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一条乙 3号 邮政编码：100190 新闻热线：010－62580699 广告发行：010－62580666 62580707 传真：010－62580899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海工商广登字 20170236号零售价：1.20元年价：238元工人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数据8
2021年 2月 23日 星期二 Tel：（010）62580616 主编 /计红梅 编辑 /温才妃 校对 /何工劳 E-mail押hmji＠stimes.cn

本版与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计算传播学研究中心、重庆大学新闻学院小强
传播团队、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中国科技新闻学会数据新闻专委会合作共办

哪里更愿意为教育“埋单”

早在 5年前，教育部、国家统计局、财政部联合发布《关于加

强和完善教育经费统计工作的意见》，明确要求各地必须在

2017年底前建立教育经费统计公告制度。基于此，本文从各地

公布的 2019年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入手，综合经济发

展、财政收入、高校数量、在校生人数等梳理各地对高等教育投

入的具体情况，以期勾勒出其对高等教育重视程度。

需要说明的是，通过调研，各地所公布的教育经费绝大多数

只涵盖地方所属高校，未包括民办和中央部属高校（个别地区数

据包含了部分给予中央部属高校的投入，如浙江省），因而，这一

结果更能体现地方政府对所属大学的投入和重视程度。

哪里的大学生培养成本最高

目前，高等教育由大众化迈向
普及化阶段，生均经费成为彰显地方
政府对高校重视程度的显性指标之
一。2019年全国普通高校生均一般公
共预算教育经费为 23453.39元，比上
年的 22245.81元增长5.43%。结合各
地公布的统计公报看，北京生均教
育经费投入最多，为 6.81万元，西
藏、上海居于其后，分别达到了 5.85
万元和 3.97万元。

但达到全国平均线水平的地
区则呈现了断层变化，只有 9地超
过国家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
费平均数，超均率仅为 29.03%。高
于全国平均水平“非东即西”，东部

以北京、上海、浙江、广东、海南为代
表，西部以西藏、新疆、青海、宁夏为
代表，东北和中部 6省无一地区达
到全国平均水平，甚至经济总量居
于前列的江苏、山东、福建也未过全
国线。而河南省生均教育经费投入
仅为 15475.95 元，全国垫底，连同
广西、辽宁、湖南、安徽一起，位于全
国倒数 5名。

从增速上来看，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以 28.11%的增长率居于榜首，
从 2018 年的 20072.42 元上升为
25715.14元。而甘肃省、上海市、江
西省、吉林省 4 地，生均投入出现
了负增长。

多年来，我国公办高校已初步
建立起政府财政投入为主、受教育
者合理分担的高等教育成本投入
机制，因而其收入基本可以概括为
“政府财政拨的 +学生学费交的 +
教师科研收的 + 国有资产赚的 +
附属单位缴的 + 社会校友捐的 +
上年多余剩的”，对于地方高校来
说还可以加上“中央支持补贴的”。

由于不同高校社会捐赠和社
会服务收入水平差异大且稳定性
不够，所以衡量公办大学的收入主
要看财政拨款和事业收入，而财政
投入已基本固定为生均拨款（其中
本、专科和研究生有所差异）。显
然，衡量各地对高等教育是否重视
往往看其财政性教育经费和生均
拨款。

哪里更愿意为大学花钱

上世纪末，地方新建院校的出
现，标志着中央与地方两级办学格
局基本确立，地方对高校投入意愿
明显增强。我国现有的 2688 所高
等学校中，省属高校占绝大多数，
共有 1814 所，其中江苏、山东、河
南和广东的省属高校数均突破
100所。中央部属高校在行业办学
大量取消后，基本上只有教育部与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民族事务委
员会、中国科学院等少数部委代表
国家举办，多数集中在北京、上海、

江苏、湖北等地，其中前三地的部
委院校各超过 10所，但也有 9个
省份没有一所中央部属院校，这也
难怪河南等中西部省份多次呼吁
给予地方院校更多的支持。后来，
部省合建院校的设立给予“准部
属”院校身份，正是中央对地方院
校给予更多支持的信号。
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各地

高校数量往往与其 GDP总量排名
明显正相关，这也意味着更多的经
济总量呼唤更多的大学。

图 6.各地高等教育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比重

图 7.各地 2019年普通高校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

（本期内容由安徽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数喻理”数据新闻团队
提供，谢欣悦、刘海智、李沐子对本文亦有贡献）

如果从占比来看，2019年全国
高等教育总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
教育经费的 15.4%，有 12 个地区

超过该值。其中天津占比最高达到
19.4%，北京也有 18.9%，而西藏最
低仅有 8.6%。

为教育花钱哪个省最“壕”
■马星宇 杨书 徐小冉 洪艳 汪祺 赵艺凡

图 1.我国公办高校办学收入的几大来源

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占 GDP
的 4%是衡量重视教育与否的国
际通行标准。早在 2012 年，我国
中央财政已按全国财政性教育经
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4%编
制预算，同时要求地方财政也要
相应安排确保实现这一目标。目
前来看，全国共 17 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达到这一目标（北京市、浙
江省因数据缺失，暂用 2018 年数
据代替），其中西藏高达 16.7%，青
海、甘肃、新疆、贵州等其他西部

地区的占比也非常亮眼，多在 6%
以上，青海高达 9%。而未达标的
地区反而是经济条件较好的中东
部省份，如湖北、福建、江苏等低
于 3%。上海甚至排名最后，仅有
1.7%。

教育投入与地区经济发展倒
挂的情况原因很多，如财税统计和
央地分成的不同，再比如西部地区
教育规模较小、在校生人数总量不
大，而中东部地区学校数量大、在
校生人数多等。

图 2.各地财政性教育经费占 GDP比重

由于财政性教育经费来源多，
不能直观地看出各地对教育的重
视程度，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才
更能体现地方政府对教育资源的
配置和办教育的努力程度。

2019年，全国的一般公共预算

教育经费达 3.46万亿元，占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的 17%。而全国仅 10地占
比高于或等同于此，其中山东居于
榜首占比 20%，福建为 19%，广东为
18.6%，这意味着当地政府更愿意在
财政支出上给予更多的教育投入。

图 3.各地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及其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占比

图 4.各地高校数量与 GDP产值高度吻合

通过数据对比不难发现，各地
对高等教育投入和重视程度有着
显著差异。2019 年全国教育经费
总投入高达 5万亿元，其中财政性
投入达到了 4万亿元，一般公共预
算教育经费也近 3.5万亿元。如果
用全国高校在校生人数乘以全国
生均拨款（23453.39元）的话，则可
以基本测算出全国高校一般公共
预算经费为 6118.64 亿元（未计入

民办院校）。
据此来测算各地的情况，则有

包括广东、江苏、山东、浙江、河南、
北京等在内的 6 个省市超过了
200 亿元，特别是广东高达 512.5
亿元独冠全国。如果从校均来看，只
有北京、上海、广东、山东、浙江、西
藏、海南 7地超过了全国均值 2.76
亿元，北京最高达 5.59 亿元，其次
广东为 5.13亿元。

图 5.各省份地方高校一般公共预算经费均值

表 1.2018—2019年各地普通高校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

不难看出，无论是财政性经费
占比，还是高等教育生均拨款，各
地水平差异较大，低于“国家线”标
准的地区较多，各地对高等教育的
投入还有较大的增长空间。在我国

公立大学现行办学成本机制下，政
府要实现稳定和持续增长的财政
性教育投入仍然任重道远。同时，
高校不断加强社会服务、不断开源
也是努力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