与科研 功能中的 

分担问题 ，并不可能 

达到完全 精确 的程 

度，但至少可在某种 

程度上使得 教育成 

本的核 算更加 明细 

化，增加教育成本分 

担 的透 明度与可信 

度 。除 了本文 已经 

论述的情况之外，还 

存在如下有待解决 

的问题 。 



表2 科研事业支出表 (单位：万元) 

面 目 1997年 1998年 

支出 比重(％) 支出 比重(D／o) 

合 计 7432 100 7932 100 

l 工资费用 1339 18．02 l793 22．60 

其中： 基 本工资 412 5．54 608 7．67 

补助工资 874 ． 11．76 l09l l3．75 

l 职工福利费 

奖、助金 

2 公用支出 

其中：业务费 

公务费 

其他行政 费 

0．58 

0．14 

51．10 

47．73 

3．24 

0．13 

65 

29 

4085 

3727 

352 

6 

0_82 

0_36 

51．50 

46．99 

4．44 

0．07 

：3 固定资产折 旧费 2295 30．88 2054 25．90 

； 其中：仪器设备费 2147 28．89 l8l5 22．88 

专业图书费 24 0_32 49 0．62 

I 实验室修缮费 60 0．8l 95 1．2 f 

J 行政设备费 l8 0．24 22 0．28 - 

行政修缮费 29 0．39 28 0．35 

其他 l7 0．23 45 0．57 I 

(1)产业功能的成本分担。随着知识 

经济社会的到来 ，高校科技成 果转化与产 

业化工作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要作用逐 

步被人们所承认，高校的功能由原有的教 

学、科研功能逐步演化到教学、科研与产业 

功能并重。但鉴于高校对产业化方面实际 

上投入的大多是无形资产，货币资产投入 

的很少，其对高校教育成本分担 的比例较 

少，我们可 以将其忽略不计。 

(2)不同专 业教育成本在教学与科研 

功能中的分担 。 

一 般的高校对不同专业的学生收取相 

同的学费，但 由于专业的不同，各系学生对 

公共设施、公共资料 、公共管理费用的“消 

费”有所不同，各系成本中教学功能与科研 

功能分担 的比例也不尽相 同。因此 ，部分 

公共设施(如系实验楼 的折旧)、公共物品 

(如实验器材)和易耗品等教育成本的核算 

应该以系为单位进行；部分公共设施(如办 

公楼、图书馆的折旧)，公共物 品(如图书资 

料)和公共管理费用应在各系之间以一定 

权重进行分担，权重可 以在统计调查 的基 

础 上 确定 。 

(3)研究生阶段教育成本在教学与科 

研功能问的分担。 

由于本科生和研 究生的培养 目的不 

同，二者教育成本在教学与科研功能间的 

分担情况也不同。本科生的教育成本可按 

上述标准进行修正 ，而研究生则不行。其 

原 因在于如下几点：第一 ，研究生的培养 目 

标是增强其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而不像 

本科生那样学习基础知识；第二，在培养过 

程中，研究生已经进行科研领域的工作，为 

国家形成部分收益 ，尽管这部分收益和 国 

家 的投入之间可能存在很大缺 口；第三，我 

国大多数高校在研究生教育阶段实行不收 

费制度，所 以由培养研究生形成的成本缺 

口应视作科研功能产生的，应 由国家来补 

偿 ，而不应 由缴纳学费的本科生来承担 。 

因此 ，在“学生费用”一项 中应该将研究生 

的相关费用划分出来可能才更加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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