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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严重事件老百姓对教育高收费的批评达到了高潮： 其一，

“北航广西招生丑闻”。高招期间，广西一位考生家长“李

先生”向媒体揭发，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庞宏冰等人向其

索要10万元，以此作为录取该考生的条件，并以“退档”相

要胁。 其二，今年5月份，在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刮起

的“审计风暴”中，对南京、杭州、珠海、廊坊4个城市的“

大学城”开发建设情况进行了审计调查，初步发现两大问题

：一是违规审批和非法圈占土地问题突出。二是“大学城”

建设贷款规模过大，存在偿贷风险。 其三，“景统仕自杀事

件”。陕西榆林一位生活贫困的农民景统仕，在女儿景艳

梅2003年高考被东北师范大学录取后，为了凑足1万元的学费

，一连外出几天借钱无功而返，为了给景艳梅上大学申请资

助，景统仕又到当地派出所等部门盖章以证明自己家境困难

，然而这个章居然也没有盖下来。2003年7月14日，景统仕喝

下农药自尽。 人们面对着这一系列事件，不禁要追问：中国

的的教育收费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高度，中国人培养一个大

学生需要多少钱？ 资料显示，按照国际上通行的高校学费标

准，学费占人均GDP的比一般在20%左右。我国目前人

均GDP约7517元人民币，6000元的学费(含住宿费)就已占人

均GDP的79.82%，远远高于国际平均水平。 从我国高等教育

收费状况的历史演变来看，全国高校生均学费已经从1995

年800元左右上涨到了2004年的5000元左右，进入新校区的学



生的学费则在6000元左右；住宿费从1995年的270元左右，上

涨到了2004年的1200元左右；而1995年至今10年间，国民人均

收入却增长不到4倍。2004年我国城镇居民年平均纯收入和农

民年平均纯收入9422元和2936元，以此计算，供养一个大学

生，需要一个城镇居民4.2年纯收入，需要一个农民13.6年纯

收入，也就是说，一个农民辛苦13年多挣得的纯收入，才能

供得起一个大学生4年的花费，这还没有考虑吃饭、穿衣、医

疗、养老等费用。 可以说，高校收费标准已经逼近、在部分

地区甚至超过了我国广大普通居民的承受能力。 年初中国教

育部科学技术委员会管理科学部与暨南大学共同在暨大举办

了一个“高校可持续发展管理论坛”，会上专家们指出，许

多孩子考上了大学的农民家庭接到通知书后马上想到的是卖

田、卖房和卖牛。考虑到过去十余年来中国社会结构中出现

的数以千万计的“下岗工人”和四千万“三无农民”的“无

收入”，那么，这种高收费的可怕后果就更严重了。 时下，

一些只是为了赚钱的低质量扩招，也大大降低了大学水准，

由于扩张速度远远超过社会、经济发展需要，毕业即失业将

成为三、四成大学生的必然命运。当社会内的失业大军由相

当一部分的“新知识分子”构成、并且无法偿还自己欠家庭

的“求学成本”时，就会形成另一种性质的“社会不稳定”

因素。 分析人士认为，高等教育作为一种准公共产品，个人

和社会都应中从中受益。高等教育成本应当分担、个人应当

承担一定学费的观念都已被普遍接受。然而目前我国的教育

收费这么高，以致成为“难以承受之重”的原因却仍在被追

问和思索，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很多： 投入不足成本过高

1993年发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时，我国提出国家



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支出在上世纪末占GDP的比例应该达到4%

，但这个目标从未达到。现阶段我国教育财政投入仅有3.28%

，低于世界各国平均水平5.1%。 按中国现在的国民生产总值

水平计算，提升一个百分点意味着增加一千多亿教育经费，

若其中的1/3用于高等教育，即有300多亿。以目前每年大专院

校在校学生1000万、每人每年6000元学费计算，每年总共收

取学费约600亿左右。有关教育专家称：如果“一个百分点”

的国家教育财政投入的承诺能够兑现，那么大学学费则可以

减半。 按现阶段教育成本估测，教育成本包括老师的工资，

学校日常运转的水、电、气，以及硬件设施的修建投资⋯⋯

然而，中国大学机构臃肿、冗员泛滥，无形中加大了教育成

本。在中国，即使将本科生、研究生、留学生、进修生乃至

函授生都算上，大学的师生比也不过是1：10，有人戏言我国

高校“校级领导一走廊，处级领导一礼堂，科级领导一操场

”。而在“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大学的师生比平均是1

：16.7。 而且，随着大学扩招计划的实施，各高校为适应需

求争相征购土地、大兴土木、配套硬件、修建公寓。“我国

最近五六年造的学生宿舍是过去五六十年所建宿舍的两倍，

”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胡瑞文教授说，这些硬件投入

也将算为教育成本之中，“羊毛出在羊身上。” 地方截流管

理不善 庞大的教育成本数据的背后，是这些投入能否被有效

利用？投入不足和成本过高已经造成教育经费的捉襟见肘，

然而这有限的经费常常仍不能如数为学校所用。在一些地区

，特别是贫困地区，国家的教育拨款常常被视为地方财政的

重要收入而被挪作他用。另外由于体制原因，教育部不直接

负责学校财政，导致政令不通，管理不严。地方政府部门通



过学校收取不合理费用，有时甚至是教育主管部门自身巧立

名目乱收费。虽然明令整治，然而收效甚微，甚至变本加厉

。 每一个教育的环节都有可能成为收费的“关卡”：择校费

、赞助费、补课费、中考费、转学费、水费、电费、自习费

、基建费、计算机费、耳机费、资料费、取暖费，以及各种

强化班、提高班、特色班、重点班、实验班的费用等。教育

主管部门今天进行了规定，某种费用不许收，明天这些费用

就会换一种名称，换一个说法收。例如，学校不许收的费用

，可以以家长委员会的名义收取，而家长委员会只不过是学

校的喉舌而已，不听话的家长可以被排除在委员会以外。 以

“教育产业化”之名 虽然教育产业化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

，虽然教育部否认教育产业化；但是有些政府的决策，包括

高校扩招和高校收费都是按照教育产业化的理念来做的。 一

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学者对记者说：“我觉得这些都是表象，

真正的根源是：某些地方政府没钱或者不愿意出更多的钱，

却又急于实现教育的高速发展，于是以教育产业化的名义将

成本转嫁到国民身上。 南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经济学博士

、管理学博士后黄卫华认为：教育资源相对于教育需要来说

总是不足的，国家教育经费投入不足和管理不善仅仅是中国

教育高收费的浅层次原因，深层的原因在于教育供给垄断和

教育供给等级化的条件下，中国经济转型时期政府企业化行

为、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的资本化。 学者和专家的讨论百家

争鸣，各有千秋；然而对于话题中的主体千百万的学生和家

长来说他们马上要面对的问题是：开学了！在将要过去的这

个暑假，很多大学生有家不回，勤工俭学挣学费；而接到大

学录取通知书的学生及其家长，很多正在为学费忙碌和犯愁



⋯⋯我们想问一句：开学的时候，你交得起学费吗？（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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