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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校贷款成本分析

1援 允许高校贷款的政策法规。

（1）政策规定。主要有：淤《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

（1993）第 48条规定“运用金融、信贷手段，融通教育资金”；

于《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

决定》（1999）提出“积极运用财政、金融和税收政策，不断完善

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体制”；盂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 1999年

印发《关于转发教育部办公厅关于部属高校“银校合作”问题

有关意见的通知》（银办发［1999］197号）要求“各行在通过贷

款积极支持高校发展的同时要规范操作，维护银校各方的利

益”。根据上述政策规定，教育部在 2001年 7月印发的《全国

教育事业第十个五年计划》中明确提出“适当运用财政、金融、

信贷手段发展教育事业，合理利用银行贷款。”以上政策规定

为高校向银行贷款提供了政策依据。

（2）教育法规。主要有：淤《教育法》（1995）规定：除继续依

靠财政支持外，还要运用金融信贷等手段筹集教育经费。于《高

等教育法》（2002）第 60条规定：“国家建立以财政拨款为主、

其他多种渠道为辅的筹措高等教育经费体制。”这为高校向银

行贷款提供了法规依据。

（3）会计制度。《高等学校会计制度》（财文字［1999］280

号）引入负债概念，增加了“借入款项”会计科目和“负债管理”

项目。会计制度规定：“负债是指高等学校所承担的能以货币

计量，需要以资产或劳务偿还的债务”。“高等学校的负债包括

借入款、应付及暂存款、应缴款项、代管款项等”。这为高校向

银行贷款提供了制度依据。

（4）担保法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担保法若干问题

的解释》第 53条规定：“学校以教育设施、医疗卫生设施和其

他社会公益设施以外的财产为自身债务设定抵押的，人民法

院可以认定抵押有效”。这为商业银行在公立高校开展围绕教

学的有偿贷款提供了法律依据。

2援 高校银行贷款成本。在上述政策、法规和制度的允许

下，我国高校开始不断向银行贷款。目前，高校向银行贷款虽

然没有一个权威的统计，但从一些权威部门披露的信息中可

以了解一个大概。这些信息来源：一是中国社科院在 2007年

3月发布的《2007年中国教育蓝皮书》中披露 2006年底全国

高校贷款规模在 4 500亿 耀 5 000亿元。二是《南方都市报》在

2010年 5月 21日报道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

纲要》，其估计“当前全国高校负债高达 5 000 亿 耀 6 000 亿

元”。尽管负债不全是贷款，但其中 90%是贷款肯定无疑，由此

可估计我国高校贷款规模在 4 500亿 耀 5 400亿元，与中国社

科院《2007年中国教育蓝皮书》披露的数据大体一致。

（1）重点高校贷款成本。由于重点高校在全国特别是在当

地得天独厚的优势，决定了它们的贷款成本仅包括利息一项，

且是优惠贷款利率。以吉林大学与南昌大学为例，吉林大学

2007年 3月下旬在校园网站上发布通知，银行贷款 30亿元，

每年支付银行的贷款利息高达 1.5亿 耀 1.7亿元，也就是说，

吉林大学的银行贷款利率是 5%耀5.67%/年。南昌大学 2007年3

月披露贷款 20亿元，每年支付 1.1亿元银行的贷款利息，南昌

大学的贷款利率是 5.5%/年。2007年 3月 18日中国人民银行

发布的人民币贷款利率是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为 6.39%。由

于吉林大学和南昌大学都是重点高校，所以，它们享受到了普

通高校无法享受的比基准利率低的优惠贷款利率。我们以吉

林大学和南昌大学平均利率 5.42%/年来推算重点高校贷款

成本，而重点高校贷款总额我们采用北京大学在《高等院校负

债问题的专题研究》报告中披露的 336亿元为依据，则全国重

点高校贷款成本为 18.21亿元/年。

（2）普通本科高校贷款成本。普通高校贷款成本虽然也仅

包括利息，但高于重点高校贷款成本。如重庆市 38所高校贷

款总额为 30多亿元，尽管根据学校与银行实际约定不同而无

确定的债务利率水平，但多数高校贷款利率为 6%/年。甘肃省

高校贷款总额 51亿元，每年支付利息 4亿多元，贷款利率为

7.8%/年。综合以上，普通本科高校贷款成本为 6.9%/年。如果

我们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主要起草人、

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力估计的全国高校贷款规

模在 4 500亿 耀 5 400亿元为据，减去重点高校 336亿元的贷

款总额后，假定普通本科高校贷款与专科高校贷款为 2颐1时，

降低高校银行贷款成本之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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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针对高校巨额银行贷款造成高成本负担所带来的风险性，首先阐述了高校银行贷款导致高额成本的危害

性，必须从思想上增强还债止息的迫切性；然后提出化解高校债务危机的对策：落实政策规定增加财政性教育经费，提高高

校还债经济实力，严格控制新增贷款，逐步减少银行贷款，调整负债结构，降低贷款成本等。

【关键词】高校贷款 成本控制 财政性教育经费

87



阴财会月刊·全国优秀经济期刊

阴窑 窑 援 中旬

则普通本科高校贷款为 2 776亿 耀 3 376亿元，全国普通本科

高校贷款成本为 191.54亿耀 232.94亿元/年。

（3）专科高校贷款成本不仅包括利息，而且包括中间业务

费、担保费、承兑汇票贴现费等。其利率一般在基准利率水平

上再上浮 10%耀20%/年，中间业务费 1%/年，若虚开承兑汇

票，还需支付 0.5%左右/年的净贴现费，而专科高校贷款还要

为提供担保的企业或担保公司支付 1.5% 耀 2%/年的担保费。

根据江苏省某专科高校的统计，该校 2008 耀 2010年贷款平均

综合成本率为 11.43%/年。可见，专科高校贷款成本要明显高

于重点高校贷款成本和普通本科高校贷款成本。若以此为据，

假定普通本科高校贷款与专科高校贷款为 2颐1时，则普通本

科高校贷款为 1 388亿 耀 1 688亿元，全国普通本科高校贷款

成本为 158.65亿 耀192.94亿元/年。

由上述分析可知，我国高校向银行贷款的成本每年大体

在 368.4亿 耀 444.09亿元。如果 2010年在校生按 3 000万人

计算，则每年每生负担银行贷款成本 1 228 耀 1 480元。而根据

崔世泉等（2011）的计算，我国高校 2010年在校生均学杂费为

6 112元，这意味着平均每年每生学杂费 20.09%耀24.22%用于

支付了银行的贷款成本。2010 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为

14 683.99亿元，如按刘丹等（2005）的观点将其中 1/3用于高

等教育就是 4 894.66亿元，那么，我国高校银行贷款成本就占

到了国家投入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的 7.53%耀9.07%。

二、控制我国高校银行贷款成本的对策与建议

1援 充分认识高校银行贷款并导致高额成本的危害性，从

思想上增强还债止息的迫切性。严峻的高校债务已引起了各

方的关注和担忧。一些地方政府的教育官员指出，巨额债务已

成为制约高校发展的重要因素，个别高校资不抵债，破产隐患

凸显。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将有可能给我国的高等

教育带来一场深刻的危机。因此，应充分认识高校高额贷款成

本的风险性，从思想上增强还债止息的迫切性。

2援 落实政策规定增加财政性教育经费，提高高校还债经

济实力，逐步归还银行贷款。我国高校形成银行贷款并导致高

额成本的主要原因是国家没有做到法定投入，如《中国教育改

革和发展纲要》（1993年）指出：“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

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本世纪末达到 4%”。而根据

教育部、国家统计局、财政部《关于 2009年全国教育经费执

行情况统计公告》披露，2009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为

340 507亿元，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 GDP的比例为 3.59豫，

仍未能实现投入 4%的目标。如果 2009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

费占 GDP的比例达到 4豫并将其中的 1/3用于高等教育，则

从 1999耀 2009年的历史欠账分别是 330.7亿元、336.76亿元、

259.02亿元、201.38亿元、281.4 亿元、644.84 亿元、720.13 亿

元、695.87亿元、556.01亿元、465.36亿元，合计 4 491.17亿

元。略低于负债下限 4 500亿元，与负债上限 5 400亿元相差

908.83亿元。可见，国家对教育的财政投入没有达到法定标准。

因此，首先要落实政策规定，增加财政性教育经费。

（1）严格落实教育经费法定增长要求。要按照《教育法》等

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年初安排公共财政支出预算时增加教育

经费预算，保证财政教育支出增长幅度明显高于财政经常性

收入增长幅度，并努力实现按在校生平均教育费用逐步增加，

保证生均公用经费逐步增长。

（2）切实提高财政教育支出比例。要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

构，压缩一般性公务支出，新增财力着力向教育倾斜，优先保

障教育支出，确保财政教育支出占一般预算支出比例明显提

高并达到或超过规定标准。

（3）提高预算内基建投资用于教育的比重。切实把支持教

育事业发展作为公共投资的重点，在编制基建投资计划、规划

城镇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实施基建投资项目时，充分考虑教育

的实际需求，确保用于教育的预算内基建投资明显增加。

3援 严格控制新增贷款，完善债务化解机制。

（1）控制新增贷款。将教育债务纳入政府性债务，以从行

政角度加强监管。举债要通过政府融资平台实施，并严格执

行高校借贷款和基本建设项目审批制度，严格审批程序，控制

新增贷款规模，将债务风险控制在合理区间。

（2）积极筹措资金。政府每年从预算内新增财力、教育费

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资金、土地出让收益中计提教育资金，并

从学校非税收入等渠道积极筹措资金，用于偿还教育债务。债

务总规模较大和生均债务水平较高的学校，要加大从学费、住

宿费及其他收入中筹措偿债资金的力度，切实加强高校银行

贷款及成本的监控分析，严格防范债务风险。

4援 调整负债结构，降低贷款成本。

（1）调整付息债务与非付息债务的结构。高校债务由付息

债务与非付息债务构成，付息债务通常为银行贷款，非付息债

务通常为供货方与施工方的欠款。对非付息债务首先在签订

合同时就要注意付款的时间问题；其次是在无力付款时要尽

量求得供货方与施工方的谅解，避免违约诉讼而将非付息债

务转化成付息债务，以致增加贷款成本。

（2）调整在不同银行间的贷款结构，选择与优惠银行合

作，降低贷款成本。在银行贷款总额一定的条件下，要科学分

析不同银行的贷款成本，逐步将高成本的贷款银行置换调整

到低成本的贷款银行，从而降低贷款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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