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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高校财政专项资金的投入方式%管理机制及产

出效果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

和发展规划纲要!

6515.6565

年#0"我国高等院校在财政专项

资金管理中必须遵循,引入竞争机制"实行绩效评估"进行动态

管理-的方针政策"重点考察财政专项资金投入的有效性"并且

据此分析财政专项资金是否得到有效使用"即国家对于高等教

育的投入是否真正带来了应有的预期效果$本文以医科院校

财政专项资金绩效管理为切入点"分析医科院校在财政专项资

金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据此提出财政专

项资金管理的具体对策"这对于提高高校财政专项资金使用效

率及其改善高等教育质量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高等教育经历了跨越式的发展"财

政性教育经费的投入增长迅速"

6516

年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

投入
6/66

万亿"

651!

年为
6/)3

万亿"

651)

年为
6/0)

万亿"

6513

年为
6/26

万亿$财政性教育经费的大幅度增长有力地

增加了各级教育的入学机会"提高了学生人均教育经费水平"

为教育质量的提高提供了重要的基础$与此同时"国家还从其

他方面进行财政补助"优化高等教育投入结构"改善高等教育

投入的效率&

186

'

$本文研究内容为财政专项资金中的教育专项

经费绩效管理问题"具体指财政部于
651!

年
16

月
!5

日印发

的新/高等学校会计制度0!财会!

651!

#

!5

号#中所规范的财政

补助收入及上级补助收入中的教育专项经费$具体包括如下

两部分)一是财政补助收入科目下核算的功能分类为,教育-的

项目支出补助专项经费(二是上级补助收入科目下核算的专项

资金收入$

有研究从高校专项资金支出绩效评价的特点%成效及存在

的问题等方面进行了探讨"提出了高等教育专项经费管理的评

价体系&

!8)

'

$成建平等&

3

'通过梳理我国高等院校的教育经费评

价体系"认为目前的教育专项经费管理存在重申请"轻管理的

问题"特别是针对当前自然科学领域的绩效考核问题"尚无统

一的标准$因此需要高等学校针对目前专项经费管理存在的

问题提出构建行之有效的绩效评价机制"并且细化分类考评指

标机制及进行预算绩效考评结果等"这对构建专项经费绩效评

估方案"均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也有研究认为"高校专项经

费评价体系的构建不仅可以优化高等教育资源的支出结构"同

时还可以避免教育资源的低效率投入"尤其是目前教育资源存

在重复投入%投入小于产出等不合理现象"因此在高校教育经

费的管理中必须使得,绩效与结果相挂钩"预算以绩效为依

据-

&

089

'

$有研究则认为"高校教育经费的管理必须使得资源投

入得到合理分配"并能够体现公平%透明和效率"进而保证高等

教育经费投入在总量%结构及发展的平衡&

782

'

$

从总体上来"目前国内在普通高等学校对教育专项经费绩

效管理的态度%范围%认识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研究"特别是对

高等院校教育专项经费绩效管理体系的构建缺乏系统性及整

体性&

15

'

$本文的研究主要基于医科院校教育专项经费的管理

问题进行梳理和总结"具体从教育专项经费的来源%使用效果

及结果评价等方面进行展开"提出具有针对性和实效性的政策

建议"进而加强教育专项经费的监管力度"提高经费的使用

效率$

?

!

医科院校财政专项资金绩效管理存在的问题

!!

在现行教育专项经费的绩效管理中"主要侧重于教育专项

经费的支出是否符合国家有关专项资金管理的制度要求"在具

体的资金分配中必须和国家政策要求相一致"但事实上各个高

校都有自己的具体情况"因此必须重点关注专项经费支出的总

体规划"特别是它所体现的社会价值和公共效益$

?/?

!

现行绩效管理体系缺乏总体制度的设计
!

根据李佩萍

等&

2

'的研究"现行的教育专项资金支出绩效评价主要是通过设

置静态的财务指标进行测算"其优势在于能够很容易计算出投

入产出比"从而彰显投入的合理程度$但是"教育资源结构有

其内在的特征"高等院校在教师总量%学生总量%教学资源等方

面具有一致性"但在专业门类%教学设施%教学方法等方面都有

所差异$因此在教育专项经费的评估中需针对具体的特点"选

择对应的评价标准进行论证%分析和说明"构建符合专业发展

导向的经费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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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费使用的评估制度亟待改善
!

目前经费评估的主要方

法是收付实现制"它主要是以款项的实际收付为标准来处理经

济业务"并不利于进行资金成本的核算%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

绩效考核$在此情况下"利用权责发生制则能够更好地体现专

项经费的使用特点"权责发生制具体指收入和费用的确认应当

以实际的发生为标准"即一切要素的时间确认"特别是收入和

费用的时间确认"均以权利已经形成或义务已经发生为标准$

权责发生制能够为构建高等学校教育专项经费评价制度提供

技术基础"在具体实施中"必须了解和掌握必要的高等教育专

项经费的基础数据和财务状况信息"它是评价教育经费运行效

率的必要基础条件$从投入的角度而言"权责发生制能够更准

确%更全面地反映一个时期内高等教育专项经费所投入的成

本"并能更好地将成本与绩效成果进行合理的配比"有利于加

强管理者对高等教育专项资金产出和使用结果的责任"从而促

进全面的绩效管理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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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费违规使用行为的查处力度不够
!

因为教育经费在使

用过程中存在信息不透明的现象"许多高校在教育专项资金的

申请和使用过程中"存在项目重复申报%经费虚报冒领的现象"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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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关部门也因为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无法进行有效的查处$

同时"高校的财务部门在项目审批和监督的过程中"也没有形

成行之有效的监督考核机制"使得在教育专项经费的管理过程

中违规使用情况反复发生"许多问题被长期积累下来"没有得

到有效的遏制$

!

!

医科院校财政专项资金绩效管理的对策

!/?

!

强化预算管理"健全预算约束
!

高校根据项目的轻重缓

急"合理分配教育专项资金"按照具体实际情况认真核定部门

预算$依据预算定额标准"建立收支分类体系"约束专项经费

的分配行为"不断提高专项经费的使用效益$高校应结合专项

资金管理办法"对教育专项资金建立专门账户"专款专用"统一

预决算"坚决破除经费共同使用的混乱秩序$同时"应对所有

教育专项经费在年终决算时进行清理"分门别类"按现行的预

算科目进行,对号入座-"进入年度决算"以健全预算约束机制$

!/!

!

实施统筹管理"提高利用效率
!

高校应该根据高等教育

专项经费绩效管理工作的具体要求"准确把握高等教育经费的

绩效管理导向"统筹谋划全局绩效管理工作措施"全面查找分

析绩效管理落实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一方面"相关

管理部门在立项%筛选%论证和审批等流程方面严格把关"缜密

论证"确保教育专项经费的使用能够有的放矢(另一方面高校

应牢固树立,讲绩效%重绩效%用绩效-,用钱必问效%无效必问

责-的绩效管理理念"着力抓好绩效管理工作运行的全程监控"

突出抓好绩效管理指标体系建设%绩效管理办法执行监督%绩

效管理效果评估分析等重点工作"加大绩效管理工作的推进落

实力度$

!/"

!

完善监督机制"加大查处力度
!

对于高校教育专项经费

的合理使用"重点是构建行之有效的长期考核和监督机制"特

别是财务和审计部门应在项目审批和执行过程中做到信息透

明"政策完善"并且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建立教育专项资金管理

系统"使得教育专项资金的每一步使用做到有章可依$同时"

对于违规使用教育专项经费的单位和个人加大追责的力度"如

果造成专项经费损失的"应通过资金补偿机制进行弥补"堵住

资金流向的漏洞和缺陷"使得教育专项经费管理中的违法乱纪

行为得到有效制止$

"

!

结论与展望

!!

对于高校财政专项资金的合理运用和管理"必须在教育教

学和科学研究的具体实践中探索其基本规律"摸清其中存在的

问题和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构建公正公开的绩效管理制度$通

过教育专项经费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的支持和引领作用"建立行

之有效的经费管理机制"实现教育专项经费的精细化管理"使

得专项经费能够有效地配合教学管理和教学运行"有效提升教

育教学的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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