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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classifies the basic budget data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stud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cale and benefit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ompetitive funding, 

establishes a linear programming model to maximize the benefit of running a school, conducts data simulation 

test, and obtains the benefits under different school scales, which can be used as a reference for the scientific 

management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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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通过对高职院校预算基础数据进行分析归类，研究了竞争性拨款背景下高职办学规模与效益的关

系，建立了办学效益最大化的线性规划模型，进行了数据仿真测试，得到了在不同办学规模情形下的

效益，供高职院校办学管理科学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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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随着职业教育发展进入快车道，高职院校办学规模

（包括人员与其他要素）与效益迫切需要进行定量分析

研究，以提高高职院校规划与发展决策的规范性、科学

性。由于高职院校实行竞争性拨款，为了提高效益，保

持学校又好又快发展，应重点加强对竞争性拨款起直接

作用的支出项目投入，适当减少对效益增加影响程度不

明显的其他支出项目，不同支出项目或经费额度的减少

对整体效益的影响需要定量研究，以令人信服。学校招

生产生的生均拨款是竞争性拨款中的重要部分，但招生

规模受学校容纳量、管理难度、生师比等限制因素而不

可能无限增长，职工规模受政策影响也有一定的控制范 

围，这时需要定量研究能适应环境变化的合适学生数与

职工数。为解决以上问题，本文将研究建立竞争性拨款 

背景下、受现有办学条件限制的适应环境变化的满足办

学规模合理与效益最大化的数学模型，通过定量计算与

灵敏度分析，为高职院校规划与发展提供决策管理科学

化参考。 

2. 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国内外关于办学规模与经济效益的研究有很多，以

定性研究为主，运用定量研究方法的实证研究较少，部

分运用定量研究方法的研究人员采用的是运用定性与

定量相结合、重点突出定量研究、建立相关模型，从新

的角度研究办学规模与办学效益的关系，从而使研究方

法更为科学、研究结果更具说服力。经查阅文献，该研

究领域以往的成果主要包括研究如何确定高校合理办

学规模、如何计量高等教育培养成本以及如何在高等教

育受益者之间合理分担教育成本等问题，研究主要对象

是普通本科院校，其中部分著作通过对近 10 多年历史

数据的整理、计算、分析、验证得出高校生均培养成本

与办学规模之间的关系为分段非线性二次回归模型，并

建议地方政府在制定高校发展规划时应指导各高校确

定阶段性的办学规模，在理清高校生均培养成本核算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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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和规则的同时区别高校办学水平、专业差异，制定弹

性的高校收费标准，在划拨高校财政教育经费时应改变

目前基数加增长的拨款方式，采用按成本分担原则和配

比比例确定拨款标准的生均拨款方式，从而提高政府对

高校投入的公平性，高校应根据自身贷款进度和资金使

用情况，制定财务分析指标体系，以防范高校债务风险

给学校正常教学科研带来影响。 

以上主要是普通本科院校开展的办学规模与经济

效益方面的研究工作，经查阅文献，在高职院校方面，

少数高职院校的研究人员对高职院校办学成本与办学

效益问题进行了研究，阐述了高职院校办学成本及其构

成、办学效益及其内涵，分析了办学成本与办学效益的

关系，提出了高职院校成本核算体系基本设计框架要求，

论述了高职院校加强成本核算管理提高办学效益的主

要途径：建立健全成本核算体系，加强成本控制与管理，

倡导节约型校园建设，建立效益评价体系，推广目标经

济责任制。 

3. 模型的建立与求解 

首先，进行建模的准备工作，组建团队，成员由高

职院校领导、人事部门、财务部门、数学应用研究人员

构成，以满足研究所涉及的部门和人员基本需要，并通

过相关部门调阅学校数据，进行数据分析。 

3.1. 预算基础数据分析归类 

本文通过对假设的某高职院校某年预算每项基础

数据进行分析归类，得到以下类别的分析数据： 

1. 收入来源 

（1）基础性生均拨款； 

（2）竞争性生均拨款； 

（3）主管单位教育专项拨款；学费、住宿费收入。 

2. 支出项目 

（1）人员经费人均支出； 

（2）运行经费中与职工数相关的支出； 

（3）运行费中与学生数相关的支出； 

（4）人员经费固定支出； 

（5）运行经费固定支出； 

（6）临时项目开支。 

3.2. 基础数据处理 

通过对某年预算的每项基础数据进行分析归类，假

设得到以下内容的分析数据。 

（一）收入 

1.基础性生均拨款 

  生均与在校学生数相关。 

2.竞争性生均拨款 

  包括质量提升专项、技能竞赛等。 

3.主管单位教育专项拨款 

4.学费、住宿费收入 

  生均与在校学生数相关。 

（二）支出 

1.人员经费人均支出 

假设绩效水平，将其他自招人员、外聘教师等人员

经费折合到在编人员费用中，得到人均支出。 

2.假设运行经费中与职工数相关的支出 

（1）差旅费。 

（2）办公用品、耗材、设备、邮电。 

（3）工会上缴会费。 

（4）校区支出（包括办公、邮电、差旅、维修、水

电，其中部分计入固定支出、部分与职工数相关、部分

计入临时项目支出、部分与学生数相关）。 

（5）培训费（包括固定支出、与职工数相关的支出）。 

（6）公开招聘费用。 

（7）在职职工体检费用。 

（8）其他印刷、耗材、培训、活动、维护费用。 

（9）校企合作培训费用。 

按在编职工数平均计算，可得到人均支出。 

3.运行费中与学生数相关的支出 

（1）保安费（部分计入固定支出、部分与学生数相

关）。 

（2）校园维修（部分计入固定支出，部分计入临时

项目支出，部分与职工数相关，部分与学生数相关）。 

（3）水电（部分计入固定支出、部分与职工数相关、

部分与学生数相关）。 

（4）物业管理费（部分计入固定支出，部分与学生

数相关）。 

（5）后勤工作经费（部分计入固定支出，部分与学

生数相关）。 

（6）运行管理经费（部分计入固定支出，部分与学

生数相关）。 

（7）其他费用。 

按现有学生数平均计算，可得生均支出。 

4.人员经费固定支出 

5.运行经费固定支出 

6.临时项目开支 

（1）运行经费临时项目开支。 

（2）人员经费临时项目开支。 

7.不可预见支出 

8.教育专项支出（教学设备购置） 

3.3. 净收益最大化模型 

假定在校学生总数为 X，在编职工总数为 Y，根据

基础数据分析结果可知（假设数据如下）： 

1.年总收入为： 

（0.81+0.6）X+2000+2000 

即 1.41X+4000 

2.年总支出为： 

0.168X+（24.83+1.81）Y+751+1800+3036+350+2000 

即 0.168X+26.64Y+7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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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全年净收益为： 

1.41X+4000-（0.168X+26.64Y+7937） 

即 1.242X-26.64Y-1937 

设定目标为“净收益最大化”，并设定限制条件，包

括： 

（1）生师比不超过 24:1； 

（2）学生总数不低于 12787人； 

（3）职工总数不低于 500、不超过 585. 

因此模型为基于上述限制条件的净收益最大化模

型，观察发现其为线性规划模型，根据两种方式分析求

解（线性规划模型的经典图解法、WPS 表格软件的线性

规划模型经典单纯形解法运算功能），得到如下结果： 

 
图 1  WPS 线性规划功能运行情况 

图 1 结果显示，在现有数据和生师比（24:1）情形

下，未达到盈亏平衡。 

对 WPS 表格数据的线性规划表分析得到结果显示，

在现有数据和生师比情形下，未达到盈亏平衡，初步计

算结果为亏损 441 万元。 

3.4. 灵敏度分析 

如下表，分别进行 4 个维度的灵敏度测试： 

测试一：只增加学生数，职工数固定不变。 

测试二：扩大规模，生师比不变，同时增加学生数

和职工数。 

测试三：增加竞争性拨款，保持规模不变。 

测试四：减少运行经费中的人均支出和生均支出。 

 

表 1  灵敏度分析表 

 

3.5. 结论 

根据上述分析，形成如下结论： 

1.在假设数据和生师比情形下，未达到盈亏平衡，

仿真计算结果为亏损 494 万元。 

2.在数据不变的情形下，每增加 100 个学生，增加

124 万元净收益，学生总数达到 13200 人时，开始有盈

余。 

3.保持生师比，扩大办学规模，同时增加学生数和

职工数，每增加 500 个学生，增加 56.4 万元净收益，

学生数达到 17200 人时，开始有盈余。 

4.通过竞争，取得更高生均拨款系数，能够显著改

善效益问题，生均拨款达 1万元时，即可达到盈亏平衡。 

5.减少运行支出，将生均支出和人均（职工）支出

由 0.168 和 1.81 分别降到 0.133 和 1.67，即有盈余。 

3.6. 建议 

根据上述结论，给出如下建议： 

1. 建议加强重点攻关，对可增加竞争性生均拨款

的项目积极申报，积极参加技能比赛并争取获奖；同时

增大校办产业创收力度，以“将蛋糕做大”。 

2.建议减少“回报效益不明显”的支出，如“非必

须”的差旅费，还可适当收缩协会、行业及其他机构的

比赛（收缩的经费集中加强直接影响生均拨款的项目和

比赛），但应注意是适当逐步收缩，避免改革力度过大过

快导致人心不稳。 

3.扩大招生规模。 

4.适度招聘新职工。 

5.多措并举 

单纯使用扩充职工数和学生数的方式难以解决盈

亏不平衡问题，因此，建议多措并举，将减项（精简支

出项目）、树核（重点攻关有拨款的项目）、扩招（扩充

招生和职工数）、提质（提高发展质量提升财政拨款系

数）、开拓（扩充新的经济收入增长点）同时进行，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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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力，尤其是加大力量提高生均拨款系数，以求办学经

济效益更明显。 

4. 研究展望 

竞争性拨款项目还有多种，有待厘清，拟通过研究

相关政策和联系相关部门作深入研究。另外，本文只以

假设的某年数据进行了仿真测试，后续将研究假设的多

年数据进行综合分析与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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