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校在校生规模与事业支出的相关关系探讨

¬  徐联娟

  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必然要求加大教育的

投入, 经费投入后经过使用形成事业费支出。

从传统意义上来看, 高校的教育规模在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在校生人数的多少, 因此, 理论上

说在校生规模应与学校的事业费支出有着直接

关系, 但其相关程度究竟如何? 目前正在试行

高校按学生定额拨款的改革, 高校的哪些支出

与学生规模相关, 如何按照其相关程度制定合

理的定额? 这为我们从理论上进一步探讨高校

在校生规模与各项支出的相关关系提供了现实

意义; 同时, 通过对高校 2000 年和 2001 年的

财务数据的分析, 将为我们进一步分析高校的

财务报表提供指导。

在校生规模数是对高校各类 (专科生、本

科生、研究生等) 学生按一定的标准进行折合

计算后得出的。高校的事业支出主要是教育事

业费支出和科学事业费支出。教育事业费支出

主要是围绕培养学生形成的, 本文选择了教育

事业费支出中的教学支出、业务辅助支出、行

政管理支出、后勤支出、学生事务支出作为对

在校生规模数产生主要影响的因素, 舍弃了离

退休人员支出、其他支出等对学生培养没有直

接影响的因素。当然, 还有许多方面的因素,

由于账目上无法分离或无法量化, 在此不作分

析。首先, 建立在校生规模数与教学支出、业

务辅助支出、行政管理支出、后勤支出、学生

事务支出的正相关关系。因为上述各项支出,

都是学校围绕着在校生的培养和管理进行的,

所以各项费用支出越高, 则应反映出在校生的

规模数越大。

一、数据来源

在全国范围内, 从 34所院校 (包括综合大

学、工科大学、师范大学) 的 2000 年和 2001

年财务决算数据中取得, 参与分析的主要数据

有:教学支出、业务辅助支出、行政管理支出、后

勤支出、学生事务支出、在校生规模数。

变量的设定:

应变量 Y: 在校生规模数;

自变量 X1: 教学及辅助支出 (教学支出和

业务辅助支出相加) ;

自变量 X2: 行政及后勤支出 (行政管理支

出和后勤支出相加) ;

投资者坚持理性投资理念, 对 A 股进行中长期

投资, 并借此改变 A股市场的投资理念, 恐怕

多少有些一厢情愿。

综上所述, 笔者认为, 由于受到我国证券

市场一些内在缺陷的制约, 在短期内 QFII 制

度的实施难以对我国证券市场尤其是 A 股市场

产生根本性的冲击。QFII 进入我国 A 股市场

并不会对 A股指数产生大的利好效应。

根据以上分析, 笔者认为, QFII 制度实施

后对股票市场尤其是 A 股市场的影响应该从两

个方面来认识: 其一, 从长期来看, QFII 制度

以及其它开放政策的实施无疑将对我国包括 A

股市场在内的证券市场产生积极的影响和促进

作用, 推动我国证券市场与国际资本市场的接

轨, 有助于证券市场的成熟与良性发展。其

二, 在短期内, QFII制度的实施效果又受到我

国证券市场内在缺陷的限制, 而这些缺陷又不

可能通过推行 QFII 制度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因此, 加快我国证券市场尤其是 A股市场的市

场化、法制化建设, 完善证券市场功能, 为

QFII 制度的实施提供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 才

能充分发挥 QFII 对证券市场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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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变量 X3: 学生事务支出。

二、数据分析

采用 SPSS for Window s统计分析软件进行

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

11 简单统计特征数据分析

表 1 2000年简单统计特征数据

N Mean Std1Deviat ion M inimum Maximum Range

教学及辅助( X1) 34 228891 68 174451 461 5737 78188 72451

行政及后勤( X2) 34 93071 91 66831 833 1888 29681 27793

学生事务( X3) 34 23961 65 13071 148 768 6323 5555

学生规模数( Y) 34 269261 29 141141 083 10808 61895 51087

表 2 2001年简单统计特征数据

N Mean Std1Deviat ion M inimum Maximum Range

教学及辅助( X1) 34 316791 68 233041 139 8831 111290 102459

行政及后勤( X2) 34 121491 79 82241 274 1976 36486 34510

学生事务( X3) 34 31041 94 17341 575 1100 7130 6030

学生规模数( Y) 34 325171 29 156561 404 13181 69057 55876

  从表 1和表 2 中, 可以看到应变量和自变

量的均值, 2001 年比 2000 年均有了较大幅度

的增长, 在三项自变量中教学及辅助 ( X1 ) 所

产生的变化似乎最大, 且各项数据的标准差较

大。反映随着教育事业支出的增加, 高校学生

规模明显扩大, 但各高校之间在经费投入和学

生规模方面的差异较大。

  21 相关分析
表 3 2000年皮尔逊 ( Pearson) 相关系数矩阵

教学及辅助 ( X1) 行政及后勤 ( X2) 学生事务 ( X3) 学生规模数 ( Y)

教学及辅助 ( X1) 1 01 651* * 01 845* * 01 638* *

行政及后勤 ( X2) 01 651* * 1 01 727* * 01 847* *

学生事务 ( X3) 01 845* * 01 727* * 1 01 806* *

学生规模数 ( Y) 01 638* * 01 847* * 01 806* * 1

表 4 2001年皮尔逊 ( Pearson) 相关系数矩阵

教学及辅助 ( X1) 行政及后勤 ( X2) 学生事务 ( X3) 学生规模数 ( Y)

教学及辅助 ( X1) 1 01 534* * 01 842* * 01 625* *

行政及后勤 ( X2) 01 534* * 1 01 693* * 01 755* *

学生事务 ( X3) 01 842* * 01 693* * 1 01 836* *

学生规模数 ( Y) 01 625* * 01 755* * 01 836* * 1

  * * Correlat 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1 01 level ( 2- tailed)。

  在表 3和表 4 中, 应变量和三个自变量之

间的相关关系比较明显。相比之下, 可以发现

学生规模数与学生事务支出二者之间的相关关

系在增强; 而学生规模数与教学及辅助支出、

行政及后勤支出之间的相关关系则在减弱。这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高校经费支出不再单纯是围

绕在校学生规模数。高校在增加投入扩大招生

规模的同时, 注重内涵、提升质量、优化结

构, 经费投向一些重点学科、改善基础设施和

硬件条件, 全面提高整体办学水平。

  31 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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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2000年样本数据概况

R R Square
Adjusted R

Square

Std1Error

of the

Est imate

Change Statist ics

R Square

Change
F Change df1 df2

Sig1 F

Change

01 899a 01 808 01 789 64851 947 01 808 421 090 3 30 01 000a

表 6 2001年样本数据概况

R R Square
Adjusted R

Square

Std1Error

of the

Est imate

Change Statist ics

R Square

Change
F Change df1 df2

Sig1 F
Change

01 878a 01 772 01 749 78471 273 01 772 331 786 3 30 01 000

  2000年的样本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复相关

系数 R= 01899;
R2 ( R Square ) = 01 808; F ( F Change )

= 421 090。
2001年的样本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复相关

系数 R= 01 878;

R 2 ( R Square) = 01 772; F ( F Change )

= 331 786。

可以认为能够利用此样本数据建立回归模

型, 预测方程是显著的。

表 7 2000年回归模型参数

Unstandardized Coef ficients
Standardized

Coeff icients

B Std1Error Beta

t Sig1

( Constant ) 48431 902 24071812 21 012 01 053
教学及辅助 ( X1) - 01 181 01 122 - 01 224 - 11489 01 147
行政及后勤 ( X2) 11 207 01 247 01 571 41 879 01 000
学生事务 ( X3) 61 259 11 796 01 580 31 485 01 002

表 8 2001年回归模型参数

Unstandardized Coef ficients
Standardized

Coeff icients

B Std1Error Beta

t Sig1

( Constant ) 74181 397 28441619 21 608 01 014
教学及辅助 ( X1) - 01 146 01 109 - 01 127 - 11329 01 194
行政及后勤 ( X2) 01 605 01 232 01 318 21 604 01 014
学生事务 ( X3) 71 200 11 726 01 798 41 170 01 000

  2000年的回归方程为:

Y = 48431 902 - 01181X1 + 11 207X2 +

61 259X3
三个参数中, X2 和 X3的回归系数通过A

= 0101显著水平下的 t 检验, 而 X1的回归系

数的 t 检验不能令人满意。

2001年的回归方程为:

Y = 74181 397 - 01146X1 + 01 605X2 +
71 200X3

三个参数中, X2 和 X3的回归系数通过A

= 01 05显著水平下的 t检验, X1的 t 检验结果

不能令人满意。

三、结果分析

11 背景情况分析

2000年到 2001年, 在校生规模数、教学及

辅助支出、行政及后勤支出、学生事务支出的均

值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 是因为随着改革开放

政策的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 我国

经济持续发展, 促进了社会对高等教育投资的

增加, 也使社会对高级人才的需求持续扩大。

大力推进高等教育的发展, 提高全民族的整体

素质,培养规模宏大的各类高级专门人才队伍,

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1999年,5中共中

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行素质教

育的决定6中指出, 要通过多种形式积极发展高
等教育,到 2010年我国同龄人口的高等教育入

学率要由现在的 9%提高到 15%左右。为了实

现这一目标, 国家决定进一步扩大招生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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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至 2001年连续 3年大扩招, 在校生规模

急剧扩张, 1999年普通高校本专科生人数达到

1591 7万人,比上年增加 471 3% , 在校研究生为

2314 万人, 比上年增加 171 6%。2001 年在

1999、2000年扩招的基础上,又有较大幅度的增

长, 2001年的招生人数比上年增加17%, 相应的

教育投入和支出也有了较大的增长。

各院校之间的差距明显拉大, 是因为国家

的拨款政策在 / 创建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0 的
思想指导下, / 面向二十一世纪教育振兴行动

计划0 资金的大部分投向了国家重点建设高校
和一些重点学校。1999年 1 月 13日, 经国务

院批转实施的 5面向 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

划6 , 在政策措施方面启动了一系列 / 工程0

项目, 对每一个 / 工程0 项目, 中央财政都有
较大力度的资金支持, 大多数高校所在地的地

方政府也有一定的资金予以支持, 特别是 / 支

持创建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0 项目的实施, 使
部分高校和一些重点学科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

点建设, 加快了这些高校和相关学科的发展速

度, 也拉大了与其他学校之间资金投入的差

距。从 1999年至 2001 年, 三年中 9 所重点建

设学校所得拨款均在 10亿元以上。

21 相关关系分析

在校生规模数与教学支出、业务辅助支

出、行政管理支出、后勤支出、学生事务支出

的正相关关系是完全确定的。其中, 在校生规

模数与学生事务支出的相关关系最强。

而回归方程中 X1的系数为负值 (属于剔

除因素) , 也就是说, 在校生规模数完全不受

教学及辅助支出的影响, 这在实际上是不可能

的。造成这样的结果, 是因为现行的高校会计

制度中, 教学支出核算的内容既包含学校维持

运转的基本支出, 也包含学校事业发展的项目

支出,特别是国家/ 面向二十一世纪教育振兴行
动计划0建设项目, 资金投入力度大, 形成的支
出在教学支出中反映, 但该项目资金支出与在

校生规模没有直接联系。同时, 有一些高校由

于/ 二十一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0资金较少或

者根本没有。这就造成各校在校生规模与教学

支出之间的不一致, 形成了在校生规模和教学

及辅助支出之间的关系总体上的不协调。

在近两年的高校财务报表上, 在校生规模

数与事业支出的某些项目之间表现不出很强的

线性关系, 是由于各高校在进行了连续几年的

扩招后,根据学校的资源进行调整, 着力加强学

科建设, 优化人才培养结构和学科专业结构。

一些重点高校的发展已经逐渐从单纯的扩大在

校生规模转向建设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 把发

展的重点瞄准了建设高水平大学这一目标。

31 有待研究的问题和建议
部门预算改革采用零基预算的编制方法,

它要求必须具备一套比较完整的预算定额, 使

预算编制尽可能做到科学、合理。高校按照生

均拨款定额和在校生人数进行拨款, 生均拨款

定额作为编制预算的一项定量标准, 反映在学

生培养和管理过程中发生的相关费用的补偿。

因此, 生均拨款定额的测算, 应尽可能考虑与

学生培养和管理相关的各项支出。在目前, 可

以通过行政及后勤支出和学生事务支出与在校

生规模的相关程度进行测算, 这两项支出基本

是围绕着学生的培养和管理的; 对教学及辅助

支出项目则应进行拆分和细划, 重新分析各细

分后的支出项目与在校生规模的相关程度, 结

合与学生培养和管理有直接影响的因素进行拨

款定额的测算。

目前, 高校财务报表中, 在校生人数是对

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专科生、成教生、

留学生等各类学生按一定的折合系数折算成的

本科生人数。各类在校学生的结构发生了较大

的变化, 按一定的标准进行折合计算后得出的

学生人数是否合理, 也会影响在校生规模和事

业支出之间的关系。应分别核算培养和管理各

类学生所发生的相关费用, 以重新确定本科生

与其它各类学生的折合系数。

高校财务报告是掌握学校财务实力, 比较

学校财务绩效, 监测学校财务风险, 进行财务

评估的分析基础。在对财务报告进行分析时,

应尽可能根据资金投入目标的多样性, 找出资

金投入与目标之间的关系加以统计分析; 在进

行高校之间的横向比较时, 可按照学校类别,

或按照学校规模分别进行统计分析。

高校生均教育成本是为了培养一个学生所

实际发生的各项支出, 它是合理确定拨款定额

和收费标准的重要依据, 也是比较和评价高校

办学效益的主要标准。高校哪些项目支出构成

培养成本, 各项目支出在培养成本中所占比重

多少? 目前在界定和计算上尚存在一定困难。

深入研究在校生规模与经费支出的相关关系,

可为界定和计算生均教育成本提供理论上的依

据和技术上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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