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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本科教育实行收费并轨改革成功后,研究生教育的收费问题也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当前对硕士研究

生教育实行收费制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 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研究生教育收费制度,一是要确定收费标准的原

则, 二是要完善有关的配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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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 ith the im p lem en ta tion o f tu it io n cha rge fo r educa tion o f underg radua tes, top on

the agenda is the po ssibility o f tuit ion charge fo r the educa t ion o f po stg raduates. It is suggested

tha t, at p resen t, there is such a necessity and feasib ility. T he successfu l in stallm en t o f tu ition

charg e sy stem fo r po stg radua te s co rresponding to the cu rren t situ at ion in Ch ina depend s on tw o

facto rs, first ly, the p rincip le concern ing the standard s o f tu it io n cha rg e, and second ly, im -

p rovem en t o f re levan tm easu 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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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指出: “高等

教育是非义务教育,学生上学原则上均应交费。”随

着 1997年本、专科教育实行收费并轨改革成功后,

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 研究生教育的收费问题

也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事实上,在研究生教育阶

段实行收费的改革一直在进行着。从 1993年起,许

多招生单位试行招收自筹经费研究生,即利用导师

的科研经费、学校创收与社会集资 (包括个人出资 )

等多渠道筹措办学经费招收和培养研究生。此后,

国家又试行部分高校招收由用人单位承担培养经

费的委托培养研究生。 经过几年的改革与发展,我

国在研究生招生方面形成了国家计划内招生、委托

培养及自筹经费招生的格局。因此可以说, 自 1993

年起,研究生上学就不再是全部免费了。但是,由于

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 国家对研究生教育实行全面

收费一直未能执行。本文拟针对硕士研究生教育实

行收费制的必要性、可行性及收费改革中应考虑的

一些问题进行探讨,以形成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研

究生招生收费制度。

一、 硕士生教育实行收费制的必要性

1. 符合教育成本分担的原则

根据当代公共经济学理论,教育“产品”兼有公

共品和私人品双重性质。义务教育基本上属于公共

品,教育经费应由政府负担。非义务教育是兼有公

共品和私人品双重特性的“混合品”,与公共品相对

应的国家和社会收益部分, 应由政府或社会负担,

而受教育者个人因受教育而获得的较高收入等部

分,应由学生个人及其家庭承担 [1]。随着毕业生分

配制度与人事工资制度的改革,研究生毕业后可以

凭其高学历的优势到工作、生活条件较好的地区与

工作岗位,获得各种经济和非经济利益, 并惠及家

人和后代。 按照谁受益谁投资的原则,受教育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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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部分培养成本是必要的、合理的。

2. 可以弥补教育经费的不足,扩大研究生教

育的规模

我国是一个经济基础还很薄弱的发展中国家,

教育规模较大,是典型的穷国办大教育。尽管各级

政府都十分重视教育, 但对教育的投入远远不能满

足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与人们求学

的欲望。沿袭了几十年的依赖国家拨款的机制不仅

不能满足社会对教育的需要,也影响了教育自身的

发展。据统计,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世

界平均水平为 4. 9% ,发达国家为 5. 1%,欠发达国

家为 4. 1% ;而我国仅为 2. 3%, 远远低于世界平均

水平 [2]。由于教育经费的不足, 在一定程度上也限

制了研究生教育的规模。 1999年,我国每千人中具

有研究生学历数仅 0. 1%, 距日本、美国等发达国

家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我国尚处于发展中国家阶

段,教育经费短期内难以有较大投入。因此,对硕士

生教育实行收费, 由研究生来承担一部分教育培养

经费, 将不但可以部分缓解教育经费紧张的问题,

而且还能满足越来越多的人接受高层次教育的需

要,使我国的研究生教育适应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3. 有利于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

在研究生教育免费制下,由于社会对研究生的

需求量大,相当一部分研究生认为:学与不学一个

样,学好与学坏一个样。因此,相当一部分研究生在

校只为了混学位, 他们把主要精力都放在打工赚钱

或交朋友等方面。 实行收费制后,这种状况将会有

很大改变。一方面,研究生自己缴费上学,会激发他

们刻苦学习、奋发向上的精神, 调动他们学习的积

极性和自觉性;另一方面,为了学到更新、更多的知

识,研究生也会给学校提出更高的要求。学校为了

招到更多的优秀学生, 必然要加强学科建设,实行

学科、专业结构调整, 优化课程设置, 改进教学方

法。同时,由学生承担一部分教育经费,可以收回部

分教育成本。学校可增加教育投资总量,对教学、科

研所需的仪器和设备进行更新和补充,从而提高办

学的质量和效益。

二、硕士生教育实行收费制的可行性

1. 具有一定的心理承受能力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商品意识的

增强, 人们已经逐步认识到, 知识将成为知识经济

时代的主要资源, 在社会及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

重的作用。人们的思想观念也有了一定转变,逐渐

认识到教育不仅仅是一种消费, 更是一种将来长期

受益的投资。 一些家庭开始把培养下一代,使之接

受高等教育作为家庭投资的一个重要方面。本、专

科招生收费制度的成功实施就是最好的证明。 而

且,研究生大多数来自普通高校的本科毕业生和大

学毕业后已经工作过的在职人员,在年龄上和心理

上已趋成熟,与本科生相比,具有较强的心理承受

能力。

2. 具有一定的经济承受能力

经过 20多年的改革开放, 我国经济建设有了

很大发展,综合国力大大增强, 城乡居民储蓄大量

增加。1999年,我国 GDP为 81 910亿元,而城乡居

民储蓄存款年末余额为 59 621亿元,相当于 GDP

的 73% [3 ]。 2000年我国 GDP达 89 403亿元, 城乡

居民储蓄存款年末余额为 64 332亿元, 相当于

GDP的 72% [4]。在居民收入增加的同时,家庭消费

支出中,教育服务消费所占比例正在逐年上升。据

国家统计局有关部门进行的居民投资意向调查的

结果显示: “储蓄”居第一位, “子女教育”居第二位;

而储蓄的目的, “子女教育”仍居第一位。 从中我们

可以看出广大居民对子女教育投资的重视程度。

1997年,世界银行对 65个超过 100万人口国家的

居民消费结构的研究显示: 人均 GDP达到 1 000

美元, 是居民消费发生结构性变化的第一个转折

点,教育服务消费比例由 6%上升至 7%而成为居

民消费热点 [5]。2000年我国人均 GDP达 7 078元,

按现行汇价计算,我国有近一半人口的地区已进入

居民消费结构性转换期。 由此可见,我国居民在教

育投资上还有相当潜力和经济承受能力。

3. 就业市场对大量高学历人才的需求和较高

的回报率, 为收费制的实行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社会对高学历人才

的需求日趋加强。近几年来,研究生在就业市场上

与本、专科生相比,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总体上呈

供不应求的态势。从就业单位看,不仅高新技术企

业对研究生有明显的需求,即便是党政机关和一些

事业单位也把进人的标准定在研究生层次。从地区

看,不论是经济落后的西部地区, 还是经济发达的

沿海大城市,都对研究生敞开了大门,提出一系列

优惠政策。 有些城市甚至提出毕业研究生不论生

源、专业和院校, 可以先落户再就业。就业市场的需

求推动了最近几年“考研热”的持续升温,报考研究

生的人数每年呈大幅度递增。相对本、专科生而言,

研究生在就业市场上除拥有更多的就业机会之外,

在工资水平上也有明显优势。 在行政事业单位,研

究生在干部选拔、职称评定、工作调动、配偶和子女

的随迁、安置和就业、就学等方面也都有优先照顾。

这些都为研究生教育实行收费制创造了有利的外

部环境。

三、实行收费制应考虑的问题

1. 确定收费标准的原则

建立合理的收费标准是推进研究生教育收费

改革的关键。

( 1)成本有限分担原则。为了维护高等教育的

产业性,必须遵循成本补偿原则。这就牵涉到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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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各受益主体应承担生产成本的份额。 国家作

为受益的主体, 理应分担生产成本的大头,而个人

只能是有限分担。 此外,应考虑到研究生不同于其

它类型学生的特征。研究生既是学生同时又是科技

工作者,一方面接受高层次教育,一方面进行科研

活动。也就是说,研究生在消耗社会资源的同时,也

为社会创造了价值,对学校和社会有一定贡献。 因

此在制定收费标准时应充分考虑到这一点。

( 2) 收费数额因学科、专业、学校和地区而异。

要确定一个合理的收费标准涉及到多方面的因素,

因此国家可以先制订一定的收费幅度。在这个幅度

范围内, 根据专业、学校、地区差异,确定具体的收

费数额。从近几年报考研究生的情况看,考生对学

科专业的选择具有明显的利益驱动性。一些与社会

经济相关的应用性学科,如金融、经济、计算机、外

语、法律等报考人数多, 一些基础性学科,如数学、

物理、历史、哲学等报考人数偏少,有的甚至只能靠

调剂才能招生。因此,笔者认为, 热门专业应实行高

收费,基础性专业低收费。 这样既可以分流一部分

热门专业的考生, 又可以补充一部分较冷专业的生

源。此外,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经济发展不平衡的

大国, 东部与西部、沿海与内地、城市与乡村,经济

发展水平差异明显。一般来说,经济落后地区、非重

点院校的生源较经济发达地区、重点院校不足。 因

此,对经济落后地区、非重点院校应采取政策倾斜

措施,相应降低该类院校的收费标准。

2. 实行收费制的配套措施

( 1)研究生学制改革。我国现行的硕士生学制

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学制长。通常是 2. 5年～ 3年,

这在国际上是少有的。 从国际对等原则看,这种学

制是不经济的。实行收费制后, 由于研究生自己交

学费,为减轻经济负担,研究生会刻苦学习,想方设

法尽早完成学业, 以缩短学习时间。 另一个问题是

学制僵化。一般要求研究生在 2. 5年～ 3年内完成

学业, 毕业时间基本上是一刀切,提前或推迟毕业

都不允许。这样既不利于研究生为做重大课题而延

长学习时间, 也不利于优秀学生提前完成学业, 也

不利于经济贫困学生中途休学去挣学费。基于以上

两个原因,必须缩短硕士生的学制。 结合我国国情

和国际惯例, 硕士生实行两年学制是比较合理的。

( 2) 完善奖学金制度。保证研究生正常学习,

使他们避免因交不起学费而辍学,是研究生教育实

行收费制的根本前提。这就要求培养单位必须建立

完善的研究生奖学金制度。 目前,我国的研究生奖

学金制度在诸多方面都不能适应收费制度的顺利

实施。 主要表现为:奖金额偏少、奖励面偏小、奖学

金的种类不够丰富等。为此,笔者认为: 1)研究生普

通奖学金作为对每位合格入学的研究生 (不包括在

职、定向、委培研究生 )的一种奖励,不应该当作是

助学金。为使该类奖学金真正起到资助优秀研究生

的作用, 应逐渐减少奖励面, 并且增加奖金额度。

2)为奖励品学兼优的研究生,研究生优秀奖学金应

增加奖金额,改为全额奖学金, 即相当于学费总额。

目前有很多社会著名人士、企业在学校设立奖学

金,这是优秀奖学金的重要组成部分。 3)在原有的

普通奖学金和优秀奖学金的基础上,可以设立专项

奖学金,即该项奖学金附带一定条件。享受国家和

各级政府设立的专项奖学金的研究生,要承担一定

的义务, 毕业后到国家重点建设项目、边远地区和

某些艰苦行业工作若干年;享受企事业单位和社会

团体设立的专项奖学金的研究生,同样要履行一定

的义务,毕业后到指定单位工作若干年。

( 3)完善助学贷款制度。助学贷款作为一种国

际通行的助学形式, 已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

受。实行收费制后,贷款制度是保证学生顺利完成

学业的主要手段之一。 1999年夏, 我国出台了《中

国工商银行国家助学贷款试行办法》。实践证明,这

个文件对帮助家境贫困的本、专科生和研究生能够

接受高等教育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在贷款偿

还规定方面仍存在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如规定的偿

还期限虽有所延长 (即还款时间最迟在毕业后第一

年开始, 在 4年内还清 ), 但是这对于就业压力增

大、高等教育的“个人回报率”还较低的当今中国来

说,期限仍定得过短。且偿还方式仍过于单一, 并没

有规定偿还减免情况。因此,为推动研究生教育收

费制度的顺利实施,需要不断完善助学贷款制度,

在偿还期限和偿还方式上进行改革。

( 4)改进“三助”制度。 “三助”即助教、助研和

助管。 研究生可以通过协助教授上课 (包括批改作

业、带本科生实验等 )或者协助教授从事课题研究

(包括收集资料、外出调研等 )以及完成学校提供的

事务性管理工作,来获取一定报酬。 但目前大多数

高校的“三助”岗位少、报酬低, 学生参与积极性不

高,效果不明显。 应结合研究生教育收费制度的改

革,推动高校内部管理体制的改革, 提供更多的“三

助”岗位,并适当提高工作报酬,使担任“三助”成为

研究生获得经济资助的重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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