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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职院校教育经费研究综述 

刘 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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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职院校相关研究是我国教育研究中的热门话题之一。近年来,我国高职院校教育经费研究取

得了丰富成果,对国内期刊中关于高职院校教育经费的文献进行梳理,了解现有高职院校教育经费投入总体

情况、经费使用效率、财政投入公平以及制度建设等方面的研究概况，发现高职院校教育经费存在投入来

源单一、支出结构失调等问题，虽然现有研究范围较广，但现有研究仍在方法和内容方面存在一些不足之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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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In recent years, the research o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funds in China has made r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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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经费研究是学界的重要研究焦点，教育经

费作为国家财政部门预算及实际用于教育事业的费

用，是学校办学、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的物质基础。

而高等职业院校（简称“高职院校”）是培养技术

技能人才的重要阵地，其发展也离不开充足高效的

经费保障。此外，2019 年 1 月，国务院印发的《国

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提出，经过 5-10 年时间，

职业教育基本完成由政府举办为主向政府统筹管

理、社会多元办学的格局转变，由追求规模扩张向

提高质量转变。这也就意味着我国职业教育经费制

度改革的进程刻不容缓，需要对职业教育经费投入

充足性、配置公平度等方面中依旧存在不合理的地

方进行调整，才能满足我国职业教育事业的内涵式

发展需求。本文主要对现有关于高职院校教育经费

的研究内容进行梳理归纳，从而提出我国对高职院

校教育经费研究的不足之处。 

1 我国高职院校教育经费研究现状 
目前，已有不少学者在职业教育研究领域的成

果颇丰，研究内容涉及产教融合、师资建设、课程

标准、人才培养等方面。而关于高职院校教育经费

的相关研究，笔者在中国知网全文数据库中，以“高
职”、“教育经费”和“教育财政”等关键词进行主题

文献检索，根据文章内容对其进一步整理，现有研

究大体集中在分析经费来源、投入产出效率及公平

问题、高职院校教育经费制度建设研究等方面。 
1.1 高职院校教育经费投入来源 
从经费来源主体分类，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

社会收入、事业收入和其他收入是我国高职院校教

育经费收入主要来源，其中社会收入主要包括民办

学校举办者投入和社会捐赠收入。总体来看，财政

性教育经费和事业收入在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投入来

源中占据着“半壁江山”，而社会收入和其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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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总收入的百分比仍然较少[1]。从学校类别来看，

公办高职院校经费来源单一，经费分担压力都集中

在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行业、企业主办的民办高

职院校投入经费分担机制也在建设探索中，这类院

校一般在财政没有账户，没有人员编制，没有生均

拨款资助，只能靠学费支撑办学所有的开支[2]。由

此可以看出，高职院校教育经费来源与办学主体存

在密切关系，高职院校的教育经费压力主要由政府

承担，而不少高职院校与社会企业也有着直接、密

切的合作关系，从而形成了高职院校的教育经费以

政府财政性投入为主导，并与学生和企业共同投入

的高职教育经费来源结构，但这也造成了不同类型

院校经费收入总额不同、来源结构失衡的局面。 
1.2 高职院校教育经费投入状况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和文化的繁荣发展，国

家对职业教育事业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高职院校

教育经费投入总体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从总体上

看，2014 年我国高职院校教育经费投入已超 1500
亿元。其中，东部经费投入超 700 亿，中部经费投

入超 450 亿，在绝对数量方面均呈现上升趋势[3]。

在中央财政补助投入方面，中央财政拟在“十一五”

期间投入 20 亿元专项资金推进“国家示范性高等职

业院校建设计划”，不断攻破贫困学生资助不足、

教学环境落后、师资队伍建设不足等薄弱环节[4]。

2011、2012 年中央财政下拨补助资金 20 亿元用于教

育部、财政部共同实施的“支持高等职业学校提升专

业服务能力”项目[5]。2019 年，中央预算以“教育部

‘领投’、带动各部委‘跟投’方式”投入 650 亿

元资金于“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

划”项目；另外还通过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

项目，已为高职院校提供专项资金超 5 亿元[6] [7]。

总体来看，我国高职院校教育经费投入总量呈上升

趋势，但在国家教育经费投入中的比重仍然较小，

2020 年普通高职高专教育经费占全国教育经费总投

入比为 5.20%左右，教育经费投入相对不足。此外，

社会捐赠投入和其他教育经费收入总数偏低，甚至

有些年份还存在下降情况。 
1.3 高职院校教育经费收支状况 
首先，经费投入总体水平较好，但仍存在相对

不足。生均经费一般是指生均教育经费和生均公用

经费，是衡量教育投入水平常用指标之一。生均教

育经费主要指培养同级同类学生所需要的平均教育

费用，费用主要用于学校办学运转、教职工工资、

基础建设等方面，而其中用于学校办学运转部分的

费用则是生均公用经费。从生均教育经费来看，全

国本科院校的生均教育经费在 2007-2016 年间基本

是高职高专院校生均教育经费的 2.4-3.5 倍；从生均

公用经费来看，全国高职高专院校的生均公用经费

从 2007 年的 3930 元增加到 2016 年的 8088 元，但

大部分年份本科院校的生均公用经费却是高职高专

的 2.4-3.3 倍[8]。从学校规模与高职院校教育发展需

求来看，高职院校经费投入水平是理应远高于本科

院校的，尽管高职院校经费投入总体呈现增长趋势，

但与同阶段本科院校相比，高职院校的生均经费投

入还明显偏低，处于相对不足的状态。 
其次，地区间经费收入不均衡，空间差距较大。

我国职业教育经费保障是以政府分级保障模式为

主，因此地方高职院校教育经费收入主要依赖地方

政府的财政状况。然而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不同，

因此，地方财政对高职院校教育经费的支持力度高

低不一，出现了不同区域、省份的高职院校的财政

性教育经费收入不均衡的现象。从全国范围来看，

中部和西部的高职院校教育经费投入均低于东部，

特别是西部地区[9]。根据全国高职院校质量报告，

广东、浙江、江苏等经济发达地区的大部分省属高

职院校的生均拨款水平于 2017 年已接近 12000 元，

甚至超过了 20000 元；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不

少地市级政府举办的高职院校的生均拨款水平小于

12000 元的，这类院校占全国同类院校数量一半以

上，甚至还有些院校生均拨款不到 3000 元[10]。此外，

即使是同一省份不同地市的院校，也存在财政性教

育经费不均衡的现象。万伟平等人发现 2016-2020
年间广东省珠三角经济发达地区的生均教育经费投

入高于粤东、粤西、粤北地区数倍，并且这种经费

投入差距过大的状况一直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11]。 
再者，经费支出结构失调，影响院校内涵式发

展。我国普通高职院校经费支出包括事业费（工资

福利、个人家庭补助、公用部分由商品服务支出等）

和基建费[12]。尽管近十年来，高职高专院校事业性

经费支出总额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但是具体的经

费支出结构存在着比例不当的问题。对于事业性经

费支出中的个人部分与公用部分，邢晖在对全国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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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内 18 所高职院校的经费调查研究中发现其中有

一半院校的人员经费支出占经费总收入的比例超过

了 50%，而用于维持学校基本运行、基础建设与教

学项目等支出均低于人员经费支出，经费支出结构

严重朝向人员支出倾斜将会直接影响学生培养的规

模与质量，而人才培养质量低下则制约着高职院校

的可持续发展[13]。在基本建设性经费支出方面，喻

均林和丁水平指出 2007-2017 年间，高职院校教育

事业性经费支出高涨的背后是基本建设性经费支出

的缩减，甚至有年份出现用于基本建设方面的支出

在总支出中的占比为不到 2%，这也势必将会加剧高

职院校招生扩招时在校生人数与教学用房紧张的局

面[14]。 
2 高职院校教育投入产出及投入公平性研究 
高职院校教育经费问题的研究属于跨学科研

究，教育领域的学者主要从高等教育学的角度，对

经费投入和使用情况进行具体分析。许宏超和侯雪

玮从教育行政管理角度指出了高职院校科研经费管

理中缺乏高效化、科学化的问题。经济学领域的学

者则主要从经济学角度对高职院校教育的使用效率

及经费投入的公平性进行研究[15]。苏荟和白玲使用

DEA 和 Malmquist 指数模型对我国高职教育经费投

入效率及其演变趋势进行定量分析，发现我国不同

区域、省份间教育经费投入效率存在差异以及不均

衡现象[16]。同时， 高职院校的发展与经济发展水平

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黄少容从成本分担视角对高

职院校教育成本分担主体与责任进行分析，发现高

职院校教育投入现状显然违背了成本分担的“谁受

益，谁负担，多受益，多负担”原则[17]。万伟平等人

基于生均财政教育经费相关数据，通过基尼系数对

广东省分区域高等职业教育经费配置公平度进行研

究发现，区域经济发展与高职院校发展具有显著的

相关性，区域经济发展落后是影响高职院校教育投

入的重要因素[18]。 
3 国内外高职院校教育财政制度研究 
目前，已有不少学者将对高职院校教育财政制

度的研究转向了地区间和国际间的比较分析，朱毅

芬等人在厘清台湾地区“校务基金制度”的内容与

特点的基础上，并将其与大陆高职院校教育经费管

理现状进行比较，对大陆高职院校教育经费管理体

系提出了建议[19]。在国际高职院校教育财政制度分

析和比较上，高娟和马陆亭依据 OECD 国家的高职

教育经费来源和投入机制将其梳理为四种典型模

式：政府主导、政府主导和学习者为辅、政府与企

业共同投入、学习者投入为主和政府支持规范模式，

并建议在根植文化传统、管理体制和经济发展的基

础上有效学习相应的教育财政拨款机制[20]。汪文敏

则以投入主体、投入模式资金管理等基本要素为关

键点提炼出了美、德、日三国高职院校教育经费投

入体制的共性特征，并结合我国高职院校教育发展

现状给出了具体的建议[21]。 
4 结语 
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本文构建了我国高职

院校教育经费现状的研究框架，并从经费来源、投

入公平、使用效率、制度建设等方面对相关研究进

行了归纳，并得出以下结论：一方面，学者关于高

职院校教育经费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实证研究，研究

数据多来源于各年度中国教育统计年鉴等宏观教育

统计报告，相对缺乏更微观的数据调查分析。另一

方面，科学、高效的教育经费制度离不开健全的经

费监督机制，而现有研究对于高职院校教育经费监

督体系的研究更多聚焦于科研经费的管理研究，对

其他项目经费监督体系的微观研究相对匮乏，未来

研究应拓展研究视角，不断完善我国高职院校教育

经费制度、提高经费使用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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