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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内容由重庆大学新闻学院小强传播团队提供）

规模扩张下的生均经费：追“数量”不如看“效能”
姻张芝兰 柳雨晨 傅欣雨 石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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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扩张下的资源挑战

为了探究生均经费变化与高
校持续扩招之间的关系，本文选取
2014—2023年国内（不含港澳台）
高校生均经费和招生人数数据进

行研究。数据表明，2014—2023年
这 10年间，高校扩招人数持续上
升，扩招率呈现出波动变化态势，
总体呈现以下核心趋势与影响。

2014—2018年，高校扩招率较
为稳定，扩招人数持续增长，生均
经费也随之上升，增长率持续波
动，但一直为正，经费投入与扩招
规模形成良性共振。在此阶段，教
育财政对扩招的支撑力度强劲，既
保障了招生规模扩张，又实现了生
均资源的稳步增长，反映出高等教
育普及化进程中资源配置的效率。

2019—2020 年，高校扩招加
速，并成为高校扩招率提升最显著
的两年，但同时生均经费增长率并
未同步大幅提升，甚至在 2020年
出现负增长，降幅为 4.65%。这是普
通高校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
费自“十三五”以来的首次下降。这
表明招生规模的快速扩张对生均
经费增长构成了直接压力。扩招使
得学生数量短期内迅速增加，教育
资源的投入虽然也在增长，但新增

投入需要分摊给快速增长的学生
规模，致使分摊到每名学生头上的
经费增速放缓，生均经费增长乏
力，资源稀释效应显现。

2021—2023年，招生规模增长
放缓，扩招率保持在 2%~3%区间，
人数稳定攀升。生均经费增长率在
经历 2020 年低谷后有所回升，但
整体水平已低于扩招加速前的峰
值。在持续扩招的背景下，国家高
等教育预算经费总规模平稳，生均
经费也相应下降，因此要警惕生均
资源稀释加剧的风险。

保障高等教育在规模扩张背
景下的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于确保
公共财政教育经费投入的增幅持
续、稳定高于学生规模的增幅。未
来，我们还需着力解决“量增”与
“质升”、“规模”与“效益”之间的平
衡问题。

数据团队基于 31所中央部属
高校和 29所地方高校，以及 20所
“双一流”高校和 21所非“双一流”高

校（以下简称“双非”高校）的生均决
算经费的平均值，分析了 2019—
2023年间高校经费分配的差异。

图 1. 2014—2023年高校招生人数及生均经费变化情况

图 2. 2014—2023年高校招生人数增长率及生均经费增长率变化情况

类别差异：不同类型高校间的“经费鸿沟”

图 3. 中央部属高校与地方高校生均决算经费差异

近年来，我国教育经费总量呈跨越式增长，从 2013年的约 3

万亿元跃升至 2022年的超 6万亿元。不过，在总量扩张的同时，

教育资源配置面临新的挑战。高校扩招提速使得生均经费增速显

著放缓，经费投入在不同高校类型和地区间差异显著。这些现象既

与区域财政能力和高校定位密切相关，也体现出我国高等教育投

入结构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如何在确保基本保障的基础上提高资

源配置效率，成为未来教育政策优化的重要方向。

对此，本文以近年来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事业费支出（以下

简称生均经费）为样本，结合 72所国内高校 2019—2023年的生

均决算经费数据，进行不同区域和类型高校间生均经费差异的分

析，为促进高等教育质量提高及均衡发展提供决策支撑。

从图 3 可以看出，2019—2023
年，部属高校与地方高校在生均决算
经费上的差距持续存在，且这一差距
并未缩小，反而在某些年份有所扩
大。以 2023年为例，部属高校的生均
决算经费约为地方高校的 2.4 倍，高
于 2019年的 2倍。这表明尽管整体
教育投入有所增加，但资源分配的结
构性不均仍未得到有效缓解。
图 4显示，2019—2023年，“双一

流”高校的生均经费整体远高于“双
非”高校。生均经费增长率方面，所有
高校的生均决算经费均呈上升趋势，
而“双一流”高校经费的上涨更加稳
定，“双非”高校则出现停滞甚至回
落，反映出国家资源向顶尖高校集中
的趋势仍存在。
不同类型高校间的“经费鸿沟”

反映的是中央与地方财政投入能力
的差异，也体现出国家在高校层级划
分上的政策倾向。部属高校多为“双

一流”高校，承担了更多国家重点科
研任务，也获得了更多政策支持；地
方高校与“双非”高校则普遍依赖本
地财政，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显得捉襟
见肘，从而形成资源分配上的“马太
效应”，即部属高校凭借充足经费，形
成“科研—声誉—资源”的良性循环，
地方高校则陷入“经费短缺—师资流
失—竞争力下降”的困境，制约教育
公平与社会阶层流动。对此，需优化
财政转移支付机制，弱化高校“身份
标签”，建立以绩效为导向的资源分
配体系，缩小基础性经费差距，推动
高等教育均衡发展。

此外，经费差距还可能对高校间
的发展路径与人才培养质量产生深
远影响。生均经费决定了教学资源的
丰富程度、师资配备水平和科研条
件，进而影响高校对优质生源和高水
平师资的吸引力，使得强者愈强、弱
者愈弱的格局持续固化。

图 5. 2023年各地区普通高等学校生均经费

地区生均经费特征：最低值约为最高值的 22%

图 4.“双一流”高校与“双非”高校生均决算经费差异

近年来，全国教育经费总量实
现跨越式增长，从 2013年约 3万亿
元稳步攀升至 2022年的 6万多亿
元。其中，财政资金的基石作用无可
撼动，也确保了教育公平普惠；而事
业收入与民办投入的增长则折射出
市场机制在教育资源配置中的活力
释放。未来优化教育经费结构需在
巩固政府投入的基础上，进一步激
活社会力量，构建更可持续、更有效
率的教育经费保障体系。

然而，我国在教育经费总量显
著增长、国家财政投入持续发挥主
导作用的同时，也面临着一些挑战。
比如，高校扩招提速导致生均经费
增长承压，甚至出现负增长，资源稀
释效应显现。

与此同时，尽管国家正通过中
央财政专项转移支付平衡经费资
源，但各类高校生均经费分配不均
的问题仍未得到有效缓解。教育资
源配置的效率与公平性的实现离不
开地方财政能力、高校定位及国家
区域发展战略的紧密配合。

为促进高等教育更高质量、更
均衡发展，可以从以下两方面着力。

一是平衡规模与质量，强化财
政动态保障。建立生均经费投入与
扩招规模、教育成本的动态调整机
制，确保生均经费增长能有效支撑
学生规模扩张。政策实施要更具针
对性，对资源充裕院校适度放宽，对
欠发达地区高校侧重“稳规模、提质
量”，避免资源过度稀释。

二是优化分配结构，促进区域
间协调发展。在保障国家重点科研
任务投入的同时，逐步缩小央地高
校间的基础性经费差距。将人才培
养质量、科研转化等纳入考核，减少
“马太效应”；引导高校通过成本核
算提升资源使用效能，避免粗放扩
张。持续推进区域协调战略，巩固对
中西部、边疆地区的专项支持，引导
优质资源向中西部流动，逐步构建
动态均衡的资源配置体系。

优化生均经费配置，是保障教
育公平、提高育人质量、服务国家战
略的关键。在持续投入的基础上，更
加注重结构优化、效率提高和协调
发展，方能推动高等教育实现从规
模扩张向内涵发展的深刻转型，为
建设教育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优化生均经费配置，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发展
从 2023年各地区普通高校的生

均经费数据来看，区域间经费投入呈
现显著差异化特征。热力图显示，北
京、上海、青海、西藏等地的投入水平

位居前列，东北和中部部分省份则相
对较低。这反映出地方财政能力与高
等教育资源配置的关联，也凸显了国
家战略对区域教育均衡的调控作用。

数据显示，北京、上海、西藏、
海南、青海等地的生均经费位居
全国前列。这其中，北京、上海生
均经费分别为 67111.85元、46770.
63元，并以 7.84%、10.54%的增速持
续领先，其经费规模既依托地方财
政实力，也与部属高校密集、中央与
地方协同投入有关。

西藏、海南、青海生均经费分别
达 48360.28 元 、45747.84 元 和
34265.27元。其中，海南增速高达
51.7%，为全国之最。这类地区主要
得益于中央财政专项转移支付和区
域发展战略，如《中西部高等教育振
兴计划》对边疆高校的定向支持等。

相比之下，河南、安徽、湖南等
省份的生均经费则低于全国均值，
且增速平缓。其中，生均经费最低
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其生均经费
仅为生均经费最高的北京市的
22%。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此类
地区面临人口规模、高教规模、财
政承压三重压力，并受到经济增
速放缓、财政收支平衡压力的影
响。可以看到，生均经费的区域差
异是地方财政能力、人口结构、战
略定位等多重因素影响的结果。
客观看待差异，聚焦经费使用效
能提升，或许比单纯追求数值均
衡更具实践意义。

图 7. 2023年各地区普通高等学校生均经费增长率情况（2）

图 6. 2023年各地区普通高等学校生均经费增长率情况（1）

图 8. 2013—2022年我国教育经费构成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