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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长期以来，高校作为国家财政拨款的事业单位，一切开支都由国家财政承担，

因此，高校在办学过程中仅用预算作为控制指标，只讲究社会效益，不重视经济

效益，更没有成本意识，造成了国有资产的严重浪费甚至被非法利用。随着我国

经济的发展，高校也被推向市场，这要求高校在讲究社会效益的同时也要更加注

重经济效益，考虑高校的长远发展。因此，高校必须重视教育成本，明确教育成

本核算的重要作用，只有这样才能让高校教育更好的服务于社会。目前高职高专

教育作为高校教育的一个分支、一个组成部分，在对国家教育发展推动中起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高职高专教育培养的对象既有其特殊性，也有其社会性。该类院

校培养的学生主要是为了社会的就业、行业的发展而培养的，主要讲究职业教育，

因此高职高专教育不可忽视。高职高专的发展类同于企业的发展，因此高职高专

必须施行相应的成本核算制度与方法。本文主要针对高职高专教育成本核算的问

题进行阐述，在借鉴企业成本会计的原理基础上，提出一些改进建议。 

 

 

 

 

关键词：高职高专；成本核算；成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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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ong-term since,as institutions of state funding, all expenses are undertaken by 

the state finance, therefore, in the process of running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use the 

budget as the only control, only pays attention to the social benefit, do not pay 

attention to the economic benefits, even without the consciousness of cost, caused a 

serious waste of state-owned assets and even illegal use.With the development of our 

national econom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re also being pushed to the market,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 in particular social benefits at the same time also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economic benefits, consider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Therefor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must pay attention to the cost of education, the 

important role of education cost accounting, the only way to make higher education 

better service to the society. At present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as a branch, a part 

of college education, in the national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plays a vital role in 

promoting; the objects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has its particularity, also has its 

social. The class of college students is trained to develop social employment, industry, 

mainly pay attention to occupation education, so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can not 

be ignored. Development as an enterprise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must implement the cost accounting system and corresponding 

method. This paper mainly aims at the practical problems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cost accounting in the analysis, based on the enterprise cost accounting 

principle, put forward some advice to perfect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cost 

accounting. 

 

 Key Word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Cost keeping；Cost sharing；The 

cost of the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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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导言 

1.1 写作背景 

我国实行高等院校学生缴费上学的教育成本分担政策后，政府与高校积极发

展高等教育，努力实现大学教育大众化；在银行信贷资金和民间资本的大力支持

下，高校规模迅速扩大，高等教育超常规发展，高校也像企业一样逐步走向市场，

参与生源、资金等多方面的竞争，其内部环境均产生了根本的变化，社会各方面

越来越关心高校的教育成本、大学收费等相关问题。高校内部管理要求高校在追

求社会效益的同时，还要注重经济效益，应该把企业经济活动中最重要的环节—

—成本核算引入高校，这是高校主动适应市场经济需求，优化资源配置、发展有

特色的高等教育的需要；因此，必须施行教育成本核算，加强教育成本控制，杜

绝不合理支出，减少浪费，建立符合现代高校特点的成本核算体系。在现实中，

诸如此类问题都存在一些弊端并影响高等院校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开展本论题

的研究，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和理论意义。 

1.2 整体构思 

面对日益增长的教育经费和高校巨额的债务负担，高校必须努力降低教育成

本，以保障学校的正常运行经费和偿还债务本息。到目前为止，我国高校仅有教

育经费支出，没有进行教育成本核算，国家也没有系统地教育成本核算方法和标

准；教育部和财政部等相关部门正在积极研究高等院校的生均培养成本的计算和

核算方法。本论文以调查江西省 3 所高职高专院校的学杂费收取、财政拨款、生

均培养成本等情况为出发点，分析高职高专院校的教育成本核算的必要性、可行

性，探讨科学的教育成本核算方法，以达到学生缴费适当、政府财政拨款到位、

学校管理有力、促进高职高专院校科学发展。我国高等教育法明确了高校的办学

主体地位，同时明确了以财政拨款为主，多种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体制。现在高

校办学主体地位的明确确定，要求高校主动进行教育成本核算，强调成本核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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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发挥教育成本核算的作用；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高校被推向市场，

让高校根据市场需求、社会需求来培养专业人才，同时也改变了高校事事依赖国

家的不良传统，高校要想生存发展，就必须树立成本意识，进行教育成本核算，

积极发挥教育成本核算的作用。 

1.3 创新观点 

本文认为高等教育不是一种纯粹的公共产品，而是一种准公共产品①。因此，

办学费用不可能也不应该由政府完全包办下来，应当形成一种政府、社会和个人

共同承担的新型的经费投入机制。高校作为专营教育产品的社团法人，成为独立

核算的经济实体，在追求社会效益最大化的同时，必须改变管理体制及观念；加

强高校教育成本管理，建立健全教育成本核算体系，形成教育成本机制核心，实

现教育成本信息化管理；高校应优化资源配置，实施成本控制，提高办学效益，

然而高职高专院校会计环境的诸多变化，已使现行会计制度已难以适应高职高专

院校发展的需要，其制度性缺陷和缺失成为成本核算无法回避的问题。要想走出

困境，科学实施高职高专院校会计成本核算，必须借鉴企业会计的成熟做法，弥

补和完善高校会计制度，进而针对高职高专院校会计成本核算的特点，构建高职

高专院校教育成本核算体系，从而为各方利益相关者提供真实、可靠的信息，推

动高职高专院校教育事业健康有序的发展。在对高职高专教育成本现状及若干问

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结合高职高专实际，形成一种高职高专教育成本的优化配

置的发展局面，使高职高专教育得到科学健康发展，实现我国大学教育大众化和

高等职业教育的良性循环。 

 

1.4 研究方法 

本文以现代成本会计的基本理论为指导，借鉴国内众多学者的有关高校教育

成本核算、成本控制及成本考核的方法和研究成果，采用理论研究与文献分析相

结合的方法。 

                                                        
①来源：《北方经贸》2010 年第 09 期,中国高等教育融资渠道初探,王欣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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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文献综述 

因为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文化传承、个人发展的重要性,高等教育大众化

和普及化是各国追求的目标,但是大众化和普及化阶段各国实行的高等教育经费

政策各有不同。大部分国家实施了成本分担政策,只有少数一些西欧国家依然坚

持免学费政策；大多数高校和学者都承认在大众化高等教育阶段实施成本分担政

策的必要性,虽然他们普遍认为现行的政策有待于改善；而多数学生及其家庭基

于保护高等教育机会公平的理由反对政府实施的高等教育成本分担政策,尤其是

近年来学杂费的大幅度增长。本文首先从国内外对高校教育成本的研究资料探

析。 

2.1 国内文献综述 

我国的教育成本研究是在国外已有的研究基础上进行的。20世纪80年代初，

我国学术界开始对高校教育成本计量与核算的理论进行研究；国内学者阎达五、

王耕（1989）、王善迈教授都曾在其著作中提出了教育成本的概念；如1989年，

阎达五、王耕在《教育成本研究》一文中认为教育成本①是在培养学生所耗费的

劳动，这里的劳动指的是培养过程中的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全部成本，但是，他

们又指出科研成本不应当计入教育成本；1996年王善迈在《教育投入与产出研究》

一书中指出，教育成本是用于培养学生所耗费的教育资源的价值，或者说是以货

币形式表现的，培养学生由社会和受教育者个人或家庭直接或间接支付的全部费

用；这一概念规定了用于培养学生所耗费的资源才能构成教育成本，投入教育的

各种资源，但如果不是用于培养学生，而是用于其他目的，按照这个概念的定义

则不能构成教育成本。 

在实证分析方面，武汉理工大学王培根教授提出了生均教育成本②的概念和

计算公式；教育成本是指使受教育者接受教育服务而由社会和受教育者个人或家

庭直接或间接耗费资源的价值。而高校教育成本隶属于教育成本，属于会计学的

                                                        
① 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高校教育成本与学费标准制定研究,常京萍、董玲   
② 来源：《高校教育成本：理论基础、计量及其构成，中华会计网校,尤谊、谢娟、张贺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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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畴；高职高专院校教育属于高校教育的一种形式，研究高职高专的教育成本的

相关问题，必须搞清晰高校教育成本的内涵；王教授提出生均教育成本的公式： 
2

1

1

i
i

c n

i
i

T
I

Z

=

=

=



，其中 cI  表示当期教育学生人均成本； iT 表示当期教育的学校

财务成本总和； iZ 表示当期在校学生总数。  

2000 年，袁连生《教育成本计量探讨》①一书中指出，教育成本的概念体系

由两个层次组成：第一个层次是对实际发生或支付的教育资源耗费进行计量分类

而形成的成本概念，主要包括财务成本、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总成本和单位成

木、社会成本和个人成本、经常性成本和资本性成本等概念；第二个层次是根据

教育决策和教育成本分析的需要对教育资源的耗费进行计量分类而形成的成本

概念，主要包括机会成本、变动成本和固定成本、标准成本和责任成本以及边际

成本等概念。 

台湾地区的著名学者——盖浙生教授在其《教育经济学》一书中指出:“教

育活动是一种教育服务，教育成本分为教育生产者的成本和教育消耗者的成本，

教育成本等于教育生产者的成本(直接成本)与教育消费者的成本(间接成本)之

和”。 

在我国，到了十二大提出“注重经济效益是各项工作的一条十分重要的方针

"以后，才开始展开对教育资源效益和教育成本的研究。在国内，比较明显的一

个特征，就是政策引导科研的工作方向和成绩，各方学者从此开始了教育经济的

研究，后续的教育成本的具体研究从此拉开序幕。 

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学术界开始对高校教育成本计量与核算的理论进行探

索，会计学者潘序伦老先生发表《开展“人才会计”的研究》②文中提出，将学

校看作是生产人才的工厂，采用工业企业会计成本核算的方法核算某一科系、某

一班级、某一学生的培训费用，试图将教育成本的成本和产生的效果进行量化；

但人才毕竟不是工厂的商品，核算其教育成本可以，但核算其教育成本的产出有

很大困难。1988年王耕、阎达五在《会计研究》上发表《全日制高校教育成本计

算问题的探讨》，比较全面地探讨了教育成本核算问题；90年代以后有王庆成、

                                                        
①来源：关于高校教育成本问题的几点思考《经济师》，2006年第12期，洪林 
②来源：中国会计博物馆，中国会计名人候选人——潘序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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