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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综合国力显著上升，财政收入大幅提高，教

育经费支出逐年增长，在此期间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得到了长足发展，但是，我国高

等教育事业存在着区域发展不均衡现象，尤其是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较

为滞后，需要研究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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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经费投入现状

（一）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现状

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经过多年的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果。截止 2011 年底，全国

高校共有 2483 所，在校人数合计超过 2200 万。其中中部地区 10 省合计共有高

校 906所，占到全国高校总数的 36.5%，本、专科合计招生 2647534 人，累计在

校生 8901378 人，其中湖北、湖南、河南、安徽 4 省高校数量超过百所，湖北、

河北、河南、湖南四省在校学生人数超过百万。湖北省不仅在高校数量上位居中部

第一，其在校生人数也名列前茅。中部地区高等教育较为薄弱的省份为海南省，其

高校数量仅为 17 所，在校学生人数不足 16 万。西部地区 12 省市合计共有高校

599 所，占到全国高校总数的 24.12%，2011 年本、专科合计招生 1627323 人，累

计在校生 5318078 人，其中高校数量超过 90 所的只有陕西和四川两省，累计在校

生超过百万的仅四川一省。在西部地区，宁夏、青海、西藏三地在校生人数不足 10

万。

（二）中部地区生均教育事业费和生均公用经费情况



从全国来看，2011 年高校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事业费为 13877.53 元，较

2010 年增长 44.71%，较 2009 年增长 38.45%，这反映出国家对高等教育事业投

入不断加大，教育投入水平显著提高，高校生均教育事业费呈较快增长趋势。但从

生均教育经费数额看,中部各省份普遍没有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仅有吉林省超过了平

均值，其生均教育事业费为 15202.95 元，河北省最低仅为 8676.09 元。从增速上

看中部省份普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吉林省 2011 年较 2009 年增长

145.87%，在中部地区，海南省增速最慢，2011 年较 2010 年仅增长 2.83%。再看

生均公用经费情况，2011 年全国高校生均公共财政公用预算为 7459.51 元，较 2009

年大幅上涨 96.17%。

（三）西部地区生均教育事业费和生均公用经费情况

从西部地区来看，生均教育事业费和生均公用费的增长情况都是较为喜人的。

西部省份中宁夏、青海、新疆、西藏生均教育事业费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其中增

速最快的是宁夏回族自治区，其增速为 182.08%，最慢的是云南省，其增速仅为

23.85%。从生均公用费用来看，青海省增长最快，其 2011 年较 2009 年增长

538.10%，第二名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增长率也超过了 300%，从数据中我们不难发现

西部地区生均教育公共经费普遍较高，达到全国平均水平的地区也较多，其中宁夏

回族自治区为 21374.01 元，超过全国平均值的 65.1%，成为西部生均公用费用最

高的地方。

二、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投入存在的问题

（一）高校经费投入不足

通过 2011 年生均数据可以发现，中西部地区尤其是中部地区生均高等教育经

费较低，以湖北省为例，作为教育大省的湖北省生均经费不足全国平均水平，对比

2010年与 2009 年数据，湖北省生均公用费用始终在低位徘徊，这反映出湖北省教

育经费投入的不足。湖北省高校教育经费投入不足的现象普遍存在于东西部地区，

高校生均公用经费不足的主要原因在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较东部地区滞后。地

方财政在发展当地经济之后难以承担高校建设与营运费用，高校经费较少，历史欠

账较多。同时国家转移支付力度不够，相比部属院校对于地方高校的投入较少，所

以导致中西部地区生均经费普遍落后于全国水平。



（二）高等教育公用经费占事业性费用比例过低

高等教育公用经费投入的大小直接决定了高校投入水平的高低，也反映了高校

教育教学水平质量的高低，所以公用经费是学校完成教学任务、保证教育质量、实

现培养目标的根本保障。高校生均事业费包括生均人员经费和生均公用经费两项，

通过数据不难发现生均公用经费占生均事业费的比例过低，这意味着有大量的经费

投入不是用于购买高校的仪器设备或是图书。在数据中 2009年中西部地区生均公

用经费占事业费比例大约在 35%左右，有近过半的费用用于了人员的工资和福利开

支，中西部地区的教学科研设备投入严重不足，导致了教育水平的落后。

（三）公用费用结构不合理

高校财政预算内生均公用经费是指按在校生平均的用于教学业务与管理、教师

培训、实验实习、文体活动、水电、取暖、交通差旅、邮电、仪器设备及图书资料

等购置，房屋、建筑物及仪器设备的日常维修维护等方面的实际支出，它包括公务

费及折旧与维护费等。其中公务费是指高校为非教学活动而产生的费用，现今高校

过高的公务费已成为公用费用不合理的重要原因。较高的公务费挤占了公用经费的

支出。同时高校不依据自身实际情况，盲目上马基建项目，利用各种融资平台扩大

学校的规模，不充分考虑融资成本，造成严重负债的同时，需要偿还巨额的利息费

用，高校扩张中遗留下不少老的校区，这些校区没有选择拆除而是继续使用，导致

了折旧费用、维护费用的增加，维护成本的提高挤占了原本购买设备、增加图书的

费用，高校的绿化支出也挤占了部分公务费。

三、优化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投入的对策建议

（一）加大转移支付力度拓宽收入来源

现阶段，地方政府主要负责地方高校经费的拨款任务，而当地政府根据本地经

济发展状况、产业结构等因素来扶持本地高校的发展，这便会造成不同地方教育水

平差距过大，高校同质化严重，所以中央政府应当根据国家产业发展方向要求协调

各地区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缓解中西部地区地方高校资金缺口，使地方政府减小

负担，从而平衡发展高校教育。除了增加政府转移支付的力度外，可以将一定量的

民营资本引入高校科研领域，做到产学研相结合，同时与一些企业签订培养合同，

让企业负担一定的教育培养成本，这将大大缓解高校的财政压力。



（二）加强监督合理安排

要想保证高等教育经费的使用质量，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就必须建立起一套

完整的财政监督考核评价体系，同时提高教育经费执行的透明度，科学合理的使用

教育经费。按照不同的培养方案，科学地制定生均经费投入比例，适当调整公用费

用占事业性费用的比例，针对不同地区不同学校不同专业的情况保证公用经费的投

入比例，确保教育资源按需分配的同时，兼顾中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使教育经

费在监督管理之下科学有效利用，从而促使我国中西部地区的高等教育事业健康、

稳定、可持续的发展。

（三）优化经费支出结构

我国公用费在使用过程之中存在许多不合理的地方，公用费的支出结构有待优

化。在公用费之中，公务费占有较大比重，公务费是指高校为非教学业务而产生的

费用，包括会议费、水电费、绿化维护费等。公务费的来源主要有：在我国各地高

校中，各种大小会议不计其数，随之而来的便是各种名目的会议费；高校不断扩大

教学楼和宿舍规模，水电费等费用不断增加，加重了公务费的开支。针对公务费过

高的情况，应鼓励各高校厉行节约，简化会议数量，提高会议质量，推行无纸化办

公。同时制定相关的支出标准，限定高校购置汽车的标准和采购的数量，对于高校

不断扩建的校区，各高校要整合资源避免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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