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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独立学院是由普通高校与投资方共同发起设立的本科层次的二级学院。通过对独立学院财务活动即资

金筹集、投放、使用、收回及分配等一系列行为进行考察 ,认为独立学院财务活动主要特征是产权主体多元化、筹资

渠道多样化、资金使用效益最大化和财务运行的高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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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1998 年浙江省试办独立学院 (以前也称作公

有民办二级学院 ,本文专指由普通本科高校按新机

制、新模式举办的本科层次的二级学院) 以来 ,我国

独立学院发展迅速 ,截止 2005 年 10 月 ,教育部批准

确认的独立学院达 295 所 ,最多的湖北省 29 所。独

立学院是依托母体高校投入师资、品牌等无形资产 ,

投资方投入校舍、仪器设备等固定资产而形成的介

于公办高校与民办高校之间的一种全新的办学体

制。它的产生是我国新形势下高等教育办学机制与

模式的一项探索和创新 ,在保证高等教育规模增长、

扩大高等教育资源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其基本

办学理念是自筹资金、自主办学、独立颁发文凭 ,按

培养成本合理收费 ,做到“以学养学”,所积累的资金

主要用于独立学院发展的再投入。基于独立学院这

一新的办学模式 ,其财务活动既区别于公立高校 ,也

有别于私立民办高校。

一、独立学院产权主体呈现多元化

我国公立高校过去“一统天下”,人们几乎不谈

教育产权问题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办学体制发生变

化 ,如出现了民办高等教育、独立学院、国内外合作

办学、大学园区、教育集团等新的办学模式 ,教育产

权问题才逐渐被理论界和实际工作者所重视。通常

说的大学产权 ,是指大学的财产所有权、占用权、支

配权、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等权利。公立高校产

权是高度统一的 ,从理论上讲 ,其所有权主体是全体

人民或公立高校所属地方的人民 ,这是由于政府是

高校惟一的投资主体 ,单一的投资体制导致了单一

的产权结构 ;独立设置的私立民办高校产权主体可

能是惟一的 ,也可能是多元的 ,其主体可能是企业、

社会团体或者个人 ,但其产权主体中缺少公立高校

这一传统的教育组织。而独立学院的产权主体至少

包括申请举办的公立高校以及其他有能力的合作者

(投资方) ,合作者可以是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

或个人等。由于独立学院的产权主体具有多元性 ,

只有明晰举办高校与合作者之间的产权关系 ,独立

学院才能健康、可持续发展。在独立学院创办初期 ,

合作者需要提供土地、校舍等办学的基本条件和设

施 ,这些可以作为合作者的初始投资 ,并且这些投资

是能够用货币进行计量的 ,而高校是以其社会声誉、

师资等无形资产作为投入 ,其计量具有一定难度 ,高

校投入的无形资产应通过中介机构评估确认或本着

市场公平交易原则通过谈判确定。另外 ,还须明确

独立学院在办学过程中形成资产的产权归属问题。

基于独立学院产权主体呈现多元化 ,因此举办

高校与合作者在试办独立学院时就要签署具有法律

效力的联合办学协议 ,协议中明确各方的产权比例。

经双方协商 ,可以成立校董会 ,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

校长负责制 ,校长承担着受托责任 ,以真正实现办学

权和所有权的分离。独立学院作为面向社会、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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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学的法人 ,明晰与各个投资方的产权关系是其赖

以生存和发展的体制基础。另一方面 ,只有确立了

明晰的产权关系 ,才能有利于独立学院形成合理的

“盈利”机制 ,使办学获利有效“返还”,进而增强各投

资方的投资信心 ,并有利于独立学院更好地开展筹

资活动。

二、独立学院筹资渠道呈现多样化

近年来 ,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大量

积聚 ,为一部分社会资金、资源投向高等教育提供了

可能。与此同时 ,教育消费已成为很多地区共同的

消费热点 ,作为投资风险相对较小、投资综合收益凸

显的投资领域 ,投资高等教育将成为社会资金、资源

的重要流向之一〔1〕。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一些地

方和高校开始探索试办具有民办性质的二级学院 ,

经过近几年的探索和实践 ,民办二级学院办学规模

越来越大 ,办学模式也显示出相当多的优势 ,最终得

到了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认可 ,并确立了“积极支

持、规范管理、开拓创新”的指导思想。从独立学院

产生的历史背景可以看出 ,筹资体制的不同是独立

学院与公立高校最大的区别。以前公立高校的经费

几乎全部依靠财政拨款 ,到现在虽然学生承担部分

培养成本即上学交纳的学费 ,但大头还是国家财政

拨款 ,并且财政投入的总量依然在逐年增长。而独

立学院不需国家财政投入 ,其办学经费主要来自民

间的投资 ,例如企业、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或个人的

资本 ,学生的学费以及银行的贷款等。由此可见 ,独

立学院与公立高校筹资体制的本质区别在于其筹资

渠道多样化 ,且全部依靠财政拨款以外的社会资源。

多渠道筹资既减轻了政府的财政负担 ,又为独立学

院的持续发展提供了较好的经费保障。

独立学院筹资渠道的多样化 ,要求财务管理工

作者做好生财、理财和聚财这篇文章 ,在投资方投

资、学生学费这些常规融资渠道的基础上 ,还要多方

位挖掘潜力 ,增强竞争意识、市场意识、整体效益意

识。通过人才培养、科技成果转化、与地方政府和企

业合作 ,争取各种基金、奖学金、专项经费和捐赠等 ,

千方百计吸纳资金 ,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

三、独立学院资金使用效益最大化

根据教育部《关于规范并加强普通高校以新的

机制和模式试办独立学院管理的若干意见》(教发

[ 2003 ]8 号) 的规定 ,独立学院一律采用民办机制 ,

这就意味着独立学院在办学过程中要“追求”经济效

益最大化。教育经济学认为 ,教育投资也是一种生

产性投资 ,可计算投入和产出 ,也同样存在成本和效

益。虽然教育本身是公益性的事业 ,是非营利性的 ,

但独立学院的资金来自民间资本 ,投资者追求合理

的回报无可厚非 ,我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对此也作

出明确规定 ,“民办学校在扣除办学成本、预留发展

基金以及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提取其他的必需的费用

后 ,出资人可以从办学结余中取得合理回报。”独立

学院可以参照这一规定 ,在坚持公益性原则的前提

下 ,允许合作者有一个合理的回报 ,因为合作者投资

的目的是投资获取收益 ,而不是捐资。长期以来 ,公

立高校实行“学生由国家招、花钱靠国家拨”的计划

管理模式。宏观上表现为注重算政治账 ,忽视算经

济账 ;只研究教育规律 ,不研究经济规律 ;只注重办

学的社会效益 ,不注重办学的经济效益。微观上表

现为没钱伸手向上要、花钱领导批了算 ,用钱的不算

账、算账的不用钱 ,对资金投入只讲支出多少、不计

算培养成本。因此一方面公立高校资金投入不足 ,

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造成资金使用不合理以及浪

费的现象。据有关资料调查统计 ,在全国高校中 ,教

学设备有近 20 %处于闲置状态 ,在用的大型仪器设

备平均使用率也只有 60 %左右。而独立学院按民

办机制运作 ,可以革除公立高校“官本位”、学校政府

化、人浮于事、办学效率低下等弊端 ,由此可带来许

多收益 ,将因节约成本而产生的“利润”适当回报投

资者 ,不会损害学校利益 ,也不会加重受教育者负

担 ,更不会降低教育质量〔2〕。

独立学院的财务管理工作者要重视投入资金的

经济效益 ,树立投入和产出的效益观。独立学院也

应当像企业一样科学地分析、预测各项经济活动 ,通

过资金的调度 ,实现人力、物力和财力的优化组合 ,

从而形成合理的资金流向 ,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

财务管理部门要增强经济意识 ,加强收支管理 ,实行

成本核算 ,合理使用资金 ,严格支出管理 ,以少花钱、

多办事、低投入、高效益为中心 ,把有限的资金真正

用到教学科研的“刀刃”上 ,要紧紧围绕提高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合理配置各种资源 ,对财务活动要进

行可行性论证 ,充分发挥自身的人才优势和科技优

势 ,加强产学研合作 ,建立科技与效益有机结合的机

制 ,使科技尽快转化为生产力 ,从而产生社会效益和

经济效益 ,实现办学效益的最大化。

四、独立学院财务运行的高风险

根据教发[ 2003 ]8 号文 ,独立学院应当具备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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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规划面积不得少于 300 亩 ,教学行政用房建筑面

积不少于 4 万平方米 ,教学仪器设备总值不少于

1000 万元 ,图书不少于 4 万册。再加上学生公寓、

食堂等后勤设施 ,笔者通过匡算 ,建设一所 3000 人

规模的独立学院 ,初始投资至少需要 115 亿元的巨

额资金 (当然不同地区的建校成本存在差异) 。从笔

者调查了解的情况看 ,大多数独立学院主要依托银

行信贷资金进行建设。独立学院利用银行贷款 ,可

以解决建设过程中资金不足的矛盾 ,然而任何事情

都有一个“度”,超过了这个“度”,也许会适得其反。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学校不能无偿使用银行贷

款资金 ,需要支付利息 ,这就是资金成本 ,贷款融资

同样会给学校带来财务风险 ,即存在着由于债务负

担过重而影响学校正常财务支付和不能按期偿还到

期贷款本金和利息的可能性。另外 ,独立学院日常

办学经费主要来自学生的学费收入 ,如果独立学院

的生源状况达不到规划的预期 ,则会给独立学院的

正常办学带来严重影响。因此 ,独立学院生源的不

确定性以及创立初期的高负债使得独立学院的财务

风险高于一般公立高校。

针对财务运行的高风险 ,独立学院应当强化风

险意识 ,认真做好债务风险的化解和防范工作 ,一要

提高领导层和财务管理人员的风险意识 ,克服“只管

贷款花钱 ,不管筹资还债”的思想 ;二要合理控制债

务规模 ,债务规模要与学校的中长期发展规划有机

结合、统筹考虑 ;三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风

险预测 ,建立债务风险预警系统 ;四要对投资项目进

行可行性论证 ,决策时将收益性、风险性和稳健性有

机结合起来 ,以提高财务决策的科学性 ,尽可能规避

风险 ;五要加强办学过程的质量监控 ,视质量为生命

线 ,确保毕业生的能力及综合素质优于普通高校 (二

本)或与其相当 ,为以后持续不断地获取生源奠定坚

实基础。

五、结　语

通过上述分析 ,由于独立学院所有权和办学权

分离 ,因此必须明晰独立学院与投资各方的产权关

系 ;筹资的多元性决定了独立学院的财力受制于市

场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以及自身获取生源的能力 ;资

金使用的效益性要求独立学院按民办机制运作 ,加

强成本控制 ,追求合理“回报”;财务运行的高风险性

来自创立初期的高负债和办学期间生源的不确定

性 ,强化风险意识并加强风险防范不容忽视。只有

明确了独立学院财务活动的特点 ,才能有针对性的
做好财务管理工作 ,使得独立学院的财务活动持续、

健康和有序地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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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the Accounting Activities of Independent Colleges in China

YE Zhang2li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 Huaibei Coal Industry Teachers College , Huaibei Anhui 235000 ,China)

Abstract : The independent colleges are second2level colleges set up by the higher learning institutions and the investors1 The article is devoted to the

study of the accounting activities of the independent colleges such as accumulation of funds , investment , use , regain and distribution1 The author pro2

poses that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accounting activities are multiplicity of property rights , variety of founds collection , maximum use of founds and high

risk of financial operatio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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