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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财政预决算数据分析
赵璐　于畅　雷晓

（华北理工大学管理学院，河北　唐山　063000）

摘　要：近年来，伴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飞速提升，直接带动了全国各高校的投入增长比。在这种机遇下，各高校在优化财
务管理体制，紧跟时代步伐。我国大部分高等学校在如何解决预决算管理这方面还存在问题。本文立足于财政预算体制改革的背
景下，通过研究高校体制改革相关的情况，运用预算管理相关的知识理论，以F大学的预决算数据为例，对我国现阶段高校财务管
理的现状以及缺陷之处，进行深入的解剖与分析，并根据具体的情况，提出相应可行的对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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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前期及当前公共政策的不断调整，我

国教育资源的配置模式正在经历深刻变革，投资主体日益多元

化。面对这样的社会背景，高校要想实现发展就必须把多元化的

投资主体稳定，以这个方向来作为财务管理的根本任务，不断提

升自身的财务管理能力[1]。但是，20世纪90年代末的扩招政策使

高等教育资金需求急剧膨胀，高等教育在财政支出序列中已越来

越靠后。因此分析财政经费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分配中存在的问题

尤为重要。

1　F大学预决算分析
1.1　F大学收支规模和构造分析

根据F大学2016年收支决算总表，F大学决算收入共由三项

构成，分别为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和其他收入。F大学2016
年收入总计131,499.20万元，与2015年相比，增加11,210.54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收入95,392.01万元，占总收入的72.54%，增加

608.32万元；事业收入16，107.91万元，占总收入的12.24%，增加

351.19万元；其他收入20,072.39万元，占总收入的15.67%，增加

671.63万元。

图 1　F大学 2016 年决算收入规模及构造（单位：万元）

在整体的数据核对中，不难发现，由于F大学收支决算总表

中关于收入的决算只有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和其他收入这

三占比最大的项目。因此，本文将方向定为对2012-2017年F大学

决算总收入及三项最为主要收入的收入发展变化，总体来进行

局部分析（见图1）。

1.2　F大学财政拨款使用情况
2019 年F大学部门预算收入294,184 万元，比 2018 年增加

67,578 万元，增长30%，其中：财政预算拨款290,456万元、事业

收入3,728 万元（其中：教育收费 3,728 万元）；2019 年F大学

部门预算支出 294,184 万元，比 2018 年增加 67,578 万元，增长

30%。其中：人员支出 67,850 万元、公用支出14,236万元、对个

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595万元、项目支出211,503 万元。 
预算收支增加主要原因说明：2019 年随着学校教育事业

的发展，教职员工以及教学  和科研工作将有所增加，同时学

校将扩大招收硕士及博士研究生，对此基本支出及项目支出相

应增长；部分校园二期建设工程建筑投入使用，新增开办费。

F大学部门预算294,184万元，包括人员支出67,850万元、公用

支出14,236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595万元、项目支出

211,503万元。  
1.3　F大学预决算偏离相关性分析

通过F大学收入和支出预决算偏离度分析来看，收支预决算

偏离度变化趋势总体上来说是一致的。将F大学收入和支出的预

决算中可以看出，F大学的收入偏离度和支出偏离度的相关系数

为0.615，偏离度作为变量进行相关性检验，说明这两者之间存在

一定的相关性。

从数据分析的总体上来看，F大学收入和支出的预决算均出

现了不同程度的偏离，但在仔细的对比和分析各项目下，可以发

现F大学的预决算收支偏离度存在着一定的结构性差异[2]。在核

对总体收入方面，大部分的高校收入项目中，只有财政拨款、事

业收入、其他收入，而其余各项具有很大的不明确性，导致了均

缺失预算数，因此在对高校进行数据分析上，只选取了这三项进

行分析，将其偏离度与F大学总收入偏离度进行明确的比较，并

将分项偏离度的数据进行总结对比。

2　建议
我国是发展中的人口大国，社会的各个方面都需要发展，

但是教育是国家的根本，解决高校财政问题也是迫在眉睫。政府

对高等教育的投资并不经常居于优先地位，但是政府应该提高

对高校财政的关注度。本文通过在各方面对F大学预决算数据的

分析，总体上可以看出，目前我国高校预决算管理还存在诸多问

题。我们要从问题中发现并且解决它，促进教育的发展。在现行

财政体制下，政府投入的教育经费增加的潜力已不大[3]。

3　结论
在对高校在预算执行过程中，发现了种种问题，如果我们不

能适时加以改造，必然会给高校的预算执行效率与合理性产生

严重的影响。无论是从高等教育财政支出绝对额来看，还是从高

等教育财政支出占收入的比重来看，高等教育支出和收入都是不

成正比的。但从均经费来看，高等学校相互之间的差异还是很大

的。规模分析结论矛盾的症结在于高等教育经费增长远远跟不

上教育规模扩张的速度，更难以满足时代提出的教育信息化、现

代化的要求。具体措施要从两个方面入手，首先要健全体制，其

次要有效监督。只有在明确的体制支出规定下，才有一定的执行

准则，也有了规矩，毕竟，无规矩不成方圆。监督也是一项重要

的措施，只有有效的监督才能根本上取得收获。综上两个措施的

有效结合，降低高校预决算偏离度就大有希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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