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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中教育①是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才培养中起着承上启

下的关键作用。办好普通高中教育，对于巩固义务教育普及成果、增强高等教育

发展后劲、进一步提高国民整体素质具有重要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实施

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攻坚计划，普通高中办学资源得到显著扩大，但是，有些县域

普通高中还面临生源和教师流失比较严重、基础条件相对薄弱、教育质量有待提

高等突出问题。为整体提升普通高中办学水平，更好适应高考综合改革和普通高

中育人方式改革，全面提高普通高中教育质量，2019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新时代推进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9〕29 号），

要求各地完善普通高中建设经费投入机制，科学核定普通高中培养成本，健全生

均公用经费拨款制度等。2021 年，教育部等 9 部门联合出台了《“十四五”县域

普通高中发展提升行动计划》（教基〔2021〕8 号），明确提出“各地要进一步加

 
*
 钟未平、关可心，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科研助理；张东辉，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

院博士研究生。 
① 报告中的普通高中，除特别说明，包括公办、民办普通高中。 



2 

大普通高中教育投入力度，并向县域普通高中倾斜，建立完善生均公用经费标准

和学费标准定期动态调整机制，适时提高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水平”等要求，

为普通高中尤其是县域普通高中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近年来，中央财政通过改善普通高中学校办学条件补助资金等，支持普通高

中学校校舍改扩建，扩大教育资源，优化校舍功能，配置图书和教学仪器设备，

以及体育运动场等附属设施建设。要求省级财政、教育部门要切实发挥省级统筹

作用，合理安排中央补助资金和自有财力，区分轻重缓急科学分配资金，加大对

困难地区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加快补齐县域普通高中短板，支持普通高中多

样化发展。2019 年普通高中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已经达到 4209 亿元，在普通高

中教育总经费中的占比超过 80%。上述政策的实施，对提高普通高中教育经费投

入水平，优化普通高中教育经费支出结构起到积极作用。为进一步探究我国普通

高中教育经费投入和支出特点，本报告将对我国普通高中教育经费收支情况进行

分析。 

一、我国普通高中教育经费收支水平分析 

本部分主要根据经合组织（OECD）统计数据对不同国家普通高中生均教育

经费指数进行比较，并根据 2017—2020 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和《全国

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分析我国普通高中教育经费变化情况。 

（一）2017—2020 年不同国家普通高中生均教育经费指数比较 

生均教育经费指数是生均教育经费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之比，旨在衡量一个

国家或地区教育投入的充足程度及其与经济发展水平的适应度。作为一个相对性

的衡量标准，该指数实现了教育经费在不同经济背景的国家之间的比较。计算生

均教育经费指数的方法涉及两个关键要素：一是生均教育经费，二是人均国民生

产总值。OECD 统计数据中，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作为一个基数，通常由各国的统

计机构提供。生均教育经费显示了每个学生平均享有的教育经费，分子包括所有

类型的教育支出，涵盖从政府到私人、从学费到捐赠的所有经费来源，分母则是

所有公立和私立教育机构的全日制学生数。我国生均教育经费指数根据《中国教

育经费统计年鉴》中各级各类教育机构教育经费支出明细（全国）表中普通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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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数据、教育部教育统计数据中各级各类学历教育学生情况表中的普通高中在

校生数，以及国家统计局提供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计算。对 2017—2020 年 OECD

部分国家普通高中生均教育经费指数进行比较，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2017—2020 年部分 OECD 国家普通高中生均教育经费指数（%）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澳大利亚 28 28 29 30 

芬兰 18 18 18 19 

法国 31 31 31 32 

德国 24 25 26 28 

瑞典 22 22 22 22 

英国 30 30 30 30 

美国 缺失 缺失 26 26 

OECD国家平均 23 23 23 24 

中国 25 30 30 30 

注：除中国外其他国家数据来源于 OECD 统计数据，含所有公立私立机构、所有来源的支出。Educational 

Finance Indicators: Indicator C1: Total expenditure on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per full-time equivalent student 

relative to GDP per capita.  

2017—2019 年，OECD 国家平均普通高中生均教育经费指数保持稳定，比

例为 23%，2020 年增长到 24%。具体到部分国家来看，变化波动也较小。其中，

澳大利亚和德国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澳大利亚从 28%上升到 30%，德国从 24%

上升到 28%。芬兰、法国在 2017—2019 年三年中保持稳定，分别为 18%和 31% ，

到 2020 年各上升 1 个百分点，分别为 19%和 32%。美国 2017 年和 2018 年的数

据缺失，2019 年和 2020 年为 26%。瑞典和英国一直保持稳定，分别为 22%、

30%。中国在 2017 年为 25%，2018 年上升至 30%后保持不变。 

（二）2007—2020 年全国普通高中教育经费变化情况 

2007—2020 年，全国普通高中的教育经费收入（普通高中教育经费收入、国

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和生均支出（生均一般公共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生均一般

公共预算内公用经费支出）总体呈上升趋势。 

普通高中教育经费收入（数据经过消费者物价指数平减处理）由 2007 年的

1393.5 亿元增长至 2020 年的 3994.3 亿元，年均增幅 8.44%，但占全国教育经费

总收入比例整体呈下降趋势。2007—2010年降幅相对较大，从 11.5%下降至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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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后变化相对平稳，维持在 10.0%—10.6%之间，2016 年起缓慢回升。见图

1。 

 

图 1 普通高中教育经费收入及其占教育总经费的比例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且以 2007 年为基期进行了 CPI 价格平减处理。 

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是普通高中教育经费收入的主要来源。普通高中（包括

公办、民办）教育经费收入包括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民办学校中举办者投入、

事业收入、捐赠收入及其他教育经费。总体而言，2007—2020 年，普通高中教育

经费收入中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比逐渐提高，来自民办学校中举办者投入和事

业收入的非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比则逐渐下降。具体来看，2007—2017 年，普通高

中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比由 57.0%提升到 82.5%，2018—2020 年，该占比小幅

下降至 81.9%。2007—2020 年，民办学校举办者投入占比从 1.1%下降至 0.7%，

2012 年占比最低，为 0.3%。事业收入占比则从 2007 年的 37.7%下降至 2020 年

的 16.0%。见表 2。 

表 2 2007-2020年普通高中教育经费来源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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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国家财政性

教育经费 

非财政性教育经费 

其他 
 

民办学校中

举办者投入 

事业收入

（学费） 

2007 57.0  38.8 1.1  37.7  4.2  

2008 60.0  36.2 0.6  35.6  3.8  

2009 62.3  33.6 0.4  33.2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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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历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 

注：其他经费来源包括捐赠收入和其他教育经费。 

 

图 2 普通高中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及其占财政性教育总经费的比例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且以 2007 年为基期进行了 CPI 价格平减处理。 

普通高中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数据经过消费者物价指数平减处理）在

2007—2020 年间逐年增加，由 794.8 亿元增长至 3272.3 亿元，年均增幅 11.5%。

普通高中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在财政性教育总经费中的占比呈缓慢上升趋势，由

9.6%增长至 10.6%，其中，2007—2010 年，2013—2014 年略有下降。见图 2。 

2007—2020 年，普通高中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费支出（数据经过消

费者物价指数平减处理）逐年增加，由 2648.54 元增长到 12357.63 元；年增长率

2012 年以前较高，从 2008 年的 14.4%升至 26.3%；2013 年和 2014 年增幅大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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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66.0  31.0 0.5  30.5  3.0  

2011 72.2  25.3 0.3  25.0  2.5  

2012 77.3  20.5 0.3  20.2  2.2  

2013 77.5  20.6 0.4  20.2  1.9  

2014 78.0  20.1 0.4  19.7  1.9  

2015 80.6  17.5 0.6  16.9  1.9  

2016 81.6  16.5 0.5  16.0  1.9  

2017 82.5  15.7 0.5  15.2  1.8  

2018 82.4  15.8 0.8  15.0  1.8  

2019 82.4  16.2 0.7  15.5  1.4  

2020 81.9  16.7 0.7  16.0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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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至 5.9%和 4.7%；2015 年回升至 18.2%后逐年下降，到 2020 年降至 2.6%。

见图 3。 

 

图 3 普通高中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费支出及其增长率变化 
数据来源：历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且以 2007 年为基期进行了 CPI 价格平减处理。 

 

 

图 4 普通高中生均一般公共预算公用经费支出及其增长率变化 
数据来源：历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且以 2007 年为基期进行了 CPI 价格平减处理。 

普通高中生均一般公共预算公用经费支出（数据经过消费者物价指数平减处

理）基本呈现增长趋势，由 2007 年的 509.96 元增长至 2020 年的 3095.54 元。

2012 年以前年增长率较高，在 19%—50%之间，2013 年以后增幅开始下降，一

直低于 10%，2014 年增长率最低，为-3.5%。见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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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9 年各省份普通高中教育经费收支情况分析 

本部分主要呈现 2019 年普通高中教育经费收支水平的地区差异和省份差异。

①普通高中教育经费收入和支出不仅存在地区差异，而且各省份之间差异较大。

从公民办来看，各省份公办普通高中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教育总经费的比例较

高，均在 84%以上，且各省份之间存在一定差异；民办普通高中来自国家财政性

教育经费的支持较少，各省份对民办普通高中支持力度差异较大。 

（一）各省份普通高中教育经费收入情况分析 

从东中西来看，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普通高中教育总经费的比例存在一定

差异。东部省份平均为 81.8%，中部省份平均为 79.1%，西部省份平均为 86.4%。

（1）东部省份中，大部分省份的占比在 80%—90%之间。天津的占比最高，为

92.4%，浙江占比最低，为 74.3%。（2）中部省份中，黑龙江、湖北、吉林、江

西、山西等省的占比均超过 80%，其中黑龙江占比最高，为 87.7%。湖南、安徽

和河南 3 省的占比在 75%左右，其中湖南占比最低，为 73.3%。（3）西部省份中，

所有省份占比均在 80%以上，其中，有 6 个省份占比超过 90%，西藏占比最高，

为 99.4%，占比最低的是四川，为 81.6%。 

分公民办来看，各省份公办普通高中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教育总经费的比

例较高，均在 84%以上，且各省份之间存在一定差异。东部省份平均为 92.5%，

中部省份平均为 89.6%、西部省份平均为 93.4%。除了福建、浙江、广东，其他

东部省份的占比均在 90%以上；中部省份中，安徽，河南、湖北、湖南占比在 90%

以下，其中湖南最低，为 84.2%；除重庆、贵州，其他西部省份的占比均在 90%

以上。 

各省份民办普通高中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占比在 0—30%以内，且各省份

之间的差异较大。东部省份中，浙江、山东、广东、上海 4 省份的占比超过 10%

（浙江 13.6%、山东 13.2%、广东 10.6%、上海 10.2%），辽宁、福建、天津、北

京 4 省份的占比在 3%以下。中部省份中，河南、安徽、山西 3 省的占比超过 10%

（河南 10.9%、安徽 11.7%、山西 17.8%），黑龙江、吉林、海南 3 省的占比低于

3%。西部省份中，贵州、甘肃、云南、内蒙古、陕西 5 省份的占比超过 10%（贵

 
① 本部分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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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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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 11.0%、甘肃 17.4%、云南 17.5%、内蒙古 23.5%、陕西 27.4%），青海、宁夏、

广西的占比在 3%—6%。 

表 3 各省份普通高中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及其占比（亿元） 

 地区/省份 
总体 公办 民办 

总额 占比 总额 占比 总额 占比 

东

部 

天津 60.81 92.41% 60.77 97.03% 0.0024 0.75% 

江苏 292.65 86.15% 290.97 92.38% 0.1952 7.90% 

辽宁 95.37 85.30% 95.14 94.10% 0.0028 0.28% 

北京 129.67 84.75% 121.35 96.64% 0.0293 2.06% 

上海 105.76 83.54% 102.60 92.82% 0.2005 10.18% 

山东 260.10 81.92% 255.60 90.08% 0.4462 13.24% 

福建 113.19 81.55% 112.96 88.67% 0.0198 1.74% 

广东 420.00 79.50% 412.61 89.24% 0.7187 10.60% 

浙江 217.13 74.31% 208.63 88.86% 0.7616 13.59% 

中

部 

湖南 160.60 73.30% 157.50 84.23% 0.1782 5.87% 

安徽 145.50 76.02% 142.61 85.72% 0.2930 11.70% 

河南 230.46 77.36% 226.18 87.40% 0.4267 10.92% 

湖北 159.09 81.17% 155.28 87.76% 0.1418 8.60% 

山西 102.29 81.57% 99.23 91.86% 0.3093 17.84% 

河北 185.41 81.68% 183.48 92.69% 0.2030 6.97% 

江西 135.20 81.74% 133.19 91.90% 0.1655 8.23% 

海南 40.99 85.39% 41.18 94.88% 0.0144 2.94% 

吉林 58.60 86.18% 57.34 93.41% 0.0139 2.81% 

黑龙江 81.52 87.66% 80.06 94.12% 0.0015 0.23% 

西

部 

四川 201.57 81.64% 197.92 90.53% 0.1634 6.26% 

贵州 139.66 81.67% 137.30 89.73% 0.1920 11.04% 

重庆 116.59 81.70% 115.36 87.13% 0.0588 6.26% 

广西 125.95 83.30% 125.10 91.12% 0.0439 3.25% 

云南 136.10 84.48% 132.69 93.44% 0.3307 17.46% 

宁夏 25.20 87.82% 25.10 92.36% 0.0087 5.77% 

陕西 122.95 91.41% 119.28 96.94% 0.2863 27.38% 

甘肃 85.27 91.59% 84.84 93.56% 0.0418 17.36% 

青海 33.96 92.53% 33.95 94.16% 0.0020 3.04% 

新疆 105.85 93.34% 91.62 95.54% 0.0025 1.04% 

内蒙古 93.72 95.44% 93.03 97.31% 0.0585 23.49% 

西藏 28.42 99.37% 28.45 99.39% 0.0000 0.00% 

（二）各省份普通高中教育经费支出情况分析 

从地区来看，普通高中生均一般公共预算经费支出也呈现一定程度差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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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费支出方面，东部省份平均为 27750 元，中部省份平

均为 13908 元，西部省份平均为 16450 元。同时，地区内部各省份之间的差异也

比较大。全国来看，北京最高，为 70582 元，远高于其他省份；河南最低，仅为

10309 元；上海、西藏、天津超过 30000 元（上海为 43434 元、西藏为 34991 元、

天津为 33566 元）；吉林、黑龙江、广西、四川均在 13000 元以下。在生均一般

公共预算公用经费支出方面，东部省份平均为 6734元，中部省份平均为 3834元，

西部省份平均为 4378 元。全国来看，北京最高，为 19742 元；山东最低，仅为

2312 元。超过 9000 元的省份还包括上海（11514 元）和西藏（9181 元）；低于

3000 元的主要在中西部地区，包括黑龙江（2737 元）、云南（2676 元）、四川

（2670 元）、甘肃（2666 元）。 

公办普通高中生均一般公共预算经费支出也呈现出地区差异，同时地区内部

各省份之间差异也比较大。在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费支出方面，东部省份

平均为 27725 元，中部省份平均为 13884 元，西部省份平均为 16434 元。各省份

比较来看，北京远高于其他省份，为 70573 元。河南和广西最低，分别为 10311

元和 10767 元。其他超过 20000 元的省份主要集中在东部，包括广东（20077 元）、

江苏（26922 元）、浙江（28827 元）、天津（33563 元）和上海（43432 元），西

部省份有西藏（34978 元）、青海（20077 元），中部省份只有湖北（20212 元）。

除了湖北、海南、河北、山西四省，中部其余省份的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

费支出均在 14000 元以下。公办普通高中生均一般公共预算公用经费支出，东部

省份平均为 6715 元，中部省份平均为 3805 元，西部省份平均为 4355 元。各省

份比较来看，北京、上海、天津、浙江、西藏 5 省份的生均一般公共预算公用经

费支出均超过 7000 元（北京为 19738 元、上海为 11516 元、天津为 7539 元、浙

江为 7331 元、西藏为 9189 元）。辽宁最低，为 2317 元。 

表 4 各省份普通高中生均一般公共预算经费支出（元） 

 地区/省份 

生均一般公共预算

教育事业费支出 

生均一般公共预算公用

经费支出 

全体 公办 全体 公办 

东部 

北京 70582 70573 19742 19738 

上海 43434 43432 11514 11516 

天津 33566 33563 7539 7539 

浙江 29094 28827 6115 7331 

江苏 26892 26922 5354 5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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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20087 20077 3497 5367 

福建 17012 17002 3702 3705 

山东 15632 15628 2312 3488 

辽宁 14662 14609 3064 2317 

中部 

河南 10309 10311 3183 3182 

吉林 12384 12383 3152 3152 

黑龙江 12483 12469 2737 2764 

湖南 13448 13303 3049 2898 

江西 13742 13712 5522 5489 

安徽 13842 13849 3121 3088 

山西 14835 14836 3651 3652 

河北 15104 15110 3976 3007 

海南 19185 19237 7257 3983 

湖北 20225 20212 6258 6213 

西部 

广西 10751 10767 3440 2669 

四川 12627 12626 2670 2673 

云南 13339 13334 2676 2698 

贵州 13354 13356 3451 3350 

甘肃 13384 13420 2666 3383 

宁夏 13774 13766 3987 3437 

重庆 14533 14523 3836 3830 

陕西 15947 15985 5213 3991 

新疆 16637 16407 3591 5219 

内蒙古 17987 17979 5338 5332 

青海 20077 20077 6489 6489 

西藏 34991 34978 9181 9189 

 

（三）各省份普通高中经费收支差异分析 

本部分将通过四象限图的方式来进一步呈现各省份普通高中在经费收支方

面的差异情况，其中各省份普通高中的生均一般公共预算经费支出为 X 轴、各

省份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比为 Y 轴，中心位置是各省份生均一般公共预算经

费支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比的中位数。从下文分析可以看出：（1）生均一

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费支出/生均一般公共预算公用经费支出和国家财政性教育

经费占比都较高的省份位于第一象限，这些省份的普通高中更依赖国家财政性教

育经费投入，同时普通高中的生均一般公共预算经费支出较高，财政支持水平相

对充裕；（2）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费支出/生均一般公共预算公用经费支

出和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比都较低的省份位于第三象限，这些省份的普通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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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比较少，事业收入占比相对较高，同时普通高中的生均支

出较低，财政支持水平相对不足；（3）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费支出/生均一

般公共预算公用经费支出较低，而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比相对较高的省份位于

第二象限，这些省份的普通高中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比相对较高，但是生均支出较

低，经费来源比较单一，且财政支持水平相对较低；（4）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

事业费支出/生均一般公共预算公用经费支出相对较高，而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

占比相对较低的省份位于第四象限，这些省份的普通高中经费收入相对多元，事

业收入占比和财政支持水平相对较高。 

1. 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费支出和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比分析 

将各省份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费支出和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比的

均值作为原点构建四象限图，发现：（1）第一象限，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

费支出相对较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比相对较高的省份，包括天津、江苏、

海南、内蒙古、新疆、陕西、青海 7 省份；（2）第二象限，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

育事业费支出相对较低、但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比相对较高的省份，包括甘肃、

黑龙江、宁夏、吉林、云南、辽宁；（3）第三象限，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

费支出相对较低、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比相对较低的省份，包括江西、河南、

湖南、安徽、四川、贵州、山西、重庆；（4）第四象限，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

事业费支出相对较高、但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比相对偏低的省份，包括广东、

湖北、福建、山东、河北、浙江。见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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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5各省份普通高中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费支出和国家财政性教育

经费占比四象限图 
数据来源：《2019 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 

注：考虑到图表呈现效果，西藏、北京和上海数据未呈现。三省份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费支出

和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比分别是西藏（34991 元，99.37%）、北京（70582 元，84.75%）、上海（43434

元，83.54%）。 

2. 生均一般公共预算公用经费支出和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比分析 

将各省份生均一般公共预算公用经费支出和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比的均

值作为原点构建四象限图，发现：（1）第一象限，生均一般公共预算公用经费支

出相对较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比相对较高的省份，包括天津、青海、陕西、

内蒙古、宁夏、江苏、海南；（2）第二象限，生均一般公共预算公用经费支出相

对较低、但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比相对较高的省份，包括新疆、甘肃、黑龙江、

吉林、辽宁、云南；（3）第三象限，生均一般公共预算公用经费支出相对较低、

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比相对较低的省份，包括山东、四川、贵州、安徽、河南、

广东、湖南；（4）第四象限，生均一般公共预算公用经费支出相对较高、但国家

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比相对偏低的省份，包括福建、浙江、湖北、江西、山西、河

北、重庆。见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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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各省份普通高中生均一般公共预算公用经费支出和国家财政性教育经

费占比四象限图 
数据来源：《2019 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 

注：考虑到图表呈现效果，西藏、北京和上海数据未呈现。三省份生均一般公共预算公用经费支出和

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比分别是西藏（9181 元，99.37%）、北京（19742 元，84.75%）、上海（11514 元，

83.54%）。 

三、小结 

通过对普通高中教育经费收支数据的呈现和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基本结

论： 

1. 公民办普通高中教育经费收入来源有差异 

现阶段我国普通高中教育以公办学校为主，各省份公办普通高中主要收入来

自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比均超过 84%，且各省份之间存在一定差异。公办普

通高中的教育经费收入除了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还有来自学费等的事业收入。

各省份民办普通高中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占比在 0—30%以内，且各省份之间

的差异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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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国普通高中教育经费的投入和支出存在地区间差异，同时全国各省份

间差异更大 

从分析结果来看，不论在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比方面，还是在生均一般公

共预算教育事业费支出/生均一般公共预算公用经费支出方面，各省份普通高中

教育经费收支水平呈现较大差异，部分省份相对较低。从经费来源来看，黑龙江、

吉林等省份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比较高，经费来源比较单一；而湖南、河南等

省份事业收入占比相对较高，更多依赖学费等事业收入。从生均经费来看，部分

省份的生均一般公共预算经费支出水平相对较低，这些省份往往有着相对较大的

人口基数，普通高中的教育需求也较高。生均一般公共预算公用经费支出最低的

省份为山东省，约 2312 元，仅占北京的 12%；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费支

出最低的省份为河南省，约 10309 元，仅占北京的 15%。基于“补短板”和“促

公平”的财政支持普通高中教育改革发展的政策导向，建议这些支出水平较低的

省份通过多种方式进一步加大普通高中教育投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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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第 20期（总第 264期） 

美国科研项目经费管理及激励机制设计 

摘要：美国科研项目经费包括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两个部分。本文分析了直接费用对教

师的激励与约束以及间接费用补偿对高校的激励作用。间接费用被高校用于支持性服务，有

一定的灵活性，不同高校间接费用比率并不相同，间接费用的比率也随年份而有所不同。本

文最后举例介绍了美国几所大学的间接费用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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