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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绩效管理的国外经验可谓汗牛充栋，然而怎样结合

行业特点，找到贯彻执行财政部2013年4月颁发的《关于印发

〈预算绩效评价共性指标体系框架〉的通知》（财预［2013］53

号）文件的突破口呢？截至2013年，我国高等教育事业费拨款

经历了“基数加发展”、“综合定额加专项补助”和“基本支出

预算加项目支出预算”三种模式。这三种拨款模式的特征是

一种“面向昨天”的拨款模式，

不注重资金的使用效率，使得

整个高等教育处于高投入、低

产出的状态，已经不适应高等

教育发展的需求。

预算绩效拨款是“面向今

天”的一种拨款模式，它的主要

特征是以产出和效率为导向，

把资金分配与教育生产联系起

来，使那些培养更多学生和质

量更高的学校得到更多的资

源，因此被看做是解决困扰高

校发展的诸多问题的良药。

一、基于高校预算绩效拨

款模式的预算绩效评价指标体

系构建

绩效拨款是根据高校战略

目标来确定一组绩效指标，根

据绩效指标对高校进行绩效评

价，依据绩效评价结果最后向

大学提供相应的拨款。预算绩

效拨款模式下的拨款额随着预

算绩效评价的结果而变化:预

算绩效评价越好，其所获得的

拨款就多;预算绩效评价差，获

得的拨款数额就相对较小。预算绩效拨款公式的最大意义在

于资金的分配可以和学校业绩直接挂钩，可以促进高校之间的

竞争，促进重点院校的发展，成为现有资源配置方式的补充。

设计预算绩效评价指标是实施绩效拨款的基础。依据我

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现实状况，本文设计了一个高校预算绩效

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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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高等教育发展长期面临一对矛盾：一方面财政投入有限，资源稀缺，另一方面则是普遍存在资源分配不当

的问题。针对财政部今年发布的《预算绩效评价共性指标体系框架》，本文以预算绩效拨款模式为突破口，以期为解决高校

资源配置的上述矛盾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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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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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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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指标

校本部正高教师人数（人）

校本部副高教师人数（人）

博士学历教师人数（人）

其他学历教师的人数（人）

研究生学历教师人数（人）

其他专任教师人数（人）

行政人员人数（人）

教辅人员人数（人）

研究与发展全时人员数（人年）

本年基建完成投资总额（万元）

教育事业经费总收入（万元）

国家教育经费拨款（万元）

地方教育经费拨款（万元）

教育事业收入（万元）

科研经费收入（万元）

其他经费拨款（万元）

学校占地面积（M2）

教学科研及行政办公用房面积（M2）

生活用房及教工住宅面积（M2）

教室面积（M2）

图书馆面积（M2）

实验实习场所面积（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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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Y4

二级指标

博士在校生数（人）

硕士在校生数（人）

本科在校生数（人）

留学本硕博在校人数（人）

本硕博毕业人数（个）

留学本硕博毕业人数（人）

人文社科发表论文（国内）数（篇）

人文社科发表论文（境外）数（篇）

自然科学发表论文（国内）数（篇）

自然科学发表论文（境外）数（篇）

人文社科研究省部级成果奖（项）

国家自然科学奖（项）

国家技术发明奖(项)

国家科技进步奖（项）

省部级科技进步奖(项)

知识产权授权数（项）

技术转让当年实际收入金额（万元）

专利出售当年实际收入金额（万元）

高校声誉和社会影响力

杰出员工和校友影响力

毕业生创新能力和发展潜力

代码

Y11

Y12

Y13

Y14

Y15

Y16

Y21

Y22

Y23

Y24

Y25

Y26

Y27

Y28

Y29

Y31

Y32

Y34

Y41

Y42

Y43

表 1 高校预算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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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立指标体系时，全面考虑高校的职能，即教学、科

研、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按照投入和产出二类，建立高

校财政投入预算绩效评价体系，该指标体系由 7个一级指标

和43个二级指标构成（见表1）。

在基于预算绩效评价的拨款模式中，评价方法的不同直

接导致评价结论的不同，进而导致拨款额度的不同。数据包

络分析法（DEA）是一种定量研究方法，它可以解决多种投入

与多种产出预算绩效评价的评价问题，不需要事先知道或给

出各个投入要素和产出要素的权重值，无需对数据指标进行

无量纲化处理，是解决多种投入与多种产出预算绩效评价的

好办法。

二、基于高校预算绩效拨款模式的DEA评价原理

数据包络分析（DEA）的主要思想是：一个经济系统或者

一个生产过程可以看成一个单元在一定可能范围内，通过投

入一定数量的生产要素并产出一定数量的“产品”的活动。虽

然这些活动的具体内容各不相同，但其目的都是尽可能地使

这一活动取得最大的“效益”。

由于从“投入”到“产出”需要经过一系列决策才能实现，

或者说，由于“产出”是决策的结果，所以这样的单元被称为

“决策单元”（DMU）。可以认为每个DMU都代表一定的经济

含义，它的基本特点是具有一定的输入和输出，并且在将输

入转换成输出的过程中，努力实现自身的决策目标。

三、基于高校预算绩效拨款模式的DEA分析

（一）高校投入产出效率的有效性分析

DEA分析形成三大效率值，分别为：技术效率，纯技术效

率和规模效率。其中：技术效率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

乘积；纯技术效率是由于管理和技术等因素影响的生产效

率；规模效率是由于规模因素影响的生产效率。

一般而言，技术效率值为 1者，则表示最有效率的单位，

即其整体运作上是处于最佳的状况，它反映在给定投入的情

况下各决策单元获取最大产出的能力。纯技术效率可以看出

各部门对于投入要素是否有效地运用，以达到产出最大化，

其值越高表示其投入资源使用情形越有效率。规模效率则表

示该部门的投入项和产出项之间是否达到最佳状态，它反映

了各决策单元是否在最合适的投资规模下进行经营，该值越

高表示规模越适合，生产率也越大。

将降维后的29所首批985高等学校投入产出指标数据导

入DEA计算软件，设置引导文件参数，其中决策单元为29，时

间为 l年，产出指标数5个，投入指标4个。

基于BC2模型的高等学校财政投入产出效率分析结果

得出DMU11、DMU16、DMU17、DMU25四个高校非DEA有效，

其他高校DEA有效。

（二）高校投入产出效率的投入冗余和产出不足分析

当DMU0是非DEA有效的时候，被评价的高校必定存在

产出不足△Y0或投入冗余△X0的问题，即在保持投入要素不

变的基础上可以增加产出△Y0或者在保持产出不变的基础

上可以减少投入△X或。假如S0
-、S0

+和θ0都是规划模型的解，

相对于原来的n个DMU，由（ ， ）构成的投入和产出是有

效的。其中：

=θ0X0-S0
-

=Y0+S0
+ （1）

其中：（ ， ）为第 j0个决策单元对应于（X0，Y0）在DEA

的相对有效面上的投影。则投入冗余量△X0和产出不足量△
Y0各为：

△X0=X0- =（1-θ0）X0+S0
-

△Y0=Y0- =S0
+ （2）

投入冗余率与产出不足率分别为：

η0i= = （i=1，2，…，s）

ρ0i= =

根据上述公式，可以求得各个非DEA有效的决策单元相

对于某有效决策而言，在保持其产出量不变的情况下，可以

计算出对各项指标的投入量进行相应的的调整量或者在保

持投入既定的情况下，可计算出各项指标产出量相对应的调

整量。并且可以对相应绩效上存在不足的决策单元相对于

DEA有效的决策单元而言给出针对性的管理建议。上述29所

首批985高等学校投入产出指标中，有四所高校非DEA有效，

下面选取一所高校进行投入冗余和产出不足分析，见表2、表

3。

从表 2可看出，DMU17高校各项投入因子中无效的投入

比例均达到了 25%，这表明DMU17高校有减少投入增加绩效

的空间最大。从表3可看出，DMU17高校产出不足主要存在于

社会效应因子和国家科研奖励因子 1，该校应在人文社科发

X̂0

Ŷ0

X̂0 Ŷ0

X̂0

Ŷ0

△Y0i

Y0i

S0i
+

Y0i

△X0i

X0i

（1-θ）X0i+S0i
-

X0i

S0i
-

X0i

=1-θ0+ （i=1，2，…，m） （3）

决策
单元

DMU17

投 入 指 标

基本投入因子

其他人力投入因子

地方投入因子

基建投资因子

in1

in2

in3

in4

总
投入

4.928

7.594

5.812

2.336

有效
投入

3.690

5.686

4.352

1.749

无效
投入

1.238

1.908

1.460

0.587

无效投
入比例

25.12%

25.13%

25.12%

25.13%

表 2 非DEA有效的DMU17投入冗余分析

决策
单元

DMU17

产出指标

基本产出因子

学生培养因子

社会效应因子

国家科研奖励因子1

国家科研奖励因子2

out1

out2

out3

out4

out5

实际
产出

2.123

5.547

2.968

1.138

3.516

目标
产出

2.476

5.547

6.873

3.387

3.516

产出
不足

0.353

0.000

3.905

2.249

0.000

提升
比例

16.63%

0.00%

131.57%

197.63%

0.00%

表 3 非DEA有效的DMU17产出不足分析

X̂0 Ŷ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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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论文（国内）数，杰出员工和校友影响力，科技创新重视程

度，网站关注度和舆论影响力，和国家自然科学奖上重点做

出努力以提升整体财政投入绩效水平。

四、基于DEA的高校预算绩效拨款模式新探

高校预算绩效拨款公式的总体目标是对有限的财力资

源进行优化配置，满足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需要，保证高等

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本着这一目标，高校预算绩效拨款公

式在各高校之间的分配标准测算应依据人力，财力，物力投

入对应教学，科研，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产出的绩效，依

据数据包络法下绩效水平建立高校预算预算绩效拨款模式。

设数据包络法下形成各高校预算绩效评价排名为Ni，i表

示各高校在评价中对应的序号，另外，设各高校因子分析法

降维，并经归一化处理后的产出量指数为OUTi，则各高校产

出总量OUTi为：

OUTi= outij （4）

在各高校绩效排名上，由于CCR模型和BCC模型并不

能区分相对有效的DMU，所以我们根据“被参照次数”来进

一步区分有效的DMU的绩效水平。“被参照次数”是针对有

效的DMU而言的，是指在评价过程中，有效的DMU被非有

效的DMU作为参考对象和改进目标的次数。在DEA方法

中，一个非有效的DMU往往会有多个有效的DMU作为参

考，而有效的 DMU 的参考对象就是其本身。一个有效的

DMU出现在其他非有效的DMU中的参考集合中的次数越

多，说明该DMU相对有效的稳健度越强。因此，对DEA有效

的决策单元，可依据“被参照次数”进行绩效优劣的排名，“被

参照次数”最高的有效单元排名第一，其他单元以此类推，

形成各高校排名Ni。最后，形成以下预算预算绩效拨款模式，

以C（cash）代表财政部预拨款总额，各高校预算绩效拨款模

式为：

（5）

根据DEA计算软件计算结果中非DEA有效单元，相应

的DEA有效单元投影次数统计，对首批985高等学校中DEA

有效的高校投入产出状况进行了排名。

假定 2010 年财政部预拨高等学校 20 亿绩效资金，以

DMU20 高校为例，DMU20 高校评价排名为 1，产出总量为

21.639 6，则对其拨款额度为（参见表4）：

C20=C

即对DMU20高校可进行绩效拨款 188 263 229元以奖励

并激励该高校在一定投入上获得的教学、科研、社会服务和

文化传承创新的突出成就。其余高等学校以此类推，获得的

绩效拨款如表4所示。

【注】本文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教育研究规划基金项

目“大学绩效预算及其评价模式创新设计”（项目批准号：

10YAZH128）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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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合计

学校
DMU

DMU1

DMU2

DMU3

DMU4

DMU5

DMU6

DMU7

DMU8

DMU9

DMU10

DMU12

DMU13

DMU14

DMU15

DMU16

DMU19

DMU20

DMU21

DMU22

DMU23

DMU24

DMU26

DMU27

DMU28

DMU29

∑
j = 1

k

outij

21.221

13.901

29.018 6

12.026 6

13.317 6

18.585

19.001 5

18.989 9

29.637

22.132

16.267 2

15.682 9

13.176

19.907 4

10.696 5

22.152 7

21.639 6

13.092 1

22.123 6

12.657 8

18.941 8

14.198 8

16.779 5

22.870 5

12.874 3

1
Ni

1/3

1/3

1/2

1/2

1/3

1/3

1/3

1/2

1/3

1/2

1/3

1/3

1/2

1/2

1/2

1/3

1

1

1

1/2

1

1/3

1/3

1/2

1/2

1
Ni
∑
j=1

k

outij

7.073 666 67

4.633 666 67

14.509 3

6.013 3

4.439 2

6.195

6.333 833 33

9.494 95

9.879

11.066

5.422 4

5.227 633 33

6.588

9.953 7

5.348 25

7.384 233 33

21.639 6

13.092 1

22.123 6

6.328 9

18.941 8

4.732 933 33

5.593 166 67

11.435 25

6.437 15

229.886 633

Wi

0.030 770 2

0.020 156 3

0.063 115

0.026 157 7

0.019 310 4

0.026 948 1

0.027 552

0.041 302 7

0.042 973 4

0.048 136 8

0.023 5873

0.022 74

0.028 657 6

0.043 298 3

0.023 264 7

0.032 121 2

0.094 131 6

0.056 950 2

0.096 237

0.027 530 5

0.082 396 3

0.020 588 1

0.024 330 1

0.049 743

0.028 001 4

1

Ci

61 540 478

40 312 624

126 230 045

52 315 351

38 620 775

53 896 131

55 103 972

82 605 499

85 946 711

96 273 540

47 174 557

45 480 098

57 315 207

86 596 596

46 529 456

64 242 390

188 263 229

113 900 489

192 474 001

55 061 053

164 792 530

41 176 238

48 660 216

99 485 993

56 002 821

2 000 000 000

表 4 各“985”高校绩效拨款表

21.639 6
229.886 633

1
Ni
∑
j = 1

k

outij

∑
i = 1

n 1
Ni
∑
j = 1

k

outij

=2 000 000 000× =188 263 229

Ci =C

1
Ni
∑
j = 1

k

outij

∑
i = 1

n 1
Ni
∑
j = 1

k

outij

∑
j = 1

n

金额单位：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