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盐城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二O 0七年第二期

高校财务风险的形成与防范’

王家丽
(盐城工学院审计处，江苏盐城224003)

摘要：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为高等教育带来了发展机遇，

但在高校办学经费从政府全额拨款向政府拨款与自筹资金相结合的转变中，财务风险逐步形

成。回顾了高校财务风险形成的背景，提出高校财务风险问题研究的由来，分析了高校财务

风险的微观和宏观原因，提出了防范风险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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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等院校财务风险概述

财务风险通常有两种理解：广义的财务风险

是指各单位各类风险的货币化表现；狭义的财务

风险特指各单位在开展各项经济活动中因资金筹

措、投资和日常运行所面临的风险。从其性质上

看高校作为非营利组织所面临的财务风险，更接

近于狭义的财务风险概念，即高校的财务风险是

指高校在事业发展过程中由于经费不足和贷款的

还款压力等原因所形成的风险¨1。

(一)高校经费来源渠道

目前，高等学校收入项目及构成情况(以教

育部直属高校为例)大致如下：

1、财政补助收入。指中央和地方财政预算安

排的用于高等教育的财政性支出，包括教育经费

拨款、科研经费拨款、其他经费拨款等。这是高等

学校经费来源的主渠道，约占高等学校总收入的

53％[2I。

2、学校自筹收入。指高等学校依据政策规

定，合法组织和收取的各项收入的总和，约占总收

入的47％。学校自筹收入，包括教育事业收入、

科研事业收入、校办产业投资收益、捐赠收入及其

他收入等。其中教育事业收入是高校自筹经费的

主要来源。从上面收入构成看，财政拨款是高等

学校经费来源的主渠道旧J。

(二)财政部门按在校学生数拨款

我国目前高校经费来源中所占比例最大的是

财政补助收入，根据国家的政策法规规定：2004

年后国家划拨给学校的财政补助收人直接取决于

学校的在校的学生数量。所以学校的招生规模直

接影响了学校所能获得的财政补助收入。同时，

学校的招生规模大小又直接影响学校的事业收入

水平，因此，高校的招生规模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

学校的偿债能力。2012年以后适龄入学人口数

急速减少，国家和社会的教育投入及就业市场都

难以支撑高等教育规划的持续高速增长，高校生

源严重不足，高校的招生人数严重减少，那么其财

政补助收入也会随之而锐减，这就带来了高校的

财务风险”1。

(三)贷款规模迅速扩大

在高等院校办学经费来源转变过程中，一方

面可以使政府在没有增加教育投入情况下，为社

会提供更多的教育资源，另一方面也扩大了高等

院校办学自主权。为高等学校与社会发展接轨提

供条件，也拓宽了学校的经费来源渠道。但各高

等院校为了挖掘和扩大教育资源的市场供应潜

力，最直接和方便的做法就是加大投入，而加大投

入的资金来源又多是向银行贷款而来。高等院校

贷款办学虽缓解了高校目前办学经费不足的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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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但也为高等院校带来了还款和负债的财务风

险，尤其是到了2012年左右，学校的借款都到了

还款期，学校负债还款突然加重，造成财务危机。

二、高等院校财务风险的形成过程

(一)高校财务风险的形成

1、高校经费来源不足。多渠道筹措经费是二

十世纪九十年代末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增加收入的

主要举措。多渠道筹措途径包括财政拨款、学生

学杂费收入、社会服务收入、社会捐资、产业等。

从我国高等学校目前的经费收入结构看，主要收

入除了财政拨款外，学生学杂费收入比例在不断

上升，但由于我国居民的实际收入和承受能力尚

低，加上必须要考虑到广大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的

经济情况，向学生收取的学杂费的提高必须是而

且是有一定限度的。由于社会服务、社会捐赠、产

业的收入还很少，所以高校经费来源现阶段主要

是政府财政拨款。2004年后由于国家对高校的

财政补助拨款政策有变，把原来依据在校生数和

在职职工数来划拨补助数额变为只依据在校生数

量来划拨学校财政补助，所以在我国高校经费来

源中所占比例最大的是财政补助收入的情况下，

高校的招生数量直接决定了高校所能获得经费的

大部分数额，若高校招生人数减少，就会带来高校

经费不足的财务风险∞1。

2、基建投资急剧扩张。随着高等教育招生规

模的迅速扩大，许多高校原来的校舍设施已不能

满足需要，对于没有任何其他经费来源和政府财

政投资又不能满足需求的高等院校来说，新建校

舍所需要的土地购置、建设等资金来源主要渠道

是通过向金融机构进行贷款而来，据统计几乎所

有高校的新建和扩建均来源于向银行的借贷。据

统计，几年来，高等学校银行贷款发展迅速：1998

年教育部直属高校仅个别学校向银行贷款，贷款

额不足5亿元，到2002年仅几年时间，已有70％

的高校向银行贷款，贷款总额达到了88亿元，校

均贷款额1 2亿元。江苏省普通高校银行贷款从

2000年的不足10亿元发展到2003年的近50亿

元，预计到2004年将达到95亿元左右。高等院

校向银行借贷的未来还本付息预期是依靠扩大招

生后的财政补助和学费收入，但是这种收入依靠

的是学生的招收数量和学费的标准，据前文所述，

高校的扩招规模在2010年达到高峰，2012年适

龄人口已经不足于应付学校的招生计划，其来自

于国家补助的收人和学校的规模应用的费用已严

重失衡；而且由于高校对学生收费受到国家相关

政策的刚性限制，决定了其收费规模是控制在保

持正常教学科研支出运行的范围内，使高校没有

足够的剩余资金用于偿还银行的借贷本息，银行

的借贷利息余额也是刚性地不断上升，使高校的

债务余额不断增加，所以大规模校舍基建带来了

高校的还款危机，这也是目前许多高校最严重的

财务危机和风险∞-。

(--)高等院校财务风险形成的宏观原因

1、政府对高等教育投入不足。根据1998年

《中国统计年鉴》有关资料显示，我国对教育事业

投入的财政拨款占总体教育经费的比重，从1991

～1997年下降了10．9％，平均年下降1．5个百分

点。江苏省是经济强省，其各项宏观经济指标几

乎都占全国的1／10左右，江苏省的高等教育发

展速度之快是有目共睹的，从1999年到2003年

短短四年时间，普通高校在校大学生数增长了

153％，而同期省级财政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只增长

了不到40％。政府财政拨款占高校事业费收入

的比例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据不完全统计，

江苏省政府财政对高等学校的投入占高校事业收

入的比例，从几年前的65％以上下降到现在的

45％左右。在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后，政府对高等

教育的投入虽然也在每年增加，但同比增幅要大

大小于同期的经济增幅，造成教育经费投入相对

的减少。根据资料统计，在3年扩招期间，政府对

高校拨款从1998年的342．6亿元增加到2001年

的613．3亿元，增幅近80％，但这些经费绝大部

分都是日常性经费和科研经费，主要支付学校人

员的基本费用和日常运行费用，无法满足基本建

设资金需求。而同时政府对高等院校的要求在不

断提高，如要求每个班级、年级配备行政辅导员、

宿管员、班主任、心理辅导员、专职政治工作人员

等，学生食宿方面也有许多硬性规定，使许多高校

的行政和管理运行成本加大川。

2、地方政府在福利、津贴等发放上实行非平

等政策。近年来许多城市政府为了提高政府机

关、企业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生活水平，已经连续

几年增发津贴和福利，即“同城补贴”，这部分资

金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由政府财政负担，企业由

自己消化，而作为非福利性质的事业单位的高等

院校只能享受政策待遇却不能财政发放，即政策

上允许高校发放，但经费自筹。为了保证教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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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与其他单位职工保持相对平衡的收入水平，在

没有其他收费来源的情况下，学校要么是挤占挪

用正常教育经费，要么通过贷款或其他借贷方式

支付，后果是前者严重影响教学和教育质量，造成

学校教育质量的危机，为学校未来财务危机留下

隐患。后者是直接增加和加重已有的财务风险。

三、防范高校财务风险的建议

(一)确定合理的贷款规模，调整资金结构

学校要根据自身的财务能力、政策规定、客观

环境，确定并及时调整资金结构、还款时间，从宏

观上进行控制，使学校能从贷款办学中得到好处，

同时保证本息的按期偿还，避免财务风险。

I、选择贷款规模。在贷款规模的选择上，必

须充分考虑学校的还本付息能力，对贷款项目进

行认真的分析论证，对贷款的运行能力进行充分

的论证，对本校的收入、支出和每年可用于还本付

息的资金进行认真的测算，将贷款的风险控制在

预警线以内¨J。

2、选择资金结构。在资金结构的选择上，应

将长期贷款与短期贷款相结合，分散还贷日期，尽

量把还贷日期分散与规划好的年月，这样有利于

缓解还贷压力。或者采取一次性贷款分年度还本

付息的办法，将还贷压力逐年分解。

3、贷款资金管理。财务管理部门应坚持将贷

款资金纳入学校资金管理体系，将中长期规划、中

长期预算和年度财务预算相结合。应加强对贷款

项目的全程监督，控制用途、精打细算、降低成本，

最大限度的提高办学效益。

(二)积极争取政府财政补助，增加经费收入

在当前高校教育经费不足的情况下，高校要

树立名牌战略思想，以争取更多的政府拨款、多招

生多收费。依靠国家政府拨款是目前高校教育投

入的主要途径，各高校应当提高教育质量，在提高

教育手段和改善教育设施方面利用一切条件积极

争取国家的拨款和补助；随着国家对学生的学费、

住宿费等标准不断提高，高校要努力发挥内部潜

力，使高校的各项设施实现高效率的运转，争取多

招生多收学费一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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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勤俭办学，降低办学成本

节约、勤俭办学、努力寻求降低办学成本的途

径以取得较大的办学效益，是高校财务管理的重

点，节约渠道主要是编制年度财务预算、费用定额

管理等。编制财务预算就是在精打细算的基础

上，通过采用零基预算方法，对每一笔支出都要进

行认真计算，将经费开支降低到最低限度。所谓

“零基预算”，指在编制预算时，一切都从零开始，

该花多少钱，钱用在哪些方面，与上个预算年度无

关。也就是说，不看过去，只看未来，看新的预算

年度有多少事情要做；然后，对这些事情不管新

旧，统统重新进行评估，依据事情的轻重缓急统筹

考虑，决定哪些是需要重点扶持且非花钱不可，哪

些是可办可不办可依财力而定，哪些是关系不大

应予取消，以确保将开支降到最低、节约资金。对

与许多经费如水电费、电话费、办公费、差旅费等

有关费用，要确定定额管理，严格控制使用；把好

设备的购置和保养关，做到校内各资源共用，避免

设备重复购置、闲置和由于保养不当而缩短设备

使用寿命，造成很大的浪费u0|。

(四)加强对高校财务的审计监督

学校的监督、审计部门要将贷款项目的使用、

本金的偿还，作为重点监督的事项。定期进行检

查，督促用款单位按借款用途使用资金，按期还本

付息，并考核资金的使用效果；向学校提交检查报

告，确保贷款资金的安全，减少学校贷款办学的财

务风险。由于近年来高校基建规模扩大和招生收

入的增加以及支出范围的拓宽，财务预算、收入、

支付、决算体系的制度性不完善弊端逐步显现，同

时由财务管理人员素质低下和觉悟水平低所引发

的非制度性财务恶化现象也时有发生，这两种因

素加剧了高校的财务风险。而目前杜绝和防止高

校财务管理混乱所引发财务风险的较好方法就是

加大对高校财务收入支出的审计力度，严格财务

纪律和财务制度，实行责任制和问责制，对造成重

大决策失误和资金投向失误的单位和个人要进行

必要的处分和追究法律责任。学校的各个管理部

门，要严格控制开支，坚决杜绝浪费，提高现有设

备的利用率，把风险降低到最小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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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hina’S colleges face a good chance of development under the condition of the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reform and the

need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but the eoUege financial risk has been formed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finance resulted from the”plan economy times”to the”market economy times”．This paper reviews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at first，points out the reason of studying this problem，then analyses the macro and micro reasons of financial risk formation，and

finally puts forward the suggestion of avoiding the financial r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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