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学学费迎“涨价潮”

少则涨一成多则翻番
� � � �

时隔
7

年，公办普通高校学费标
准的新一轮“涨价冲动”再次到来。

今年
9

月，在江苏、贵州、宁夏
迈入大学校门的新生， 将是三地学
费标准调整后的首批承受者。 相比
上一年， 宁夏是各地当中学费上涨
幅度最高的，其文史、理科、医学等
各类专业的涨幅均超过

50%

。

2013

年，已有六个省（区、市）

完成了高校学费标准的调整工作。

中国青年报记者梳理发现， 这些省
（市）的学费标准绝大多数呈上扬态
势，少则涨一成，多则翻一番。

这或许是一场迟到的学费“涨
价潮”。

2007

年，面对一些高校的学
费涨价趋势，国务院发出“限涨令”，

要求
5

年内各类学校学费、 住宿费
标准不得高于

2006

年秋季的相关
标准。

也正是
2007

年，教育部开始着
手制定《高等学校生均培养成本核
定办法》。 所谓“生均培养成本”，即
高等学校培养一个标准学生的平均
成本， 但这个被教育界普遍认为是
学费制定标准之一的重要数据，长
期以来却是一笔糊涂账。

如今，“限涨令”到期，但生均培
养成本的核定办法至今仍未出台。

新一轮涨价风波之下， 老问题
再次被推到风口浪尖： 涨价有多
少原因出自成本上升？ 这些成本
当中有多少属于学生培养成本，

又有哪些成本不该由学生买单？

学生培养成本的计算标准究竟
何时可以出台？

高校学费上涨冲动
2014

年高校学费上涨的这潭
水，是江苏省第一个打破的。

5

月， 江苏省物价局公布了调
整后的高校学费标准。 在划分出的
文、理、工、农林、医、艺术、体育、公
安

8

种类型中，除了农林、艺术类的
学费不变之外， 另

6

类本科专业的
平均涨幅为

16.61%

，其中，医学类
涨幅最大，为

47.83%

。

即将进入南京医科大学的一名
新生告诉记者， 她所读的临床专业是
七年制， 学费上涨到每学年

7480

元， 而去年的学费是每学年
4600

元，

“没注意到学费上涨了那么多，不然
可能不会填这个大学。 ”

在调整学费标准的省份中，江
苏的涨幅并不是最大的。 在江苏公
布调整后的学费标准之后，

6

月，宁
夏的调整方案出台。这是宁夏

14

年
来第一次上涨大学学费。

新的方案中， 宁夏的文史类学
费标准从每人每学年

2600

元，提高
到了

4000

元； 理工农学类从
2800

元涨至
4400

元， 二者涨幅都超过
50%

。涨幅最高的是医学类专业，达
到了

76.67%

，调整前为
3000

元，调
整后为

5300

元。

7

月， 浙江也在调整学费的程
序上向前走了一步。 该省物价局举
行了公办高校学费调整听证会，除
了不同学科的涨幅不同之外， 高校
性质也成为收费标准的差别之一。

浙江省的调整方案中， 收费标
准分为本科院校、高职院校两类，本

科院校中， 又被细分为浙江大学、

（其他）大学、学院三类。 这当中，浙
江大学的平均调整幅度是最大的。

此外，广西、福建、贵州、山东、

天津、湖南、广东、湖北等省（区、市）

也出台了高校学费调整方案， 且均
呈上升态势。

这不是高等学校学费第一次上
涨。 从高等教育免费制，到

1985

年
起实行的收费“双轨制”，再到

2000

年完成的并轨改革， 这一趋势一直
存在。

以
1999

年为例，《中国教育统
计年鉴》显示，当年普通高校的生均
缴纳学费比

1998

年上涨了
40.3%

。

而到
2000

年，普通高校生均缴纳学
费达

3550

元。

此后， 全国不少高等学校的收
费逐年上升，

2001

年至
2006

年，教
育部、国家计委、财政部每年都发出
通知，要求当年的学费、住宿费稳定
在

2000

年的水平，不得提高。

上涨势头并未完全遏制。

2007

年
5

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健全
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
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
策体系的意见》， 要求除国家另有规定
外，今后

5

年各类学校学费、住宿费标
准不得高于

2006

年秋季相关标准。

这一《意见》也被视为限涨令。

“当时政府下‘限涨令’时我们
就担心， 学校的资金来源渠道没有
变，运行模式没变，一旦取消禁令，

就会报复性反弹， 显然这个情况出
现了。 ”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熊丙奇告诉记者。

他说，

2007

年教育部出台这个
命令， 是当时学费不断飙升情况下
的一个行政命令， 发文之后情况有
所好转， 但学费上涨的压力对学校
而言还是存在的。

他曾撰文认为， 大学学费并非
不可增加，但是，学费增加要明明白
白，同时考虑学生的实际承受能力，

“大学学费涨幅平均达到
60%

以
上，这放在任何地方，都很难让学生
接受。 ”

模糊的培养成本
在受访的高校有关负责人看来，

“成本”无疑是涨价原因的关键词。

“这几年，学校的各项开支总体
是增加的，学生的学费已经

10

多年
没有变了， 占培养成本的比重越来
越低。”苏州一所高校的学生工作处
处长告诉记者，“这次是适当进行了
调整。 ”

他强调，调整后的学费占“学生
培养成本”的比例是低于

25%

的。

这意味着没有违反教育部
2000

年出台的《高等学校收费管理
暂行办法》。该办法第五条规定：在现
阶段，高等学校学费占年生均教育培养
成本的比例最高不得超过

25%

。

今年
2

月， 宁夏在高校学费上
涨的听证会上也公布了生均培养成
本。据官方消息，生均教育培养成本
从

2005

年
～2007

年的
1.51

万元上
涨到

2010

年
～2012

年的
2.026

万
元。与此同时，学费收入与高校总收
入的比例由

2005

年的
24%

下降到

2012

年
7%

。

据披露的数据显示，宁夏
2012

年生均学费占生均培养成本的
15.36%

，远低于
25%

。

在熊丙奇看来， 宁夏在听证会
公布的生均成本， 并不是对发生在
学生培养上的成本进行核算， 而是
简单按照学校的开支进行“确定”。

“也就是说，宁夏现在公布的生
均教育成本，是经不起推敲的，还要
公布每个学校的行政开支，包括‘三
公经费’开支，学校的科研经费，以
及科研经费的具体使用情况， 在把
生均成本核算清楚后， 再考虑学费
问题，更具说服力。 ”他认为。

熊丙奇说， 学校的经常性经费
支出包括日常运作经费、 一些公共
经费， 这些经费并不一定是用在学
生身上的，“现在有些学校行政部门
二三十个，有必要吗？ ”

“这个钱该怎么用，要征求广大
师生的意见。这样的话，运营成本可
能就下降了， 学生承担的费用就下
降了，相关机构也愿意捐钱了。 ”他
认为，财政需要更透明，才能明确哪
些成本应该支出。

早在
2007

年，教育部已开始制
定《高等学校生均培养成本核定办
法》，但这部办法至今难产。

记者注意到， 关于培养成本的
计算方法，在

2007

年办法着手制定
前夕亦有争议。 当时的公开报道至
少有

3

种说法： 有媒体引述教育部
有关负责人说法称， 理工科人均培
养费用一年约

1.5

万元， 文科每年
约

1.2

万元
～1.3

万元； 而在另一教
育部负责人口中， 这一数据却是

4

万元
～5

万元；还有媒体援引“权威
机构”的数据，称一年培养成本只需
7000～8000

元。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
朝晖告诉记者，目前，学费收取多少
与生均成本之间还没有硬性的联
系。 “这个还是比较粗放的算法，现
在没有出台规定， 涉及一些技术性
的问题。有些学校在算这个账，但是
毕竟太专业了， 短期内很难有全国
学校都适用的办法。 ”

储朝晖认为， 高校不合理的开
支而造成的浪费是学费上涨的一个
原因。 “公办学校，行政开支铺张浪
费的现象不罕见。 ”

他说， 一所拥有合理结构的大
学，其经费来源应该包括政府投入、

学费收入、 社会募捐和经营收入，

“但我国的大学要么依赖政府投入，

要么靠学费支撑。 ”

前述江苏高校的学生工作处处
长向记者确认， 财政拨款是逐年上
涨的。

这一说法在官方数据中得到印
证：

2012

年， 全国地方高校生均拨
款平均水平达

1.412

万元， 比
2009

年的
7540

元提高
87%

， 到了
2013

年， 中央财政下拨地方高校的生均
拨款奖补资金为

252.7

亿元。

但是， 高校没有逃离“入不敷
出”的困境。以浙江为例，据报道，截
至

2013

年年底，浙江全省公办普通
高校的债务总规模达

94.68

亿元，

全国
1164

所公办高校的总负债也
超过

2600

亿元。

“一方面资金来源渠道单一，另
一方面铺张浪费。这种情况下，办学
成本提高， 也没其他方法解决这个
问题，就只能向学生伸手要了。 ”熊
丙奇认为。

中低收入家庭受影响大
“宁夏很多市的收入没有银川

高， 一些普通家庭可能一年挣个一
两万都是多的， 大家都是靠打工赚
钱。 ”一名

2013

年从宁夏大学毕业
的学生李升（化名）告诉记者。

李升没有赶上学费上涨的时
候。每年，他的学费都是

2600

元，对
于成长在农村、 父母常年外出打工
的李升来说， 一年要拿出这么多钱
还是有些压力。大学四年，除了申请
助学贷款， 他利用课余时间做兼职
赚取生活费。

“当初自己的学费就占到了家
里年收入的

40%

， 如果涨到
4000

元，可能会影响一部分人。 ”他说。

记者了解到， 教育界的一个普
遍观点是， 高校的学费不应超过人
均可支配收入的

20%

。

不过， 在我国一些经济并不发
达的地区， 学费的占比超出了
20%

。 以宁夏
2005

年为例，当年宁
夏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8093.6

元， 以当时高校的学费标准
2600

元计，这一比重为
32.12%

。 按
照同样的算法， 江苏省的占比为
37.34%

。

对于农村学生来说， 这个数值
更大了，而学费通常较高的医学类、

艺术类等专业，幅度就更大。

但在大多数中国家庭看来，高
等教育是改变子女命运的机会，学
费也因此成为刚需。 受影响较大的
多是中低收入家庭。

“我不会因为学校的学费高就

不去报考，而且家长会关注能不能
上重点。 ”一名湖南大学

2013

届
毕业生告诉记者，她家里还有个
妹妹，明年也要参加高考， “我们
不会因为学费涨了就改变志愿，最
重要的还是看自己想去哪儿， 能去
哪儿。 ”

今年考入青岛大学物流管理专
业的张唯（化名）也表示，报考学校
时还是考虑到了学费的问题。“我妈
生病在家， 全家就靠我爸外出打工
赚钱，一年的收入

9000

多元。 ”

根据山东省公布的高校学费调
整方案， 文史类由原来的每人每学
年

3400

元上涨至
4000

元。

600

元
的改变， 对张唯来说并不是小事，

“现在暑假一直在送外卖”。

在另一部分学生看来， 学校上
涨的学费可以更多投入到校园设施
上，改善生活和教学条件，如果涨幅
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尚可接受。

资助体系应相应调整
江苏一所高校学工处处长告诉

记者，学费调整以后，学校对贫困学
生的资助会相应增加， 去年用在学
生的奖、助、勤、贷、补、免等方面的
资金有

2000

多万元。

江苏省教育厅副厅长倪道潜也
公开表示，省财政在

2014

年经费预
算中安排高校学生资助经费

11.84

亿元，比
2013

年增长了
23%

。

记者注意到， 伴随一些地区学
费上涨，助学贷款也进行了调整。今
年

7

月，财政部、教育部、中国人民
银行、银监会联合印发的《关于调整
完善国家助学贷款相关政策措施的
通知》，决定调整国家助学贷款资助
标准并进一步细化分配比例。

这意味着， 今后在校本科生将
享受到每年不超过

8000

元的贷款
金额，较之前提高了

2000

元。 在地
区上， 也将适应当地助学金的分配
比例。

多名受访学者告诉记者， 助学
贷款和补助需要更公正和透明。

熊丙奇认为， 学费上涨的原因
是多方面的。 以宁夏为例，一方面，

它调整前的学费在全国范围来说是
较低的，但它的办学面向全国，成本
并不比其他学校低。 如果政府部门
没有拨款或拨款比较少， 多出的成
本就只能转嫁到学生头上了。

在他看来，一个怪象是“办学质
量”、“学费”的“倒个儿”。他说，我国
对重点大学的投入更多， 学费标准
相对较低， 而国外质量高的学校肯
定是学费最高的，“现在是重点大学
拨款很多， 学生获得国家更多的资
源， 反而非重点大学承担的教育投
入比例更小。 ”

储朝晖也认为， 从政府增加投
入的角度来说， 重点大学应该不成
问题， 省级的地方院校财政支持可
能比较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学校能
想到的就是增加学费。

他说，在学费增加的背后，公众
实际关心一个问题： 经费有没有使
用不当，学生为什么要多给你交费，

是不是浪费学生的钱？

（据《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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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不孕不育症医院
新农合定点单位

孕育热线：

0376

—

6208222

地址：东方红大道东段（市医药公司斜对面）

信阳仁爱妇科医院
港式妇科好而不贵
健康热线：

0376-6590888

地址：信阳市工区路六里棚
110

号
（第十中学对面、高压开关总厂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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