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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依据高等学校职能和会计科目管理区分成本对象后，根据配比原则可将高等学校成

本分为教育成本、科研成本、社会服务成本和“杂项成本” 4 类。在确定杂项成本、科研

成本和各类奖助学金不属于研究生教育成本之后，我们发现在课程学习阶段的研究生生均教

育成本与本科生接近，可以按 1：1 考虑；研究阶段的研究生生均教育成本为 0。如果采用
成本补偿理论作为学费定价的理论基础，按同样补偿比例研究生和本科生学费应当基本相

同。比较研究支持这一结论。此外，成本分析表明生均教育经费并不一定随教育级别的提高

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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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 cost Analysis in Graduate Education 
Lu Xiaodong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P. R. China) 

 

Abstract: The whole cost of a university can be sorted into four kinds according 
to functions of university and accounting management need. The four kinds are 

cultivation cost, research cost, social service cost and another one that we can 

call it “miscellaneous cost”. From this point of view we know that “miscellaneous 
cost”, research cost and all kinds of fellowship and scholarship are not cultivation 
cost of graduate study. Thus in the research period of graduate study, the unit 

cultivation cost is 0, while in the period of course study, unit cultivation cost 

can be seen as equal to undergraduate. So if we take the recovery theory as the 

foundation of graduate tuition policy and the recovery ratio is the same, the tuition 

of graduate and undergraduate should be equal. Comparative research sustains this 

conclusion. Another conclusion is that the unit cultivation cost of graduate study 

is not definitely more than undergraduat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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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生均教育成本分析 
 

卢晓东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 

 

    关于学费方面的任何决策都与教育成本有关。学费与高等学校直接成本的关

系有 3种。第一是学费与直接成本相等，此时学校不需外界支持可正常运行；二

是学费只相当于部分成本，学费属于成本补偿，学校正常运行需要其他经费来源，

如国家财政和社会捐赠等；第三是学费超过成本，学校在这一项目上出现赢余。

如果学校没有直接教育成本，则不应当收取学费。研究生学费如何定价目前有两

种理论可以选择作为基础。一种是将研究生教育整体作为私人产品而提出的多因

素市场确定论，【1】另一种是将研究生教育作为与本科教育一样的准公共产品（或
称混合产品）而提出的成本补偿理论，后一种理论及相关学费政策在中国本科高

等教育阶段得到了比较成功的实施。这两种理论对于研究生生均教育成本都有关

注，成本补偿理论中生均教育成本问题更无法回避，因为学费只能是生均教育成

本的一部分，理论上只有计算出生均教育成本后才能比较合理地确定学费。正因

如此，对研究生生均教育成本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当然意义并不仅此。 
 
一、 区分教育成本与非教育成本：学费与杂费的分离及杂费的成本含义 

 

教育成本被定义为社会为完成教育活动而付出资源的经济价值。对成本的分

析，包括成本水平、成本结构、成本分担状况、成本收益分析等。成本分析能够

揭示教育政策的成本含义，评价教育改革的财政可行性，因而对于高等教育领域

内的政策制定、规划及监控，十分重要。【2】按照经济学框架，教育生产被比作

经济生产，教育投入通过教育过程被转化为教育成果——包括学校教育效果和学

校教育收益。【3】如果某项学校投入没有进入教育过程，也不可能转化为教育成

果，则这项投入不是教育投入，因此也不属于教育成本。 

目前研究生尚未普遍开收学费，国家财政拨款一部分投入了研究生教育过

程，一部分没有投入教育过程，也并不产生教育成果，这些投入包括给予研究生

的普通奖学金、管理费用补助、医疗费补助、住房补贴以及学校设施损耗费用，

这些科目原则上不应记入学校教育成本。 

研究生在学期间需要交纳学费，学费与教育成本相关；此外学生还有一些其

他直接消耗，相关费用包括餐费、住宿费、书籍费、交通费、医疗保险费、设施

损耗费、管理费用如注册费以及一些选择性（并非人人必须）收费项目如成绩单

制作费等，这些费用在性质上与学费有所区别，可通称为杂费。目前餐费、书籍

费和交通费已由学生与服务供应商直接发生联系，由供应商收取；住宿费各高校

已开始收取，但仍从国家拨款中给予补贴；医疗费从国家拨款中给予补贴；保险

费已开始收取，但与医疗费用关系尚不紧密；注册费、设施损耗费与学费没有分

离。以上几项费用中，住宿、医疗、管理、设施损耗成本均由国家拨款进行暗补。 
目前在本科收费中杂费没有与学费分离。根据成本补偿理论，学生所交纳的

学费应是其教育成本的一部分，但目前作为分母的教育成本中实际包含教育成本

和医疗、住宿补贴等非教育成本。在制定研究生收费政策时，只有将教育成本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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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教育成本明确分离，从而将学费与杂费分离，才能使研究生学费问题更加清楚。 
舒尔茨在其《教育的经济价值》一书中提出，学校教育过程所消耗的资源要

素包括教师、图书馆工作人员和学校行政管理人员等的服务成本，维持学校运行

耗费的要素成本，以及学校房屋、土地等的折旧、陈废及利息成本，但不能包括

与教育服务无关的附属活动成本，如学生食堂、住宿、运动队活动等项成本，也

不包括向学生提供的奖学金、补助等“转移支付”性质的支出。【4】这里“与教
育服务无关附属活动的成本”就是上述杂费的成本含义。与学校教育成本相比，

杂费成本消耗在以下几方面体现出不同：（1）教育成本进入教育过程，产生教育
效果；杂费类的成本不进入教育过程，不产生教育效果。（2）学生如果不选择接
受学校教育，学校教育成本就根本不会发生，但杂费成本项目基本会发生（餐费

项目很容易理解，学校注册费会变为其他类型的管理费用），只是数额会有所不

同。（3）学校是教育服务的提供方，因而是教育成本的直接付出方，也应当是学
费的最终收取方，但学校不必是非教育服务的提供方，不一定是杂费的最终收取

方，有可能是暂时收取方。例如，学生如果不选择住在学校所属学生宿舍，学校

就不是学生住宿服务提供方；对于医疗服务而言，医院是学生医疗服务的直接提

供方，医疗保险改革之后学校收取学生医疗保险费，但学校只是医疗保险费的暂

时收取方，保险公司是最终收取方。（4）学生对学校教育总体（不仅是课程）没
有选择权，因而对学费总额没有选择权；但学生对杂费成本消耗具有很大的选择

权，因而杂费必然体现出差异性，例如每名学生的交通费都可能不同。 
将非教育成本与教育成本分离的直接政策含义是，在明确区分会计主体后，

学校应为相关杂费项目设立独立会计科目，独立核算并开始收取杂费。在将目前

国家对杂费项目的暗补转为明补之后，各杂费会计科目应当实现收支平衡，因此

杂费成本将非常容易计算。从会计上讲，区别学校教育成本与非教育成本并将学

费与杂费在操作上分离是可行的。以下以住宿费为例，利用现有会计资料计算住

宿费成本（即住宿费定价方式）。 
在完全实现住宿社会化之后，学生的住宿服务由学校之外的住宿供应商提

供，其定价由市场进行，与学校无关，住宿费价格中包含供应商利润。目前对于

全日制高校而言，保有一定学生宿舍并要求低年级学生住宿是应当的，学校住宿

费定价只应等于学生宿舍支出，不包含利润。 
按现行会计资料，学生宿舍支出包含以下项目： 
1、宿舍建筑固定资产折旧。建议采用历史成本，按直线法计算折旧额。【5】

如果宿舍建筑为校外基金会捐建，不应计提折旧。 
2、宿舍内部设施折旧。 
3、大修费用按年度平摊。 
4、宿舍管理人员工资（各项工资）及退休保险（或以影子成本计算现有固

定职工退休金）。 
5、水费按人均平摊；暖气费按面积平摊。（目前技术已经可以实现电费由学

生直接向电力供应商购买，不记入成本和学校代收范围） 
以上 5项合并计算出单独床位月平均成本，按床位向学生收取。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首先主张在确定研究生收费政策时将学费与杂费分离，

其中杂费部分与非教育成本相关，不执行暗补政策，应全成本向学生收取，国家

或其他机构通过奖学金对研究生各项费用给予明补。以这一主张为前提，研究生

生均教育成本的分析变得明朗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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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生教育过程的四种方式及成本分析——科研成本不重复计入教育成本 
 

教育投入只有通过教育过程才能转化为教育成果，因而对研究生教育过程的

分析十分重要。研究生教育过程一般只以四种方式进行：（1）课堂讲授（Lecture）。
（2）研讨班（Seminar）。（3）研究生的独立阅读学习。（4）在教师指导下参与
研究项目，即在真实的研究过程中学习与体会研究，“干中学”，同时创造新知识

或解决问题。【6】这 4种方式具有不同成本特点，其中课堂讲授与研讨班两种方
式学校需要付出教育成本；研究生独立阅读学习，学校只提供条件并付出条件损

耗费用，学校针对这一方式应收的费用只是设施损耗费，是杂费的一种而非学费；

学生在教师指导下参与研究，教师有所指导，但作为共同研究者，教师指导与共

同研讨很难区分，如何处理其中科研成本和教育成本的关系呢？ 
研究生参与科学研究学校不支出教育成本，其所支出是科研成本。科研成本

是否有一部分应当被转移计入教育成本呢？在计算本科生生均教育成本时，对科

研成本是否记入有两种观点，阎达五、王耕认为，科研成本不应记入本科教育成

本；陈晓宇、袁连生认为科研支出使学校的本科教学活动受益，科研支出的一部

分应记入本科教育成本，但具体执行方案较难确定。【7】学术性研究生教育中科
研是必须的，科研成本有多少应转移计入教育成本科目是研究生均教育成本的关

键性问题之一。值得注意，研究生所参与科研应当是真实科研，应当有服务方，

有单独的资助与审核系统，例如项目来源于国家、企业或基金会。当一项科研项

目完成之后单独的会计科目也就审结，科研的单一成本消耗不应被重复计入科研

成本和教育成本两个成本科目中。如果将部分科研经费重复记入教育成本，并因

而向学生收取学费，实际上就是向学生收取科研经费，这样就形成学校向项目来

源方和学生两次收取科研经费的状况，是不合理的。因此，科研成本不应被记入

研究生教育成本，也不应记入本科生教育成本。科研成本是高等学校中与教育成

本一样独立的一类成本。 
研究生确实从科学研究中收益，这一问题在成本计量中如何理解呢？任何工

人参与生产活动中，都学会了如何操作机器，工人在工作中学会操作机器，是工

作的一项副产品，或者一项外部收益，工厂不能因为工人在工作中学会操作机器

而向工人收取学费；与此相反，为提高工人的工作效率，工厂往往将工人培训列

入生产成本中的人力成本科目，工人技能提高会明显提高生产率。现代学徒制经

济学中学徒领取工资但不交纳学费，而由雇主和政府支付培训成本。【8】因此，
研究生从科研中受益是科研的外部收益，科研资助方也应当将研究生培训成本列

入科研生产成本中的人力成本科目。这就是以上问题的合理解释。目前，横向科

研经费中含有人力成本，比较充足，纵向经费中则较少。 
学生参与有项目资助方的科研不必交纳学费，但如果科研项目由学生个人提

出，没有项目资助来源，而个人获得博士学位必须参与科学研究，那么学生应当

向学校交纳由科研经费产生的学费吗？项目由个人提出，科研经费应当由学生个

人支付，不必向学校交纳，因为学生向学校交纳了包含科研经费的学费，再由学

校给予学生科研经费补助，会增加两道不必要的行政环节从而增加管理成本。这

种情况很少，但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确实存在。 
以上研究生教育的 4种教育方式中，只有课堂讲授和研讨班学校有直接教育

成本付出，而这两种教育方式都是课程。学分制教育管理体系中以学分对学习量

进行度量，因此自然形成学费与学分的对应关系。于是研究生学费可以两种方式

对外公布，即学年学费和学分学费，其中全日制（full -time）学生按学年交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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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全日制学生（Part-time）按所选课程学分交费。学生课程修毕而进入没有课程
的研究阶段（博士后期），因没有教育成本发生自然不必交学费，这是在研究生

学制改革之后博士生不应当收学费的主要理由。【9】 
 
三、研究生奖学金助学金成本归属——按职能区分成本对象的高校成本分类 
     
会计学的成本概念体系中，成本对象是一个重要概念，它指需要对成本进行

单独测定的活动。成本对象可能是产品，也可能是作业和服务。只有确定成本对

象才能准确测定某项活动的盈亏和效率。 
由于研究生教育相比本科教育而言有比较广泛的奖学金、助学金，因此准确

理解奖学金助学金的成本归属是分析生均成本中另一个关键问题。解决这一问题

的前提是如何对高等学校中所发生的各项成本分类。参照我国《事业单位会计准

则（试行）》提出的 11项会计原则，袁连生提出教育成本核算的三条原则，其中
重要的一条是配比原则。配比原则又称为收益成本配合原则，即将某些对象上的

费用成本与有关的收入或产出相配合，从而准确计算出一项产出的成本。【10】
对高等学校各项成本的分类，必须在确定成本对象之后合理应用配比原则。 
目前普遍被大家接收的观点认为，高等学校履行教育（知识传承）、科研（知

识生产）和社会服务（知识应用）三种职能。以上分析中我们已可以确定科研成

本不应当重复计入教育成本，因此学校科研成本和教育成本互相独立，科研是与

教育服务并列的成本对象，科研成本与科研产出相配比。基于同样理由，考虑高

等学校职能、经费来源和会计科目管理，学校社会服务也是独立的成本对象，社

会服务成本与社会服务的产出配比。曾满超将教育视同经济生产，其中教育生产

要素投入可以转换成预期的产出，形成一种投入产出关系。与此类似，科研和社

会服务也可以被视为经济生产，其投入和产出预期与教育服务完全不同，这一比

喻十分有助于理解以上分类。基于第一节的分析，高等学校中仍然存在一类既不

进入教育过程、也不进入科研和社会服务过程但又与三种职能密切相关的成本发

生，这类成本性质类似于学生杂费，我们可称之为“杂项成本”，其成本对象为

一系列混合目标，包括医疗、餐饮、淋浴和交通等，例如大学中的餐饮面向教师、

学生和职员，其成本对象为餐饮服务。基于配比原则，我们按职能区分成本对象

从而可以将高等学校中的成本发生分为以下四类，其中每一类都可以单独计算盈

亏和效率并向成本投入方进行报告： 

 

                            高等学校成本 

教育成本 科研成本 社会服务成本 其他成本 

 

舒尔茨认为向学生提供的奖学金、补助属于转移支付性质的支出，不应当计

入教育成本。他的这一判断对所有类型的奖学金都正确吗？在明确高等学校成本

分类之后，我们可以逐项分析各类奖学金的会计来源和去向以解决这一问题。 

1、目前的研究生普通奖学金属于转移支付类型支出，不属于教育成本。目
前根据国家教委和财政部联合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研究生奖学金办法》（教财

【1994】50 号）和《关于提高普通高等学校研究生奖学金标准的通知》（教财
【1996】85号），北京大学向每一位硕士生（计划内，不以学习优秀为条件）发
放研究生普通奖学金 210元，此外还有副食补助 60元和学校自筹补助 40元。按
照成本补偿理论收取学费之后，研究生教育成本将由学费＋国家拨款构成，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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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进入学校的研究生教育收入科目。如果从同一科目中支出，付给每一名学生

与目前普通奖学金性质完全相同的奖学金，自然会导致该收入科目总额减少，其

实际效果完全等同于每人少收一些学费。这部分奖学金支出不进入教育过程，不

属于教育成本，因为没有成本对象因而实际上根本不是高校一项成本发生。 
研究生普通奖学金来源于国家拨款＋学费的研究生收入账户，学生向学校交

纳学费，学校通过普通奖学金返还部分学费，其结果完全等同于少收学费，确实

相当于一种“转移支付”。对于这类学费，舒尔茨的判断是正确的。 
以上类型的“转移支付”的实际结果相当于少收学费，但一收一付却增加了

两道不必要的行政环节，从而导致管理成本增加，这是一种系统性浪费。 
2、来自校外其他账户（如校外基金会）的研究生奖学金，不是以上类型的

“转移支付”，也不属于教育成本。例如学校自身财务账户之外的某基金会，为

促进物理学科的发展而给予物理学研究生某项奖学金，对于该基金会而言，如果

收到报告或考察后了解到捐助效果良好，捐助目标达到，则财务活动就已经结束。

这类奖学金显然与以上“转移支付”类奖学金有所不同，其成本对象为基金会捐

助目标。由于这类奖学金直接向学生付出，学校研究生收入账户只收到研究生学

费，并不能确证学费来源于这部分奖学金，因此这类奖学金虽然客观上形成对学

生的帮助因而从广义上看是对学生的帮助，但从严格意义上并未进入研究生教育

过程，因而不属于教育成本。与此有所区别，如果基金会捐助物理系一套仪器供

研究生进行教学实验，则这笔捐赠就进入研究生教育过程因而属于教育成本了。 

任何个人和单位都有权以各种合法目的或仅仅因为研究生的身份而给予研

究生资助，这是个人资金使用的自由。这部分经费虽然不是教育成本，却对研究

生有很大帮助。学校必须予以良好的动员与组织以吸引优秀生源，这样可以在未

来获得毕业生捐赠和学术声誉方面的收益。 

3、研究生在其学习阶段中根据工作性质有可能具有双重身份，既是工作者，

也是学生。研究生作为研究助理（Research Assistant）参与研究，是研究过程

重要的人力资源。他们在项目研究中参与劳动，项目资助方应为学生的劳动支付

工资。这是给予研究生资助的主要方式之一，资助的实质是参与研究工作的工资。

按以上高等学校的成本分类，这类 RA助学金属于科研成本，不属于教育成本。 

4、学术性研究生在毕业之后有很大比例成为高校教师或研究者，在研究生
阶段给予学生适当教学训练十分必要，这是为学生未来教师生涯所作的重要准

备，也属于一种“干中学”过程。在教学活动中研究生既是实习教师，也是学生。

学校可以聘请研究生担任教学助理（Teaching Assistant），为本科生批改作业、考
卷，担任习题课和研讨班教师，研究生在这一过程中成为学校本科教学中的劳动

力，学校应支付工资。按以上高等学校的成本分类，这一类的 TA助学金进入本
科生教育过程，是本科生教育成本的内容但不是研究生教育成本。 

5、研究生担任管理助理，一方面进行管理工作实习，一方面成为学校管理
工作中的劳动力，学校也应支付工资。研究生既是（实习）管理者也是学生。学

校给予研究生管理工作的助学金性质也是工资，因此应当直接记入学校管理成

本，并进一步按管理职能细分再次归入教育、科研和社会服务成本。与此有所区

别，学生如果担任食堂助理而领取工资，则其资助属于学校的“杂项成本”类。 
研究生所具有的双重身份和“干中学”过程使得研究生学费定价以及科研取

酬、教学取酬、管理取酬必须被系统性同时考虑而不能单方面独进。研究生资助

的主要性质应是研究生参与劳动的工资，不应仅仅因为研究生这一身份给予普通

奖学金，因为这类奖学金属于一种无意义的支出，还会造成教育浪费。研究生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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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来源应当是研究生劳动受益方，如研究项目的资助者、或研究生担任教学助理

和管理工作的学校。学校给予研究生科研、教学和管理助理资助是为给予研究生

实践机会，促进“干中学”，同时也可减少学校聘用熟练教师的人力成本。国家

资助研究生的直接目标是完成目前科研项目；间接目标是为保证基础研究作为纯

公共产品的充足供给。 
明确这一点之后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给予研究生的各类奖学金助学金都不属

于研究生教育成本。 
科研成本不应重复计入教育成本，进一步我们将高等学校中的成本发生分为

四类，并从会计科目性质上准确分析了研究生资助的非教育成本性质之后，我们

可以比较准确地估计出研究生的生均教育成本了。 
 

四、研究生生均教育成本估计 
 
本科教育以课程为主，研究生教育与本科教育相比内在教育因素更加复杂，

不同年级的教育方式安排也有所不同。对于学术性研究生科学研究是不可或缺的

“干中学”过程，但科研成本不属于教育成本。在会计科目中学校直接教育成本

支出可分为教育基建费和教育事业费两项，教育事业费又分为人员经费和非人员

经费。在去除学校“杂项成本”中的杂费因素后依据教育方式所作的成本分析表

明，学校直接研究生教育成本支出只针对课堂讲授和研讨班两项，成本动因只是

课程因素。值得注意的是，在去除杂费因素后本科教育学校直接教育成本支出也

只针对课堂讲授和研讨班两项，成本动因也只是课程因素。两相比较我们发现研

究生与本科生生均教育成本的差别只在于课程因素。 
从课程的本质看研究生课程与本科生课程是一样的；从教育经济学角度课程

之间的成本差别主要在于教师工资和课程听课人数，也可称为课程规模。如果教

师工资相同，那么课程规模越大，教育成本越低；课程规模越小，教育成本越高，

课程规模相同，那么研究生课程与本科生课程的单位成本是完全相同的。如果课

程规模相同，只承担研究生课程的教师工资与本科不同，例如某些职业性研究生

院的教师只为研究生开课，则这些学院的研究生教育成本会相应不同。 
在目前高校教师的课程任务在本科与研究生之间没有严格的区分（例如没有

规定某些教师只给研究生上课）、教师工资也未在本科教学与研究生教学之间有

所区分的情况下，确定研究生与本科生的生均教育成本时需要深入探讨本科和研

究生课程间的成本因素。（1）研究生课程规模一般较小，这一因素导致研究生生
均成本可能略高。但并非所有研究生课程规模都小，例如某些研究型大学在本科

也注重实行小班教学；（2）研究生课程中教师的讲授工作减少，学生的自我学习
时间增加，因而教师备课等实际付出有所减少，这一因素导致研究生生均成本可

能比本科低。（3）研究生课程中研讨班较多，研讨班中教师付出明显比完全的课
堂讲授少，本科中教师的课堂讲授要求多，这一因素导致研究生生均成本可能略

低。（4）由于研究生自主学习量增加，因此在固定的时间中研究生平均课程负担
一定较本科生为少。从多所大学的研究生和本科生教学计划中可以看出这一点，

例如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本科四年毕业学分要求为 140，年平均学分完成量为 35；
经济学院硕士生总学分要求为 35，一般在两年中完成，年平均学分完成量为 17.5。
这一因素导致研究生生均成本可能低。以上四个因素在实际中进行数量上精确的

计算很难实现，不同学校不同学科会表现出差别，因此综合考虑互相抵消后我们

可以粗略认为，在课程学习阶段研究生生均教育成本与本科生生均教育成本确实

 7



第 2卷第 1期                     北大教育经济研究（电子季刊） 
（总第 2期）                  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search (Beida)                  2004年 2月 

是接近的，可以按 1：1考虑，；研究生课程修毕进入没有课程的研究阶段（博士
后期），则只有科研成本发生而没有教育成本发生因而生均教育成本精确为 0。
一般认为研究生生均教育成本与本科生生均教育成本存在倍数差别的观念是不

对的，这是将教育与科研成本混同后得出。 
认为研究生生均教育成本与本科生比较接近，并不能据此认为研究生教育就

可以大发展。除了教师水平这一学术性限制因素之外，还有两项重要的成本因素

限制其发展：（1）科学研究是学术性研究生教育的基础，因此科研成本是学术性
研究生教育发展的限制性因素，各国科研经费有限。（2）由于本科毕业后工资提
高，因此研究生教育中学生机会成本大幅度增加，特别是目前博士阶段研究生机

会成本更高。学生机会成本是另一项限制性因素。这一点导致研究生教育中各类

奖助学金额度必须增加，以图减少机会成本来吸引优秀生源。 
依据成本补偿理论，学费仅是学校教育成本的一部分，因此如果研究生和本

科生生均教育成本比较接近，那么按同样的补偿比例本科与研究生学费应当比较

接近，不会有倍数差别；如果两者成本相差很大学费就会有很大差别。对以上推

论的检验可以到实行成本补偿理论的美国高校中寻找，对公立大学加州大学伯克

利分校和私立大学哈佛大学的学费分析表明，研究生和本科生学费确实比较接

近，其中哈佛大学文理学院本科生与文理学院研究生学费（教师教学工作对于本

科生和研究生并未区分）完全相同。 
 
2003－2004学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费表（美元/学期）【11】 
 

 本科生            研究生 
学费分项 本州居民 非本州居民 本州居民 非本州居民 
Uni. Registration  Fee 356.50 356.50 356.50 356.50 

Educational Fee (25%)2040.50 
(30%)2135.50 

(25%)2273.50 
(30%)2375.50 

(25%)2153.00 
(30%)2253.00 

(25%)2273.50 
(30%)2375.50 

Berkeley Campus Fee 98.75 98.75 98.75 98.75 
Class Pass Fee 34.20 34.20 34.20 34.20 
Health Insurance Fee 304.00 304.00 342.00 342.00 
Non-resident Tuition Fee N/A 6865.00 N/A 6123.00 
Total (25%)2833.95 

(30%)2928.95 
(25%)9931.95 
(30%)10033.95

(25%)2984.45 
(30%)3084.45 

(25%)9227.95 
(30%)9329.95 

(以上研究生学费中没有包含法学院 JD、商学院MBA以及视光学院 HMEDSCI的学费，这三种职业

学院另外收取一项职业学位费 Professional Degree Fee,例如MBA的职业学位费为 4500美元/学期（25％预

案），或者 4680美元/学期（30％预案） 

 
1997-2001财政年度哈佛大学各学院学费表（Tuition）（美元/学年）【12】 
 
本科生                       研究生 

年度 本 科
学院 

文 理

研 究

生院 

商 学

院 
设 计

学院 
神 学

院 
教 育

学院 
政 府

学院 
法 学

院 
医学/
牙 医

学院 

公 共

卫 生

学院 
1997 19770 19770 23840 20240 12830 18460 19770 21700 24150 19800
1998 20600 20600 25000 21252 13480 19476 20720 22800 25200 20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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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21342 21342 26260 22208 14160 20430 21656 23900 26000 21895
2000 22054 22054 27250 23163 14870 21410 22520 25000 27000 22950
2001 22694 22694 28500 24159 15620 22600 23400 26000 28000 23980

（以上研究生学费，主要为研究生 1、2年级学费，相对与我们的硕士 1、2年级阶段。第 2、3年级

之后，学费开始减少，后期研究生课程修毕而进入没有课程的研究阶段（博士后期），没有教育成本发生因

而学费为 0） 

 
目前计算生均教育成本无法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共同费用如何在不同

层次学生之间进行分配。目前基本研究思路是将总经费除以折合的本科生人数计

算出本科生生均教育经费，再通过折合数推算出研究生生均教育经费。目前通用

的折合比例参考国家拨款数取得，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的折合比例曾是 1：
2：3；北京大学财务部陈淑梅根据财政拨款并参考其他因素（如新西兰折合比例
和教育部要求比例等）将本科生、硕士、博士折合系数调整为 1：1.5：2。【13】
教育部最新的文件（教发【2004】2 号）也确定了同样的折合比例。【14】在估
算本科生均教育成本之后，硕士的生均教育成本乘以 1.5后取得，博士乘以 2取
得。崔邦焱博士对这类主要考虑拨款的简单折合比例的评价是：“本身缺乏依据，

同时将总经费不分直接和间接费用，不加分析地全部采用分摊的方法计算，不符

合费用发生的实际情况”。他的评价抓住了以上简单折合比例的主要问题。基于

其分析崔邦焱博士提出按各类学生教学活动量——即各类学生选课学分占选课

总学分的比例进行分摊，这一方法有所进步但却没有考虑以上所论不同层次课程

在成本因素上的一系列区别。【15】 
北京大学陈淑梅采用以上方法估算结果为：北京大学的本科生均教育成本为

27035.71元，硕士生均教育成本为 40553.57元，博士为 54071.42元。【16】如果
以生均成本 25％分担比例，硕士生学费为 10139 元，博士生 13517 元。在未区
别科研成本情况下，崔邦焱博士对另一所大学的生均成本计算结果更高，博士生

生均成本超过 9 万元。【17】值得注意，这些研究结果对我国未来研究生学费定
价产生很大影响，多所大学基于以上研究制订了收费预案。【18】博士生收 13000
元的学费在实践中是否可行的问题提示我们，对研究生生均教育的内涵需要进行

学术反思。 
 
五、结论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 在课程学习阶段的研究生生均

教育成本与本科生生均教育成本接近，可以按 1：1考虑（根据教学计划有所不
同，目前折合中只应当有 2个年级的硕士生加一个年级的博士生参与折合）。研
究阶段的研究生生均教育成本为 0。（2）如果采用成本补偿理论作为研究生学费
定价的理论基础，按同样的补偿比例，则本科生和研究生学费应当基本相同。（3）
传统观点认为生均教育经费随教育级别的提高而提高【19】，这一理解是不对的,
生均教育经费的高低与教育级别的关系并不绝对，由于成本因素的复杂性研究生

生均教育成本并不必然高于本科。这三点重要理论结论对于我们准确计量生均教

育成本，对于我国未来研究生学费政策的确定，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笔者特别感谢丁小浩老师对这项研究给予的帮助，感谢陈晓宇老师多次谈话对文章的启示

和对文章初稿极有价值的批评，感谢北京大学财务部常红女士提供的会计学方面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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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卢晓东.研究生教育收费定价与资助政策(J).高等教育研究,2003,(5). 

[2][3]曾满超（M.C. Tsang）.教育的成本分析（A）. 教育经济学国际百科全书（C）.北

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原版1995)：499－500. 

[5][15] [17]崔邦焱..高等学校学生培养成本计量研究(D)，2003：37－38,40-42，83.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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