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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尧引 言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我国高等教育实行全面收费后，特

别是 2005年国家发改委颁布了《高等学校生均培养成本监控

办法（试行）》（发改价格［2005］1008号）后，高校教育成本核

算成为理论和实践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目前，理论界和实务

界对教育成本的概念已基本上形成共识，即教育成本是“为使

受教育者接受教育服务而耗费资源的价值，它既包括以货币

支出的教育资源价值，也包括因资源用于教育所造成的价值

损失，前者为教育的实支成本，后者为教育的机会成本”（袁连

生，2000）。从会计学角度来看，教育成本只是那些能够用货币

计量的、为使受教育者接受教育服务而耗费资源的价值，不包

括机会成本。

一般认为，高校教育成本核算主要有三种方法：统计调查

法、会计调整法和会计核算法。在这三种核算方法中，只有会

计核算法才能比较准确地核算分层次、分学科专业的教育成

本，并能较好地满足高校外部、内部对教育成本信息的需求。

由于高校教育成本中大部分是公共教育成本，因此，选择适当

的分配标准和分配方法，将这些公共教育成本分配到各个教

育成本对象相应的教育成本明细科目中，以便分层次、分类别

核算高校教育成本，就显得尤其重要。但是，选择什么，选择一

种还是多种？作为公共教育成本的分配标准，是高校教育成本

会计核算中难点，至今在理论和实务上都未能形成共识。本文

基于新《高等学校会计制度（征求意见稿）》（2009），对高校公

共教育成本分配及其紧密相关的高校教育成本对象和教育成

本项目体系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为准确、分类核算高校教育

成本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 尧 高 校 教 育 成 本 对 象 及 其 代 码 构 建

高校教育成本对象是指归集和分配教育资源耗费的载体

或目的物，即核算“什么”的成本。对于企业而言，成本对象就

是企业所生产的产品。同理，高校耗费资源是为了生产教育产

品，因此，高校教育成本对象也应当是高校教育产品。

袁连生（2000年）认为：“教育产品应是学校提供的教育

服务，以学生接受一学年的教育服务作为教育产品的计量单

位，并作为高校教育成本核算的对象”。笔者认同此观点，但该

观点过于抽象，不便于实际操作。因此，笔者将教育产品简单

地概括为各种分年级、分学历层次、分学科专业的学生。这里，

分年级，类似于企业产品的“产品批次”；分学历层次和分学科

专业，类似于企业产品的“品种、规格和型号”。为了准确地核

算各年级、各层次、各学科专业的教育成本，高校必须建立起

教育成本对象———教育产品（各类学生）的代码体系，设定年

级、学历层次和学科专业的编码规则，通过代码识别各类教育

产品。由于教育部已建立完整的各层次、学科专业分类目录及

代码，因此，除年级编码可按入学年度设置外，学科专业编码

按教育部的学科专业分类目录及代码设置。另外，学历层次代

码，笔者建议按下列规则制定：D———博士生（Doctor），M———

硕士生 （Master），B———本科生（Bachelor），C———专科生

（College Students）。当然，有些高校还有其他特殊类别的学

生，如 EMBA学生、MBA学生、网络教育学生、异地举办的在

职博士生或硕士生等，对这类学生如果有必要，也可单独进行

教育成本核算。于是，可按学历层次和学科专业两个维度设计

“高校教育产品代码矩阵明细表”（参见下表 1）。

表 1中，序号由学历层次代码（字母）和自然顺序数字组

成。建议自然顺序号按高校获得各学历层次招生权的学科顺

序，即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等依次排序（参见表 2），各

学科下再按专业顺序排列。教育产品代码由“学历层次字母代

码”+“学科专业数字代码”组成，如 D020205表示“经济

学———产业经济学博士生”。如果高校每年增加各学历层次的

专业招生，可在已建立的“教育产品代码矩阵明细表”中相应

增加学历层次、学科专业及代码。在每学年进行教育成本核算

前，以高校教育产品代码矩阵明细表为基础，在学历学科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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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前面加上“年级”代码，就形成完整的教育成本对象———

教育产品代码（如代码 2010D020205，“表示 2010 级经济

学———产业经济学博士生”）。

三 尧 高 校 教 育 成 本 项 目 体 系 构 建

高校教育成本项目体系不仅是教育成本确认的前提，也

是公共教育成本分配的基础。高校教育成本项目体系的构建，

一方面要能满足提供重要教育成本内容明细信息的需要，另

一方面应尽可能简化，不能太复杂，否则会增加教育成本核算

的工作量。因此，高校教育成本项目体系层级设置不宜多，一

般设置三级，教育成本明细科目应“少、精、全、晰”。

按照财政部颁布的《高等学校会计制度（征求意见稿）》

（2009），高校费用支出项目分为教学支出、科研支出、其他业

务支出、后勤支出、行政支出、资产折耗、财务费用和其他费用

等大类。笔者认为，可以借鉴企业产品成本项目体系的构建方

法，例如，可把高校视为人才培养的“工厂”，则其教学部门可

视为人才培养的“车间”，图书馆、实验实训中心、后勤部门等

可视为人才培养的“辅助车间”，而党政部门可视为人才培养

的“管理部门”等。

于是，设置“教育成本”一级科目，在“教育成本”下设置

“教学成本”、“科研成本”、“辅助成本”、“行政成本”、“后勤成

本”、“财务成本”、“折耗成本”和“其他成本”八个二级明细科

目。考虑到高校人力资源消耗和日常运行消耗是主要资源消

耗的特点，在“教学成本”、“科研成本”、“辅助成本”、“行政成

本”和“后勤成本”科目下设置“人员成本”和“公用成本”三级

明细科目；在“折耗成本”科目下按资产使用方向设置“教学折

耗”、“辅助折耗”、“科研折耗”、“行政折耗”、“后勤折耗”和“其

他折耗”六个三级明细科目。

四 尧 高 校 公 共 教 育 成 本 类 别 及 其 分 配

（一）高校公共教育成本

高校发生的、与教育成本有关的支出有一个重要特点是

直接计入教育成本的支出较小，而需要进行分摊的公共成本

较多。高校教育成本的这一特点在一定程度上给教育成本的

准确分类核算带来很大的困难。如果某项费用支出能确认为

某一教育产品负担的教育成本，则该费用直接计入该教育产

品相应的教育成本明细科目中；如果某项费用支出被确认为

教育成本，但该费用支出需由若干教育产品分摊，则该费用支

出应先归集到相应类别公共教育成本下某教育成本明细科目

中，学年终了，按适当的分配标准和分配方法再分配记入各有

关教育产品相应的教育成本明细科目中。

高校公共教育成本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教学部门发生

的公共教育成本，简称“院系公共教育成本”，如教学部门的人

员工资及福利费、公用支出、实验室维持费、设备折旧费等，受

益对象是该教学部门的学生；第二类是学校党政管理部门、后

勤部门、图书馆等发生的人员工资及福利费、公用支出、设备

折旧费、房屋折旧费等公共教育成本，简称“学校公共教育成

本”，受益对象是全校学生；第三类是独立校区发生的公共教

育成本，简称“校区公共教育成本”，受益对象是独立校区的全

体学生。

高校会计制度框架下的费用项目分类与教育成本科目体

系构建参见下图。

（二）高校公共教育成本的分配标准

对上述公共教育成本采取怎样的分配标准进行合理分

配，是教育成本核算的难题之一。对此，林钢、武雷等在其所著

的《高等教育成本研究》（2008）中进行了较深入研究，不过很

复杂。他们提出，针对不同费用支出的特点，分别采用不同的

分配标准。如公共“教学支出”、“科研支出”等采用“学分”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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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高校教育产品代码矩阵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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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标准；公共“经费支出、教辅支出、学生支出、后勤支出、资

本性支出”等，一般采用“学生自然人数”作为分配标准。

笔者认为，公共“教学支出”和“科研支出”按“学分”作为

分配标准，虽有许多合理因素，但也存在以下缺陷：一是统计

过程复杂，工作量很大；二是导致各学年教育成本差异很大，

如本科生前三学年学分多，第四学年学分少，意味着前三学年

的教育成本比第四学年的教育成本要多得多，不太符合高校

实际；三是全国大多数高校尚未实行学分制，难以在全国推

广。此外，其他公共教育成本采用“学生自然人数”作为分配标

准，虽有许多合理成分，但也存在不足，比如，博士、硕士、本科

等层次学生，学校为其提供的教学、科研、实验、住宿、图书等

条件是有较大差别的，不能同等看待。因此，从我国现阶段高

校实际情况出发，尤其是在实行高校教育成本会计核算的初

期，选择公共教育成本的分配标准，既要较为合理，同时也要

讲求便于操作。基于此，笔者认为，采用“约当学生人数”作为

各类公共教育成本的分配标准，较为简单、合理、可行。

1援 约当学生人数的系数设置。高校各种学历层次和学科

专业人才培养的教育投入（人力、物力、财力）是不同的，为了

对教育成本核算中公共教育成本进行合理的分配，必须以一

个某类本科生（文科本科生）———一个“约当学生”为基准，然

后分别设置各学历层次、各学科专业的“约当学生折合系数”，

将各类“学生自然人数”折合成“约当学生人数”。目前，国家尚

未对各学历层次、各学科专业的“约当学生折合系数”统一规

定。笔者参照张友棠教授编著的《大学财务预算绩效评价研

究》，设计了下表 2。

当然，由于各学校学历层次、学科专业差异很大，因此表

2中给出的学历、学科“约当学生折合系数”可能不尽合理，这

里仅是“抛砖引玉”。

2援 各类约当学生人数统计。用 Bi表示学历约当学生折合

系数，i=1，2，3，4，5；Cj表示学科约当学生折合系数（当某些

学科内各专业教育培养成本明显差异较大时，还可以设置专

业约当学生折合系数，本文为简化，不再进一步设置专业约当

学生折合系数），j=1，2，···，11，12；S表示某学历层次、某学

科专业的学生年均自然人数，则有：

某学历层次、某学科专业约当学生人数 Aij=S伊Bi伊Cj；

某学院约当学生人数=移该院系各学历层次各学科专业

约当人数= Aij

某校区约当学生人数=移该校区各学历层次各学科专业

约当人数= Aij

全校约当学生人数=移全校各学历层次各学科专业约当

人数= Aij

（三）高校公共教育成本的分配方法

1援计算单位约当学生某类公共教育成本（明细科目）系数。

（1）单位约当学生院系公共教育成本（明细科目）系数=

（2）单位约当学生校区公共教育成本（明细科目）系数=

（3）单位约当学生学校公共教育成本（明细科目）系数=

2援 计算各个教育产品分配的公共教育成本（明细科目）。

（1）某教育产品分配的院系公共教育成本（明细科目）

=该教育产品约当人数单位约当学生院系公共教育成本

（明细科目）系数

（2）某教育产品分配的校区公共教育成本（明细科目）

=该教育产品约当人数单位约当学生院系公共教育成本

（明细科目）系数

（3）某教育产品分配的学校公共教育成本（明细科目）

=该教育产品约当人数单位约当学生院系公共教育成本

（明细科目）系数

（4）某教育产品分配的公共教育成本（明细科目）

=该教育产品分配的院系公共教育成本（明细科目）+ 该

教育产品分配的校区公共教育成本（明细科目）+ 该教育产品

分配的学校公共教育成本（明细科目）

（5）某教育产品学年生均教育成本（明细科目）=［某教育

产品直接教育成本（明细科目）+ 某教育产品分配的公共教育

成本（明细科目）］/某教育产品约当学生人数

限于篇幅，上述公共教育成本分配方法举例说明略去。

一

B-伊伊伊

-

M-伊伊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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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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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及教育产品序号

表3 高校各部门、各层次、各学科专业约当学生人数统计表

编制单位院 学年期间院 年09月01日至 年08月31日 单位院人

院系公共教育成本（明细科目）

院系约当学生人数

校区公共教育成本（明细科目）

校区约当学生人数

学校公共教育成本（明细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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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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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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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高校各学历层次、各学科约当学生人数折合系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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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绿色金融作为现代金融业发展的重要趋势，是推动低碳环保经济的重要动力之一，发展绿色金融对于转变经

济发展方式，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和谐社会有着重要作用。在中原经济区崛起的背景下，河南省面临“三化协

调”及生态环境保护的双重任务，而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提高绿色金融认知度、健全法律法规体系、完善企业征信机制、

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及加强合作、鼓励金融创新等是河南省深入推行绿色金融的可行路径。

【关键词】环境 绿色金融 可持续发展

田 霖渊博士冤

渊郑州大学商学院 郑州 450001冤

河南省绿色金融发展问题探讨

2012年 2月 24日，银监会发布了《绿色信贷指引》，明确

提出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从战略高度推进绿色信贷，加大对

绿色经济、低碳经济的支持，防范环境和社会风险，提升自身

的环境和社会表现，并以此优化信贷结构，提高服务水平，促

进发展方式转变。发展绿色金融首次在政策指引中明确体现，

更加凸显其重要性及趋向性。基于此背景，对于承担经济发展

与环境保护双重任务的河南省，能否抓住和如何抓住绿色金

融的发展契机，对振兴河南经济乃至中原经济具有重要意义

与影响。

一、绿色金融的相关理念与作用机理

“绿色金融”（Green Finance）理念产生于上世纪末，又称

“环境金融”（Environment Finance）或“可持续金融”（Sustainable

Financing）。其涵义界定存在如下三种观点：第一，金融部门把

环境保护作为基本国策，通过金融业务的运作来实现“可持续

发展战略”，从而达到保护环境和促进经济协调发展的目的，

并以此来促进金融可持续发展的金融营运战略；第二，按照

《美国传统词典》（第四版）将其界定为如何使用多样化的金融

工具来保护生态环境及保护生态多样性；第三，将绿色金融作

为环境经济政策中的金融和资本市场手段，在贷款政策、贷款

对象、贷款条件和种类方式上将绿色产业作为重点扶持项目，

从信贷投量、期限及利率等方面给予优先和倾斜的政策，如绿

色信贷、绿色保险、绿色证券等。

五 尧结 语

理论和实践研究均表明，在高校教育成本核算的三种方

法（统计调查法、会计调整法和会计核算法）中，只有会计核算

法才能比较准确地核算分学历层次、分学科专业的教育成本，

并能较好地满足高校外部、内部对教育成本信息的需求。

由于高校教育成本中，大部分是公共教育成本，因此，选

择适当的分配标准和分配方法，将这些公共教育成本分配到

各个教育产品相应的教育成本明细科目中，以便提供分学历

层次、分学科专业的教育成本信息，尤其重要。高校公共教育

成本的分配问题，与教育成本对象和高校教育成本项目体系

等密切相关。于是，本文基于新《高等学校会计制度（征求意见

稿）》（2009），对高校教育成本对象、高校教育成本项目体系和

公共教育成本分配三个关键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

首先，从学历层次和学科专业两个维度设计了高校教育

产品代码矩阵明细表，为分学历层次、分学科专业核算高校教

育成本提供一目了然、层次分明的教育成本对象。然后，在高

校会计制度框架下费用项目分类的基础上构建了三层级高校

教育成本项目体系，这是公共教育成本细化分配和各个教育

产品教育成本明细核算的重要前提条件。最后，根据公共教育

成本受益学生的范围不同，将高校公共教育成本分为院系公

共教育成本、校区公共教育成本和学校公共教育成本三大类，

在此之下，按教育成本明细科目进一步细分，归集发生的公共

教育成本（明细科目）。同时，提出以“约当学生人数”作为公共

教育成本的分配标准，简单、合理、可行，进而具体探讨了各类

公共教育成本（明细科目）按“约当学生人数”作为分配标准的

分配计算公式，从而为准确、分类地核算高校教育成本奠定了

良好的基础。

【注】本文系贵州省民委项目野高校教育成本核算实务研

究冶渊2009冤资助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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