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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化债是 当前高等学 校面临的一 个重要

现实问题， 也是近年来教 育政策面临 的重大议

题。 为此， 专门对高校贷款 问题进行了 调查研

究。 数据来源于 2009 年下半年 （128 份有 效问

卷）、 2012 年的上半年 （80 份有效问卷） 对全国

208 所 高 校 领 导 的 问 卷 调 查， 主 要 的 研 究 结 论

如下：

一、 贷款是近十年来高校的一种普遍性行为

在 2009 年调查的 128 所地方高校之中， 存

在贷款的高校有 114 所， 占 89.1%； 没有贷款的

学校只有 14 所， 占 10.9%。
在 2012 年上半年调查的 80 所高校之中， 具

有 贷 款 的 高 校 有 67 所 ， 占 总 体 的 比 例 为

83.75%； 没有任何贷款的学校有 13 所， 占总体

比例不足 17%。
如果将 2009 年和 2012 年的调查数据进行合

计， 可以得出在总体调查的 208 所高校之中， 具

有贷款的高校有 181 所， 占总体的比例为 87%；

没有任何贷款的高校只有 27 所， 占总体的比例

不足 13%。 这表明， 在全国绝大部分地方高校之

中， 都存在贷款。

二、 学校学生的数量规模和贷款规模存在

紧密相关

高校贷款是在扩招的背景之下产生的一种压

力行为， 其突出背景是办 学资源和硬 件环境严

重匮乏， 影响到扩招政策 的实现。 因此， 高校

通 过 大 规 模 借 贷 来 实 现 硬 件 环 境 的 迅 速 提 升 ，
造 成 规 模 越 大 的 高 校， 资 源 环 境 的 缺 口 越 大，
从而贷款的压力越大。 通过我们的调查发现： 高

校贷款规模和学生规模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
第一， 小规模的学校一般不存在贷款。 研究

者发现， 在 2009 年下半年调查的 128 所地方高

校之中， 没有贷款的学校只有 14 所， 占调查总

体 的 10.9%。 而 且， 这 些 高 校 一 般 规 模 相 对 较

小， 平均规模在 1.09 万人， 年均招生不足 2860
人 （如表 1）。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 北京 102617）

———基于全国 208所高校样本的问卷分析

当前高等学校贷款问题的调查分析

摘 要： 调查发现， 高校贷款是近十年来高校的一种普遍行为。 高校的贷款规模和学生
数量规模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性。 高校贷款与新校区建设之间直接相关， 但高校贷款行为依
然显现出了一种量力而为的内在自我约束的理性。 高校新校区建设是高校贷款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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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1 的数据分析可以看出， 这些小规模的

高校不仅没有贷款， 而且 其大部分不 存在新校

区建设 （14 所高校之中， 没有新校区的占到了 9
所）， 或者存在新校区建设但政府投入的比例较

大 （5 所存在新校区的高校： 3 所全部或大部分

由 政 府 投 资， 1 所 缺 乏 数 据 ， 1 所 没 有 政 府 投

资）， 因此没有贷款的压力。 在有新校区的高校

中， 政府投入的比例较高， 高校 自然并无贷 款

之虞。 2012 年高校贷款与学校规模之间也存在

类似的关系， 其基本的数据 证实了这一 点， 如

表 2 所示。
第二， 具有贷 款的学校， 其 招生数量和 校

均规模较大， 高校贷款与一所大学的校均规模、
招生规模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性。 在 2012 年的

无 贷 款 的 高 校 中， 平 均 学 生 规 模 为 2.01 万 人，
招生规模不足 0.34 万人； 而且这些学校基本不

存 在 新 校 区 建 设； 而 在 具 有 贷 款 的 高 校 之 中 ，
这两组数据分别为 2.49 万人， 0.55 万人。 可 以

看出， 贷款高校的学生规模、 招生 数量都要多

于无贷款的高校。
第三， 在具有 贷款的学校 中， 一般学生 的

规模要远远高于没有贷 款的学校； 随 着学生规

模的上升， 贷款数量也呈现出上升的趋势。
在 2009 年， 在具有贷款的高校中， 平均的

学生规模在 1.79 万人， 招生量为 0.455 万人， 贷

款的平均数量为 3.83 亿元。 而在收集到的问卷

中， 其中有效贷款统计数据的 103 所地方高校之

中， 高校的贷款规模一般随着学生规模的上升，
出现了上升的趋势 （见图 1）。

在 2012 年 的 80 所 高 校 调 查 数 据 之 中， 67
所具有贷款的高校的学生规模平均为 2.49 万人，
年 均 招 生 规 模 为 0.55 万 人 ， 平 均 贷 款 规 模 为

5.20 亿元。 可以看出， 无论在在校生人数还是贷

款数量， 2012 年相比 2009 年都具有大幅上升的

趋势。 在 2012 年贷款数量与学生规模之间， 存

表 1 2009年的地方高校贷款与学校规模 表 2 无贷款高校的学生规模和招生规模

序号
学校规模

（万平方米）
招生规模

（万人）
新校区

总投入

（亿元）
政府投入

（亿元）

1 0.19 0.03 无 0 0

2 0.45 0.15 无 0 0

3 0.5 0.2 无 0 0

4 00.6 0.2 无 0 0

5 0.65 0.2 无 0 0

6 0.9 0.3 有 2 0

7 1 0.17 有 6 n （缺数据）

8 1.2 0.395 无 0 0

9 1.5 0.3 有 15 15

10 3 0.65 有 15 10.5

11 0.88 0.25 有 0.3 0.3

12 0.45 0.135 无 0 0

13 1 0.22 无 0 0

14 3 0.8 无 0 0

学生规模 （万人） 招生规模 （万人）

0.18 0.045

0.8 0.22

1.1 0.3

1.22 0.33

1.7 0.3

2.3 0.27

2.5 0.48

2.6 0.43

2.6 0.4

3 0.415

3

3.2 0.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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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09年高校学生规模和贷款数量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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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009年政府投入与新校区投入的关系

在相关性 （见图 2）。

三、 高校贷款与新校区建设之间直接相关，
但高校贷款行为依然显现出 了一种量力 而为的

内在自我约束理性

在 2009 年调查的 148 所地方高校之中， 112
所具有贷款， 其中贷款的学校之中， 有 87 所进

行了新校区建设， 占总体的 77.7%。 在 87 所具有

新校区建设的高校之中， 新校区的平均投入 6.41
亿元， 平均贷款 4.26 亿， 新校区的平均投入超

出了平均贷款规模将近 2 亿元。 大部分高校的新

校区建设的资金投入远远高于贷款的数量， 只有

少数的高校贷款超出了新校区的投入 （见图 3）。

在 2012 年调查的 80 所高校之中， 其中 67 所

具有贷款， 而在这 67 所高校中， 具有新校区建设

的高校有 52 所 （占总体的 77.6%）， 没有新校区的

有 12 所 （占总体的 17.9%）， 数据缺乏的有 3 所。
2012 年的 52 所具有新校区的高校之中， 其

平均贷款规模为 5.39 亿元， 新校区的平均投入

为 10.85 亿元 （其中地方政府的直接投资在 2.87
亿元）， 新校区的平均投入超出了贷款规模 5 亿

元以上， 这可能还没有包括 土地等优 惠购置的

投入在内 （见图 4）。

以 上 数 据 说 明， 高 校 的 新 校 区 建 设 之 中，
贷款并非唯一的渠道， 高校、 地方 政府等对高

校的新校区建设具有相 应的投入， 高校的新校

区建设体现出了一种量力而为的内在理性原则，
新校区建设和贷款并没有出现冒险的决策倾向。
这一结论挑战了外界的常识性 论调： 高校贷 款

是没有风险意识的投机行为。

四、 高校新校 区建设的巨 额投入与政 府投

入不足形成明显反差， 新校区 建设是高校 贷款

的主要原因

在新校区的 建设之中， 政 府的投入比 例严

重不足， 这是高校贷款的最主 要原因， 也是 地

方政府在高等教育中的角色暂时性缺位造成的。
在 2009 年的调查中， 政府投入和新校区建

设资金投入之间的关系如图 5 所示。 这显示了一

注： 系列 1 为新校区投入； 系列 2 为贷款数量

图 2 2012年高校学生规模与贷款数量的关系

图 4 2012年新校区投入与贷款规模的关系

贷款 （亿 元）

新校 区 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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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系列 1 为新校区投入， 系列 2 为贷款数量

图 3 2009年新校区投入与贷款规模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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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趋向， 即高校的新校区 建设主要是 高校在贷

款等手段基础上进行的 投入行为， 大 多数政府

投入严重不足， 远远不能满 足新校区 的建设投

入。 根据我们的调查统计， 在 2009 年， 新校区

的平均投入是 6.48 亿元， 而政府的平均直接投

入只有 1.42 亿元， 远远低于建设新校区的资金

投入。 这也是造成高校大量贷款的直接原因。
在 2009 年， 政府对新校区建设的间接性投

入和鼓励政策非常明显， 其中土地 购置优惠的

政 策 是 地 方 政 府 普 遍 采 用 的 一 种 鼓 励 性 措 施 ，
刺 激 了 高 校 对 新 校 区 建 设 的 热 情 。 调 查 发 现，
在 128 所被调查的高校之中， 其中 81 所高校所

在的省市的地方政府有 各种不同 形式的优惠 政

策： 其中， 4 所被调查的高校土地免费划拨， 57
所高校享受到了土地优惠购置的政策， 8 所高校

被地方政府增加了基建投入， 12 所高校享受到

了其他方式的优惠。 在 省市政府 贴息方面， 有

75 所高校享受到了这一政策优惠， 这一比例占

据被调查高校总体的 58.6%。
在 2012 年的调查数据显示， 高校新校区建

设的平均投入为 10.85 亿元， 地方政府对高校新

校区建设的平均投入为 2.86 亿元。 政府投入的

严重不足和高校新校区建设的巨 大资金缺口 造

成了举债的无形压力。 在新校区 投入和政府 投

入之间的关系如图 6 所示。 其中也体现出当前高

校新校区建设的一种窘 境： 新校区建 设的压力

和政府投入严重不足之 间形成了巨 大反差， 这

迫使高校举债进行新校区建设。

五、 高校贷款的年限和用途

1. 高校贷款年限

在 2009 年的调查数据中， 明确了贷款年限

的学校有 102 所， 绝大多数高校的贷款年限在 5
年以下。 调查数据显示， 在 102 所具有有效年限

数据的贷款 高校中， 67 所高 校的贷款 基本在 5
年期以下， 占总体的 65%； 31 所高校贷款年限

在 6-10 年， 占到 30.4%； 有 3 所高校的贷款年

限 在 11 -15 年 ， 仅 占 有 效 数 据 样 本 的 不 足

2.95%； 只有 1 所高校的贷款年限在 20 年以上。
在 2012 年的调查数据中， 其中 67 所具有贷

款的高校之中， 获得有效 的贷款年限 的样本数

为 46 所高校， 其贷 款年限的分 布如表 3 所 示。
无论在 2009 年还是 2012 年， 高校贷款的年限超

过半数 （2009 年和 2012 年分别为 65%和 47.8%，
平均数为 56.4%） 集中在 5 年期以内； 绝大部分

高校的贷款都集中在 10 年以下， 占到总体比例

的 89%。 高校短期贷款的数量和比例占据了高校

贷款的绝大多数， 这给高 校还贷造成 了巨大压

力， 也很容易造成高校的债务危机。

2. 高校贷款的用途

高校 贷 款 的 用 途 方 面， 如 图 7 所 示， 2009
年贷款最主要用途为新校 区建设， 是被 调查的

高校选择频次最高的一个选 项， 占到调 查样本

数的 75.9%； 其次是教学设施和实验室等硬件建

图 6 2012年新校区投入和政府投入的关系

图 7 2009年高校贷款用途

表 3 2012年高校贷款年限数据分布
贷款高校 （所） 贷款年限 （年） 所占比例 （%）

22 0-5 47.8

16 6-10 34.8

8 11-15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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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的选项， 选择这一选项的频次为 42.0%； 再次

是老校区改造， 占到了 27.7%； 而用于学科建设

的贷款排位很低， 只有 16.9%。

如图 8 所示， 2012 年具有有效贷 款用途数

据的样本数为 63 所高校， 最终的结论与 2009 年

大致相同。 选择新校区建设的频次为 82.5%， 选

择老校区改造的为 30.2%， 第三位为学科建设，
频次为 11.1%， 选择教学设施实验室等建设的为

3.0%。

六、 高校贷款的还贷前景和压力

2009 年调查的 112 所 具有贷款的 高 校， 大

部分高校 （占到 64.3%） 可以负担利息， 但无力

偿还本金； 部分高校甚至无力偿还利息， 面临着

财务的巨大风险， 这占到了总体比例的 25%； 只

有少部分 高校认为 可以还本付 息， 这只有不 足

6.3%的高校。 这样的调查数据从一个侧面印证了

国家出台高校化债政策的针对性和及时性。
2012 年的数据与 2009 年的数据相比， 还贷

压力稍微有所减轻， 各项数据具有改善的迹象：
如大部分高校可以承担利息， 无力偿还本金的比

例为 59.7%； 无力偿还利息且面临财务风险的比

例为 11.9%； 可以还本付息的高校占到了 19.4%。
这项基础数据的改善， 反映了中央政府和地

方政府在化解高校债务方面的政策发挥了积极的

效应。 一些发达地区在着手解决高校债务问题方

面进行了有效探索， 高校债务压力在逐渐显现出

缓解的迹象。
（责任编辑 田晓苗）

图 8 2012年高校贷款用途

An Investigation in the Current University Loans:
Based on Surveys of 208 National Universities

Si Hongchang

Abstract: The survey found that university loans are common behavior fo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recent ten years. There is an obvious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size of the loans and the number of
students tha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ve. The university loan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new campus
construction, but such behavior still shows rationality as a result of university internal governance. University
new campus construction is the main cause of university loans, and repayment concentrate in following 5
years, which is a big challenge, or risk for some universities.

Key words: university loan; institu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vest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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