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业财务管理目标在理论界早有广泛的讨论，归纳起来

主要观点有十四种之多，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利润最大化、股

东财富最大化、企业价值最大化等。高校作为非营利的事业单

位，其财务管理目标的研究是随着近年高校财务风险的凸现

才被予以重视的。散见在公开发表论文中的高校财务管理目

标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成本最小化观点

刘兆云、薛平、修慧明（2006）认为，在年教育成本最小化、

在校生生均教育成本最小化和培养合格学生生均教育成本最

小化三个指标中，将培养合格学生生均教育成本最小化作为

高校财务管理目标最优（“合格学生”是指修完规定课程的学

生人数）。合格学生生均教育成本越某时期用于学生教育的全

部事业经费支出衣（移各专业学年考核课程数伊该课程考核合

格的学生数量）伊学年每生平均课程。

在实行学分制教育的高校，“合格学生生均教育成本”应

以“每学分教育成本”表示。每学分教育成本越某时期用于学

生教育的全部事业经费支出衣（移某考核课程学分数伊该课程

考核合格的学生数量），则：合格学生生均教育成本越每学分

教育成本伊该学年每生应修满学分数。

该指标最大的优点是可比性强，适用于不同时期、不同专

业、不同办学层次和不同办学规模高校间的直接比较，有利于

加强教育成本控制。会计信息系统在高校财务核算中的应用

和普及也使基础数据的提取和计算更具有可操作性，对于大

多数高校来说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和可比性。

但以培养合格学生生均教育成本最小化作为高校财务管

理目标会带来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首先，培养合格学生生均教育成本最小化仅适合作为近

期目标。因为该成本的计算属于时点概念，没有考虑资金运行

中的货币时间价值和财务风险因素，仅追求成本最小化容易

导致财务行为短期化。

其次，高校资金运动特点虽突出对成本控制的要求，但传

统高等教育的成本曲线是呈“U”形的。一味追求成本最小化，

可能会走向目标的反面。

再次，培养合格学生生均教育成本最小化仅适用于对人

才培养这一高校基本功能的资源配置效率的评价，无法涵盖

高校整体功能。因为除人才培养外，高等教育还有科学研究与

服务社会两大功能。可见，仅以培养合格学生生均教育成本最

小化作为高校财务管理总体目标缺乏系统性。

最后，该指标计算的结果虽然可以在不同时期、不同专业

的高校间进行比较，但由于高校办学特点差别较大，在所谓的

不同办学层次和不同办学规模高校的直接比较中可能会得出

错误的结论。

二、办学实力、综合价值、投资效益最大化等观点

1. 综合价值最大化和办学实力最大化。林国泉（2006）认

为，实现高校综合价值最大化和高校办学实力最大化是竞争

环境下的高校财务管理目标的较合理选择。他对高校财务管

理目标定位必须遵循的四个原则、高校财务管理的目标体系

及目标层次间的关系、竞争环境下的高校财务管理目标的具

体选择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和全面的探讨，他的观点具有

一定代表性。

结合目标管理原理，林国泉构建了较为完整的高校财务

管理目标体系，按照目标的战略性影响、操作性影响、现实性

影响不同将目标分为战略目标、基本目标及具体操作目标三

个层次。其中，高校财务管理战略目标是财务管理工作的总体

指导目标，处于目标体系最高层次，表述为高校财务管理“为

促进学校具有相对竞争优势，在资源的分配和财务政策上提

供保障”。具体操作目标围绕着高校的战略目标设置，也称战

术目标，可有所侧重，具体为某一项目或要求而设的如生均成

本最小化等。基本目标是所有目标的基础保证，高校财务管理

的基本目标是保证资金的安全、资金周转的通畅、财务收支符

合国家财经税务法规及学校的有关制度规定等。可见，这个目

标体系体现了多元化、多层次的特点，具有可操作性。

“综合价值最大化和办学实力最大化”的表述同时考虑了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既有定量的因素又有定性的因素，这种

双重目标的定位在目前学术界占有一定地位。综合办学实力

最大化强调了高校各种资源配置的效果，包括资金资源、品牌

【摘要】资金运转顺畅是高校生存和发展的基础，高校财务管理的目标决定着高校财务的基本方向。在高校财务管理理

论研究中，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财务管理的目标定位问题。本文对目前关于高校财务管理目标的不同看法进行了梳理，并提出

自己的一些建议。

【关键词】高校财务管理 目标体系 定位

郑晓薇

渊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上海 200083冤

高校财务管理目标研究概述

援 财会月刊渊综合冤窑79窑阴



资源、师资资源、硬件资源、科研技术资源、管理软资源等，而

各种办学资源又是相互联系的，如师资资源与科研技术资源、

品牌资源，因此也就考虑了国家、教职工、高校的多方利益。从

这一点看，该目标兼顾了各方的利益，同时考虑国内和世界高

校发展的环境和方向，具有一定前瞻性。

2. 高等院校价值最大化。与林国泉不同，贾芸霞（2006）

明确提出，在目前的新环境下，高校财务管理应以“高等院校

价值最大化”为单一目标，高校的总价值既包括教学楼、实验

室、教学设备等有形资产，又包括高校品牌、声誉、师资水平等

无形资产。在计量上高校价值等于高校预期现金净流量现值

的总和。可见，贾芸霞更侧重于财务指标的定量表达，同时主

张在价值最大化整体目标下建立包括筹资管理目标、投资管

理目标、成本管理目标、分配管理目标等在内的分部目标。

价值最大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一个可持续增长的概

念，从这一点来看，价值最大化目标优于静态的成本最小化目

标。目标价值的计算引入货币时间价值和风险概念，有利于克

服高校财务决策中的短期行为，引导财务人员科学地把握资

金报酬和风险的平衡关系，避免可能出现的财务危机；价值最

大化有利于引导高校管理阶层不只把眼光停留在经济效益

上，而是更关注高校的社会责任。

3. 投资效益最大化。朱炜（2001）认为，高校财务管理的

基本目标是保证高校财务状况正常化，高校财务管理的首选

目标是“投资效益最大化”。朱炜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高

校资金的每项来源都有成本，每项资产都是投资，都要从中获

得回报。高校应该对每项投资的效益进行考核和评价，以实现

投资效益最大化。为履行教书育人的职责，高校必须有稳定的

经费来源，高校财务管理工作必须力求保持以收抵支和偿还

到期债务的能力，使之能够长期、稳定地生存下去。保持最佳

现金流量,保证财务状况正常化是高校财务管理的基本目标。

高等教育产业化要求适度引入市场机制,形成政府宏观调控、

市场微观引导、高校自主办学、社会广泛参与的新体制，这就

需要高校财务管理不能局限于保证财务状况正常化的管理目

标，必须注重投资效益，即投入最少的资金，培养出各层次的

合格人才和提供大量的科研成果。

投资效益最大化应该是在教育属于产业的前提下提出

的。此外，康华萍（2001）基于高校作为为社会提供准公共产品

的公用事业组织，社会效益应作为评价公共事业组织的基本

出发点，主张高校财务管理目标应该以“成本-效用比最优

化”为核心，就是以较小的投资成本获得一定的效果或产出，

或者是以一定的投资成本获得较理想的效果或产出。这一指

标包含了投入和产出两大系列指标，清晰体现了经济学、管理

学一般意义上的效率，即投入与产出之比。但这仅是效率或效

益最大化在高教资源配置中的具体表达，不具特殊性。也许用

“成本-效果的比率”来表示会更合理些。李永宁（2005）、孙雁

霓（2000年）等也都分别结合高校财务管理实践，提出要建立

一个能适应高校内外环境因素变化的综合目标群，提出应设

立严格的财务目标体系、核算体系和考核体系等。

以上观点的共同之处在于：譹訛充分考虑了高校财务运行

特征；譺訛意识到财务管理目标应当与高校管理的最高目标保

持一致，并结合市场经济体制下高校教育体制改革的实际提

出了论点；譻訛认识到财务管理目标必须是经济性目标与社会

性目标的统一；譼訛强调了资金利用的效率性，有利于资源的优

化配置。大部分学者都认同高校财务管理目标应是一个多元

化、多层次的目标体系。

三、小结

对于高校财务管理目标体系的构建，笔者认为还有几点

需要考虑：

1. 系统性问题。系统性是指财务管理目标要素对财务管

理系统内的其他要素及有机构成具有终极导向性，也就是目

标的设置应以系统整体最优化为首要原则。目标必须能够协

调组织内部关于各利益主体各自利益目标之间的矛盾、资本

的寻利性与组织的公益性之间的矛盾以及短期利益和长远利

益的矛盾等，使其达到高度的统一。在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今

天，高校面临着由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基本制度所带来的挑

战，需要充分考虑所处的经济、政治、文化背景等环境因素，理

论研究也要试图跳出目标多样性的束缚，寻找一种能涵盖种

种目标的“理想”高校财务管理目标，能以此来解释现实高校

中纷繁复杂的财务现象，从而找到规律并预测其发展趋势，并

且能整合现有的研究成果。

2. 操作性问题。操作性的关键问题在于计量。成本最小

化的目标模式操作性较强, 但没有考虑资金时间价值和风险

问题，具有短期行为的倾向；价值最大化模式只能通过资产评

估来确定高校价值的大小，确认成本太高，在现阶段也缺乏可

行性。另外，价值最大化作为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财务管理目

标已达成共识，其是否适用于高校，还值得探讨。

此外，就财务管理目标是否必须能够以货币计量，具有货

币性，在理论界还存在不同见解。陈玮（2006）主张应当把财务

目标函数和用于评价财务目标实现情况的指标区分开来。因

为两者属于不同的范畴，也就是说，应把实现财务管理目标的

驱动因素和财务活动实施的结果区分开来。如我们可以将利

润这一指标作为考察企业当前财务状况的一个维度，但不宜

将利润最大化直接作为企业的财务管理目标。更实际一点说，

财务管理目标观点用于描述主体财务活动想要达到的目的，

而不是一个可以直接套用的评价指标或指标体系。

当然，对类似高等教育产出的公共绩效如何计量并评价，

在理论界一直是个难题。教育经济学认为，高校实施高等教育

等行为的结果是一种产出，高等教育投资的产出主要表现在

三个方面：其一是培养毕业生的数量和质量；其二是科技成

果对基础研究或国民经济的贡献率；其三是对先进的思想文

化传播的贡献。这些产出不是单纯的经济数量指标所能评价

的，而是高等教育投资的效用的体现。

主要参考文献

1.李永宁.高校财务管理目标的转变及实现路径.财会月

刊渊理论冤袁2006曰5

2.D.B.约翰斯通.高等教育财政院问题与出路.北京院人民

教育出版社袁2004

阴窑80窑财会月刊渊综合冤 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