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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研究背景研究意义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截止2018 年，我国普通本

专科在校人数为2831万人，较2009年2231万人增长了26%；研

究生在校人数为273万人，较2009年140万人增长了95%，2018

年国家财政对高等教育拨付经费1.2万亿元，高等教育经费占GDP

的1.31%，生均拨款为3.63万元，较2009年增长160%，政府财力

的支撑有效的保障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高等院校为了满足教

学评估条件，新建扩建了多个基础设施项目，硬件设施投入较大。

同时还存在人员经费和行政支出较大、项目重复建设、教育资产

利用率不高等问题，因此加强对高等院校预算管理，提高资金使

用效率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以S高校为例，分析目前高

等院校预算管理的现状及存在问题，并从事前编制、事中执行、事

后考核与反馈等角度提出完善高等院校预算绩效管理水平，提升

S高校的资金使用效率，促进高等院校的健康发展，并对其他高校

旳预算管理工作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谢倩(2019)认为目前高校预算管理中的突出问题在于赤字预

算较为严重，同时预算编制不真实及资金分配不合理也影响到高

校的预算管理；安维东（2019）则以地方高等院校科学基金经费

管理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全面预算管理的重要性，并提出在科学基

金经费管理时要摆脱传统管理方式，实现预算内和预算外资金的

统一全面管理。刘英姿（2019）以美国高等院校为例研究高校财

务管理模式，发现美国高等院校预算管理较为严格，预算编制人

员不局限于高校工作人员，从而使预算编制机构有一定的独立性，

同时预算审批权限分割较为清晰明了，从而确保了预算蛇皮的严

肃性。目前学者对高等院校预算绩效管理有较多的研究并形成了

一定的研究成果，但学者关于预算绩效管理的研究多侧重于理论

研究，在结合具体高等院校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方面研究较少，因

此本为以S高校为例分析预算绩效管理的具体应用，为其他高等

院校提升预算绩效管理水平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1.3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本课题以S高校预算绩效管理为研究对象，在委托代理理论、

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基础上，研究S高校预算管理的现状及问题，并

从事前编制、事中执行与控制、事后评价考核等角度提出提升S高

校预算管理水平的措施。本课题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为：一是综

合概括与具体分析相结合。本课题在总体研究框架的基础上以S

高校为例，分析预算绩效管理在高等院校财务预算管理中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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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从理论基础、构建思路、具体措施等方面进行具体分析研

究；二是案例分析法，本文以S 高校为例研究我国高等院校预

算管理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并针对预算绩效管理提出相应的构

建思路和具体操作措施，使本课题对高等院校预算管理的分析更

客观。

2  预算绩效管理的相关理论基础

2.1委托—代理理论

委托—代理理论认为委托人将约定的权利授予代理人，代理

人在委托范围内代表委托人处理相关事务，委托人向代理人支付

相应的报酬。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极易发生道德风险。在普

通委托代理关系中，由于委托人、代理人属于特定的人，委托代

理内容也较为明确，代理关系的建立、代理人行为的监督与激励

也较容易实现，但由于高等教育属于公共服务领域，委托方信息

十分缺乏，对各下属机构的预算使用的监督机制和考核激励机制

无法正常发挥作用，从而使高等教育领域的委托代理行为引发道

德风险的机率更高。因此为了规避委托代理关系中道德风险的发

生，需要将代理人的预算管理予以量化，并通过科学的绩效评估

对高等院校进行合理评价，帮助高等院校建立预算管理的监督考

核机制。

2.2新公共管理理论

新公共管理理论认为公共管理者由于特定的管理结构和权利

分配，导致其管理能力弱化，公共领域内的管理面临困难。因此

在公共管理中需要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改变原有的政府在公共服

务和公共物品供给中的作用，强调公共管理的绩效导向，明确组

织各构成部分及成员的具体目标，并根据各目标的完成情况进行

绩效评价。高等院校作为提供公共服务产品的部门向社会提供高

等教育公共产品。通过新公共管理理论的绩效导向，引导高等院

校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模式，将绩效目标的确立及实现作为重点，

通过制定可量化的绩效评价指标提高高等院校预算管理水平，提

升高等院校的办学质量。

2.3投入产出理论

投入产出理论是指在经济及社会活动过程中需要投入一定的

资金确保活动的顺利开展，同时经济社会活动也会形成一定的成

果，因此经济社会活动可以看作平衡投入与产出的关系。在高等

院校投入中又分为人力资源的投入和财力物力资源的投入，人资

资源的投入包括管理人员、教师及其他相关人员；财力物力资源

的投入包括教学设施、图书资源、科研资金等方面的投入，而产

出包括教学质量与科研成果等方面，投入产出理论应用于高等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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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预算绩效管理中可以直观的反映出高等院校投入与产出之间的

关系。

3  S高校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

3.1预算绩效管理构建的基本思路

根据本文前面对S高校预算管理现状及存在问题的分析，发

现S 高校预算绩效管理呈碎片化、表面化的管理现状，需要把

绩效体制运用于提升S高校预算管理水平中。预算绩效管理的基

本流程包括事前的目标管理、事中的控制管理、事后的绩效评

价考核，以及对预算评价结果的运用等环节，从而使预算绩效

管理形成一个闭环，确保对预算实现全过程管理。预算绩效管

理基本流程如图4-1 所示：

3.2预算绩效管理实施的具体措施

高校预算绩效管理的核心在于绩效与预算的融合，所以在搭

建S高校预算绩效管理时要以绩效为指向，首先进行各学院部门

的绩效预算编制，然后强化对预算执行的监管，最后对各部门的

预算执行结果进行绩效评价，并参考评价结果合理编制下一年度

的预算。

3.2.1 S高校预算绩效的编制

高校综合预算的编制应当合理满足S高校下属各学院的需求，

使S高校教学活动有序开展。一是在校级经常性收支预算的编制

中应当反映S高校的财务收支计划及相应的资源调配活动；各二

级预算单位向校级预算上报经费申请，汇总后的经费需求可能会

超出校级可控经费，S高校财经委员会对各学院上报的经费申请

进行调整，按照项目的轻重缓急及绩效进行排序，并测算出每

个项目支出的具体金额，合理进行安排。二是针对学院经常性

收支预算的编制，应由各单位的专门人员进行负责，各学院的

科研经费等专项资金的收支，不纳入院级预算实行院级预算的编

制，能够积极调动各部门的参与度，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科学

使用教育资源。三是针对专项经费预算的编制，专项经费不能

纳入校级和院级经常性收支预算统筹编制，应当采用成本效益分

析法进行专项经费项目预算的编制。各部门向学校申请专项经

费，应当提供计划说明书、项目实施的必要性及可行性分析报

告，并列明具体支出明细和测算依据。预算管理办公室负责对

提交的项目进行审核，通过的项目应纳入项目库，以备后期按

照轻重缓急排序，合理安排高校资源。

3.2.2预算绩效评价

为了提高高校财务管理水平，S高校在进行绩效评价时应当坚

持科学性、重要性、可操作性、动态完善的原则进行绩效评价

指标的设计。预算绩效评价指标应当针对不同的预算活动设计更

为贴切、合理的指标。具体包括：关键绩效指标、业绩表现

衡量指标和综合绩效指标（如图 4 - 1 所示）：

4  结论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扩招，在校生人数大幅度增加，高等

院校为了满足教学评估条件，增加了硬件设施的建设，同时人

员经费和行政支出也在不断能增加，资金使用效率不高。为了

加强对高等院校预算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本课题以S 高

校为例，梳理该高校预算管理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从事前编

制、事中控制、事后评价与反馈等方面提出预算绩效管理的应

用措施，提升S 高校预算资金的使用效益，保障高校的预算管

理水平及办学质量，促进其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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