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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高等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高等职业教育极大地推动了高等教育由

“精英化”到“大众化”的历史性跨越，10 年间培养了经济社会所需的数以千

万计的高技能人才。然而，高职教育迅速发展的背后，办学规模小、基础设施条

件差、教育经费来源不足、筹资渠道单一、筹资难等等问题，一直未能很好解决，

高职教育办学经费资源短缺直接困扰着高职教育的持续稳定健康有序地发展。高

等职业教育原有薄弱的软硬件设施与新形势下的高等职业教育所倡导的教育模

式以及高等职业教育快速发展之间的矛盾逐步凸显。因此，改变传统的“财政经

费拨款+学费收入”的二元的经费来源模式，探求高职教育经费筹集多元化发展

模式，拓宽高职教育的准市场化筹资渠道，优化高职教育的筹资环境已成为促进

我国高职教育长远发展的首要任务。 

本文采用规范性方法与实证法相结合，研究思路是从高职教育的准公共产品

性质出发，在全面分析我国高职院校资金来源情况及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借鉴国

外先进经验，结合高职院校的性质和特点，尝试着针对问题、探究高职院校筹资

的准市场化渠道优化管理的策略。本文共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介绍了

本文的选题背景和选题意义，阐述了研究高职院校筹资管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并确定论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第二部分阐述公共产品理论，研究高职教育

产品性质与准市场化筹资的关系，并介绍了国外高职教育的筹资模式。第三部分

主要是对当前高职院校筹资现状与存在问题的分析。第四部分提出我国高职院校

筹资管理优化的策略。第五部分以 M 学院为例进行筹资案例分析。 

 

关键词: 高职；  筹资；策略； 准公共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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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higher education cause,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has 

greatly promoted the higher education to a historical step from elitistation to 

massification and has trained millions of highly skilled personnels for our economical 

society in the past 10 years. However, 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cause, there are some difficulties such as small-scale schools, poor infrastructual 

facilities, lack of education fund, unitary financing channels and financing problems 

which havn’t been solved in a proper way so far. Amony these, the poverty of 

financing sources brings direct trouble to the stable and sound advancement of the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Besides, there is a increasingly sharpeng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old, weak facilities and the educational mode in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situation. Therefore, on the way of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uon, it is a primary task to change the traditional binary mode 

“Governmental Allocation + Tuitional Income”, to explore a muiltiple development 

pattern, widen the market-based financing channel and optimize the environment for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Proceeding from the quasi-public product qualificat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this paper conducts a thorough analysis about the funding sources and 

problems by combining normative and empirical method. In the meantime, it uses the 

advanced experience of foreign coutries on the basis of the qualities and features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ttempting to solve the problems and studing the 

optimized managerial strategies of market-oriented channels. The dissertation consists 

of 5 chapters. Chapter 1 introduces the background and significance of this thesis, 

expatiates on the necessity and importance of financing management for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also confirms thought and methodology of the study. Chapter 

2 explains the theory of public product, studie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its property 

and market-based financing, additionally, it discribes the financing model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abroad. Chapter 3 makes a detailed analysis on financing present 

and existing problems. Chapter 4 puts forward some strategies to optimize financing 

channels of our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n the last chapter, 

it does a case study on the financing of M college. 

 

Key Words: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Financing; Strategy; Quasi-Public Pro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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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1.1.1  选题背景 

高职教育，即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其既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职

业教育的高层次教育，是大学教育和职业教育的“交集”。在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

的历史性跨越进程中，高职教育起到了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自 1995 年我国政

府正式提出了“科教兴国”战略指导思想以来，我国高职教育迎来了发展的机遇，

呈现良好态势，这大大缓解和改善了高等教育资源的极度短缺状况。继 1999 年

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作出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决定后，高等职业教育更是

进入了蓬勃发展阶段，经过十多年的实践和建设，办学规模不断扩大，教育质量

和社会服务水平不断提高，“10 年间培养了 1300 万高素质的技能型人才和技术

应用型人才”①，这较好地满足了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的迫切需求，为经济社

会发展和高等教育改革作出了重要贡献。据教育部统计，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

逐年上升，“到 2009 年全国独立设置高职院校 1215 所；招生数达 313.4 万人，

与本科招生规模大体相当；在校生 964.8 万人”②，在校生比 1999 年增长了 8.2

倍，高等职业教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透过繁荣表象的背后，当前高职教育实则面临诸多困难，如筹资难、

占地少、规模小、办学条件差等等，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直接困扰到高职教

育的健康有序发展。高职教育仍然是“我国教育事业的薄弱环节”③，整体吸引

力不强。2010 年 2 月公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公开征求意见稿）指出“我国教育投入不足，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尚未完

全落实”，而处于弱势地位的高职教育更是资金短缺，困难重重。其实早在 2005

年 10 月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05〕 35 号）

就指出“从总体上看，职业教育仍然是我国教育事业的薄弱环节，发展不平衡，

                                                        
①见《中国高等职业教育年度报告（2009 年）》，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②见《中国高等职业教育年度报告（2009 年）》，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③见《教育部关于推进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指导意见》（教职成[2011]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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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不足，办学条件比较差”，这些很大程度归结于办学资金的不足，这严重制

约着高职教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探索筹资之道势在必行。 

在高等职业教育蓬勃发展的同时，高等职业教育原有薄弱的软硬件设施与新

形势下的高等职业教育所倡导的教育模式以及高等职业教育快速发展之间的矛

盾逐步凸显。归根结底就是高职教育事业跨越式的发展所需的资金严重不足，资

金短缺成为高职教育事业大发展的瓶颈，与之密切相关的筹资管理也随之面临着

新的形势、新的挑战。其实，早在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中国教育改

革和发展纲要》中就指出“必须充分发挥各级政府、社会各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办

学积极性，坚持以财政拨款为主、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但时隔多年，财政拨

款和学杂费仍是主要收入，其他收入少之又少。目前，财政经费投入不能满足高

等职业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④；学费水平也受到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限制，难以

提高⑤；学生欠费严重，追缴存在困难⑥；且一向被看做“次等教育”的高职院校

的财务部门向社会融资十分有限甚至是没有⑦。而高等职业院校绝大多数都是近

年来在国家倡导大力发展高职教育的背景中新建、成人高校整合或中专院校升格

组建而成的，办学管理理念尚未转化，财务管理压力巨大，原有基础能力较差，

实习实训基地条件不足，师资队伍建设等等还不能满足教育部人才培养工作水平

评估的要求所需的大量投入。这些不容忽视的问题能否改善很大程度取决于现时

政策体制环境中的高职院校的筹集资金的能力。资金的筹集是高职院校开展经济

活动的首要环节，也是高职院校财务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高职院校的经费来源

主要包括教育经费拨款、教育事业收入、科研事业收入和其他收入。政府财政拨

款和学杂费是高职院校资金来源的主要渠道，其中，财政拨款基本上用于学校人

员工资的支出，不可能有结余；收取的学费中，国家明文规定必须不少于25%用

于返还学生，不少于20%用于弥补教学经费的不足，不少于1%的比例用于毕业

                                                        
④《国家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规划（2010-2015 年）》指出，高职教育存在的问题有经费投入严重不足，生均

财政拨款标准亟待建立。 
⑤ 《二〇〇六年：中国教育的转型与发展》蓝皮书指出，中国高校收费状况仍令人不满，八成公众不认可

现有的高校学费标准。近 18 年来，国民人均收入增长不过几倍，但大学的收费却提高了 25 到 50 倍！大学

的高额收费一涨再涨。 
⑥ 对来自全国 103 所高校的国家教育行政学院第 23 期高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所作的问卷调查，调查显示，

在 35 所部属院校中，无一例外地存在欠费问题，有 20 所院校欠费呈上升趋势，占调查院校的 57. 14%。在

6 8 所省属院校中，只有 1 所学校不存在欠费，其余 67 所即 9 8.5 3%的院校均不同程度地存在欠费问题，

有 52 所院校欠费呈上升趋势，占所调查院校的 76.47%。 
⑦ 《国家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规划（2010-2015 年）》指出，高职教育存在的问题有以举办者为主的多渠道投

入得不到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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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就业指导⑧，只剩54%的学费收入，这部分既要用于学院的行政运转，又要

用于学院的实训基地等各项建设，那是远远不够的。科研事业收入很大程度受办

学层次的制约，社会普遍认为高职教育的科研能力远逊于本科教育。高职院校可

从高职教育的准公共产品性质出发思考如何提高筹资管理水平，如何拓宽筹集资

金的准市场化渠道，如何改变传统观念积极向市场筹资，如何努力增加收入以缓

解高等职业教育资源紧张的矛盾，努力提高办学效益。这即是本文研究的主要内

容。 

1.1.2  选题意义 

高职教育的准公共产品性质对于研究高职院校的筹资管理优化策略颇有意

义。对高职院校筹资的准市场化途径优化管理的问题展开研究，首先是当前高等

职业教育快速发展的客观需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全国 95%的地市至少

有一所高职院校，在众多高职院校的激烈竞争中，高职院校要向“内涵式”发展，

要提高教育质量，创办自己的特色，提升核心发展力，没有资金的足够筹集，一

切发展都是纸上谈兵，高职教育事业就无法实现健康快速发展。筹资水平体现着

一所高职院校争取资源的能力和配置资源的水平，筹资管理水平的好坏直接影响

着高职学院的财务状况，乃至学校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能力。随着高

等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国家提倡大力发展职业教育，高职院校原有的筹资

管理体制已经凸显了一系列的问题，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目前，我国高等

职业教育系统有限的资源投入与高效益地实现高职教育总目标之间的矛盾是高

等职业教育管理的基本矛盾。一方面，国家财力有限，对高等职业教育的经费拨

款十分有限，高等教育资源稀缺；另一方面，高职学院的办学条件和教学实训质

量亟待提升。现有的资金捉襟见肘现象已严重阻碍了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在各个方

面的长远发展。探讨如何优化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资金的来源管理，以适应我国高

等职业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的需要。 

其次，对高职院校筹资管理优化策略的研究，提高高职院校财务筹资管理水

平，也是满足教育部关于高等职业教育水平评估要求的现实需要。2004 年，教

                                                        
⑧ 见《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全面开展高职高专院校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的通知》（教高厅〔2004〕16 号）

文中高职高专院校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指标等级标准及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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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部正式发布《高职高专院校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方案》，建立了高等职业教

育评估制度，旨在规范高职院校的办学行为，保证人才培养质量。水平评估的结

果直接影响院校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以评促建，以评促改，水平评估将促进

高职院校包括筹资管理在内的办学综合管理理念的提升，推动高职高专教育的持

续健康发展。高等职业教育质量的改进，需要实训基地的建设，需要师资队伍的

建设。这些归根结底需要资金来源，因此争取尽可能多的经费支持，将有限的资

源进行优化配置，使其发挥更大的效益，才能满足高等教育健康持续发展的需要，

才能实现培养高质量的技术人才的目的，因此，进一步从准市场化的角度优化筹

资管理，筹集足够的办学经费，提升财务综合办学水平成为当前高等职业教育办

学水平上层次的前提和关键。 

目前，现存研究文献对于国内有关高等院校融资渠道及模式的研究虽然较

多，但主要面向普通高等教育开展研究，专门针对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发展经费问

题的研究还严重缺乏。一方面高等教育的成本分担与补偿政策在中国开展的历史

较短，理论尚未完全形成体系；另一方面由于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很多只有十几年

的发展历程，受重视程度不高，学者多以普通高等教育经费问题为出发点、着眼

点，而对于高职教育的一些特有问题未能详实说明，以致长久以来取得的实质性

进展不大。因此，有必要通过本课题研究，对高职院校的资金现状进行客观地分

析研究，建立一种保证高职院校正常资金需求的有效机制，解决高职教育急剧增

长的办学资金需求与筹资有限资金严重匮乏的两难境地，促进高职教育事业健康

发展。 

1.2 研究框架、研究方法 

1.2.1  研究框架 

本文的研究思路是研究思路是从高职教育的准公共产品性质出发，在全面分

析我国高职院校资金来源情况及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借鉴国外高职院校筹资经

验，结合高职院校的性质和特点，尝试着针对问题、探究高职院校筹资的准市场

化渠道优化管理的策略，最后举例说明，对 M 高职学院筹资情况分析。本文框

架如下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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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本文框架 

1.2.2  研究方法 

本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以下两种。 

一是规范性方法。主要是运用演绎和归纳等逻辑方法，对高职院校的筹资管

理理论进行研究。通过对我国高职院校的实际运行情况的分析，结合筹资管理理

论，思考并尝试针对问题、探究高职院校筹资管理优化的策略。 

二是采用实证法。对我国高职院校资金来源的一些问题，如拨款不足、贷款

难等具体问题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这样本书的论点和论据更有说服力。 

1.3 研究的主要贡献 

本文从经济学的层面上讨论我国高职教育发展的经费保障机制，在分析实际

数据的基础上，剖析我国高职教育筹资渠道单一、筹资能力有限而办学经费匮乏

这一不容忽视的困境，并在借鉴国外相关经验的基础上，探讨各种可行的筹资准

市场化渠道途径，最后结合 M 学院案例，在实践中指导筹资工作的开展。本文

绪   论 
选题背景、意义，研究思路、方法 

理论基础及国外高职院校筹资模式 

当前高职院校筹资现状与存在问题分析 我国高职院校筹资管理优化的策略 

举  例 说 明 
M 学院筹资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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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论不仅拓展于教育筹资相关文献的研究，而且对于完善我国高职院校筹资

管理，提高了高职院校筹资方式决策的科学性、严谨性，也具有实践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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