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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成本和非教育成本的划

分

渊一冤教育成本核算应理清的几

个问题

员援会计主体遥 为提供教育这种

特殊产品所发生的成本袁 只能是和

教育服务有关的支出袁是专属成本遥

与教育服务无关的支出袁 则不应作

为教育成本袁 如学生的生活费支出

及机会成本就不能作为教育成本袁

因为前者是站在学生角度考虑的袁不上学也要发生袁后者是

站在全社会角度考虑的袁是指在劳动力资源紧缺时袁因上学

而给社会造成的损失遥 这两项均不符合此处对会计主体的界

定袁故不予考虑遥

圆援会计对象遥 此处指教育成本的归结对象遥 高校有教学尧

科研和社会服务三大功能袁构成教育成本的是和教育服务有

关的各项支出遥 科研支出和社会服务支出都不构成教育成

本袁因为它们和教育服务无关袁不符合对核算对象的界定遥

猿援核算要点遥 是否投入教育过程是判断构成教育成本与

否的关键遥 与教育服务无关的支出袁不构成教育成本遥 不构成

教育成本的支出有以下特点院淤不进入教育过程袁不产生教育

效果遥 于学校是教育服务的提供方袁只能是教育收入的最终收

取方袁而不一定是其他费用的最终收取方袁如医疗保险费尧代

收的各种资格考试费用等遥

渊二冤教育成本的构成分析

员援支出总体分析遥 支出是指为了取得一定的效果和收益

而发生的费用袁能产生效果和形成收益的支出叫费用袁否则

叫损失遥 支出按照产生一定效果的方式不同袁分为资本性支

出和费用性支出遥 资本性支出指用于增加固定资产和无形资

产的支出遥 这种支出需要在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的长期使用

中以折旧和摊销的方式逐步得到补偿袁在发生的当期全部计

入教育成本是不合理的遥 费用性支出按照其流向特点的不同

可以分为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遥 同时袁按照与提供的教育服

务的关系分为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遥 直接费用是指与提供教

育服务直接有关的费用袁如一线教师工资尧课时津贴等袁可以

将其直接计入教育成本袁是教育成本的主要构成部分遥 间接

费用是指既与提供教育服务有关又与提供社会服务及科研

活动尧其他活动有关的费用袁如管理人员工资尧办公费尧差旅

费尧交通费尧邮电费尧水电费尧零星维修费尧招待费尧会议费等袁

需要采用合理的方式将其分配计入教育成本尧 社会服务成

本尧科研成本等成本项目遥

此处对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的界定与企业不同袁 企业成

本计算中所说的直接费用是指能够分清是哪一种产品所耗用

的袁 不能分清产品种类的消耗但与产品生产有关的费用则是

间接费用遥教育成本计算期间应是一个学年袁成本归结对象是

这一年中所发生的费用遥

支出账户中的离休费尧退休费尧退职费尧远个月以上的病休

人员工资不构成教育成本袁 因为这些支出和提供的教育产品

无关遥

圆援支出明细账户分析遥 现在的费用支出账户所含的项目

主要有人员支出尧公用支出尧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等遥 人

员支出按照支出的性质又可分为基本工资尧奖金尧津贴遥 这些

可以按照服务对象的不同分别列入教育成本尧 社会保障成本

渊如长期病休人员的工资尧津贴袁可以看成是社会保障成本的

一种袁属于无偿的冤遥 公用支出按照使用特点可以分为运行费

用和资产购置费用两种遥前者包括办公费尧邮电费尧交通费尧差

旅费尧会议费尧培训费尧招待费尧专用材料购置费等曰后者包括

专用设备购置费尧办公设备购置费尧交通工具购置费尧图书资

料购置费尧其他购置费等遥 运行费用构成间接教育成本袁应是

费用控制的重点遥资产购置费属于资本性支出袁不构成教育成

本的主体袁 应按照其服务年限采用一定的方式分配计入不同

的成本核算对象遥

猿援成本核算对象主要类别分析遥 高校成本核算的对象分为

教育成本尧科研成本尧社会服务成本尧其他成本四类遥 是否会因

学生参与了科研活动从而使其受教育效果更好从而使科研成

本的一部分转为教育成本呢钥对此袁一种观点认为袁科研成本不

应计入教育成本曰另一种观点认为袁科研成本应计入教育成本遥

笔者赞成第一种观点遥这是因为袁让高校学生参与科研活

动从而使其受教育效果更好袁这本身属于学校的责任袁任何高

校都有责任提供质量较高的教育服务遥至于学生从中受益袁是

野干中学冶的结果遥故此袁科研成本是和教育成本一样独立列示

的一类成本遥

奖学金尧助学金是否构成教育成本呢钥 这要看奖学金尧助

学金的来源渠道遥如果来自政府的财政拨款袁以学习成绩优秀

为条件袁对符合条件的学生发放奖学金尧助学金袁就应算作教

育成本遥而通过债权尧债务账户核算的袁则不应算作教育成本遥

社会服务活动的成本也不构成教育成本遥 所谓的社会服

务分为两种院一种是无偿的袁如离休费尧退休费尧退职费尧远个月

以上的病休人员工资袁这部分的经费一部分来源于财政拨款袁

是政府在履行社会责任袁另一部分由教育单位自付袁可以看成

高等教育成本的界定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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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教育单位在弥补政府履行社会责任的不足遥 另一种是有偿

的袁主要是指高校利用自己的人才和科技资源为经济发展服

务袁提供咨询指导袁解决经济发展中的现实问题袁充分利用先

进的信息传递手段袁广泛开展培训活动遥 诸如此类的有偿社

会服务活动成本也不构成教育成本袁因为它产生效益的目标

和构成教育成本的支出产生效益的目标不同袁效益本身也有

区别袁它是和教育成本一样独立列示的一类成本遥

源援配比分析遥以上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分析了支出袁要进行

配比分析还要谈谈收入遥 此处的收入是指高校从事主要业务

活动所取得的收入遥 不同的高校虽然培养人才的目标有所不

同袁但培养人才是高等教育最基本的目标袁与此相配比的较

为稳定的收入来源是学费收入和教育费拨款遥 至于科研拨

款尧捐赠收入尧投资收入袁由于不是从事主要业务活动所取得

的收入袁也并非稳定的收入袁因而不属于收入范围遥

科研拨款主要用于科研支出袁不足部分不能用收取学费

的方法解决遥 高校可以利用科研专利筹措资金袁用这一部分

资金来补偿科研经费的不足袁形成良性循环遥 捐赠收入尧投资

收入是偶然发生的收入袁因而直接计入净资产遥

配比原则遵循的是一种因果关系袁 是时间意义上的配

比袁因而更多的时候要用职业判断分析遥 与教育成本配比的

应是教育费拨款和学费收入遥 教育费拨款主要用来补偿教育

成本袁学费收入补偿少部分教育经费的不足遥 这是因为袁教育

使国家受益袁也使个人受益袁既然双方都受益袁那么双方都应

该承担部分教育成本遥

社会服务收入与和它相关的社会服务成本配比遥 高校可

以尝试与企业合作袁直接从事产品的开发与生产袁以寻求利

润遥 这也是社会服务的内容之一遥 它不仅比出卖科研专利获

得更高的经济收入袁而且又锻炼了高校的科研队伍袁还促进

了高校的教学和科研发展遥 美国高校实验室与产业界的合

作袁不仅提高了美国产业界技术人员的技术水平袁推动了美

国产业界的发展袁而且使高校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收入遥

缘援成本效益分析遥科研支出尧社会服务支出的成本效益分

析和企业一样袁并无特殊之处遥 这种支出要考虑经济效益袁所

产生收益的一部分可以用来弥补运转费用超过预算的部分遥

教育支出的成本效益原则在应用时有特殊之处遥 教育支

出是通过教育过程将教育投入转化为教育收益的袁此收益不

仅仅指经济收益袁还包括社会收益遥 这种收益很难用数字尧货

币来衡量袁而且也难以衡量究竟是个人还是社会获得的收益

大遥 因为教育是对一个人人格信仰的唤醒袁使受教育者不仅

重视物质层次上的求实生活袁而且更注重人的生命和价值体

验层面上的精神生活遥 这一点袁无论对受教育者还是对社会

都意义重大遥 正因为如此袁教育不同于一般的经营袁不能惟经

济利益是从遥

二、教育成本控制

员援成本控制单元遥明确了教育成本核算的会计主体尧会计

对象尧核算要点等基本问题后袁对哪些费用应计入教育成本袁

哪些不应计入教育成本就有了合乎理性的基本判断遥 这种分

类有利于正确界定教育成本的范围袁从而合理控制教育成本

的增长遥

为了便于教育成本的控制袁还可以根据各高校的特点袁将

成本核算划分为不同的责任中心袁 这种责任中心是指具有一

定的管理权限并承担相应经济责任的内部单位遥 责任中心是

对成本负责的内部单位袁只要有费用支出的地方袁就可以建立

责任中心遥这些责任中心既可以是各个科室袁也可以是不同的

专业尧不同的系尧不同的年级等遥

成本中心按照支出与教育服务关系的不同可以分为两种

类型院标准成本中心和费用中心遥标准成本中心的支出指通过

技术分析可以相对可靠地估计出来的成本袁 如教师的课时酬

金尧奖金尧工资及与课时直接相关的其他费用遥 费用中心的支

出指各种管理费用和某些间接成本项目袁 如教学辅助人员工

资尧实验设备的折旧费尧管理人员的工资尧办公费尧邮电费等袁

其特点是投入量和教育服务没有直接关系袁 是一种酌量型的

成本项目遥对标准成本中心的支出袁应在保证教育质量的前提

下适当压缩曰对费用中心的支出袁应编制弹性预算袁某些项目

用零基预算的方法袁尽量压缩开支袁对超出预算的部分要分析

原因尧明确责任袁并与责任人的经济利益挂钩遥

需要指出的是袁 这种成本中心要能够通过一定的方式了

解将要发生的成本袁并能够对发生的成本进行计量袁能够通过

自己的行为对成本加以调解和控制遥

圆援成本控制方法遥成本计算是以学生为中心还是以教师的

业务活动为中心呢钥 笔者认为袁以教师的业务活动为中心较为

妥当遥因为这样可以提供较客观尧真实的成本信息袁把重点放在

成本发生的前因和后果上袁 通过对业务活动的跟踪动态反映袁

达到成本控制的目的遥

猿援成本控制的重点和难点遥 教育成本控制的重点是间接

教育成本袁要分析这些费用的发生哪些可以增加教育价值袁哪

些不能增加教育价值袁怎样才能消除不增加教育价值的活动袁

以及如何寻找改善的机会等遥 不构成教育成本的其他成本也

应沿着这一思路进行分析袁从而更好地加以控制遥

教育价值即教育所产生的效益袁可以分为直接效益尧间接

效益和无形效益遥直接效益袁如办公费尧维修费的减少袁各种消

耗的降低遥间接效益袁如先进教学设备的采用对教师的健康更

为有利袁使学生身心愉悦袁而且先进教育资源的共享可以降低

教学成本袁使得高校可以重新配置资源袁使有限的资源创造更

大的效益遥 无形效益袁如由于教学质量的改善袁从而使学生就

业率呈上升趋势袁用人单位对学生的满意程度提高袁学校声誉

越来越好等遥

以上三种效益形式中袁直接效益是可以量化的袁而间接效

益尧无形效益则难以量化遥如何将有关信息较为完备地进行收

集尧分类尧整理袁据以由此及彼尧由表及里地进行分析研究袁并

洞悉其中所隐含的内在联系及变化趋势和基本规律仍是个难

点问题遥

本文主要是站在经济理论角度来论述教育价值袁 若站在

教育学角度对教育价值进行评价袁则要面向教育活动本身袁以

解决教育问题为目的袁但这不是本文论述的范围遥

高校的支出分为费用性支出和资本性支出袁 资本性支出

不是教育成本遥 按照高校的职能袁 把费用性支出分为教育支

出尧科研支出尧社会服务支出尧其他支出袁这四类支出是相互独

立的成本核算归结对象袁 按照费用发生的因果关系配比计入

相应的成本对象袁教育成本的确定就不是难事遥 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