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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高校在扩招、合并与评估过程中，不断举借银行

贷款，目前贷款规模高达2 000亿 耀 2 500亿元。如此高额的负

债，对靠政府投资和学费收入来源办学的高校来说，在规定的

时间内还清贷款本息几乎是不可能的。可见，高校的贷款已经

形成了巨大的风险。

目前，围绕如何化解高校贷款的风险，很多专家学者发表

了见解，提出了一些解决措施，如提高贷款资金使用效益，拓

宽资金来源渠道，建立贷款风险预警机制，加强后勤社会化改

革等。笔者认为，这些措施虽然能起到一定的防范高校贷款风

险的作用，但并不能从根本上彻底化解高校贷款风险。要从根

本上解决高校贷款的风险问题，必须着力完善政府的政策措

施和创新制度。本文特为此作些探讨。

一、高校贷款风险的成因

对于高校贷款风险的形成，政府、银行和高校都负有不可

推卸的责任，其原因是：政府的政策不够完善，存在漏洞；银行

放贷急功近利，决策有失偏颇；高校扩招、扩建自不量力，借贷

失控。基于这种情况，各方责任人理应结合各自职能，根据责

任程度的大小，共同探讨解决高校贷款风险的问题。然而，从

现实情况来看，高校贷款的相关责任人还没有寻找到较好的

化解风险的办法，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援 政府扶助清偿贷款陷入困境。应该说，在高校贷款风

险形成的整个过程中，政府实行高校合并和鼓励高校扩招，而

对教育的财政投资很不配比，是高校贷款风险形成的主要原

因。按理说，只要政府向高校追加投资，弥补以前贷款的不足，

或者只要按要求将教育投入增加到法定的4%，高校贷款风险

便会得到很大程度的化解。问题是，目前政府根本还拿不出相

当的财力来解决高校贷款问题。

从目前政府参与高校还贷的措施来看，一些地方政府主

要是通过扶持高校还本和贴息两种方式来帮助高校清偿贷

款，但目前这种扶助还贷力度还很小。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以

外，其他地方政府对本地高校贷款还本付息的扶持力度均在

高校贷款本息的5豫以下。从贴息情况看，除广东省对于广州

大学城内的高校新校区建设贷款采用政府全额贴息的方式以

外，其他大部分省、市、自治区主要采取“学校还本、政府部分

贴息”的方式对高校贷款进行补助；有的地方政府到目前为止

还未对高校贷款采取任何扶助措施。可见，政府对高校贷款的

扶持力度十分有限。因此，在目前情况下，指望政府出钱帮助

高校解决贷款风险问题的可能性并不大，更何况贷款主体是

普通高校，无论如何，政府也不可能成为还贷的主体。

2援 银行对高校的援助有较大的局限性。银行敢于以信用

贷款的方式、不顾高校的还贷能力向高校发放巨额贷款，正是

抓住了高等教育的特殊性以及政府提供的各种显性或隐性担

保。如今，高校出现了还贷危机，银行作为放贷方也难辞其咎。

照理，银行应积极采取措施，帮助高校减轻贷款负担。然而，银

行并不像某些高校预期的那样，在适当条件下能够停息挂账，

或豁免贷款，或作呆账核销。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国有企业出

现财务危机时银行还没有进行体制改革，银行是在政府明确

的政策干预下采取了关于停息挂账或豁免部分债务的措施。

正是由于明确的政策干预，政府已拿出17 000亿元为国有商

业银行剥离不良资产。在银行进行体制改革后的今天，政府不

可能又以行政干预的方式让银行形成新的不良资产，不然，主

管部门不会三令五申“贷款高校作为贷款的主体，必须承担还

贷责任”。因此，要想使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银行自主停息挂

账或豁免债务、或作呆账损失处理是不可能的。前不久，一些

银行对河南某些大学采取的冻结日常办学经费乃至教职工工

资的类似措施，说明银行对未按照规定偿还贷款的高校不是

实行缓兵之计，而是采取了强硬的惩罚手段。

债务展期也许是银行帮助高校缓解贷款风险的唯一能够

接受的办法。从目前的情况看，很多高校对到期或即将到期的

贷款都采取了这一办法。通常在债务延续期间，银行应采取免

息措施，这不但是银行为自主贷款行为所付出的必要代价，而

且按照投资理论的解释，它也是债权人从长远利益出发协助

债务人度过财务困难时期，最终获得双赢的策略。然而，债务

展期也只是暂时性的，在国家对高校的现行政策下，高校已形

成的贷款本息不可能在较短时期内偿清，也不可能存在破产

清算的问题，展期后的债务再次到期如何处理又是一个问题。

谈高校贷款风险化解的政策措施和制度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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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政府的政策不完善、银行贷款决策失误和高校自身举债失控是高校贷款风险形成的重要原因。本文认为作为

责任人的政府、银行、高校理应根据自己的责任程度和行业特点承担相应的责任，现实条件下化解高校贷款风险的根本途

径是完善政府的政策措施和创新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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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银行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高校贷款问题的。

3援 高校还贷的财务困难。扩招后的高校名义上是“吃财

政饭”的事业单位，实际上国家已在很多方面赋予了高校相对

的自主权，高校贷款如果在源头上即在学校自我论证阶段就

是一种从实际出发的、十分理性的行为，那么即使没有教育主

管部门的贷款审批制度和监管，高校贷款规模也会处于一种

自我监控的状态之中。然而一些高校自不量力，盲目扩招、扩

建，力不从心地向银行贷款。所以说，高校的贷款问题与高校

贷款管理失控有很大的关系。2004年7月13日，教育部、财政部

联合下发文件，明确规定：“贷款高校作为贷款的主体，必须承

担还贷责任。”高校应明确自身定位，该承担的风险就应承担

起来，不应将贷款风险的责任全推给政府。

从目前来看，高校有多少能力清偿到期债务呢？前段时间

讨论的国家给高校划拨的土地是不能按市场价计算的，不能

随意将土地拍卖用来清偿债务。那么除了土地，高校的其他资

产能否用来清偿债务呢？恐怕也不可行。尽管土地、房屋是高

校贷款形成的资产，但按我国目前高校的体制，贷款形成的资

产产权属于国家，和土地一样，贷款形成的房屋资产不能做偿

债处置。那么，靠高校目前自身财力能否偿清债务呢？只要算

一笔账就清楚了。高校目前的收入主要是两大块：一是财政拨

款，二是学杂费收入。财政拨款根本不能满足基本的经费开

支，而在不能再提高的学费收入中，国家明文规定必须不少于

25豫用于返还学生，不少于20豫用于弥补教学经费的不足，不

少于1豫用于毕业生的就业指导，只能将54豫的剩余学费收入

用于贷款的还本付息。按这一政策，高校是没有多少剩余资金

可用来清偿债务的，充其量只能用来偿还部分债务利息，因此

从现实情况看，高校根本无力偿还本金和利息。

目前，面对已经到期的债务，有些高校正在采取一些措

施，如将外部借款转化为高息向职工借款还贷，将向职工借款

的利息以津贴或补贴的名义发给职工，或举借新债还旧债。笔

者认为这些做法如不加以有效控制和管理，可能会给原本符

合政策规范的高校贷款带来许多不正常和不稳定的因素，会

引发高校新一轮的债务危机。

二、化解高校贷款风险的根本途径

在目前的情况下，无论是政府、银行还是高校，都无法解

决高校的贷款风险问题。笔者认为，化解高校贷款风险的唯一

途径是完善政府的政策措施与创新制度。

上个世纪90年代，由于政府财力问题，为摆脱企业吃财政

“大锅饭”的体制，政府对企业实行“拨改贷”政策。尽管国家当

时的想法是好的，但“拨改贷”是在企业、财政、银行的体制和

机制都没有转换的情况下进行的，效果适得其反，最终导致大

多数国有企业陷入高负债和不良负债的危机之中。

正因为如此，政府为体制原因给国有企业带来的财务危

机承担了主要责任。为了化解国有企业的财务危机，政府出台

了停息挂账、大力推进资本市场发展、剥离优质资产上市、债

转股、国有股减持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从根本上解决或缓解了

国有企业的财务危机。

同样，政府政策不配套是形成高校贷款风险的主要原因。

《教育法》规定，谁办学谁投资是高校经费筹措的基本原则。由

此可见，政府对高校贷款风险负有一定的责任。而在国家财政

依然紧张的情况下，政府不可能拿出更多的财政资金偿还高

校贷款，也只能像对待当年国有企业一样，给出适当的政策来

化解高校的贷款风险。为此，笔者提出几点建议：

1. 深化高校体制改革。我国高校全部由国家独立举办，

目前我国高校数量达2 000多所，在校生人数达 2 000多万人，

国家每年增加教育投入的绝对数额虽然在不断地增长，但按

人均投入量计算却在下降。在高校扩招期间，高校固定资产增

长5 000多亿元，而政府新增的财政投入只有500多亿元，这足

以说明政府已没有财力继续维持这么多高校的运转。因此，可

借鉴国有企业改制的经验，国家出售部分国有高校的股份，让

民营资本、企业资本、国外资本注入高校，这样来解决目前高

校贷款问题不失为一种消除贷款难以偿还风险的好办法。况

且，目前我国高校生源正处于高峰时期，出售价格不至于过

低，这是政府出售高校部分股权的最佳时机。

2. 出台鼓励高校积极创收的政策，缓解高校的财务困

难。创收的路子很多，关键是要因地制宜。根据高校的特点，政

府可以限制高校举办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但应大

力鼓励高校结合自身条件举办智力密集型产业，如管理咨询、

软件开发、建筑设计、职业培训、技术改造等产业。这样做，既

能利用高校智力资源获得收益，又能使高校教师在教学中实

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有助于提高教学水平，还可以让学生参

与其中，培养学生学以致用和创新的能力。

3. 置换土地，用老校区的土地出让金偿还贷款，解决高

校目前财务危机。由于政府目前财政困难，不可能拿出更多的

资金来解决高校贷款问题，因此用土地置换来补偿教育投资

的不足不失为解决高校财务危机的好办法。为此，政府应为高

校土地置换制定一些相关政策，如可以考虑将土地置换资金

用来补偿高校贷款的不足等。

目前，很多高校都整体搬迁到了新校区，老校区空置率较

高，浪费较严重，有的高校虽在各个校区都安置了学生，但各

校区之间的往来交通的花费很大。加之配备实验设备的成本

过高，一些校区没有建立实验室，实验课程开设很不方便，严

重地影响了教学质量。因此，将高校不同校区集中起来，把老

校区置换出去，将置换所得作为国家弥补高校投入资金，一方

面能缓解高校目前的财务危机，另一方面又能为高校节省办

学成本，土地置换偿债结余资金还可用于新校区建设，这是化

解目前高校贷款风险的上策。

【注】本文为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渊项目编号院

07JJ61-54和07JJ5089冤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遥

主要参考文献

员援介新.普通高等学校贷款问题研究.北京院高等教育出版

社袁2004

2援张松德.高校贷款风险与政府监控.事业财会袁2004曰3

3援汤敏.关于扩招的几个问题.北京大学教育评论袁2006曰2

4援刘巍袁马娟袁胡敬艳袁李振华.谁该为中国大学教育野埋

单冶钥 21世纪经济报道袁2006-05-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