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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等教育成本分担格局的调整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财政经历并正在进行的
最主要改革之一。
在许多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传统市场经济国家和处于转型中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都
采取了向受教育者收取部分教育成本或提高学费水平的方式来应对高等教育财政危机，来弥补公共教
育经费的不足。
当前，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的总体趋势是朝着增加个人（家庭）分担比例，同时辅之以健全的学生资助
政策，并拓展其他渠道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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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秦福利，男，广西灵川人，教育学硕士，副研究员，现任广西工学院教务处副处长，主要从事教
育经济和高教管理方面的教学科研工作。
主持省级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和省级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项目共5项，作
为主要成员参与完成省部级教育科研类课题9项、著作2部、教材1部，获省级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
奖1项，获省级教学成果一等奖1项、二等奖2项，在《教育科学》《江苏高教》《黑龙江高教研究》《
现代教育科学》《学术论坛》等刊物上公开发表教育类研究论文40多篇。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研究>>

书籍目录

第一章 高等教育成本第1节 高等教育成本的含义一、教育成本二、高等教育成本三、高等教育成本的
特点第2节 高等教育成本的分类及构成一、高等教育成本分类二、高等教育成本的构成第3节 高等教育
成本的核算一、高等教育成本核算的必要性二、高等教育成本核算的可行性三、高等教育成本核算应
遵循的原则四、高等教育成本核算的对象和范围五、高等教育成本核算的方法六、我国高等教育成本
核算的现状第二章 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第1节 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的内涵一、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的含义二
、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的作用三、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的模式第2节 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的依据一、理论依
据二、现实依据第3节 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的主体一、政府分担二、学生个人及家庭分担三、社会分担
四、高等教育成本分担主体的关系第三章 高等教育成本分担中的财政经费第1节 我国高等教育财政经
费的沿革一、高等教育免费阶段的财政经费二、高等教育收费阶段的财政经费三、高等教育收费时期
的财政政策第2节 高等教育财政经费的比较研究一、高等教育财政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二、高
等教育财政经费占公共教育经费的比重三、高等教育财政经费占高等教育经费的比重四、世界主要国
家高等教育财政经费五、主要经验和启示第3节 我国高等教育财政经费的改革一、提高财政集中度，
确保政府财政拨款在高等教育投资中的主渠道作用二、改进财政拨款方式，完善政府对高校的监管三
、规范高等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促进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公平第四章 高等教育成本分担中的学费
第1节 我国的高等教育学费一、实行高等教育学费制度的背景二、高等教育学费制度的形成过程三、
我国高等教育学费制度的现状四、实行高等教育学费制度的影响第2节 高等教育收费的比较研究一、
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学费的概况二、世界主要国家高等教育学费情况三、经验借鉴与启示第3节 我国高
等教育学费定价机制的改进一、科学确定学费标准二、规范高等教育收费三、收费制度下学生资助方
式的优化第五章 高等教育成本分担中的教育捐赠第六章 高等教育成本分担背景下的学生资助 第七章 
我国高等教育成本分担机制的改进参考文献后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研究>>

章节摘录

　　（1）政府包揽全部高等教育费用符合当时的世界潮流。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对经济的增长作用巨大，从而使政府对高等教育的
支持力度和强度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同时，在整个世界范围内，人们追求实现高等教育机会均等的目标，期望通过国家财政的支持“确保
没有一个合格的学生会因为经济困难而丧失高等教育机会”。
于是，各国纷纷建立或扩展了各自的高等教育财政政策。
当时各国的高等教育财政政策基本上都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对学费的减免；二是对生活费的资助。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学生上大学不缴学费成为几乎所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苏联、东欧以及所
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选择，其中自然包括中国。
“免费高等教育”和“免费加助学金”等慷慨的资助制度成为盛行于世界各国的基本模式，采用这一
模式的国家当时达到了40个之多。
①　　“免费加助学金模式”首先发端于苏联。
列宁提出的保障工农受教育权利的思想成为当时制定高等教育财政政策的理论基础。
列宁认为，在资本主义以及以往的各种阶级社会中，劳动人民获得教育和发展的权利被剥夺了，而剥
夺的基本办法之一就是昂贵的学费。
他指出：“阶级学校根本用不着把大纲分成富人的大纲和穷人的大纲.因为缴不起学费、教材费和整个
学习时期膳宿费的人，阶级学校根本不让他们受中等教育⋯⋯能够缴得起这笔费用的只有极少数人”
，“做工的无产者和种地的农民贫穷不堪”，昂贵的费用使他们“无论在沙皇尼古拉的统治下，还是
在共和国总统威尔逊的统治下，都没有可能上大学”。
在列宁看来，资产阶级就是通过学费和其他上学费用剥夺了人民受教育的权利。
为了排除劳动人民受教育的经济障碍，从经济上保证无产者和劳动群众受教育的权利，苏联明确规定
“从今以后俄罗斯社会主义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废除一切高等学校的学费”①，为全体大学生提供免费
高等教育。
1919年，俄共八大教育政策文件中再次明确了为大学生提供免费高等教育的根本目的——“所有大学
都向一切志愿学习的人，尤其是劳动者开放。
为了向无产者和农民提供最充分的进大学的机会，（政府）为学生提供财政资助”。
此后，学生上大学免收学费，为了保障贫苦学生在校期间的生活开支，政府还向全体学生发放助学金
，从此奠定了“免费加助学金模式”的基础。
苏联所创立的模式对世界各国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20世纪60年代，苏联以外的所有13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无一例外地采用了“免费政
策”，其中也包括中国。
不仅如此，由于苏联高等教育在新的政策下获得了巨大的发展，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广大发展中
国家也深受苏联资助政策的影响，各国纷纷效仿，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法国在此基础上还
发展出更为慷慨的资助政策。
　　由此可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各国政府和民众普遍认可“免费加助学金模式”的教育财政模
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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