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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创收收入的管理与分配探析
魏 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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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高校不断发展，很多高校在扩张的同时出现了资金缺口，单纯依赖财政资金很难满足高校发展的需要，创收收入逐步引

起了高校的重视，当前创收收入管理还存在管理水平有限、创收收入提成分配不合理等现象，本文通过分析高校创收收入在管理中出现

的问题，提出创收收入在管理、分配、支出管理上的建议，以期对提高创收收入管理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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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高等学校的发展，单纯依靠财政资金补给的情况
逐渐减少，各个高校都拓宽了自己的资金来源渠道以弥补发展资金
缺口，高校创收收入的增加，一来能使高校利用现有资源，为学校争
取发展资金，以发展壮大；二来能够有效激励教职工充分利用资源
与智慧，为全校师生谋求福利，实现服务发展共赢的局面；三来学校
拥有得天独厚的资源，创收收入作为高校成本补偿的一部分，有助
于高校承担一定的社会义务。因此，如何能够有效管理高校创收收
入资金，支持高校创收收入有序增加，使高校达到发展、服务、社会
责任等方面的平衡，是共赢的话题。

1 高校创收收入及特点
高校创收收入主要指高等学校除非财政拨款和学费收入以外

的其他收入，如，学校房屋场地租金、实验室开放收费项目，图书馆
查新管理费等。其主要特点有：

第一，种类多，渠道广。高校可通过其拥有的各种资源获取创收
收入，如场地、设施等有形资产；亦如人才优势、社会服务、项目资
金、行业及学科优势等无形资源。因此，高校创收收入来源非常广
泛。

第二，归口部门分布广。创收收入由于其渠道广的特点，其归口

部门分布也非常广泛，如，利用场地、设施等盈利的收入可能由资产
相关部门负责，而实验室开放盈利则归口到各个学院。

2 高校创收收入管理出现的问题
高校创收收入的以上特点，导致学校对创收收入的管理上出现

管理分散、风险点多、遗漏点多等问题，随着社会发展，社会盈利形
势的不断增加，高校在创收收入上的管理更难以把控。

2.1 重视程度不足
很多高校并未把创收收入重视起来，虽然很多高校渴望创收，

但又担心本末倒置，分散对教学和科研的重视程度。因而很多高校
对创收收入多持聊胜于无的心态。

从另一个角度讲，如何平衡学校、二级部门、相关人员的利益，
成为创收收入的管理难点，其中涉及太多的投入，导致高校有收一
投十的错位感，以至于重视不起来创收收入，其实，创收收入是积少
成多的，掌握科学合理的方法是可以走上创收收入科学管理之路
的。

2.2 管理水平有待提高
创收收入来源有很多不确定性，社会发展的多样化会不断增加

创收收入类型，出现新生事物难以把控，也出现“小金库”的风险，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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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收入的风险点增大。创收收入管理方面的缺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

第一，相关管理制度有待完善。
由于创收收入只是高校财务管理的一小块，很少有高校能够做

到面面俱到，专门出台制度或是针对创收行为进行规范，这样会出
现各管一边的乱局，还有些学校对收入管理进行了规范，但却忽略
了收入分配政策，这样也是不够全面的。

第二，对创收收入的监管还不到位。
高校财务内部控制难免存在不健全、不完善的地方，而作为容

易被忽视的创收收入，很容易出现监控不到位的局面，尤其很多创
收收入游离在预算之外，又是新兴事物，很多高校在财务管理观念
上无法满足创收收入不断发展的需要，监督管理不到位。

第三，创收收入相关管理人员专业性有待提高。
创收收入的实际管理者一般并非专业的财务人员，而是各执行

部门相关管理人员，不少人可能在创收收入的收取或管理中不经意
违背了财务规章制度。

3 创收收入分配难以平衡尧协调
第一，由于创收收入性质类型多等特点，其管理没有针对性，导

致分配不合理。创收收入可以从不同角度分类，如资源占用角度、是
否利于学校发展角度、经费类型等，如果分类一旦不细致、不明确，
就会导致不同种类的创收收入分类不合理的情况。如，同样是场地
费收入，有的是为了为学生更好的服务，有的是为了丰富教工文化
生活，如果都把这些收入作为同一类场地费收入进行收取和提留，
则不利于发展。

第二，创收收入成本无法科学计量，利润分配不合理。
创收收入分配的难点主要在于创收收入成本的核算，单纯以科

学的方法计算创收收入的实际成本比较复杂，如果再考虑由此带来
的效益、影响等机会成本更是难上加难。由于不同负责部门在计算
创收收入成本时选取的标准不尽相同，导致同种创收收入，不同部
门的成本核算差异较大。

4 高校创收收入的管理与分配建议
4.1 增强管理意识，优化有关制度与流程控制
提高管理首先应提高管理意识，高校应意识到创收收入在未来

管理中可能出现的风险，提高创收收入的重视程度。
首先，优化业务流程，加强制度建设，抓漏补全，有些创收收入

还并不正规，金额上也未达到引起重视的程度，二级学院有时未签
订协议或合同就将资源出租出借，收取的资金也未开具正规票据，
所得收入直接作为部门资金使用，出现“小金库”。建议高校在实际
管理中明确责任部门、监督职责、收款流程等，所有的学校资源，一
旦对外，均需由二级学院管理人员和学校管理部门签批授权，所有
创收收入均应开具正规的票据，接受财务统一监督和管理。其次，建
立健全有关制度，高校在制度管理上，可同时出台收入管理办法和
创收收入分配管理办法，明确创收收入的含义，将创收收入与成本
补偿收入区分，各部门也应该在学校大制度的基础上建立各部门的
管理细则和具体的收费标准、服务类型等，并不断更新。

4.2 创收收入的支出管理与结余清理
高校在重视创收收入收取的同时，从严控制创收收入的支出，

做到专款专用，一部分用于成本补偿，一部分用于激励控制。将创收
收入支出纳入预算管理，便于日后核算成本与收益，提高学校的财
务管理水平。对于一次性创收收入，应做好期限控制，部分创收收入
拨款后长期未使用，既不利于高校的项目管理，资金长期沉淀也导
致资源浪费，因此，对于短期创收收入建议控制期限，定期清理。

4.3 创收收入管理要与预算管理、成本管理相结合
提到创收收入分配，首先考虑的就是成本核算，新会计制度对

财务管理概念的引入，信息化程度的加强，为创收收入成本的核算
提供了便利。单独对创收收入成本进行核算，极容易产生双重劳动，
又容易在核算中考虑并不周全，建议高校先整体考虑对成本进行核
算与管理，新会计制度要求加强对资产的监督与核算，对资产进行

折旧与摊销，这增强了创收收入成本核算的精确性。创收收入的管
理并不是独立存在的，它涉及材料成本、人工成本、间接资源消耗成
本等众多方面，这有赖于高校整体财务管理水平以及信息化程度的
提升，只有建立科学的预算核算一体化管理体系，进一步精确成本
核算和管理，才能够提高核算的准确度。

4.4 创收收入要有针对性区分，实行分类管理、科学分配
创收收入的分配要有原则性，并按原则实施，大原则主要是指

学校发展层面的原则，如，财务统一管理原则、不违背学校事业发展
原则、支出规范原则等等，这些是不能突破的。小原则主要是由学校
整体布局和管理考虑而定，比如分配方式、分配方法等分配原则以
及支出管理原则等。难点在于小原则的制定，之所以建议高校在管
理上有针对、有区分、实行分类管理，就是为了避免分配原则的不统
一。有些高校在分配中实施的是各个击破原则，对于二级学院的创
收收入，由其负责人与管理部门进行协商，每增加一种收入则协商
一次，同一类收入不同二级学院的分配比例并不相同，这很容易激
化部门之间的矛盾，不利于激励。

在分类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将创收收入分解为办班收入、服
务型收入、资源占用类收入和零星收入等，在提成比例上，也可以按
照不同的收入类型进行提成，也可以以超额累进或超额累降的方式
进行提成，如，对于利润较多的项目可以超过一定金额增加固定的
提成比例，有利于学校创收；再如对于一些鼓励性项目可以超过一
定金额时提成比例降低，这样可以增强创收的积极性，这种形式建
议在项目建设初期使用。当然，创收收入提成分配只是一种补偿办
法，对于有些非二级部门创收收入，而是学校总体运行收入，也可以
不提成，如，人事违约金、停车费、项目违约金等。

4.5 成本补偿与激励相结合，实现学校利益最大化
对于学校鼓励的创收收入，主管部门在开设初期投入了很大的

人力、物力，但初期的收入并不一定尽人意，无法抵偿投入成本，但
后期预期会为学校带来收益、品牌力或提高学校知名度，建议学校
对此类创收收入类型制定一些扶持性政策。如，可以在创办初期限
定时间鼓励投入，创收收入高比例分配，待项目顺利进行后再按照
正常比例提成分配，亦可以给予帮助、扶持，以便工作更好地开展。
对于并不鼓励的项目，学校可以适当予以限制。

5 结束语
需要注意的是，创收收入的必要性以及鼓励和限制性政策千万

不能以资金大小还定论，例如，以常见的学生公寓自助洗衣机、贩卖
机为例，虽然学校能得到的收入少，但却是必要的，既能服务、丰富
学生生活，要予以支持，如果涉及金额太小，对学校收入影响不大，
可以将其作为成本补偿类收入管理，以减少创收收入管理的复杂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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