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阴窑70窑财会月刊渊理论冤 援

自1999年以来，我国高校招生规模不断扩大，高等教育经

费投入需求急剧增长，在经费投入不足的情况下，高校普遍采

用了贷款运营的发展模式。由于许多高校的银行贷款余额太

大，随着还贷高峰的到来，部分高校已没有偿还能力。高校银

行贷款的风险已经凸现，这一问题引起教育部、财政部及社会

各界的广泛关注。高校银行贷款的额度是多少才是合适的、怎

样评价和控制高校银行贷款的风险等问题，成为当前高校财

务管理的热点问题。

自1999年我国高校实施扩招战略以来，财政拨款及其他

资金来源已经难以满足经费支出的需求，许多高校选择了向

银行借款以弥补经费投入的不足。但是贷款资金的使用是有

代价的，其表现形式就是贷款利息，而高校必须在约定的时间

还本付息。

一、高校银行贷款及贷款风险产生的主要原因

1. 高校银行贷款的成因。

高校银行贷款的形成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1）国家投入不足。我国高校自1999年扩招以来发展迅

速，高校规模扩张较快、国家投入不足是高校进行银行贷款的

直接原因。

1999 耀 2003年，我国高校在校生人数与财政性教育经费

投入情况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高校在校生人数年均增长26.69%，而财政性

教育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8.77%，两者极不匹配。而在我国，

90%以上的高校是公办高校，其经费来源主要是依靠财政拨

款，财政拨款又是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主要构成部分。经费

来源的不足成为阻碍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的原因之一。

（2）高校具有法人资格，具有银校合作的基础。高校是独

立的法人单位，具备贷款主体资格，加之高校规模的不断扩

大，高校产生了金融服务需求，如银行上门代收学杂费或在各

网点代收学杂费、向学校提供理财咨询服务等。银校合作为高

校向银行贷款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建立在银校合作基础上的

高校信用贷款实质上是用收费权作抵押的一种特殊的抵押贷

款，这种抵押有的以书面形式约定，有的则以口头或默认的形

式存在。

2. 高校银行贷款风险的成因。

高校银行贷款风险产生的主要原因有：淤财政性教育经

费投入不足；于学费收入主要用于补偿办学投入；盂公办高校

将还贷寄希望于国家；榆投资项目收益的不确定性可能给高

校造成负担；虞贷款结构不合理产生的贷款风险；愚高校发展

规划和层次定位具有不确定性产生的贷款风险。

二、高校银行贷款额度控制与风险评价模型

教育部、财政部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完善高等学校经济责

任制加强银行贷款管理切实防范财务风险的意见》（教财

〔2004〕18号）提出了高校银行贷款额度控制与风险评价模型，

其内容主要包括：

1. 将高校视为一个整体。

这就要求不能因偿还贷款本息而影响高校现有办学能力

和正常的教学、科研工作；高校事业在未来一定时期内呈稳定

增长的态势；不考虑非常态的不可预计与不可控制的情况（如

获得国家财政重点支持、获得大宗无指定用途捐款等）；将高

校视为一个整体，不考虑内部各级次的资金分布状况。

2. 收入分类及增长率设定。

高校的收入可分为限定性收入（有指定用途的收入）和非

限定性收入（无指定用途的收入）两大类。

非限定性净收入=非限定性收入-必要刚性支出

根据高校事业稳定发展的基本假定，进一步假定非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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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国 家 财 政 性
教育经费（万元）年 份

项目及
增长率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年均增长

比上年
增长（%）

在 校 生
人数（万人）

比上年
增长（%）

4 431 601.2

5 311 854

6 328 003.5

7 521 463

8 405 779

24.22

19.86

19.13

18.86

11.76

18.77

413.4

556.1

719.1

903.4

1108.6

21.27

34.52

29.31

25.63

22.71

26.69



性收入与必要刚性支出同比例增长，那么高校的非限

定性净收入也将按同样的速度递增，具体增长比例应

按照谨慎性原则确定。

3. N年期累计非限定性净收入现值。

为平衡各年收入与支出中偶然因素的影响，可以

年均非限定性净收入R0为基数，以N年期同期银行平

均贷款利率i为折现率，计算未来N年期累计非限定性

净收入现值。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1）R0越近两年非限定性净收入之和衣2。

（2）N年期累计非限定性净收入现值=R0伊现值系

数f。

f =［（1+g）n /（1+i）n -1］（1+g）/（g-i）

其中：g为设定的非限定性净收入增长率；n为期间

数(年)；i为同期银行贷款利率。

4. 累计贷款控制额度。

（1）N年期累计贷款控制额度。由于高校事业基金

中的一般基金中仍有一部分可用于偿还贷款本息，因

此N年期累计非限定性净收入现值加上一般基金中可

用于偿债的部分（可按一般基金的20% 耀 50%测算），即

可测算出N年期累计贷款控制额度（指N年期内累计贷

款余额的最大值，不包括已经偿还的贷款）。

N年期累计贷款控制额度越N年期累计非限定性

净收入现值+一般基金中可用于偿债的部分

（2）N年期累计新增贷款控制额度。假定高校新、

旧贷款均需在N年内全部偿还，则：

N年期累计新增贷款控制额度越N年期累计贷款

控制额度-累计未偿还贷款余额

5. 贷款风险程度评价方法。

现有贷款风险指数=累计未偿还贷款余额 辕 N年

期累计贷款控制额度

现有贷款风险程度评价标准如下：

（1）0.8约贷款风险指数臆1，高风险；

（2）0.6约贷款风险指数臆0.8，较高风险；

（3）0.4约贷款风险指数臆0.6，中等风险；

（4）0.2约贷款风险指数臆0.4，较低风险；

（5）0约贷款风险指数臆0.2，基本无风险。

如现有贷款风险指数跃1（或N年期累计贷款控制

额度臆0），则表明高校在此期间内暂无贷款能力，不能

再增加任何新的贷款。

三、高校银行贷款控制额度计算与贷款风险程度

测定

1. 计算高校银行贷款控制额度。

根据高校银行贷款额度控制与风险评价模型，对

A高校2001 耀 2010年的银行贷款控制额度及贷款风险

程度进行测定。A高校现有全日制在校生约10 000人，

教职工520人，在最近的5年内，A高校在校生平均每年

增加1 000人以上。本文使用的A高校有关财务数据中，

2001 ~ 2005年的数据是真实数据，2006 ~ 2010年的数

据是预测数据。测算银行贷款控制额度及贷款风险程度时，N=

1，2，3，4，5，6，7，8，9，10。

A高校的有关财务数据如表2所示：

（资料来源：A高校2001 ~ 2005年度决算报表及预测数据）

表2中，2001 ~ 2005年的数据是年度决算数据，2006 ~ 2010年的

数据是根据2001 ~ 2005年的平均年增长率乘上年数后计算得出来

的。2006年的数据等于2005年的数据乘上平均年增长率，2007年的数

据等于2006年的数据乘上平均年增长率，以此类推。表2中的非限定

性净收入的数值应该用非限定性收入的数值减去必要刚性支出的数

值得出。

下面计算2001 ~2005年有关增长率，如表3所示：

从表3可知，增长最快的是非限定性净收入，其次是财政拨款，再

次是必要刚性支出，增长最慢的是非限定性收入。基于稳健性的考

虑，计算银行贷款控制额度所使用的非限定性净收入增长率可以选

用非限定性收入增长率和必要刚性支出增长率的算术平均数。即：

非限定性收入的增长率越（非限定性收入增长率垣必要刚性支出增

长率）衣2 =（16.24%垣17.83豫）衣2=17.04%。

以2001年年末为观测点，运用高校银行贷款额度控制与风险评

价模型，计算A高校的贷款控制额度：

（1）R0越近两年非限定性收入之和衣2=（480+1149）衣2=814.5（万

元）。

上式中2000年非限定性净收入的数据是根据2000年度决算报表

中的有关数据计算得出的。2000年度A高校非限定性收入为1 490万

元，必要刚性支出为1 010万元，那么可以计算出非限定性净收入为

480万元。

（2）计算N年期累计非限定性净收入现值（折现率为6%）。令N=

1，2，3，…，10。各年累计非限定性净收入的现值分别用N1，N2，N3，

…，N10表示。则：N1=R0伊f =896（万元）。

同理，可以计算得出N越2，3，4，5，6，7，8，9，10时的累计非限定性

净收入现值：N2越1 890（万元）；N3越2 989（万元）；N4越4 203（万元）；

N5越5 539（万元）；N6越7 013（万元）；N7越8 642（万元）；N8越10 442

（万元）；N9越12 429（万元）；N10越14 62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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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一尧非限定性收入

其中:财政拨款

二尧必要刚性支出

三尧非限定性净收入

年 份

项 目

要

要

要

要

26.86%

55.68%

-3.13%

71.11%

8.51%

7.06%

56.03%

-31.18%

14.33%

19.42%

24.36%

-4.66%

15.26%

10.98%

-5.93%

67.60%

16.24%

23.29%

17.83%

25.72%

年 均
增长率

2 844

828

1 695

1 149

表 2 单位院万元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一尧非限定性收入

其中:财政拨款

二尧必要刚性支出

三尧非限定性净收入

3 608

1 289

1 642

1 966

3 915

1 380

2 562

1 353

4 476

1 648

3 186

1 290

5 195

1 829

2 997

2 198

5 997

2 255

3 531

2 466

6 971

2 780

4 161

2 810

8 103

3 427

4 903

3 200

9 419

4 225

5 777

3 642

10 948

5 209

6 808

4 140

年 份

数值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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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计算期累计贷款控制额度。根据贷款控制额度计算条

件假定按一般基金的20%参与计算N年期累计贷款控制额度。

近几年A高校的一般基金余额为200万元左右，则参与计算累

计贷款控制额度的金额为40万元。

1年期累计贷款控制额度越896+40越936（万元）。同理，2 耀

10年期的累计贷款控制额度分别为1 930万元、3 029万元、

4 243万元、5 579万元、7 053万元、8 682万元、10 482万元、

12 469万元、14 660万元。

通过以上对N年期累计非限定性净收入的现值和N年期

累计贷款控制额度（分别计算1 耀 10年期）的计算，我们可以发

现两者的差异不大，其原因是A高校的一般基金余额不大。如果

一般基金余额较大，那么计算出来的贷款控制额度也会较大。根

据以上的计算数据及分析，我们可以编制表4来反映以2001年

年末为观测时点计算的N年期累计贷款控制额度与各时点的

对应关系。

由于高校在不断地发展，所以以某个时点为观测时点计

算的N年期累计贷款控制额度就不可能长期适用，我们应当

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对其进行调整，以便正确确定贷款控制

额度。

（4）按照上述计算方法及有关假定条件，我们可以分别计

算出观测时点为2002年年末的N年期累计贷款控制额度（见

表5）、观测时点为2003年年末的N年期累计贷款控制额度（见

表6）、观测时点为2004年年末的N年期累计贷款控制额度（见

表7）以及观测时点为2005年年末的N年期累计贷款控制额度

（见表8）。

注院R0根据表2中的2002尧2003年非限定性净收入的数值

计算曰g=17.04%曰i=6%遥

注：R0根据表2中的2003、2004年非限定性净收入的数值

计算；g=17.04%；i=6%。

注：R0根据表2中的2004、2005年非限定性净收入的数值

计算；g=17.04%；i=6%。

（5）计算N年期累计新增贷款控制额度。通过以上计算，

我们发现除2001年的第4年期累计贷款控制额度偏低外，其他

年度观测的第4年期累计贷款控制额度都在8 000万元左右，

这个数值接近A高校3年以来银行贷款的余额。而A高校2001

耀 2005年年末的实际贷款余额分别是5 080万元、6 280万

元、7 800万元、7 800万元、7 800万元。如果以4年期作为还清

所有贷款的期限，则银行几乎是按照累计贷款控制额度的100%

来发放贷款；如果是以5年期作为还清所有贷款的期限，则银

行大约是按照累计贷款控制额度的70% ~ 80%来发放贷款。基

于稳健性的考虑，银行最有可能以5年期作为还清贷款的期限

来计算确定A高校的累计贷款控制额度。

基于上述分析，这里选定N越5（年）来计算累计新增贷款

控制额度。根据计算模型，假定高校新、旧贷款均需在N年期

内全部偿还，则：

N年期累计新增贷款控制额度越N年期累计贷款控制额

度原累计未偿还贷款余额

根据前文计算结果可知，以2001 ~ 2005年各年年末为观

测时点计算出来的5年期贷款控制额度分别为5 579万元、

10 631万元、11 325万元、9 026万元和11 777万元。5年期

累计新增贷款控制额度计算具体见表9：

2. 计算现有贷款风险指数。

根据上述有关计算结果，计算N=5时的现有贷款风险指

数，具体见表10。

现有贷款风险指数越累计未偿还贷款余额/N年期累计贷

款控制额度

表 6 单位院万元

贷款控
制额度

11 325 14 328 17 647 21 315 25 364 29 928

第N年与

时点

项 目

8 6036 1303 8901 865

5 6 7 8 9 104321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2007200620052004

贷款控
制额度

5 579 7 053 8 682 10 482 12 469 14 660

第N年与

时点

项 目

4 2433 0291 930936

表 4 单位院万元

5 6 7 8 9 104321

2002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200520042003

表 7 单位院万元

贷款控
制额度

9 026 11 418 14 061 16 982 20 206 2 3761

第N年与

时点

项 目

6 8594 8903 1061 494

5 6 7 8 9 104321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2008200720062005

贷款控
制额度

11 77714 901 18 353 22 167 26 379 31 022

第N年与

时点

项 目

8 9466 3744 0441 939

表 8 单位院万元

5 6 7 8 9 104321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2009200820072006

表 5 单位院万元

贷款控
制额度 10 631 13 450 16 565 20 007 23 807 27 997

第N年与

时点

项 目

8 0775 7563 6531 753

5 6 7 8 9 104321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2006200520042003

注：R0根据表2中的2001、2002年非限定性净收入的数值

计算；g=17.04%；i=6%。

表 9 单位院万元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累计贷款控制额度

年末贷款余额

累计新增贷款控制额度

贷款额度

观测时点

5 579

5 080

499

10 631

6280

4315

11 325

7 800

3 525

9 026

7 800

1 226

11 777

7 800

3 977

（年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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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贷款控制额度计算及风险程度测定结果分析。

通过上述的计算结果及分析显示，预期还清贷款的期限

越长，累计贷款控制额度越大；高校的一般基金余额越大，在

参与计算比例（20% 耀 50%）不变的情况下，累计贷款控制额度

越大。我们不难从2001 耀 2005年年末为观测时点计算的1 耀10

年累计贷款控制额度数据中发现，除2001年的第4年期累计贷

款控制额度偏低外，其他年度观测的第4年期累计贷款控制额

度都在8 000万元左右。因此，我们推断各银行以5年期作为还

清所有贷款的期限来计算高校累计贷款控制额度。从风险程

度的测定结果来看，用N越5（年）计算的结果与当时银行对该

校的贷款风险评价结果相吻合。

四、对高校银行贷款额度控制与风险评价模型的改进

1. 高校银行贷款额度控制与风险评价模型存在的不足。

通过计算与分析，我们可以发现高校银行贷款额度控制

与风险评价模型主要存在以下四个方面的不足：淤按一般基

金的20% 耀 50%参与计算贷款控制额度不能普遍适用；于该模

型未给出非限定性净收入增长率预测的具体方法；盂该模型

未对计算期数（N）进行具体期限指导；榆该模型假定高校事

业在未来一定期间内呈稳定增长的态势，事实上高校事业稳

定在一定水平（招生及在校生规模稳定不变）时，该模型仍然

是有效的。

2. 改进建议。

笔者现就高校银行贷款额度控制与风险评价模型存在的

不足提出改进建议，具体如下：

（1）应结合高校的具体情况来考虑一般基金的影响。一般

基金是否参与贷款控制额度的计算，以及参与计算的比例为

多少，还要结合高校的实际情况而定。这是因为各个高校的具

体情况可能不同，有的高校一般基金账面余额虽然很大，但实

际上已经没有能够动用的部分，这种情况下一般基金就不能

参与贷款控制额度的计算；相反，有的高校一般基金留有一定

的余额，并同时存在可动用的部分，这样就应当结合高校的实

际情况来考虑一般基金是否参与贷款控制额度的计算，并根

据存在可动用部分的数额来确定参与计算的比例。

通过前文计算可知，预期还清贷款的期限越长，累计贷款

控制额度越大；高校的一般基金余额越大，在参与计算比例

（20% 耀 50%）不变的情况下，累计贷款控制额度越大。高校要结

合自身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然后合理确定一般基金是否参与

贷款控制额度的计算，以及参与计算的比例是多少。这样才能

使计算的结果适用于特定的高校银行贷款控制额度的计算及

贷款风险程度的评价。

（2）应当给出确定非限定性净收入增长率的具体方法，以

增强可操作性。非限定性净收入增长率的计算是一个非常关

键的问题，非限定性净收入增长率确定的方法不一样，得出的

结论也会存在很大的差别。基于稳健性的考虑，用过去若干年

的高校事业平均增长率来估计计算贷款控制额度时所用的非

限定性净收入增长率（g），避免某个年份指标突变产生的影

响，至于选择哪个具体的数字作为计算的期数，应当根据各高

校事业发展的具体情况而定。一般来说，选择的期数越大，计

算出来的高校事业平均增长率就越能代表该高校事业发展的

趋势。若某高校过去3年的在校生规模平均增长1 500人（其他

年份不是这种趋势），那么应当选择3年作为计算高校事业平

均增长率的期数；若选择5年有相似的增长趋势，则应选择5年

作为计算高校事业平均增长率的期数。高校银行贷款风险控

制管理人员可结合各高校的具体事业发展情况，合理确定高

校事业平均增长率，并以此计算结果来推算其非限定性净收

入的增长率。

（3）由于计算期的取值对贷款控制额度有很大的影响，因

此应对计算期的取值范围加以界定。通过前文计算与分析可

知，计算贷款控制额度的期限N越长，计算出来的贷款控制额

度就越大（例如：在任何观测时点上的10年期累计贷款控制额

度都比相同观测时点的1年期累计贷款控制额度大）；而从风

险的角度考虑，期限越长，取得相应收入的风险越大。所以，选

择的N不能太长，也不能太短。期限太长会高估高校的还贷能

力，而期限太短则会低估高校的还贷能力。前文的计算与分析

结果显示，A高校的贷款控制额度及现有贷款风险指数与银

行判断相符的是N越5时的结果。由此，笔者建议计算贷款控制

额度和现有贷款风险指数时选用N=5（年）。

（4）将高校事业发展增长的假设条件修正为“高校在未来

一定期间内呈持续稳定或增长发展的趋势”。该模型假定高校

事业在未来一定期间内呈稳定增长的态势，即g跃0。事实上，

g越0时，该模型仍然是有效的。因此，笔者建议将假设条件修

正为“高校在未来一定期间内呈持续稳定或增长发展的趋

势”。当g为负数时（而且从银行的角度看认为这种负增长是

重要的），银行会认为对高校的贷款风险增大而提前收回贷

款，这时再计算贷款控制额度就没有现实意义了。但招生规模

不变或略有缩小，而高校总体在校生规模变化不大时，可以将

g看成0，这时高校仍然具备一定的还贷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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