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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unds are the lifeblood of school development. The proportion of national 

financial allocation is not consistent with the development scal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which will inevitably not make the school into financial difficultie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financing channels and decision-making of vocational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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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经费是学校发展的命脉，国家财政拨款比例与职业教育的发展规模不

相一致，这就难免不会使学校陷入财政困境。文章试对职业学校的融资渠道及

决策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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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职业学校的办学经费都由财政性和非财政性两大部分组成。财政性教

育经费包括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各级政府征收用于教育的税费（城市教育费

附加和农村教育费附加，2003 年后农村教育费附加取消），企业办学经费、校

办产业、勤工俭学和社会服务收入中用于教育的经费。非财政性教育经费包括

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办学经费，社会捐（集）资经费，学杂费及其它教育经费。

目前，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以及社会各界对教育事业的关注，我国职业教育事

业已逐步形成了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筹资格局。但是各个经费渠道都对职业

学校产生不同的影响，如何有效利用非政府力量充实学校办学经费，以促进职

业教育健康发展很有必要。

1  财政拨款

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是评价一个国家教育发展程度的一

项重要指标，反映着教育经费的丰裕程度和政府发展教育的努力程度。在我国

职业教育经费组成中，财政性教育经费占了相当大的份额。但是，与教育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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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总体支出相比，职业教育经费占教育经费的比重却在不断下降。这使财政拨

款的资金来源越来越不能满足职业学校发展的需要。

2  学费

在目前职业学校经费构成中，学杂费收入已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不仅成

为仅次于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的第二大经费来源渠道，同时也是学校非财政性

经费的重要组成部分。

个人、家庭对教育的投入主要是通过学费表现出来的，如何确定非义务教

育的收费标准，目前主要存在三种收费标准：按教育成本收费，按居民收入水

平收费以及按教育质量的高低收费。按教育成本收费的思想主要是按照商品价

值的货币表现原理，非义务教育收费应根据不同类型教育的成本来确定。这种

收费标准虽具合理性，但它没有很好地顾及受教育者的家庭经济承受能力，不

利于教育公平的保证；同时教育成本所包含的内容也不够明确，固定成本在学

校与学生之间分摊的比例不够合理，因此，在实践中存在很多问题。按居民收

入水平收费思想的着眼点是非义务教育的收费标准应根据我国居民的收入水平

来确定。此种收费标准虽保证了教育公平，考虑到家庭的消费能力，但教育的

成本不能得以全面反映，且执行起来比较困难。按教育质量定价虽遵循了市场

运行规律，有助于促进学校之间的竞争，但同样也不利于教育公平的实现，且

判定学校教育质量的标准不易确定，虽具有借鉴性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职业教育属于非义务教育，根据教育成本分担原则，对接受职业教育进行

收费是必要的。确定职业教育的收费标准时，要考虑到当前的社会经济发展状

况、个人家庭的经济承受能力、学校的收支及办学状况、教育成本以及职业学

校的市场供求关系等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而不能简单地选取其中的一个指标

作为决策的主要依据。因此，基于以上三种收费标准的合理性与不足，扬长避短，

可以将多种指标结合起来综合考虑。在制定标准的过程中，对于家庭所应分担

的教育成本，根据我国人均收入水平，确定个人家庭分担中等职业教育的比例。

在学校内部也要在收费上拉开档次。对就业前景好、就业后职业收入预期

较高的专业，收费可高于其他专业，这类专业的学生毕业后能很快找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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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岗也相对容易，投资收益率高，实行较高收费个人家庭容易接受，也符合市

场供求规律；技术含量高、投入成本大的专业，收费也应高于其他专业，对这

类专业的收费必须考虑成本因素，按照成本分担的原则收取较高学费。总之，

对职业学校收费标准的制定，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3  社会引资

职业学校在社会资本上可以获得的经费渠道主要是：

1、税收优惠。外国往往采取税收优惠

政策，提高企业在职业培训上的积极性。可以在借鉴外国经验的基础上，

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给予类似的政策倾斜，设计合理的可操作的税收优惠政策，

以鼓励社会各界特别是企业增加向职业教育捐款的积极性、主动性。

2、技术服务激励。职业学校可以为捐赠者提供技术服务方面的优惠作为激

励。（1）义务提供一般性咨询服务，如职业学校可定期向捐赠者提供有关技术、

产品、经济等方面的信息，使捐赠者可随时了解各方面的动态。

（2）技术转让优先权，当职业学校的科研成果对社会公开有偿转让时，向

职业学校提供捐赠的单位与个人在同等条件下较其他人有优先权。

（3）对捐资助学的企业、个人，可通过签订相关协议的形式给予其部分科

研成果的使用权，或是让其拥有科研成果的专利权。

社会资本给学校带来的收益无疑是巨大和极有潜力的，财务风险也较小，

但目前社会各界对职业学校相对较为忽视，提供的捐赠也较普通学校为少，重

视程度不够，在职业学校方面，不重视利用自身的社会资本和技术条件创造效益，

而是坐等他人上门，本身也容易造成社会资本的流失。因此学校应该努力拓展

社会资本途径积累资源。可行的做法有，成立学校社会资本开发机构，专门负

责学校外部社会资本的开发与维护，以加强学校与学校外部组织、个人之间的

密切联系，建立起与外部组织、个人之间稳定的沟通渠道，负责对学校校友的

资料记录、联系、沟通，通过发放校刊，积极开展校友回访学校等活动，将众

多潜在的学校社会资本开发出来，加以有效利用，以有力地推动社会各界对中

等职业学校发展的关注与投入，最终使学生从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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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银行贷款

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借助银行资金发展职业教育，对解决职业学校发

展资金不足的问题十分必要。目前，我国银行对普通院校确实给予了较高的信

度，在基础设施建设中，赋予了较大的支持力度，但对技术院校特别是职业学

校的贷款却不尽人意。究其深层原因，则是对中等职业学校现行的缺乏政府财

政大力支持，靠办学收费滚动发展的模式信心不足。因此，要解除银行的疑虑，

就要降低银行贷款给职业学校的风险。

具体可以采用以下一些对策：

1、设立职业教育担保公司。可参照中小企业担保公司的模式设立职业教育

担保公司。由政府拨款作为启动资金，按照一定的担保比例，担保公司为会员

贷款提供担保。这样既减少了银行信贷风险、保证了资金的安全性，又解决了

职业学校发展过程中难以找到合适担保物的问题。

2、建立风险准备金。组建贷款风险准备金的目的在于降低和分担商业银行

向职业学校贷款所承担的风险与成本，有效提高资金使用的效率与针对性，并

在积极引入信贷资金的同时，建立债务预警机制。

风险准备金专项用于冲销经办银行因发放贷款形成的部分呆账、坏账，将

过去由银行承担全部借贷风险调整为政府、学校、银行共同承担风险，从而有

助于增强银行在对职业学校发放贷款中的支持力度和强度。

5  融资租赁

对于学校的有形资产，诸如校舍、场地等建筑设施在其闲置的情况下可以

通过向社会租赁的形式获取一定的租金，这不仅有利于职业学校的创收，而且

也有助于学校资源的充分利用。对于学校的无形资产，诸如学校的科研成果，

企业、行业要想获得该项成果的使用权，就必须通过购买向学校支付一定的费用，

同时，职业学校也可通过学校的教师向企业员工提供相关的教学培训及信息服

务而获取一定的收入。这种渠道要特别注意职业教育的市场化问题，职业学校

可以将其资源进行市场化运作，但不是完全的实行市场化，而依然是需要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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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府参与的框架内，这是职业教育的直接消费性特征决定的。

6  校企合作办学

学校主动和当地企业接触，为企业服务，通过协商签订合同为当地企业培

养和培训人才，发挥职业教育在人才培养、职工岗前、转岗培训方面的优势，

为当地企业界提供信息服务和技术指导，尽最大努力帮助企业解决生产中的各

种问题。这样，与学校签订合同的企业，则为职业学校提供了人才培养所需的

部分资金和设备。但要注意的是，既要对投资者资产的性质进行较明确的归属，

这样才不会使投资者有自己的财产一旦投入学校就变成了国家财产的顾虑，才

能对社会投资办学具有激励作用，从而吸引社会资金合作办学，达到既对投资

者的权益起到保护作用，解决学校教育资源短缺的问题。同时要保持学校公有

属性，保持独立性，而不是按照一般民营企业的管理体制，使学校完全跟着投

资者利益走，成为企业的牟利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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