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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对高等教育投贷项目进行理论界定的基础上，系统论述了高等教育投贷项 

目管理体制改革的任务和原则，同时提出涵盖 8十层面内容的高等教育投资项 目管理体制改 

革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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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党的十五大提出的“科教兴国”战略方针，中央政府决定切实加大对教育的投入， 

并逐步实现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 出占到国民生产总值(GNP)4 的 目标 。与此相对应，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教育投资(特别是高等教育投资)来源渠道的多元化倾向明显。 

但值得理论界及相关管理者关注的是，无论财政投资，还是 自筹投资、捐赠投资和集资投 

资，除较少部分投资用于追加El常维持费用之外，绝大部分教育投资以项目投入方式为 

主。投入方式的转变，客观上要求对传统的教育投资管理体制加 以改革 ，并以投资项 目为 

核心，重新构建教育投资管理体制。本文将结合我国高等院校资金管理体制运作的实践， 

仅就新形势下高等教育投资项 目管理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J 

1 高等教育投资项 目界定 

按照通行的观点 ，高等教育投资项 目涵盖的面很窄，主要包括服 务于教学、科研 、推 

广、示范以及住宿 生活等活动的各类建筑物。根据这种界定模式 ，传统体制中的高等教育 

投资项目管理主要指的是基本建设项 目的管理，但从投资经济角度分析 ，项 目是指为实现 

某种既定的社会、经济目标所进行的投资活动。通常而言，这种投资活动可形成资产，具体 

包括固定资产(如建筑物、设备、仪器等资产类型)和其他资产(如师资力量、教育和培训体 

系、管理程序等资产类型)。同传统界定模式相比，高等教育投资项 目可细分为4种基本类 

型：一类是教室、实验室 食堂、宿舍 体育场馆、图书馆等基本建设项 目；二类是实验设备 、 

分析仪器、视听设备 、办公设备、起居设备等基本采购项目；三类是师资培养、学科和教材 

建设、教学俸制改革等人力资本投资项目}四类是科技队伍建设等科研投资项目0]。 

从项目实施过程管理及相应的资金管理角度分析，高等教育投资项目具有 3个基本 

特征：④一次性特征。高等教育投资项目都是在规定时间内要求达到预期目标的一次性投 

资活动 例如，高等学校可根据科教事业的发展，规划建设若干科研和教学楼，但就每栋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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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组科教楼的建设过程而言，其投资只能是一次性的。② 目标性特征。明确建设项 目目标 

既是立项的依据，也是对项 目实施过程进行监督、管理的依据。因此，高等教育投资项目在 

实施过程中不能随意改变其 目标与用途t以免造成浪费与损失。即使因客观条件的变化而 

需要对原设计方案加以修改、调整，其出发点也只能是投资数量和建设规模，而不应该是 

项 目的目标 。⑧阶段性特征。高等教育投资项 目的实施过程具有明显的阶段性，整个过程 

通常包括前期论证、方案设计、选择决策、前期准备、实施过程、竣工验收等阶段。其中每阶 

段都有明确的任务、具体的技术规范和确定的投资份额。 

2 高等教育投资项目管理体制改革的任务 

在传统体制下 ，高等院校的投资性资金来源主要是国家财政拨款，上级主管部门对这 

类资金通常实行的是刚性计划管理模式。在这种体制下，高等院校的决策者及管理者在资 

金筹措、调度等方面的自主权很小，结果导致乱上项目、重复投资和投资规模不经济等问 

题非常突出。近年来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均已证明，高等教育投资项目管理的核心与重 

点是加强资金管理。基于这种认识，笔者将高等教育投资项目管理的任务规划如下： 

2．1 按照预定计划，积极筹措资金 

高等教育投资项目在前期论证过程中，确定无误地落实资金来源渠道是第一位的。无 

论依靠上级主管部 门、地方政府拨款，还是社会捐赠、自筹资金，没有可靠 的资金来源保 

证，主管部门通常不会审批立项报告，建设主管部门也不会审批。但是上级拨款和自筹资 

金并非无风险。在财政拨款方面，由于国家宏观产业政策及基本建设投资规模的调整 ，原 

已审批的未建和在建项 目有可能被压缩或停建；由于主管部门人事变动而对项 目资金的 

供应造成影响，这是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经常发生的事情 ；某些领导未经科学论证而承诺 

的项 目盲目启动后，因缺乏部门间的沟通而早期“流产”。在自筹经费方面，由于高等院校 

筹资依靠的是办学收人或校办产业收人，而这些收人往往因政策或其他不确定因素的影 

响，未必能按预期如数收足 或者由于 院校出台新政策或出现新的急需开支项 目，决策者 

临时决定改变资金用途 』。 

通常情况下，原筹资渠道变动或投资额度调整会导致“半拉子工程”和项 目投资不经 

济。这就决定了高等院校及其主管部门必须将筹措资金当作投资项目管理的重点，在预算 

上仍有一定调整余地的基础上，能够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将项目投资来源波动的风险降 

低到最低程度 。 

2．2 按照实施方案，合理调度资金 

由于教育投资项 目本身具有多样性 ，不同项 目启动时间具有差异性和同一项 目实施 

过程具有阶段性等原因，因而项 目资金的分布极为复杂。这就决定了项 目实施过程不仅要 

涉及到基建管理、设备管理、总务后勤、科研教学等业务管理部门，而且要求计划财务部门 

必须介人 ，以便及时、准确地掌握各类项 目的启 动时间、预算安排、施工进度 ，从而根据这 

些信息，按轻、重、缓、急来分配资金。在特殊情况下，可合理调度甲项目资金到乙项目使 

用，在资金使用的高峰还可以调度项目以外的其他资金，从而确保达到资金统筹安排的效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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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按照管理规范，高效使用资金 

长期以来 ，由于经济上的违法乱纪现象时有发生，因而高校基本建设及物资采购是一 

个极为敏感的区域。要遏制这些问题的发生，资金管理是源头，财务管理是关键。一方面 

要根据国家关于现金管理的法规和高校会计制度，制定完善的资金管理制度 ．并严格按照 

规定的办法和程序操作，堵塞一切可能的漏洞。另一方面 ，要根据市场经济规律，及时掌握 

和充分利用市场物价行情的变化．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效益。例如，引进竞争机制、实 

行招标制和建立采购制度等。 

另外 ，在项 目资金使用方面，也要按规律办事。当资金供应出现短缺时，一定要将有限 

的资金用在关键环节．做到该花的钱不能不花，不该花的钱坚决不花。例如，在基本建设方 

面 ，一定要注意质量的持久性和规格的高水平 ；在重要设备采购方面，一定要注意技术的 

先进性和功能的完备性。 

3 高等教育投资项 目管理体制改革的原则 

确立科学的管理原则，是投资项目实施过程管理的依据。根据资金来源属性及项目特 

征，高等教育投资项 目管理的过程应遵循三项基本原则。 

3．1 计划管理原则 

计划管理是项 目顺利实施和实现项 目资金最大限度发挥作用和效益的重要保证。项 

目计划管理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资金来源计划，即资金在一定时限内的来源总量 ，各项 目 

在一定时限内的资金来源分量，以及资金来源总量和分量的可靠性，都必须做 出科学的、 

实事求是的计划。也就是说，项目资金来源计划不能想当然，不能含任何水分。二是资金 

使用计划 ，即所有启动项目和在建项 目在一定时限内的总需求量，各项 目在一定时限内接 

进度的分需求量 。由于项 目资金的来源总量与项 目实施的实际使用量之间一般存在一定 

差额，因而项 目资金的计划管理必须随时做出快速反应。对资金供应缺 口必须有相应的弥 

补措施，而对资金供应的余额则必须接国家和学校有关项目资金的管理办法妥善处理。另 

外，按照计划管理原则 的要求 ，资金在各项 目之间以及项 目的各阶段分配要科学合理 ，比 

例相互协调，从而既保护项 目建设 的需要 ．又能维持资金正常运转。通过这种方式，可以避 

免一些项目占用资金过多而造成闲置和一些项 目因资金供应缺乏而影响项目进度等问 

题 。 

3．2 依法管理原则 

高等教育投资项目资金一般是政府及部门或学校筹措的具有专门用途的资金，其管 

理的严肃性和要求远远超过 日常事业经费。因而必须严格遵守国家和学校有关财经法律、 

法规、办法。同时应按照专项资金管理的规定，坚持专款专用，丝毫不能挪用。关于专项资 

金的管理，政府从开支范围、检查验收、违纪处罚措施等方面均做了严格的规定，责任范围 

也被明确界定。其目的在于：一是保证计划的严肃性；二是保证项目实施顺利完成；三是提 

醒各级部门、各级干部不要因乱批条子而犯错误。 

依法管理原则还有一层意思，就是各项目实施单位必须保护项目资金管理的安全、民 

主、透明。凡基本建设项目和物资、仪器设备采购等项目，必须按一定的管理程序引进市场 

竞争，并签定经济合同予以约束。凡体制改革、调查研究、人才培训等项目，必须向下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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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下达经济责任书 +一切按法定程序办事 +违反经济合同则要追究法律责任。 

3．3 封 闭管理原则 

封闭管理原则 ，是对高等教育投资项 目进行有效管理的专用性原则。封闭管理原则的 

要求具体体现为：一是专款专用 即在项 目规定的资金开支范围内使用。二是据实列报。 

即按实际支出款项和数额列报支 出，不能做假帐、假表和虚报支出，对结余部分按有关管 

理办法处理+不能任意支配。三是单独核算。即按项目分别核算，不能混淆，不能算总帐， 

避免“胡子工程”，“寅吃卯粮” 四是专项结报。即按各项目要求的形象进度和资金使用进 

度书面报告，项 目完成后+分别办理专项报帐手续，分别编制项目资金使用报表。基本建设 

项 目还应将有关资料分别建档和存档 五是讲求效益。即在项 目完成后要进行专项验收、 

专项审计，在项 目投入使用或运行后，要进行专项检查评估 对确实具有较高经济、社会效 

益的项 目给予充分肯定；对效益较低或很差 的项 目，要及时总结经验和教训 

4 高等教育投资项 目管理体制改革的模式 

通常而言，我国各高等学校选择和采用的投资项 目管理体制可分为两种基本类型 ：一 

种是报帐制模式，采用这种模式的学校一般选择的是项 目资金一级管理和一级核算体制； 

另一种是拨款制加报帐制模式，采用这种模式的学校一般选择的是项 目资金一级 管理和 

二级核算体制 。由此可见，现行管理体制过度强调了资金管理的核心地位，而忽视 了项 目 

评估管理、项目决策管理、项目运作中的业务管理和项目实施中的社会监督管理等其他管 

理对优化资金管理 的重要作用 。针对这种状况，笔者认为高等教育投资项 目管理体制改革 

的 目标必须涵盖五方面的内容 。 

4．1 实现投资项目资金管理集中化 

遵循既有分工又有协作 的原则 ，将来源于各个层面和各种渠道的高等教育投资项 目 

资金的管理权集 中在计财部门。在此基础上 ，按照通行的报帐制模式和拨款制加报帐制模 

式，规范计财部门与基建等业务部门问的行为和管理关系。 

4．2 实现投资项目管理专业化 

按照投资项目资金管理集中化原则，将现行体制下由基建管理、后勤服务和设备采购 

等业务部门控制的项 目资金从其业务中划拨出来，实现资金管理权与项 目管理权分离。在 

该体制下，业务部门的管理职能主要集中在项 目立项前的准备、组织实施项 目、监督项 目 

实施中的资金使用和组织项目竣工验收等方面 

4．3 实现投资项目评估科学化 

根据会计制度改革的要求，并针对 目前各高等学校广泛存在的乱上项目、重复投资等 

现象，应该建立独立于计财部门和基建管理等业务部门之外的“高等教育投资项目评估中 

心”。通过项 目评估中心规范的组织机制、科学的评估依据、严格的评估程序 ，确保项 目评 

估方案的科学性和有限的项目投资发挥最大的效益。 

4．4 实现投资项 目审批管理程序化 

项目审批管理程序化过程涉及三方面；①建立 以高校法人 (院、校长)为核心的投资项 

目审批和决策委员会；②严格遵循先上后下、上下结合，逐级上报的审批原则 ，确立规范的 

投资项 目决策程序 ；③严格按照先评估后决策的项目审批原则 ，进行选项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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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实现投赍项目实施及赍金使用过程监督系统化 

社会监督过程涉及三方面：①进一步强化审计、监察 、纪检等党政机构的监督职能 ；② 

进一步强化公检法司等司法机关的监督职能；③按照民主程序 ，发挥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民主党派人士和教职工代表的监督职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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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management system reform of investme nt 

projects in higher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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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the theoretic identification of investment projects of the higher 

education(IPHE)，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major tasks and basic principles of the 

management system reform of IPHE．Then the paper puts forward a reform model of 

management system of the IPHE，which covers five important aspects of cont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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