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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1999 年我国高等教育扩招政策开启了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高等院校数量

和在校生数迅速增加。2019 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51.6%，标志着我国高

等教育从大众化正式进入普及化阶段。在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进程中，

地方高校成为高教扩招任务的主要承担者，培养了大批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高

素质人才，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我国普通本科高校中，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占主体地位。2019 年，我国地方

普通本科高校无论是学校数还是在校生数，都占全国普通本科高校的 90%及以

上。在地方普通本科高校数量不断增长以及招生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其办学水

平也在不断提升。有越来越多的地方普通本科高校跻身“211 工程”和“双一流”

建设等国家重大教育工程中。在 116 所“211 工程”高校中，有 28 所是地方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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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占总数的 24%。2017 年 9 月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的 137 所

“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中，共有 47 所地方高校入选，占总数的 34%，

充分显示了地方高校强劲的发展势头。同时，共有 67 所地方高校入选部省共建

“双一流”建设高校，14 所地方高校成为“部省合建”髙校，地方髙校在我国高

等教育战略布局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1
 

1999 年高等教育扩招后，我国高等教育经费投入总量持续增长，为高等教

育事业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但是，受地方公共财政能力有限以及学

费上涨的制约，地方高校在经费投入方面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地方高校总体投

入水平仍然偏低，区域间差异较大；一些地方高校生均拨款水平较低，基本办学

条件仍然有待改善，等等。1999 年至 2005 年，地方高校的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

育经费支出在不断减少。1999 年，地方高校的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是中央

高校的 57.70%，至 2005 年该值已不足中央高校的一半，仅为 43.70%，在此期

间，中央高校和地方高校之间的差异逐渐拉大。2
 

为进一步加大地方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使地方高校更好地承担起实施科教兴

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历史使命，在高等教育以大规模扩招

为特征的外延式发展转入以提高质量为特征的内涵式发展阶段后，中央政府逐步

进行政策调整，在增加中央政府对地方高校（地方所属公办普通本科高校）支持

的同时，提高地方政府投入高等教育的积极性。2010 年财政部、教育部出台《关

于印发<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教〔2010〕

21 号），在原“中央与地方共建高等学校专项资金”的基础上，设立支持地方高

校发展专项资金，支持地方高校的重点发展和特色办学。2010 年 11 月 30 日，

财政部、教育部发布《关于进一步提高地方普通本科高校生均拨款水平的意见》

（财教〔2010〕567 号），要求各地要根据高校合理需要，制订本地区地方高校生

均拨款基本标准。在此基础上，结合财力情况、物价变动水平、高校在校生人数

变化、工资标准调整等因素，建立地方高校生均拨款动态调整机制，逐步提高生

均拨款水平。原则上，2012 年各地地方高校生均拨款水平不低于 12000 元。2010

年提高地方普通本科高校生均拨款水平的政策有效地确保了各省份及省级以下

 
1
 熊思东.新中国地方高校 70 年:使命与作为[J].群言,2019(10):23-26.  

2 周森.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财政策略[R].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所科研简报《中国教育财政》2023 年第

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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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对地方高等教育的财政投入。此后，中央高校和地方高校之间差距开始逐步

缩小。2010 年，地方普通高校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占中央普通高校生均预

算内教育经费支出的比例从 42.68%增至 46.94%，2012 年升至 60.53%，此后虽

有下降，但一直维持在 55%左右，2019 年开始上升，2020 年达到 66.57%。3 

近年来，中央通过转移支付，不断加大对地方高校的支持力度，支持地方高

校高质量发展。2016 年，财政部、教育部印发《支持地方高校改革发展资金管理

办法》（财教〔2016〕72 号），在支持地方高校发展资金、地方高校生均拨款奖补

资金的基础上，整合设立“支持地方高校改革发展资金”，更好地推动各地改革

完善地方高校预算拨款制度，推动地方高校深化改革和内涵式发展，支持地方推

进“双一流”建设等。同时，在资金使用上赋予地方较大的自主权，要求突出支

持重点，强化政策导向，财政投入向拥有高水平学科的高校倾斜，向办学质量高、

办学特色鲜明的高校倾斜。2021 年 12 月 31 日，财政部、教育部发布《关于印

发<支持地方高校改革发展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教〔2021〕315 号），对《支

持地方高校改革发展资金管理办法》进行了修订，重点支持增加了“支持中西部

地区高等教育发展”方面的内容。 

以上政策的实施，切实提高了地方高校的财政投入水平。在新的历史时期，

部分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逐步增加对地方普通高等教育的财政投入，关注区域性

高等教育体系的建立，增加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供给。地方政府加大投入的背后，

既有初期阶段中央“共建”策略以及要求建立地方高校拨款机制的推动作用，更

重要的是，随着地方政府财力的增加及地方产业升级的需求，高等教育的发展对

地方经济的促进作用逐渐凸显。4 

提高地方高校的办学质量和水平是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基础，

在国家高等教育强国建设战略中，地方高校是重要的参与主体。有研究指出，我

国中央政府通过行政分化、“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以及倾斜性的财政专项政策，

使高校在行政、财政、功能等方面逐步实现分层。高校间财政分化既体现在精英

高校与普通高校之间的财政分化，也体现在精英高校内部的分化5。受区域经济

发展差异、不同省份高等教育体量差异以及地方政府发展高等教育不同策略的影

 
3 周森.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财政策略[R].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所科研简报《中国教育财政》2023 年第

9 期。 
4 同上。 
5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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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地方高校之间同样也存在财政分化，表现在各省份之间以及省份内部高校之

间的差异。探究各省份地方普通本科高校经费投入的差异对于了解我国各省份地

方普通本科高校经费投入现状，进而促进地方普通高等教育事业协调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本研究将聚焦地方普通本科高校，从各省份之间、省内高校间、省内省

属高校和市属高校间三个维度，分析地方普通本科高校教育经费投入的差异情况，

从而尝试刻画当前我国地方普通本科高校教育经费投入状况。 

除引言外，本报告主要包括以下内容：第二部分，研究数据和研究方法。第

三部分，描述近十四年全国普通本科教育事业发展和经费投入情况。第四部分，

分析各省份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含民办）教育事业发展和教育投入现状。第五部

分，分析地方普通本科高校（教育和其他部门）财政投入的各省份差异、省内高

校间差异及省内省属高校和市属高校间差异的情况。第六部分，简要总结本研究

的发现。最后，概述本研究的不足和下一步研究计划。 

二、研究数据和方法 

（一）研究数据 

本报告使用的数据主要来自：（1）2007—2020 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

2018—2020 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3）“2019 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数据

库”6。本报告分析使用全国 31 个省份的地方普通本科高校数据，其中地方公办

普通本科高校 703 所7。 

此外，本文按照我国 2019 年转移支付经费享受政策，将 31 个省份分为四个

区域来进行相关的分析，包括：东部、中部、东北、西部。其中，东部（8 个省

份）包括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中部（8 个省份）

包括河北、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海南；东北（3 个省份）包

括辽宁、吉林、黑龙江；西部（12 个省份）包括宁夏、新疆、青海、陕西、甘肃、

内蒙古、四川、云南、贵州、西藏、重庆、广西。 

（二）研究方法 

 
6 本报告数据来源如未另外给出，均来自“2019 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数据库”。 
7 本报告中地方公办普通本科高校指“教育部门和其他部门办地方普通本科高校”，不含企业办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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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使用描述统计和统计指标测度两类方法。统计指标包括变异系数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简称 CV）和不同分位数之比（P90/P10、P50/P10、

P90/P50）。其中： 

（1）变异系数是指一组数据的标准差与其均值之比。变异系数值越大，代

表组间离散程度越高，不均衡水平就越高；反之，变异系数值越小，代表组间离

散程度越低，不均衡水平就越低。本文使用变异系数来考察和比较各省份地方普

通本科高校生均支出水平的差异。需要指出的是，高校之间由于功能和质量的不

同而产生的经费投入水平和经费来源结构的差异，是一个全球普遍的现象。高校

之间在经费投入水平和经费来源结构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是合理的。 

（2）变异系数虽然能够比较两组数据离散程度的相对差异，但其不足之处

在于无法呈现单个变异系数值所代表的绝对差异和一组数据的不同百分位之间

的差异。因此，本文采用省内高校的 P90/P10、P50/P10、P90/P50 作为补充指标。

该指标是由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各项分析指标的不同分位数之比计算而来，用于反

映各省份地方普通本科高校中不同层次高校之间的差异性。其中，P90 表示生均

支出水平从低到高排名第 90 百分位的高校，即头部高校；P50 表示生均支出水

平从低到高排名第 50 百分位的高校，即中部高校；P10 表示生均支出水平从低

到高排名第 10 百分位的高校，即下部高校。因此，P90/P10 是 90 分位数比 10 分

位数，即地方普通本科高校评价指标的头部高校与下部高校的差异；P50/P10 是

指 50 分位数比 10 分位数，即地方普通本科高校评价指标的中部高校与下部高校

的差异；P90/P50 是指 90 分位数比 50 分位数，即地方普通本科高校评价指标的

头部高校与中部高校的差异。 

本文使用的具体指标包括：（1）教育经费总收入（收入指标）；（2）国家财

政性教育经费（收入指标）；（3）生均教育经费支出/生均教育事业性经费支出（生

均支出指标）；（4）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费支出（生均支出指标）。本文将

使用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比、生均支出水平（生均教育经费支出、生均一般公

共预算教育事业费支出）来考察各省份的经费投入水平；使用生均支出（生均教

育事业性经费支出、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费支出）变异系数和分位数之比

来看各省份内部高校之间经费投入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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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国普通本科教育事业发展和经费投入变化趋势 

本部分分析全国普通本科高校（分中央高校和地方高校，地方高校包括民办

高校）的事业发展和经费投入情况。首先根据毛入学率、学校数和在校生数描述

2007—2020 年8全国普通本科高校的事业发展状况。其次，分全国普通本科高校

和地方普通本科高校，从教育经费收入和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收入角度描述

2007—2019 年普通本科高校的经费投入变化情况，并分析普通本科高校的教育

经费收入、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收入在全国各级各类教育机构相应经费收入中的

占比变化情况，以及普通本科高校的国家财政性经费收入占普通本科高校教育经

费总收入的比例变化情况。 

（一）全国普通本科教育事业发展变化趋势 

图 1 呈现了 2007—2020 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和普通本科高校的在校生

数据。2007—2020 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9逐年提高，2019 年实现了高等教育普

及化（51.6%），2020 年继续提高到 54.4%。我国普通本科在校生规模逐年增长，

从 1024 万人增加到 1826 万人。 

  
图 1 2007-2020年我国普通本科在校生数和高等教育毛入学率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 

 
8 由于教育经费统计年鉴中，1999—2004 年，全国各级各类学校教育经费收入中，普通高等学校没有区分

本科学校和高职高专学校，只区分中央和地方普通高等学校；2005—2006 年，全国各级各类学校教育经

费收入中，普通高等学校区分本科学校和高职高专学校，但没有区分中央和地方。故本节分析所涉年份从

2007 年开始。 
9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统计中的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不仅包括普通高等教育本专科在校生数、研究生在校生

数，还包括成人本专科折合在校生数、成人夜大在校生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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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校数来看（表 1），2007—2020 年，中央高校增加了 8 所，地方高校增

加了 522 所（占比从 86%增加到 91%）；地方高校中，民办高校增加了 413 所（在

全国高校中占比从 4%增加到 35%）。从在校生数来看（表 2），中央高校增加了

25 万人，地方高校增加了 776 万人（占比从 84%增加到 90%）；地方高校中，民

办高校增加了 282 万人（在全国高校学生数中占比从 18%增加到 26%）。总之，

在全国普通本科高校中，无论是学校数还是在校生数，地方普通本科高校都占 90%

及以上，在规模上占据主体地位。 

表 1 分举办者普通本科高校数及占比（单位：所，%） 

 总计 中央高校 地方高校 
地方高校占

比 

地方高校

中：民办 

全国高校

中：民办占

比 

2007 740 106 634 86% 30 4% 

2008 1079 106 973 90% 369 34% 

2009 1090 106 984 90% 370 34% 

2010 1112 108 1004 90% 371 33% 

2011 1129 108 1022 90% 388 34% 

2012 1145 109 1037 90% 390 34% 

2013 1170 110 1060 91% 392 34% 

2014 1202 110 1092 91% 420 35% 

2015 1219 113 1106 91% 423 35% 

2016 1237 113 1124 91% 424 34% 

2017 1243 114 1129 91% 426 34% 

2018 1245 114 1131 91% 428 34% 

2019 1265 114 1151 91% 443 35% 

2020 1270 114 1156 91% 443 35%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 

 

表 2 分举办者普通本科在校生数及占比（万人） 

 总计 中央高校 地方高校 
地方高校占

比 

地方高校

中：民办 

全国高校

中：民办占

比 

2007 1024 161 863 84% 186 18% 

2008 1104 164 940 85% 223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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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1180 166 1013 86% 252 21% 

2010 1266 170 1097 87% 280 22% 

2011 1350 171 1178 87% 311 23% 

2012 1427 174 1254 88% 341 24% 

2013 1494 176 1319 88% 361 24% 

2014 1541 177 1364 89% 374 24% 

2015 1577 178 1398 89% 382 24% 

2016 1613 179 1434 89% 390 24% 

2017 1649 180 1469 89% 402 24% 

2018 1698 181 1516 89% 418 25% 

2019 1751 184 1567 90% 440 25% 

2020 1826 186 1639 90% 468 26%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 

（二）全国和地方普通本科教育经费投入变化趋势 

图 2 和图 3 显示的是 2007—2019 年全国和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含民办）教

育经费收入及其占全国各级各类教育机构教育经费总收入比例的情况。2007—

2019 年，全国普通本科高校教育经费收入从 3003 亿元增长到 8027 亿元，地方

普通本科高校教育经费收入从 1884 亿元增长到 5186 亿元（数据经过消费者物价

指数平减）。从 2007—2019 年我国普通本科高校教育经费收入占全国各级各类教

育机构教育经费总收入的比例来看，总体来看，全国普通本科高校的经费收入占

比在 21%～25%之间波动，地方普通本科高校的经费收入占比在 13%～16%之间

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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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全国普通本科高校教育经费收入及其占全国各级各类教育机构总教育经费收入比例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经费收入数据以 2007 年为基期进行了 CPI 价格平减处理。 

 

 

图 3 地方普通本科高校教育经费收入及其占全国各级各类教育机构总教育经费收入比例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经费收入数据根据 CPI 进行了平减处理。 

图 4 和图 5 显示的是 2007—2019 年全国和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国家财政性教

育经费收入及其占全国各级各类教育机构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总收入比例的情

况。2007—2019 年，全国普通本科高校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收入从 1366 亿元增

长到 5037 亿元，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收入从 773 亿元增长到

3108 亿元（数据经过消费者物价指数平减）。从各级各类教育机构国家财政性教

育经费总计中普通本科高校的占比来看，全国普通本科高校的占比在 15%～18%

之间波动，2011 年最高，为 18.0%；地方普通本科高校的占比在 8%～11%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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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动， 2012 年最高，为 10.9%。 

 

图 4 全国普通本科高校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及其占国家各级各类教育机构总国家财政性教

育经费比例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经费收入数据根据 CPI 进行了平减处理。 

 

图 5 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及其占国家各级各类教育机构总国家财政性教

育经费比例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经费收入数据根据 CPI 进行了平减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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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达到顶点之后，波动幅度不大。具体来看，全国普通本科高校的财政性教育经

费占比，从 2007 年的 45.5%上升到 2012 年的 63.1%，之后稳定在 61%～62%左

右。地方普通本科高校的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比，从 2007 年的 41.0%上升到 2012

年的 60.4%，之后一直稳定在 58%～60%。可见，与 2007 年相比，全国普通本科

高校尤其是地方普通本科高校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比有了很大增长。 

  

图 6 全国普通本科高校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收入及其占全国普通本科高校教育经费总收入

比例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经费收入数据根据 CPI 进行了平减处理。 

  

图 7 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收入及其占地方普通本科高校教育经费总收入

比例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经费收入数据根据 CPI 进行了平减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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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各省份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办学格局和经费投入现状 

本部分分析各省份地方普通本科高校的办学格局和经费投入情况。 首先，

通过 2019 年各省份普通本科高校的在校生规模（分中央和地方、地方分公民办）

来考察各省份普通本科高校的办学格局。其次，通过生均教育经费支出、生均一

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费支出来分析 2019 年各省份地方公办普通本科高校的经费

投入水平。再次，通过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比来考察各省份地方普通本科高校

的多元化筹资格局。最后，从各省份地方公办普通本科高校的生均教育经费支出

和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比两个维度，以及从各省份地方普通本科高校民办在校

生数占比和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比两个维度，来刻画各省份地方普通本科高校

教育事业发展和财政投入情况的四象限图，以考察各省份地方普通本科教育财政

投入与事业发展相适应的情况。 

（一）各省份普通本科高校的多元化办学主体格局 

1. 央地格局 

首先，我们来看下各省份普通本科高校中中央属和地方属高校（含民办）的

结构差异。图 8 是 2019 年各省份普通本科高校在校生数
10
及地方高校学生数占比

情况（按各省份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在校生数排序）。从总体在校生规模上来看，

江苏、山东、广东、河南、北京、四川、湖北、陕西、河北、辽宁等省普通本科

高校在校生规模较大，都超过了 100 万人。从地方高校在校生数在各省份总在校

生数中占比来看，除了云南、山西、青海、内蒙古、江西、海南、贵州、广西、

西藏 9 个省没有央属高校，其他省份中，占比最高的是河南（99.7%）、其次是河

北（95%），然后是山东、浙江、安徽、广东（85%～89%）；占比最低的是北京

（22%），其次是上海（54%）、湖北（65%）、陕西（72%）、江苏（73%）。 

 

 
10 本部分在校生数为折合学生数（财）。折合学生数（财）=((年初折合学生数-年初折合函授夜大生)*8+

（年末折合学生数-年末折合函授夜大生）*4) )/12。图 9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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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2019年各省份普通本科高校（含民办）在校生数及地方高校学生数占比 

（按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在校生数排序）（单位：人/%） 

2. 公民办格局 

再来看各省份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在校生数的公民办格局。图 9 是 2019 年各

省份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在校生数及民办校学生数占比情况。可以看出，河南、山

东、广东、江苏四省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在校生规模较大，都超过了 100 万人，四

川、河北两省也接近 100 万人。各省份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在校生数中民办校在校

生数占比差异较大。最高的是宁夏（50%），其次是湖北（41%）、广东（40%），

浙江（37%）、福建（34%）、海南（33%）、江苏（32%）、重庆（32%）、江西（31%）、

河北（31%）等省份也较高；占比较低的省份以西部的省份为主，包括甘肃（17%）、

青海（10%）、新疆（9%）、内蒙古（7%）等。 

 

图 9 2019年各省份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在校生数及民办高校学生数占比（按民办校学生数

占比排序）（单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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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省份地方公办普通本科高校的经费投入水平 

本部分通过生均教育经费支出、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费支出来呈现各

省份地方公办普通本科高校经费投入水平的差异。 

1. 生均教育经费支出 

图 10 显示的是 2019 年各省份地方公办普通本科高校生均教育经费支出。东

部的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等地，以及西部的青海、西藏等，生均教育经费支

出较高。东北地区、西部的四川、云南等地，生均教育经费支出较低。 

 

图 10 2019年各省份地方普通本科高校（教育部门和其他部门）生均教育经费支出（单

位：元） 

数据来源：2020 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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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西部的广西、云南、重庆等地，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费支出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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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2019年各省份地方普通本科高校（教育部门和其他部门）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

业费支出（单位：元） 

数据来源：2020 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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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55%）、湖南（51%），西部的四川（55%）、陕西（51%）、重庆（50%），

此外，东部的浙江（56%）、福建（55%）、江苏（55%）占比也较低。 

 

图 12 2019年各省份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公民办）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比 

数据来源：2020 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 

2. 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比——地方公办普通本科高校 

2019 年，地方公办普通本科高校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教育经费总收入比

例的全国平均水平约为 69%，大部分省份处于 60%～80%之间（见图 13）。北京

的这一比例相对较高，超过了 80%；其次是上海，接近 80%。而重庆、湖南的这

一比例相对较低，低于 60%；其次是江苏、浙江等，低于 65%。 

图 13 与图 12 相比，大部分省份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所在的位置变化不大。

变化明显的省份，比如湖北，仅看地方公办普通本科高校，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

占比相对比较高；比如贵州，仅看地方公办普通本科高校，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

占比低于全国均值。 

 
图 13 2019 年各省份地方普通本科高校（教育部门和其他部门）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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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比——地方民办普通本科高校 

2019 年地方民办普通本科高校教育经费收入中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比的

全国平均水平约为 10%，各省份也存在一定差异（图 14）。占比最高的省份为东

部的浙江（27%），其次是西部的宁夏（22%）、新疆（19%）、重庆（16%），东部

的河北（15%）、北京（13%）、广东（11%）。占比低于 5%的包括天津（2%）和

福建（3%），中部的安徽（3%）、湖南（4%）、山西（4%），东北部的辽宁（4%）、

黑龙江（5%）。 

 
图 14 2019 年各省份地方民办普通本科高校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比 

注：西藏无民办。 

（四）小结 

1. 各省份地方公办普通本科高校财政投入情况 

从生均教育经费支出和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比11两方面来看（见图 15），

各省份地方公办普通本科高校的投入情况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1）生均教育经费支出和财政投入占比都较高的地区，包括北京、上海、

广东、青海等。这类地区或者是经济发达地区，或者是得到大量财政转移支付的

西部地区（经费投入高、而在校生规模小），因此财政投入水平较高，且生均教

育经费支出水平也较高。 

（2）生均教育经费支出低、财政投入占比也低的地区，包括湖南、山东、

辽宁等。这类地区财政投入压力较大，而且由于在校生规模较大，因此生均教育

 
11 为保持四象限图的横纵坐标的口径一致，此处“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比”采用数据库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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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支出水平较低。 

（3）生均教育经费支出高、而财政投入占比低的地区，包括浙江、江苏、

福建等。这几个省经济相对发达，财政投入和非财政性投入都比较高，因此生均

教育经费支出水平较高。而由于非财政性投入高从而使得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比显

得相对较低。总的来看，教育经费投入压力相对较小。 

（4）生均教育经费支出低、而财政投入占比高的地区，包括黑龙江、山西、

甘肃等。这类地区虽然政府财力有限但财政投入的努力程度较高，因此财政性教

育经费占比较高；在校生规模不大但财政投入总量有限，因此生均教育经费支出

较低。总的来看，这类地区财政投入压力较大。 

从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费支出和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比两方面来看，呈

现出与生均教育经费支出基本类似的特征，仅个别省份出现了变动。比如，以生

均教育经费支出、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费支出的中位数为基准，湖北从临

近分界线上升到第（1）类，略高于中位数水平；陕西从临近分界线下降到第（2）

类，略低于中位数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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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各省份地方公办普通本科高校生均教育经费支出 & 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比 

数据来源：生均支出来自 2020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 

注：各指标的中位数作为横纵坐标的中心点。为便于显示，西藏未列出。 

2. 各省份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办学和投入情况 

从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公民办）、地方民办普通本科高校的国家财政性教育

经费占比，以及民办高校在校生数占比来看（见图 16），各省份地方普通本科高

校教育事业发展和教育投入情况呈现出几种不同的类型： 

（1）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比高、民办校在校生数占比低，以北京、上海

等发达地区和青海、新疆等西部地区为主，这类地区公办高校占主导地位，且公

办高校对财政性教育经费的依赖程度高。 

（2）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比高、民办校在校生数占比高，典型代表广东、

海南，这类地区呈现出多元主体办学的局面，公办高校对财政性教育经费的依赖

程度较高。同时，各省份民办高校对财政性教育经费的依赖程度也存在差异。广

东的民办高校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比也相对较高，而海南则较低。 

（3）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比低、民办校在校生数占比高，如浙江、福建、

湖北、陕西。这类地区也呈现出多元主体办学的局面，高校对财政性教育经费的

依赖程度相对低一些。政府的财政投入压力对于不同省份来说存在较大差异，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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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和陕西的财政投入压力相对大一些。此外，各省份民办高校对财政性教育经费

的依赖程度存在差异。浙江的民办高校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比为全国最高，福

建则较低。陕西民办高校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比相对较高，而湖北则较低。 

（4）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比低、民办校在校生数占比低，典型代表湖南、

安徽。这类地区以公办高校为主导，且公办高校比较依赖非财政性经费，政府的

财政投入压力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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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各省份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比 & 民办高校在校生数占比 

数据来源：图 16-1 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比来自《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 2020》。 

注：各指标的中位数作为横纵坐标的中心点。图 16-2 西藏无民办校。 

五、各省份地方公办普通本科高校之间的投入差异 

为了更好地考察各省份对地方普通本科高校的投入情况，本节的分析对象为

各省份地方公办普通本科高校
12
，不含企业办、民办。各省份地方公办普通本科

高校之间投入的差异情况通过省内高校间差异，以及省内省属高校和市属高校间

差异这两个维度来分析。 

（一）省内高校间差异 

省内高校间差异的分析包括：（1）通过生均支出（生均教育事业性经费支出、

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费支出）变异系数来看各省份省内高校之间投入的整

体差异；（2）通过生均支出水平 & 生均支出变异系数综合来看各省份省内高校

之间投入差异的水平高低（是低生均支出水平还是高生均支出水平的差异）；（3）

 
12 由于数据清理过程中，部分样本存在数据无法拆分、归集到单个高校的情况而被删除，因此本部分的数

据分析结果与现实情况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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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生均支出不同分位数比值（P50/P10、P90/P50）来看各省份高校间投入的具

体差异体现在哪个层次的高校（头部高校、中部高校、下部高校）之间。13
 

1. 生均教育事业性经费支出变异系数和分位数之比 

图 17 显示的是各省份地方公办普通本科高校生均教育事业性经费支出、生

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费支出的变异系数，体现的是高校之间投入的总体差异

情况。相较而言，2019 年各省份内部地方公办普通本科高校的生均一般公共预

算教育事业费支出的变异程度要略大于生均教育事业性经费支出的变异程度。 

从生均教育事业性经费支出的变异系数来看，广东（1.79）、上海（1.08）、

黑龙江（0.77）、山东（0.48）、河南（0.45）的变异系数较大，高校间总体差异较

大；吉林（0.22）、湖南（0.21）、海南（0.14）、甘肃（0.13）、宁夏（0.07）的变

异系数最小，高校间总体差异较小。 

从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费支出的变异系数来看，广东（1.98）、黑龙江

（1.00）、上海（0.88）、河南（0.53）、广西（0.5）、湖北（0.5）的变异系数较大；

陕西、贵州和海南（0.21）、甘肃和吉林（0.18）、宁夏（0.05）的变异系数较小。 

 

图 17 地方普通本科高校（教育部门和其他部门）生均教育经费支出变异系数（按生均教

育事业性经费支出排序） 

各省份高校间的总体差异体现在不同层次高校之间，我们用不同分位数之比

 
13 本部分生均支出涉及的折合学生数的计算方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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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合学生数（总）=（年初折合学生数*8+年末折合学生数*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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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反映。图 18 显示的是各省份生均教育事业性经费支出、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

育事业费支出的不同分位数之比。 

从生均教育事业性经费支出来看：（1）支出最高的 90 分位数高校与最低的

10 分位数高校差异较大的省份是上海（4.38）、广东（2.91）、北京（2.43）、河南

（2.4）、浙江（2.23）等；差异较小的省份是湖南（1.7）、黑龙江（1.61）、甘肃

（1.48）、海南（1.39）、宁夏（1.15）等。（2）支出居中的高校与最低的 10 分位

数高校差异较大的省份是四川（1.69）、安徽（1.48）、云南和贵州（1.47）、内蒙

古（1.44）等；差异较小的省份是上海和江苏（1.19）、海南（1.14）、重庆和宁夏

（1.11）、青海（1.08）。中位数是 1.32。（3）支出最高的 90 分位数高校和居中的

高校差异较大的省份是上海（3.69）、广东（2.14）、北京（1.91）、重庆（1.76）、

河南（1.73）等；差异较小的省份是黑龙江（1.25）、甘肃和海南（1.22）、内蒙古

（1.21）、宁夏（1.03）等。中位数是 1.49。可以看出，北京、上海、广东、河南

等高校间差异最大，且这种差异主要是由于最高 90 分位数与居中的高校间的差

异较大。 

从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费支出来看：（1）支出最高的 90 分位数高校

与最低的 10 分位数高校差异较大的省份是上海（3.62）、广东（3.2）、湖北（2.7）、

重庆（2.4）、江西（2.28）等；差异较小的省份是甘肃（1.59）、海南（1.53）、吉

林（1.52）、黑龙江（1.5）、宁夏（1.1）等。（2）支出居中的高校与最低的 10 分

位数高校差异较大的省份是江西（1.44）、湖北（1.37）、山西（1.35）、山东、河

北和内蒙古（1.33）、湖南（1.31）等；差异较小的省份是吉林和辽宁（1.11）、宁

夏（1.08）、海南和青海（1.03）等。中位数是 1.24。（3）支出最高的 90 分位数

高校和居中的高校差异较大的省份是上海（3.09）、广东（2.47）、重庆（2.12）、

湖北（1.97）、云南（1.75）、浙江（1.72）、北京（1.69）等；差异较小的省份是甘

肃（1.34）、贵州（1.32）、河北（1.31）、黑龙江（1.26）、宁夏（1.02）等。中位

数是 1.5。可以看出，上海、广东、重庆高校间差异较大，且这种差异主要是由

于最高 90 分位数与居中的高校之间的差异较大。而江西高校间差异大是由于居

中的高校与最低的 10 分位数高校之间的差异较大，湖北是不同分位数高校之间

的差异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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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地方普通本科高校（教育部门和其他部门）生均教育事业性经费支出的分位数之比 

2. 生均教育事业性经费支出变异系数 & 生均教育经费支出水平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从生均教育事业性经费支出水平及其变异系数综合来看

各省份的投入情况（见图 19）： 

第一，生均教育事业性经费支出水平高、高校间差异大的地区，以发达地区

为主，包括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等；第二，生均教育事业性经费支出水平高、

高校间差异小的地区，也是以发达地区为主，包括江苏、福建、天津等；第三，

生均教育事业性经费支出水平低、高校间差异小的地区，主要是东北、中西部地

区，包括吉林、辽宁、湖南、河北、甘肃、四川等；第四，生均教育事业性经费

支出水平低、高校间差异大的地区，以中西部地区为主，包括河南、广西、云南

等，黑龙江、山东也属于这一象限。 

可以看出，经济发达地区普遍生均教育事业性经费支出水平高，但分成了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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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间差异大和高校间差异小两类。其可能的原因，一是高校数量，高校数量多的

省份更可能高校间差异大；二是高校类型，理工、农、医、综合等高校类型齐全

的省份更可能高校间差异大；三是有艺术院校（音乐学院、电影学院、戏剧学院、

舞蹈学院等）、体育院校、警察学院等特殊院校的地区，比如北京、上海，高校

间差异大；四是部分财力较好的地区，比如深圳等，对部分高校的财政支持力度

较大从而使得省内高校间差异大。更严谨的分析还有待未来进一步研究。 

而从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费支出水平及其变异系数四象限图来看，部

分省份所在的象限发生了变化，包括湖北、内蒙古、江西、山西等省份。其中，

湖北、内蒙古和江西高校间差异变大，山西高校间差异变小。 

 

 
注：生均教育经费支出，广东 59105 元（cv=1.79）、上海 60759元（cv=1.08）、西藏 100464 元（cv=0.41）、

北京 80800 元（cv=0.37），为便于显示图中未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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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地方普通本科高校（教育部门和其他部门）生均教育事业性经费支出 & 变异系数 

数据来源：生均教育经费支出来自《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 2020》。 

注：（1）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费支出，广东 37600 元（cv=1.98）、西藏 59966 元（cv=0.35）、

北京 63481 元（cv=0.40），为便于显示图中未列出。（2）各指标的中位数作为横纵坐标的中心点。 

3. 生均教育事业性经费支出不同分位数之比 

我们再从生均教育事业性经费支出不同分位数之比来看各省份投入的具体

情况（见图 20）：第一，头部高校与中部高校之间、中部高校与下部高校之间差

异都大的地区，以东部、中部为主，包括广东、河南、湖北等；第二，头部高校

与中部高校之间、中部高校与下部高校之间差异都小的地区，主要是东北、西部

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宁夏等；第三，主要是头部高校与中部高校之间差异

大的地区，包括上海、北京、重庆等；第四，主要是中部高校与下部高校之间差

异大的地区，以西部、中部为主，包括安徽、贵州等。 

而从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费支出不同分位数之比来看，其显示的特征

与生均教育事业性经费支出不同分位数之比的情况基本类似。略有不同的是，部

分省份的位置发生了变化，包括湖北、重庆、北京、四川、江西等省，其反映出

的高校间差异在某些层次的高校之间更加凸显。其中，湖北、重庆是最高的 90

分位数高校与中部高校之间的差异更凸显，北京则是最高的 90 分位数高校与中

部高校之间的差异略降；江西是中部高校与最低 10 分位数高校之间的差异更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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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四川则是中部高校与最低 10 分位数高校之间的差异略降。 

 

注：生均教育事业性经费支出，上海 p50/p10=1.19，p90/p50=3.69，为便于显示图中未列出。 

 

 

图 20 地方普通本科高校（教育部门和其他部门）生均教育事业性经费支出 P50/P10 & 

P90/P50 

注：（1）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费支出，上海 p50/p10=1.17，p90/p50=3.09，为便于显示图中未

列出。（2）各指标的中位数作为横纵坐标的中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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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省内省属和市属高校间差异 

省内省属和市属高校间的差异通过“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比”“生均教育

事业性经费支出”“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费支出”等指标来考察。 

1. 省属和市属高校及学生分布 

从各省份省属和市属高校14的分布情况来看（见表 3），总体来说还是省属高

校占比高。在既有省属又有市属高校的 19 个省份中，辽宁作为中位数，其市属

高校占比为 14%。高于这一比例的省份，比如贵州、福建、内蒙古、河北、浙江

等；低于这一比例的省份，比如江苏、云南、湖北等。从省属和市属高校的学生

分布情况来看，基本与省属和市属的高校分布情况类似。上海、山东等 12 个省

份仅有省属高校。 

表 3 各省份地方公办普通本科高校区分省属和市属高校数、折合学生数及占比情况 

                                                           （单位：所，人，%） 

  高校 折合学生数（财） 

省份 
省属 市属 

合计 
省属 市属 

合计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贵州 11 55% 9 45% 20 246605  70% 104233  30% 350838  

福建 12 57% 9 43% 21 260211  67% 126434  33% 386644  

内蒙古 10 67% 5 33% 15 239032  82% 52624  18% 291655  

河北 23 70% 10 30% 33 536310  78% 152551  22% 688861  

浙江 21 70% 9 30% 30 377943  71% 156100  29% 534043  

江西 17 71% 7 29% 24 427850  80% 109718  20% 537568  

广东 26 74% 9 26% 35 594715  77% 182608  23% 777323  

河南 29 78% 8 22% 37 922469  85% 163641  15% 1086110  

广西 20 80% 5 20% 25 460739  84% 85498  16% 546237  

辽宁 31 86% 5 14% 36 572042  90% 64875  10% 636918  

江苏 31 86% 5 14% 36 795463  90% 84922  10% 880385  

云南 21 91% 2 9% 23 452574  93% 32481  7% 485055  

湖北 26 93% 2 7% 28 489065  94% 33340  6% 522405  

四川 27 93% 2 7% 29 645226  94% 41783  6% 687010  

 
14 省属和市属高校根据地区代码来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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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 22 96% 1 4% 23 470213  97% 16108  3% 486321  

黑龙江 22 96% 1 4% 23 440008  97% 11534  3% 451542  

陕西 27 96% 1 4% 28 524488  98% 12250  2% 536737  

安徽 28 97% 1 3% 29 581315  99% 7960  1% 589275  

湖南 28 97% 1 3% 29 634275  98% 14455  2% 648730  

上海 22 100%     22 402363  100%     402363  

山东 41 100%     41 1074792  100%     1074792  

吉林 23 100%     23 402268  100%     402268  

北京 21 100%     21 252468  100%     252468  

天津 16 100%     16 301179  100%     301179  

重庆 15 100%     15 351435  100%     351435  

甘肃 15 100%     15 283738  100%     283738  

新疆 11 100%     11 193227  100%     193227  

海南 5 100%     5 108879  100%     108879  

西藏 4 100%     4 29542  100%     29542  

青海 3 100%     3 51243  100%     51243  

宁夏 3 100%     3 45558  100%     45558  

总计 611 87% 92 13% 703 13200000  90% 1453115  10% 14600000  

2. 省属和市属高校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比 

从各省份省属和市属高校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比15来看（见图 21），广西、

内蒙古是省属高校高于市属高校。广西省属和市属高校的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

比分别是 64%和 52%，内蒙古是 77%和 57%，省属和市属高校最大相差 20%，

相较而言，这两个省份的省属高校更依赖财政性教育经费。云南（62%）、山西

（71%）是省属和市属高校基本持平。除此之外的其他 15 个省份普遍是市属高

校高于省属高校。其中，湖北市属高校和省属高校的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比分

别为 89%和 61%，广东是 85%和 58%，黑龙江是 85%和 73%，安徽是 82%和

57%，湖南是 73%和 57%，河南 72%和 60%，市属和省属高校最大相差 28%。

 
15 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比=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总收入。本部分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通过报表分项加

总得出，加总数未能涵盖所有应属于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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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而言，这些省份的市属高校更依赖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财政投入较高，多

元化筹资能力较弱。 

 

图 21 各省份地方普通本科高校（教育部门和其他部门）区分省属和市属国家财政性教育

经费占比差异（按市属高校排序） 

3. 省属和市属高校生均教育事业性经费支出 

图 22-1 显示的是各省份省属和市属高校生均教育事业性经费支出的情况。

在 19 个既有省属又有市属高校的省份中，有 10 个省份是省属高校高于市属高

校，包括山西、河北、河南、广西、陕西、贵州、福建、江苏等，这些省份省属

高校获得的经费投入较多，多元化筹资能力高于市属高校；有 9 个省份是市属高

校高于省属高校，包括广东、浙江、湖北、黑龙江等，这些省份市属高校获得的

经费投入较多。 

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费支出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图 22-2）。广西、山

西、河北、内蒙古、贵州这 5 个省份是省属高校高于市属高校，其中，山西省属

和市属高校的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费支出分别是 17226 元和 10367 元，贵

州是 22992 元和 17845 元，省属和市属最大相差 6859 元。河南、福建、江西这

3 个省的省属市属高校相差无几。除此之外的其他 11 个省份是市属高校高于省

属高校，广东、浙江、湖北、黑龙江等省份仍属这一类。其中，广东市属和省属

高校的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费支出分别是 66810 元和 23877 元，湖北是

55789 元和 18668 元，湖南是 26427 元和 14473 元，陕西是 22940 元和 1719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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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属和省属最大相差 4 万多元。相较而言，这些省份市属高校获得的财政支持力

度较大。 

 

 
图 22 各省份地方普通本科高校（教育部门和其他部门）区分省属和市属生均教育事业性

经费支出差异（按市属高校排序）（单位：元） 

六、总结 

（一）各省份高校间投入差异 

根据以上对我国各省份地方普通本科高校的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比（公民

办、公办、民办）、生均教育经费支出水平（公办）和省内（公办）高校间差异

情况的分析，可以将我国各省份地方普通本科高校的财政投入情况大致总结为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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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型。具体为： 

类型一：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比低、生均教育经费支出水平高。其中，（1）高

校间差异大：典型省份为浙江；（2）高校间差异小：典型省份包括江苏、福建。

类型二：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比高、生均教育经费支出水平高。其中，（1）高校间

差异大：典型省份包括北京、上海、广东；（2）高校间差异小：典型省份包括天

津、内蒙古。类型三：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比低、生均教育经费支出水平低。其中，

（1）高校间差异大：典型省份为广西、重庆；（2）高校间差异小：典型省份为

湖南、四川。类型四：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比高、生均教育经费支出水平低。其中，

（1）高校间差异大：典型省份为山西、湖北；（2）高校间差异小：典型省份为

河北、甘肃。 

需要指出的是，从高等教育投入的可持续性来看，生均教育经费支出水平低，

且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比高的省份，是教育投入最困难、财政投入可持续性最脆弱

的省份。这些地区政府财政投入努力程度已经很高，在地方财力有限的情况下政

府对高校的投入很难再有所提升，因此，这些地区地方普通本科高校教育经费投

入的提升、财政投入可持续性及其进一步发展面临很大困难。 

此外，生均教育经费支出水平低，且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比低的省份，其地方

普通本科高校的投入问题也是需要更多关注的。这类地区以西部和中部地区为主，

也包括东北部地区的个别省份。要进一步提高教育投入水平，财政投入仍须更多

努力。 

表 4 我国地方普通本科高校经费投入情况 

  类型一 类型二 类型三 类型四 

生均教育经

费支出水平 
公办 高 高 

低（陕西、江西

临近分界线） 

低（湖北临近分

界线） 

财政性教育

经费占比 

公民办 低 高 低 高（湖北低） 

公办 低 高（贵州低） 低 高 

高校间差异

（公办） 

大 浙江 
北京、上海、青

海、新疆、广东 

广西、重庆、云南、

河南、山东 
山西、湖北 

小 江苏、福建 

天津、内蒙古、

海南、宁夏、贵

州 

湖南、四川、吉林、

陕西、江西、安徽、

辽宁 

河北、甘肃、黑

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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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省份省属和市属高校间投入差异 

从各省份省属和市属高校之间的差异来看，在既有省属高校又有市属高校的

省份中，大部分省份（除了 4 个省份）是市属高校的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比高于省

属高校（最高相差 28%），这些省份的市属高校财政投入程度较高，而多元化筹

资能力较弱。而且，超过三分之二的省份市属高校的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

费支出高于省属高校（最高相差逾 4 万元），且这些省份中绝大部分省份市属高

校的生均教育经费支出也高于省属高校。这些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些省份

市属高校获得的财政性教育经费支持的力度之大，同时也具备一定的多元化筹资

能力。 

部分省份市属高校的发展，与地方政府财力的不断提升并加大对地方高校的

投入密不可分，也与本省市属高校的数量和类型相关。除了广东、浙江这样体现

得尤其明显的少数省份之外，市属高校的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费支出高于

省属高校的省份还包括湖北、湖南、四川、黑龙江、辽宁、云南，以及安徽、陕

西、江苏。其中，仅广东、浙江、辽宁、江苏的市属高校超过 2 所，其他省份均

只有 1 到 2 所市属高校。 

具体来看，广东的市属高校绝大多数是头部高校（在深圳、广州等地），仅

有 1 所下部高校，市属高校在生均支出水平上（无论是生均教育事业性经费支

出，还是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性经费支出）整体上是一骑绝尘；浙江的市

属高校分布比较均匀，属于头部、中部、下部的都有，头部高校拉高了生均支出

的均值。这两个省的大部分市属高校获得的财政性投入的支持力度大，同时多元

化筹资能力也比较可观。 

湖北、四川各有 2 所市属高校，湖南有 1 所市属高校，均为头部高校或排名

较高的高校。这三个省的市属高校获得的财政性投入的支持力度大，同时也具备

一定的多元化筹资能力。 

辽宁的 5 所市属高校比较分化，既有头部高校也有下部高校，头部高校拉高

了生均支出的均值。云南的 2 所市属高校，1 所为头部高校，1 所从生均教育事

业性经费支出来看为一般高校，从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性经费支出来看为

头部高校。这两个省的市属高校呈现出两极分化，对财政性教育经费的依赖和多

元化筹资能力差别很大。黑龙江有 1 所市属高校，从生均教育事业性经费支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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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为排名较高的高校，从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性经费支出来看为一般高校。

政府财力有限，需从其他来源获得经费。安徽有 1 所市属高校，从生均教育事业

性经费支出来看为一般高校，从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性经费支出来看为头

部高校，主要依赖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多元化筹资能力弱。 

陕西有 1 所、江苏有 5 所市属高校（以中部、下部高校为主），整体来看主

要依赖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多元化筹资能力弱。相较而言，省属高校的经费投

入状况整体好于市属高校。 

七、本报告的不足和下一步研究计划 

（一）不足 

第一，除了历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之外，本

研究主要使用的是“2019 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数据库”数据。考虑到高校教育经

费的投入和支出会存在年度的不平衡性（受结余结转等的影响），有些省份在具

体的指标上可能会出现年度差异比较大的情况，而单年的数据则无法反映出这些

情况。 

第二，报告分析了各省份的省属高校和市属高校之间的投入差异，而市属高

校和市属高校在校生数占比仅为 13%和 10%，有些省份的市属高校和在校生数

少之又少，目前的分析仅停留在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比、生均教育经费支出等

指标的比较，尚未深入分析。 

（二）下一步研究计划 

随着“双一流”建设的推进，各地都出台了加强地方本科高校建设的方案，

支持高水平大学建设，鼓励地方高校分层、分类发展。在地方高校的高质量发展

背景下，分析其教育经费投入情况，既有的这些维度和指标还是有很多不足与局

限，哪些维度、哪些指标更能反映地方高校的特色发展与贡献，需要进一步探究。 

尽管我们从经费构成以及生均支出水平方面，分析了各省份高校间差异和各

省份省属高校和市属高校间差异，也用四象限图对各省份的经费投入情况进行了

刻画，但是，如何进一步分析、解释这些差异，还需要做更多具体的研究。 

此外，本报告关于各省份高校间差异主要分析的是地方教育部门和其他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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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的 703 所普通本科高校，不包括民办普通本科高校，因此不能反映各省份地方

普通本科高校的全貌。民办高校在地方属高校中占比 38%，而且在各省份的分布

差异很大，值得专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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