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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为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副会长俞仲文在“2014 中国教育财政高峰论坛

暨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教育财政专业委员会年会”高等职业教育分会上的发言。 

我国高等教育拨款体制与机制必须要动大手术 

俞仲文* 

当前，深化我国高等教育拨款体制机制的改革迫在眉睫。国家财政性教育经

费支出已经达到非常庞大的规模，如何科学分配、均衡投入、有效监督教育经费

的使用越来越成为教育财政领域深化改革的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突出问题。 

一、高等教育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对财政拨款体制

机制也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思考、新挑战。主要表现在： 

一是我国是世界上高等教育规模最大的国家，也是世界上学术论文和专利产

出最多的国家，但却不是高等教育强国，高校离现代化主战场的需求渐行渐远。

                                                              
*  作者简介：俞仲文，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副会长、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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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了动辄学费高达 70 万、并有明星陪伴的制造新权贵联盟的“EMBA”班，

但却少见能冲出亚洲的标志性科研成果。如何利用财政拨款机制作为一种有效的

遏制手段，来改变这种不正常的局面，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二是高等教育的结构日趋复杂。有普通高校，也有高职院校；有公办高校，

也有民办高校；有中央和省主办的高校，也有地方政府和企业主办的高校。为了

使各级各类高校板块都能得到健康快速的发展，国家传统的高等教育拨款体制机

制需要如何改变，制定何种政策才能适应目前的这种状况，是本领域深化改革的

重要内容。 

三是民办高校已经成为我国高校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的教育改革力量，绝

对不是所谓体制外的教育。我国是穷国办大教育，更加需要大力发展民办高等教

育。如何使民办高校也能得到国家财政的制度性和常规性的经费支持，用同样额

度的财政支持去撬动数量更多、规模更大的民办高校，这是一个至今尚未解决的

大问题。 

四是在全国职教工作会议上，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大力鼓励

职业院校走混合所有制的道路,并让社会力量无障碍地向职业教育汇集。这意味

着不久的将来民办高职与公办高职的界限会逐步模糊。对应这样的变化，高校的

财政拨款体制机制应作何种相应的改变。另外，对于积极参与职业技术教育的行

业企业，如何给予它们必要的财政鼓励等等，都必须从现在开始就要做好顶层设

计。 

五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高校既扮演人才再生产基地的角色，又

扮演推动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动力源的角色（双重角色）；既要承担按高校性

质不同而各自承担的常规性任务，又要积极参与按项目不同而承担的竞争性任务

（双重功能）。这种双重角色与双重任务日益明显，导致在国家拨款时必须充分

考虑到因角色不同和功能不同而带来的拨款机制的不同；也必须考虑到拨款之后

评价机制的不同。研究这些新情况而带来的新变化比任何时候都来得迫切。 

二、高等教育拨款体制机制亟待改革 

面对这些新情况，高校的拨款体制机制还没有准备好。具体表现在： 

一是对高校近年来发生的结构性重大变化的应对和研究不够，停留在老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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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习惯、老方法、老标准、老比例上。例如：国家在职业技术教育板块上的财政

投入只占整个教育经费的 10.6%（含高职、中职在内），财政投入的比例是失衡

的。 

二是在拨款数量上重身份、重名气、重级别，而轻绩效、轻评价、轻成本。 

三是拨款的具体渠道单一，主要是学校订预算计划，直接面对财政部门申报，

缺少一个有广泛代表性和专业性的高校拨款委员会作为答辩、审核和评价的机构，

对高校的约束性不强。 

四是对常规性财政拨款和竞争性财政拨款分类不清，没有研究制定出一套不

同的拨款政策、拨款机制和拨款评价标准。 

五是对科研经费的拨款和使用必须要有颠覆性的改革。目前科研经费的拨款、

使用和评价存在太多的盲区、误区、乱区和暗区，缺乏社会监督（敏感的科研项

目可以另定监督办法）和公正、严格、科学的评价方法，使得国家宝贵的科研经

费成了名目繁多的消费基金或劳务支出（没有名目的就去买假发票充数），成了

高校腐败造假、乱作为、不作为的重灾区。 

六是关于财政支持民办高校或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既缺乏正确的理念，又缺

乏明确的政策，必须抓紧研究对策。当前对于民办高校，财政资金要不要支持以

及如何支持，还存在诸多落伍的观念。例如：财政支持民办高校发展是国有资产

流失的观念还非常有市场。根据国外的经验，用财政资金补助学生和教师的部分

学习和生活费用，是一种成功的选择；此外，公共财政还可按照一定比例的配套

资金来促使举办者来改善办学条件和添置教学仪器设备，这些都是可行的。但是

总体上来讲，我们还缺乏系统的研究。 

三、改革建议 

为了加快高教财政拨款体制机制的改革，笔者提出如下五个建议： 

一是要抓紧研究并出台高等教育财政拨款的政策法规。这里最重要的是要

“定笼子、铺轨道、建加油站”。所谓“定笼子”是经过上上下下反复论证得出

各级各类高等教育财政拨款的比例份额，一定几年，不得随意改变，以“笼子”

的方式来保证各个板块高等教育的均衡发展。所谓“铺轨道”是切块分割的财政

资金如何用、如何管、如何审、如何评，一切均能建章立制。尤其对于支持民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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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的财政经费、支持企业加入职教行列的财政资金以及对于进入科研经费序列

的财政资金都须铺有严格的“轨道”才能通行。所谓“建加油站”是指财政资金

的绩效评价，并建立积分档案。好的要重奖，作为下一年度使用财政资金的资格

条件；差的要通报披露，并影响下一财政年度的财政支持力度。 

二是建立由政府相关部门、各类专家和社会贤达组成的各级各类高校财政拨

款答辩与审核委员会（相当于第三方的中介组织），负责财政资金的划拨审核、

绩效分析及使用评价。各位校长均要接受该委员会对本校财政预算和结算的答辩

和质询，强化财政资金使用的责任感和成本效益概念。 

三是将财政支持的项目准确划分为常规性支持项目和竞争性支持项目，并分

别制定不同的管理办法。对于前者主要突出公平和均衡，不能一花独放，不能顾

此失彼；对于后者主要突出优选和效率，凡是竞争性的财政支持项目，要建立一

种不分公办民办、不讲身份名气同台竞争的公平环境和秩序，不能照顾落后，不

能有门户之见。坚持“优质优投，优选足投”的原则，贯彻在绩效面前校校平等。 

四是按照哪一级拨款、哪一级负责的原则，通过大量的调查和研究，分门别

类制定出衡量各校财政资金使用绩效的评定量表。这一量表不仅反映高校财政资

金使用的现状，同时也是新的财政资金申请和拨付的基础。 

五是建议财政部要会同科技管理部门，下大力气规范科研资金的使用办法，

尤其是劳务费的支出，出重拳来整治目前高校科研经费管理、使用和评价中的乱

相，使我国宝贵和稀缺的科研经费真正发挥巨大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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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中国教育财政高峰论坛暨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教育财政专业委员

会年会”高等职业教育分会综述 

摘要：在“2014 中国教育财政高峰论坛暨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教育财政专业委员会

年会”高等职业教育分会上，来自北京、天津、重庆、浙江、江苏、广东、四川等省市的高

等职业院校的校长、书记及计财处处长等 20 余人围绕“建立高职院校的经费支持机制与助

力地方产业升级”这一主题，对后“示范时期”高职教育经费投入的突出问题进行了充分地

交流和热烈地讨论。本文对相关内容予以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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