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前，我国高校教育经费来源渠道呈现多样化，主要包

括财政拨款、学费收入、校办产业收入、社会捐赠和银行贷款

等经费来源渠道，这种经费筹集格局打破了传统高校经费来

源的稳定性，特别是银行贷款增加了高校的筹资风险。所以

贷款风险应该成为高校财务预警系统的核心构成。高校建立

完善的风险评价机制是学校生存与发展的必要保证。本文通

过选取财务指标组成的负债融资风险评价体系具有较强的

预见性，在危机发生之前具有明显的预警作用。在相关财务

指标基础之上建立的负债融资风险预警模型对合理评价高

校负债融资产生的财务风险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有助于高校

在财务风险发生的初期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应对风险，将风险

带来的损失降到最低程度，也便于高校根据现实的财务状况

安排资金，制定切实可行的贷款计划，合理安排资金使用，减

少不必要的浪费，这对于防范贷款风险的发生有积极意义。

一、高校负债融资风险预警指标体系的设置原则

1. 客观性原则。要真实呈现高校财务报表的内容，客观

评价高校的财务风险，就要求所选取的指标具有客观性，这

些指标要能够满足高校财务工作的需要。

2. 整体性原则。所选取指标要能对高校的财务风险进行

全面评价，既不重复又不遗漏。单一指标的局限性使其不能

对贷款风险进行综合评价，要从整体上反映高校贷款的风

险，就要建立多个财务评价指标来综合反映高校的贷款风险

状况。

3. 通用性原则。即所选取的指标要具有可比性。所选指

标除了能够反映自身财务风险程度，对其他高校的风险程度

也要能进行合理评价，这样便于对同一时期不同高校的财务

风险状况进行比较，也便于对高校自身不同时期的财务风险

程度进行比较，评价高校对风险控制是否有效。即所选指标

既要满足横向可比，也要能够纵向可比。

4. 可行性原则。所选指标要考虑原始数据是否容易获

取，指标的数据大多来源于高校财务报表及其他相关辅助资

料。对于无法获取原始数据的指标应该排除在外，不仅要考

虑所选指标的完整性，也要考虑这些指标的计算是否具有可

操作性。

5. 动态完善原则。对于高校财务风险一般是评价其一段

时期内的大小，但是这一评价只是暂时性的，所选取的指标

也不是一成不变、永远适用的。往往观测时间越长，所反映的

财务状况也就越真实，因此要客观评价高校的财务风险，就

须在高校发展的过程中不断补充和修正所选取的评价指标，

才能适应未来高校发展的需要。

二、高校负债融资风险预警指标体系的内容

本文在上述指标体系建立原则的指导下，选取了 22 个

财务指标，分别从高校的偿债能力、资金运行绩效、资金支付

能力和发展潜力四个方面建立高校财务风险预警指标体系。

这些指标的计算有利于评价高校偿债能力的大小、资金运营

能力的强弱、资金管理水平的高低和高校发展后劲的大小，

便于简单评价高校的负债风险。其具体内容如下：

1. 偿债能力指标。高校是否具备按期偿还债务的能力和

稳定的发展趋势，对突发的风险能否灵活应对，可通过高校

偿债能力指标来衡量。高校偿债能力指标主要包括 7个二级

指标，如表1所示。

2. 资金运行绩效指标。该指标着重反映的是高校资金管

理能力的强弱。高校的资金管理能力越弱，发生财务风险的

可能性越大，反之，资金管理能力越强，发生财务风险的可能

性越小。可通过5个二级指标来评价高校资金的管理水平，具

体如表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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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流动比率

债务
负担率

现金
负债率

资产
负债率

收入负
债比率

已获利
息倍数

长期负债
占全部负
债比率

计算公式

流动比率=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100%

债务负担率=（累计贷
款余额÷当年年度总收
入）×100%

现金负债率=（年末现
金余额÷年末累计贷款
余额）×100%

资产负债率=高校负债
总额÷高校资产总额×
100%

收入负债比率=负债数
÷总收入

已获利息倍数=（年度
收 支 结 余 + 利 息 费
用）÷利息费用×100%

长期负债占全部负债
比率=长期负债÷全部
负债×100%

指标涵义及临界值

该指标反映高校短期偿债能力的大小。该指标值越大，高校偿债能力越强，反之其偿债能
力越弱。流动比率为2时，高校偿债能力较为合适，其预警临界值为1.5

该指标衡量高校还贷能力的强弱，也反映了高校贷款风险的程度。该指标值越大，高校债
务压力越大，反之其债务压力较小。但是该值过小则意味着高校对外筹资能力较弱。本文
认为我国高校未偿贷款的债务负担率以 35%~ 70%为宜

该指标衡量高校偿还短期债务能力的大小。该比值越大，高校短期偿债能力越强，短期内
发生财务风险的可能性越小。一般认为该指标略高于1.5较适宜，低于1.5时就应该引起注
意，说明高校短期偿债能力逐渐减弱，其预警临界值为1，比值低于1.5时应及时发出预警

该指标反映高校长期偿债能力的强弱。按照行业规则，高校的资产负债率应该被限制在
40% ~ 60%之间。该指标过低或过高对债权人和债务人都不利。当该指标值大于 60%时，意
味着高校财务状况开始恶化了，面临财务危机，应发出预警信号，其预警临界值为0.6

该指标反映了高校在不考虑除债务之外的其他支出情况下的偿债能力。该指标值一般以
0.5为宜，其预警临界值为0.5

该指标值反映高校按期偿还债务能力的大小，即对债务保障程度的大小。该指标值越大，
到期偿还债务的可能性就越大，还债能力越强；该指标值越小，到期偿还债务的保障程度
越小，债务的偿付能力越弱。一般认为该指标值至少不能小于1

该指标值越大，表明高校还债时间比较充裕，还债压力和财务风险较小；该指标值越小，表
明高校还债的期限越短，面临的财务风险也就越大。该指标不宜过高，一般应在20%以下。
其临界值为0.2

表 1 高校偿债能力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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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经费
自筹率

固定资产
增长率

应收及暂
付款占年
末流动资
产比重

招生计划
资金比率

资产收入
比率

计算公式

经费自筹率=自筹资金
收入÷全年总收入

固定资产增长率=（本
年固定资产-上年固定
资产）÷上年固定资产

应收及暂付款占年末
流动资产比重=（应收
及 暂 付 款 ÷ 流 动 资
产）×100%

招生计划资金比率=本
期招生实际收费数÷本
期招生应收费数

资产收入比=收入总
额÷总资产

指标涵义及临界值

该指标体现了高校对财政性拨款的依赖程度，也反映了高校自筹经费能力的大小。该指标值
越大，说明高校自筹资金能力越强，对财政拨款依赖度越小，有足够的能力获取所需资金，发
展动力充足。反之，则说明高校自筹经费能力较弱，对财政拨款依赖度较大。其临界值为0.4

该指标反映高校固定资产的增长速度以及在固定资产建设过程中对资金的利用情况。该指标
预警临界值的设定和高校规模有很大关系，但是该指标值不宜过低，一般认为其预警临界值
为1较为适宜

该指标主要衡量高校资金运营效率和高校财务管理水平。该指标值越大，说明高校财务管理
水平欠佳，资金运营效率不高，发生财务风险可能性较大。其预警临界值为0.5。该指标值低于
0.5时，说明高校资金使用效率较高，资金管理水平较好，发生财务风险的可能性较小

实际反映学费拖欠情况及高校收取学费的能力，也从侧面反映了高校财务管理的水平。该指
标值越高，说明高校学费拖欠越严重，催缴学费能力越弱，财务风险就越大。该指标的正常值
应为1，其预警临界值为1

该指标反映单位资产带来价值的多少，也反映高校收益能力的大小。该指预警临界值为0.5。
该指标值高于0.5时，说明定额资产带来的收益多，资产使用率高，财务风险小。该指标过低，
意味着对投入的资产没有合理利用，收益能力差，存在隐形浪费现象，会增加财务风险发生的
可能性

表 2 资金运行绩效指标

指标

现实支付
能力

支出
收入比

潜在支付
能力

年度总收
入与总支

出比

计算公式

现实支付能力=年末货币
资金数÷全年月平均支出

支出收入比=（学校本年
度经费总支出÷经费总收
入）×100%

潜在支付能力=（年末货
币资金+年末应收票据+
年末借出款+年末债券投
资-年末借入款-年末应
缴财政专户-年末应缴税
金）÷全年月平均支出

年度收支比=年度总收
入÷年度总支出

指标涵义及临界值

该指标衡量高校货币资金的周转速度。该指标标准应当按照高校的实际情况来设定，指
标值越大，表明现实支付能力越强；反之则越弱，过低则应该引起注意。其预警临界值为
3。该指标值在3以下就意味着无支付能力，应尽可能压缩开支，增加货币资金存储

该指标的预警临界值为1。该指标值在1以内，说明高校财务状况良好，如果该指标大于
1，说明高校已经入不敷出，产生了赤字，以前结余的资金也被动用，财务状况逐渐趋于
恶化，财务运转发生困难。该指标值越大，财务危机越严重，应当引起高校足够的重视

该指标反映高校资金的周转速度，是对现实支付能力的必要补充。该指标值越大，表明
高校的潜在支付能力越强，未来资金支付空间大，财务风险发生可能性较小；反之则支
付能力弱，未来资金支付空间不足，财务风险发生可能性较大

该指标衡量高校使用资金效率的高低以及高校财务管理水平的强弱。其预警临界值为
1。该比值大于 l时，说明高校财务管理良好，财务运转正常；反之说明该高校财务状况不
佳，资金使用率较低，财务管理存在一定问题，应引起重视

表 3 资金支付能力指标



3. 资金支付能力指标。在负债融资的情况下，高校越来

越重视现金流量的分析，它也构成了高校财务风险评价指标

体系的一部分，主要包括4个二级指标，具体如表3所示。

4. 发展潜力指标。高校的发展潜力直接关系着高校未来

的发展方向及未来发生财务风险的可能性。高校发展潜力越

大，发展动力越充足，出现财务危机的可能性就越小，反之就

会缺乏发展后劲，未来财务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能够

反映高校成长潜力的二级指标主要有6个，具体如表4所示。

但是，上述对高校贷款风险的评价指标都是基于高校资

产负债表进行的分析，在进行这一工作时应该注意到高校执

行的是《事业单位会计制度》，其核算采用的会计原则与企业

有明显区别，高校如果也采用资产负债表所列的资产负债数

据进行分析，可能会造成一定的错误。在实际工作中，高校应

该结合自身的情况科学灵活地计算相应的财务指标，保证计

算结果的准确性和有用性，为合理评价高校的贷款风险提供

保障。

三、高校负债融资风险预警模型的建立

通过上述财务指标的计算，只能较为片面地从某一方面

对高校的财务状况及风险程度进行评价。因此需要在上述计

算结果的基础上采用一定的方法对贷款的风险程度进行综

合评价，即采用高校负债融资风险预警模型，该模型能够对

风险的严重程度予以量化，得出的评价结果更为客观和全

面。高校负债融资风险预警模型主要由风险预警个体指数和

风险预警综合指数两部分构成。

（一）高校负债融资风险预警个体指数

1. 高校负债融资风险预警个体指数计算。

（公式1）

其中，各预警指标的实际值主要根据上述高校负债融资

风险预警指标体系的内容来计算，其数据来源于高校财务报

表。计算的贷款风险预警个体指数为正数时，表示安全系数；

若为负数时，表示预警指数。根据计算得出的各预警个体指

数分别为Ci（i=1，2，…，7），Zi（i=1，2，…，5），Pi（i=1，2，…，

4），Fi（i=1，2，…，6）。

2. 各指标权重的确定。本文运用序关系分析法（G1法）

来确定权重，这种方法不用进行一致性检验。G1法运用的前

提条件是需要相关专家对所选指标的重要性程度进行排序，

并对这些指标的相对重要程度赋予一定的数值，再依据权重

公式计算这些指标的权重系数。

各指标权重的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1）确定各指标的序关系。先选取需要的指标并建立指

标集如｛X1，X2，…，Xm｝，在上述指标集中，根据专家的判断

对其重要性依次排序，最重要的指标记为X1
∗；再在剩下的

m-1个指标里选择一个最重要的记为X2
∗；同理再在剩下的

m-2个指标里选出最重要的记为X3
∗，依此类推就会得出以

下指标重要性的顺序关系：

X1
∗＞X2

∗＞X3
∗＞…＞Xm

∗ 序关系①
可记为X1＞X2＞X3＞…＞Xm 序关系②
（2）对Xk-1与Xk两个指标的相对重要性程度进行比较

判断。经过专家的理性判断，将评价指标Xk-1与Xk的重要性

程度之比
Wk-1
Wk

理性判断为：

Wk-1
Wk

=Rk （k=m，m-1，m-2，m-3，…，3，2） ③
当m 较大时，由序关系②式可取Rm=1。Rk之间满足以

下数量约束：即X1，X2，X3，…，Xm的重要性顺序具有序关系

②的顺序，则Xk-1与Xk必须满足：

指标

现金净额
增长率

净资产
增长率

自有资金
动用比率

总资产
增长率

资产权益
比率

收入
增长率

计算公式

现金净额增长率=（年末现金净
额-年初现金净额）÷年初现金
净额

净资产增长率=（本年净资产-
上年净资产）÷上年净资产

自有资金动用比=（应收及暂付
款+对校办企业投资+其他投
资+借出款）÷（事业基金+专用
基金-留本基金）

总资产增长率=本年年末总资
产÷去年年末总资产

资产权益比=净资产÷总资产

收入增长率=（当年总收入-上
年总收入）÷上年总收入×100%

指标涵义及临界值

反映高校对可动用资金支配能力及可持续发展的大小，该指标值越大，高校对资
金的支配能力越强；该指标值越小，高校调配资金的能力越弱。该指标的值在0.1 ~
1.8之间较合适。低于 0.1 或高于 1.8 都表示会产生财务风险。其预警临界值为1

该指标反映高校资产的增长速度，高校的扩张规模和发展潜力可以用该指标衡
量。该指标值越大，说明资产增长越快，高校有很好的发展后劲；反之意味着高校
发展动力不足。但是应该注意资产规模扩张时质和量的关系及后续的发展能力

该指标反映高校对可支配资金的利用程度，该指标值越大，高校发展的制约因素
越大；反之则表明可动用资金越少，用于学校未来发展的经费就越多。该指标值过
高或过低都会影响高校发展。其预警临界值为1

反映的是高校总资产数额的增长情况，比值越大意味着高校发展潜力越大，反之
说明高校发展动力不足。其预警临界值为0.5

该指标值越大，说明将来高校可动用的净资产数额越多，反之可动用净资产越少。
该指标值不宜过高或过低。其预警临界值为0.5

该指标反映学校各项事业发展的能力和后劲。该指标值较大时，说明高校的发展
存在着强劲的动力，反之，则说明高校未来发展缺乏动力。只有收入不断增长，还
本付息才有保证。其预警临界值为0.1

表 4 发展潜力指标

贷款风险
预警个体指数

= 各预警指标实际值-各预警指标临界值
各预警指标临界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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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k-1>
1

Rk
（k=m，m-1，m-2，m-3，…，3，2） ④

（3）Rk的赋值原理。当Rk=1.0时，表示指标Xk-1与指标

Xk的重要程度相同；Rk=1.2时，表示指标Xk-1比指标Xk稍

微重要；Rk=1.4时，表示指标Xk-1比指标Xk明显重要；Rk=

1.6时，表示指标Xk-1比指标Xk强烈重要；Rk=1.8时，表示指

标Xk-1比指标Xk极端重要。

（4）根据上述专家给出的Rk的赋值，计算各个指标的权

重系数Wk，权重公式如下：

分别用X1，X2，X3，X4表示偿债能力、资金运行绩效、资

金支付能力、发展潜力4个一级预警指标，并确定这4 个预警

指标的序关系为：X1>X2>X3>X4，可得出 。

根据赋值原理，可以计算负债融资风险一级预警指标的

权重，过程如下：

R2R3R4=1.2×1.4×1.2=2.016 R3R4=1.4×1.2=1.68

R4=1.2

R2R3R4+R3R4+R4=4.896

所以，偿债能力、资金运行绩效、资金支付能力、发展潜

力4个一级预警指标的权重系数分别为：

采用同样的方法可以确定二级预警指标的权重，过程

如下：

分别用X11、X12、X13、X14、X15、X16、X17表示流动比率、

资产负债率、现金负债率、已获利息倍数、债务负担率、收入

负债比率、长期负债占全部负债比率，并确定7个指标的序关

系为：

X11>X12>X13>X14>X15>X16>X17

可得出：

根据赋值原理可以得出：

R12R13R14R15R16R17=2.016

R13R14R15R16R17=2.016

R14R15R16R17=1.68 R15R16R17=1.4

R16R17=1.4 R17=1

R17＋R15R16R17＋R16R17＋R17=9.512

根据公式2，可得出：

故反映偿债能力的二级预警指标的权重系数分别为：

同理，分别计算出反映资金运行绩效、资金支付能力和

高校发展潜力二级指标的权重系数。

反映资金运行绩效的 5个二级预警指标的权重系数分

别为：

反映资金支付能力的 4个二级预警指标的权重系数分

别为：

反映高校发展潜力的 6个二级预警指标的权重系数分

别为：

上述计算得出的负债融资风险各级预警指标的权重，如

表5所示。

（二）高校负债融资风险预警模型

根据上述指标的分析，计算建立高校负债融资风险预警

模型，即高校负债融资风险综合评价指数Q为：

Q=0.3419C+0.2849Z+0.2053P+0.1696F （公式3）

其中：

（1）偿债能力预警综合指数C为：

C=0.1916C1+0.1916C2+0.1597C3+0.1331C4+0.1331C5

+0.0951C6+0.0951C7

（2）资金运行绩效预警综合指数Z为：

Z=0.305Z1+0.2542Z2+0.1816Z3+0.1513Z4+0.1081Z5

（3）资金支付能力预警综合指数P为：

P=0.343P1+0.285 6P2+0.204P3+0.17P4

W3 =W*
3 = 0.2053 W4 =W*

4 = 0.1696

W1=W*
1 = 0.3419 W2 =W*

2 = 0.2849

X*
11 > X*

12 > X*
13 > X*

14 > X*
15 > X*

16 > X*
17

R12 =W*
11/W

*
12 = 1 R13 =W*

12/W
*
13 = 1.2

R14 =W*
13/W

*
14 = 1.2

R15 =W*
14/W

*
15 = 1 R16 =W*

15/W
*
16 = 1.4

R17 =W*
16/W

*
17 = 1

Wk=
æ

è
çç

ö

ø
÷÷1-∑

k= 2

m ∏
i = k

m
ri

-1

（公式2）

R2 =W*
1/W

*
2 = 1.2 R3 =W*

2/W
*
3 = 1.4

R4 =W*
3/W

*
4 = 1.2

W*
4 =（1+4.896）-1=0.1696

W*
3 =W*

4R4 = 0.1696× 1.2 = 0.2035

W*
2 =W*

3R3 = 0.2035× 1.4 = 0.2849

W*
1 =W*

2R2 = 0.2849× 1.2 = 0.3419

X*
1 >X*

2 >X*
3 >X*

4

根据公式2，可得出：

R12R13R14R15R16R17＋R13R14R15R16R17＋R14R15R16

W*
17 =（1+14.08896）-1=0.0951 W*

16 = W*
17 R17=0.0951

W*
15 = W*

16 R16=0.1331 W*
14 = W*

15 R15=0.1331
W*

13 = W*
14 R14=0.1597

W*
12 = W*

13 R13=0.1916 W*
11 = W*

12 R12=0.1916

W11=W*
11 =0.1916 W12 =W*

12 =0.1916

W13 =W*
13 =0.1597 W14 =W*

14 =0.1331

W15 =W*
15 =0.1331 W16 =W*

16 =0.0951

W17 =W*
17 =0.0951

W21=W*
21 =0.305 W22 =W*

22 =0.2524

W23 =W*
23 =0.1816 W24 =W*

24 =0.1513

W25 =W*
25 =0.1081

W31=W*
31 =0.3430 W32 =W*

32 =0.2856

W33 =W*
33 =0.204 W34 =W*

34 =0.170

W41=W*
41 =0.3032 W42 =W*

42 =0.2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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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45 =W*
45 =0.1074 W46 =W*

46 =0.0895

W43 =W*
43 =0.1547 W44 =W*

44 =0.1289



（4）发展潜力预警综合指数F为：

F=0.3032F1+0.2166F2+0.1547F3+0.1289F4+0.1074F5+

0.0895F6

根据上述计算的负债融资风险综合评价指数的结果，可

以合理估计负债融资风险的程度。而判断财务风险程度的关

键在于有警与无警的临界点。本文设置了高校负债融资风险

综合评价预警判断标准，如表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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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警
等级

无警

轻警

中警

重警

巨警

风险评价指数
Q的取值范围

Q>0

-0.2<Q≤0

-0.4<Q≤-0.2

-0.6<Q≤-0.4

-0.1<Q≤-0.6

风险
级别

没有

较小

中等

较大

严重

负债融资风险情况说明

财务状况良好，贷款风险极小

财务状况基本稳定，贷款风险
较低，风险处于潜伏期

财务状况不稳定，贷款风险中
等，风险处于发作期

财务状况趋于恶化，贷款风险
很高，财务风险恶化期

财务状况极不稳定，贷款风险
严重，面临破产风险

表 6 高校负债融资风险综合评价预警判断标准

一级指标

偿债能力
指标（C）

资金运行
绩效指标

（Z）

资金支付
能力指标

（P）

发展潜力
指标（F）

权重

0.3419

0.2849

0.2053

0.1696

二级指标

流动比率预警指数C1

现金负债率预警指数C2

资产负债率预警指数C3

已获利息倍数预警指数C4

债务负担率预警指数C5

收入负债比率预警指数C6

长期负债占全部负债比率预警
指数C7

固定资产增长比率预警指数Z1

经费自筹率预警指数Z2

招生计划资金比率预警指数Z3

资产收入比率预警指数Z4

应收及暂付款占年末流动资产
的比重预警指数Z5

现金支付能力预警指数P1

潜在支付能力预警指数P2

年度总收入与总支出比预警指
数P3

支出收入比预警指数P4

资产权益比率预警指数F1

现金净额增长率预警指数F2

自有资金动用比率预警指数F3

收入增长率预警指数F4

净资产增长率预警指数F5

总资产增长率预警指数F6

权重

0.1916

0.1916

0.1597

0.1331

0.1331

0.0951

0.0951

0.3050

0.2542

0.1816

0.1513

0.1081

0.3430

0.2856

0.2040

0.1700

0.3032

0.2166

0.1547

0.1289

0.1074

0.0895

表 5 负债融资风险预警指标及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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