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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Summary] 
投资要点： 

 国内教育经费概览：国内教育经费由五个大类构成，其中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比

八成，反映国家财政对教育的投入水平；事业收入（主要为学杂费）占经费收入接

近 20%，反映学校自身创收能力。2022 年教育经费达 6.13 万亿元/同比+6.0%，

2012-2022 年 CAGR 为 7.9%。 

 多年来政策追求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GDP 比重达 4%的目标。1993 年，《中国教

育改革和发展纲要》首次提出：到 20 世纪末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

例要达到 4%的目标，然而这一数值到 2012 年才实现。在实现这一目标过程中，

政府积极拓宽财政性教育经费来源渠道；1）1986 年开征教育费附加（费率 1%），

2015 年提升费率至 3%；2）2010 年开征地方教育附加，费率 2%；3）2011 年从

土地出让收益中按比例计提教育资金，按照土地出让净收入 10%提取教育资金。 

 教育支出全球对比：全球来看，中国教育支出在政府公开支出中比重靠前：教育为

国内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最大项目，近 10 年来保持在 15%占比左右。2020 年在

所选取的 32 个国家/地区中，中国该占比位列第 6。然而从教育支出占 GDP 的比

重来看，中国排名靠后。在所统计 30 个国家中，中国位居第 23 位，排名相对靠

后，且低于世界平均 4.3%和 OECD 国家平均 4.9%的水平。或主要由于我国财政

收入占 GDP 比例长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中央和地方：地方财政是教育经费的主要来源。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方面，2021

年地方/中央分别投入 4.16/0.42 万亿元，占比分别为 90.7%/9.3%，近 20 年地方

投入始终在 90%左右。一般公共预算教育支出方面，2023 年地方/中央分别支出

3.97/0.16 万亿元，占比分别为 96.2%/3.8%，近 10 年来地方占比均在 95%左右。 

 分学段：财政经费优先保障义务教育，对幼儿园/普通高校保障较弱。2021 年幼儿

园 / 普 通 小 学 / 普 通 初 中 / 普 通 高 中 / 中 职 / 普 通 高 等 学 校 经 费 分 别 为

0.50/1.52/0.98/0.58/0.30/1.52 万亿元，其中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比分别为：幼

儿园（54%）/普通小学（92%）/普通初中（89%）/普通高中（80%）/中职（88%）

/普通高等学校（62%）。综合规模及占比，可以看出财政经费优先保障义务教育阶

段（小学+初中）。 

 分学段：一般公共预算教育支出中，普通教育中幼儿园增速最快，职业教育高职增

速最快。2022 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教育支出投入方向上，普通教育为 80.5%，职

业教育为 9.3%。普通教育方面，幼儿园近年来支出增速更高，2013-2022 年 CAGR

达 14.2%，显著高于普通教育整体的 7.5%。职业教育方面，高等职业教育支出增

速最快，2011-2022 年 CAGR 达 15.7%。 

 分学段：生均教育经费角度，高等教育已经呈现下滑趋势。2022 年各学段生均一

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从高到低依次为：高等教育（22205 元）、普通高中（19118

元）、普通初中（18152 元）、中等职业（17462 元）、普通小学（12792 元）、幼儿

园（10198 元）。2019-2022 三年 CAGR 从高到低依次为：幼儿园（5.8%）、普通

高中（2.4%）、普通小学（2.3%）、普通初中（1.6%）、中等职业（0.3%）、普通高

等学校（-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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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学段：多地高校学费开启涨价潮。高校整体收入结构中，财政经费占比近八成，

学费收入只有 14%（2021 年）。在这种收入结构下，一旦财政经费出现波动，则

高校收入则会受到较大影响。民办高校收入结构则呈现明显不同的特点。2021 年

学费在民办高校经费中占比高达 71%，而财政经费只有 13.2%。在高等教育生均

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下滑的情况下，2023 年多地多所公办高校开启学费涨价。

此外，中国香港政府由于财政吃紧，宣布上调大学学费，三年合计涨幅达 17.6%，

但即便此轮涨价后，学费成本回收率也仅为 13.4%。 

 分省市：经济发达的省市，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占预算总支出比重整体也更高。

经济较弱的省市，教育经费越依赖财政支撑，学费收入占比更低。2022 年 GDP 排

名前三的省份，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 GDP 比重（2021 年）分别为广东（3.7%）、

江苏（2.7%）、山东（3.3%），而 GDP 排名后三的省份该比值分别为西藏（15.8%）、

青海（8.4%）、宁夏（5.5%）。从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方向上看，多数省市仍

是优先保障义务教育。其中小学占比最高，31 个省市中，小学平均占比达到 33%。 

 分省市：超过一半省市高等教育生均教育事业费支出出现下滑。生均一般公共预算

教育经费上，各省市分化明显。排名靠前的北京、上海、广东主要由于教育经费的

充足，而西藏、青海主要是由于常住人口较低。2019-2022 年，所有省市一般公共

预算教育经费 CAGR 仍保持增长。对于同期各省市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费支出

CAGR，分学段来看：幼儿园仅有三个省市出现下滑：天津（-0.1%）、青海（-2.6%）、

海南（-3.9%）。小学阶段仅有天津（-0.1%）下滑，初中阶段仅有北京（-1.4%）、

河南（-1.4%）、天津（-2.9%）下滑。普通高中：江苏（-1.7%）、湖北（-2.5%）、

北京（-3.5%）、天津（-4.9%）4 个省市出现下滑，中职有 7 个省市出现下滑。普

通高校则有 19 个省市出现下滑，占比超过一半。 

 风险提示：文中相关数据来源口径多样化导致的统计偏差；部分数据更新滞后；政

策变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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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育经费整体：教育财政投入/GDP 比重 4%的政策目标  

1.1. 教育经费由五个大类构成，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八成 

教育经费由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民办学校中举办者投入、捐赠收入、事业

收入、其他教育经费五个大类构成。2021 年国内教育经费总计 5.79 万亿元，其

中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比达 79%，事业收入占比达 18%，两者合计占 97%，构

成教育经费主体。 

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反映国家财政对教育的投入水平。其中一般公共预算

安排的教育经费为最重要细分项，2021 年其占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比重达 96%。 

事业收入主要由学杂费构成，2021 年学杂费占事业收入比重为 78%。事业收

入可反映学校自身创收的能力。 

表 1：2021 年教育经费收入构成（亿元） 

总计 57874 

一、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 45835 

1.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教育经费 44149 

(1)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 37463 

①教育事业费 35068 

②基本建设经费 968 

③教育费附加 1427 

(2)其他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教育经费 6685 

①科研经费 618 

②其他 6067 

2.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的教育经费 1211 

彩票公益金 43 

3.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办学中的企业拨款 27 

4.校办产业和社会服务收入用于教育的经费 78 

5.其他属于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 370 

二、民办学校中举办者投入 242 

三、捐赠收入 143 

港澳台及海外捐赠 4 

四、事业收入 10458 

学费 8131 

五、其他教育经费 1196 

资料来源：《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德邦研究所 

 

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中，包括教育事业费、基本建设经费和教育费附加三

项。2021 年教育事业费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经费收入比重为 94%。 

教育事业费支出是指中央、地方各级财政或上级主管部门在预算年度内安排，

并划拨到学校或单位，列入《政府收支分类支出科目》第 205 类“教育支出”科

目中的教育经费拨款。教育事业费又称教育经常费，是国家财政支出中用于教育

事业的经常性费用。2021 年教育事业费支出 3.6 万亿。（区别于上表收入口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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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021 年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费支出明细（亿元） 

总计 36207 

个人部分 24630 

(1)工资福利支出 21538 

(2)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3092 

其中：助学金 1861 

公用部分 10625 

(1)商品和服务支出 6038 

(2)其他资本性支出 4587 

其中：专项公用支出 1847 

专项项目支出 2739 

资料来源：《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德邦研究所 

 

国内教育总经费保持持续增长趋势。2022 年教育经费达 6.13 万亿元/同比

+6.0%，2012-2022 年 CAGR 为 7.9%。 

在教育经费结构中：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比从 2005 年低点 61.3%提升至

2021 年 79.2%，且近 10 年保持在 80%左右水平，反映财政投入持续发力。在非

财政投入中，2021 年事业收入占比为 18.1%，其近十年占比保持相对稳定，但相

比 2005 年高点 27.8%明显下滑。 

学杂费占事业收入比重整体上持续提升，从 1998年 61%提升至 2021年 78%。 

 

图 1：历年教育经费（亿元） 

 

资料来源：wind，教育部，国家统计局，德邦研究所（注：2022 年数据为教育经费合计值，未披露细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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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历年教育经费构成 

 

资料来源：wind，教育部，国家统计局，德邦研究所 

 

图 3：教育经费事业收入主要为学杂费（亿元）  

 

资料来源：wind，国家统计局，德邦研究所 

 

1.2. 多年来政策追求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GDP 比重达 4%的目标 

1993 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目标：到 20 世纪末财政性教育经

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要达到 4%，当时这一比值为 2.4%。 

1999 年末，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 GDP 比重仅为 2.5%，并未实现上述目

标。 

此后在 2006 年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2010 年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中，

“4%”这一目标再次提出，并计划在 2012 年实现。 

为了在 2012 年实现这一目标，2012 年政府工作报告要求地方财政以 4%编

制预算安排教育支出，同时成立了 4%办公室，开展月度检测和分析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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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末，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 GDP 比重为 4.3%，也是该比值最高的一

年。 

2021/2022 连续两年该比重为 4.0%，处于红线边缘。 

表 3：财政性教育经费占 GDP 4%的政策目标实现过程 

1983 
两会召开前，教育经费短缺成为各界高度关切所在。当时的中央领导因此提出要求，对政府教育经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比问题进行研

究。该课题后被列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规划研究项目 

1993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已提出目标：到 20 世纪末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要达到 4%。 

1995 
“三个增长”(各级人民政府教育财政拨款的增长应当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并使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教育费用逐步增长，保证教

师工资和学生人均公用经费逐步增长)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政府教育经费投入有了法律保障 

2006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保证财政性教育经费增长幅度明显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幅

度，逐步使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 4% 

2010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出台，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到 2012 年达到 4%”被

写入其中 

2011 
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大财政教育投入的意见》，要求各地政府公共财政支出预算保证财政性教育支出的法定增长，预算执行超收部

分优先用于教育，各地开展教育投入保障机制改革的新探索 

2012 
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2012 年中央财政已经按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4%编制预算，地方财政也要相应安排，确保实

现这一目标 

2012 
财政部、国家发改委、教育部联合成立了 4%办公室，加强沟通协调，开展月度监测和分析评价，督促和指导各地落实国务院出台的一系

列增加财政教育投入的重大政策措施 

资料来源：教育部、财新网、德邦研究所 

 

图 4：历年财政性教育经费及占 GDP 比重 

 

资料来源：wind，国家统计局，中国政府网等，德邦研究所 

 

为如期实现 4%目标，在增加公共财政预算教育投入的同时，政府积极拓宽

财政性教育经费来源渠道。主要有： 

1） 统一内外资企业和个人教育费附加制度：1986 年，国务院颁布了《征收

教育费附加的暂行规定》，对我国公民和内资企业，按照增值税、消费税、

营业税（1994 年以前为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实际缴纳税额的 1%征

收教育费附加。2005 年，该费率提升至 3%。2010 年 10 月，将征收范

围扩大至外商投资企业、外国企业及外籍个人。 

2） 全面开征地方教育附加：2010 年 11 月，财政部印发了《关于统一地方教

育附加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各地统一地方教育附加政策，按照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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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缴纳税额的 2%征收地方教育附加。 

3） 从土地出让收益中按比例计提教育资金。国务院、财政部、教育部印发《关

于从土地出让收益中计提教育资金有关事项的通知》，从 2011 年 1 月 1 

日起，各地要进一步调整土地出让收益的使用方向，从以招标、拍卖、挂

牌或者协议方式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取得的土地出让收入中，按照扣除征

地和拆迁补偿、土地开发等支出后余额 10%的比例，计提教育资金。 

 

表 4：政策发力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  

1984 
《国务院关于筹措农村学校办学经费的通知》：提出乡人民政府可以征收教育事业费附加，可以按销售收入或其他适当办法计征，但不要

按人头、地亩计征。附加率可高可低，贫困地区可以免征，经费专款专用。 

1985 
《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除了国家拨款以外，地方机动财力中应有适当比例用于教育，乡财政收入应主要用于教育。地方

可以征收教育费附加，此项收入首先用于改善基础教育的教学设施，不得挪作他用 

1986 
国务院发布《征收教育费附加的暂行规定》，凡缴纳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的单位和个人，除按照《国务院关于筹措农村学校办学经费

的通知》的规定，缴纳农村教育事业费附加的单位外，都应当依照本规定缴纳教育费附加，教育费附加率为 1％。 

2005 《国务院关于修改〈征收教育费附加的暂行规定〉的决定》，将教育费附加率从 1%提升至为 3%。 

2010 
财政部关于统一地方教育附加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统一开征地方教育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征收标准统一为单位和个人（包括外商投资企

业、外国企业及外籍个人）实际缴纳的增值税、营业税和消费税税额的 2%，专项用于发展教育事业。 

2011 

国务院、财政部、教育部《关于从土地出让收益中计提教育资金有关事项的通知》，从 2011 年 1 月 1 日起，各地从以招标、拍卖、挂牌

或者协议方式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取得的土地出让收入中，按照扣除征地和拆迁补偿、土地开发等支出后余额 10%的比例，计提教育资

金。实行专款专用，重点用于农村（含县镇，下同）学前教育、义务教育和高中阶段（以下简称农村基础教育）学校的校舍建设和维修改

造、教学设备购置等支出。 

资料来源：中国政府网、教育部、中国法院网等，德邦研究所 

 

财政性教育经费中 80%以上为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该比例从 2009 年高

点 93.4%下滑至 2022 年 81.0%，主要原因为 2010年开征的地方教育附加及 2011

年开征的土地出让收益教育资金后（该两项原均属于政府性基金收入，2015 年后

尽管被转列至一般公共预算中，但与传统的一般公共预算仍然分开统计，见表 1

的其他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教育经费），导致占比被动下滑。 

在一般公共预算开支的众多项目中，教育支出占比最高。2022 年一般公共预

算中，教育支出 3.9 万亿元，占比达 15.1%，位列第一。该比值从 2003 年 11.9%

提升至 2023 年 15.0%，且近十年来保持在 15%左右水平。 

 

图 5：历年财政性教育经费构成 

 

资料来源：wind，国家统计局，德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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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022 年一般公共预算主要支出项目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德邦研究所 

 
 

图 7：教育支出在公共财政支出中占比  

 

资料来源：wind，财政部，中国政府网，德邦研究所 

 
 
 

1.3. 国内教育支出/GDP 比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全球来看，中国教育支出在政府公开支出中比重靠前。以 2020 年数据为例，

在下图所选取的 32 个国家/地区中，最高的智利该比重为 19.4%，最低的日本为

7.3%。中国为 14.8%，位居第 6 位。 

2010-2020 年十年间，多数国家/地区教育支出在政府公开支出中比重出现下

滑。32 个国家/地区中，只有 8 个该比值提升。其中提升幅度最大的为爱尔兰

（+4.8pct）,下降幅度最大的为新加坡（-9.8pct）,中国则提升了 0.8p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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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各国/地区教育支出在政府公共开支中比重（2020 年） 

 

资料来源：wind，世界银行，中国财政部，德邦研究所 

 
 

图 9：2010-2020 年教育支出在政府支出中占比提升幅度 

 

资料来源：wind，世界银行，中国财政部，德邦研究所 

 

然而从教育支出占 GDP 的比重来看，中国排名靠后。教育支出占 GDP 的比

重可以更加综合的反映该国在教育资源上的投入，4%的比重也是国内政策长期来

追求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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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统计 30 个国家中，中国位居第 23 位，排名相对靠后，且低于世界平均 4.3%

和 OECD 国家平均 4.9%的水平。或主要由于我国财政收入占 GDP 比例长期低于

世界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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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度最大的为冰岛（+1.7pct），下降幅度最大的为爱尔兰（-2.8pct），中国提

升 0.7pct。 

 

图 10：各国政府教育支出占 GDP 比重（2020 年） 

 

资料来源：wind，世界银行，中国国家统计局，德邦研究所 

 

图 11：2010-2020 年各国政府教育支出占 GDP 比重提升幅度 

 

资料来源：wind，世界银行，中国国家统计局，德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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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央地方：地方财政是教育经费的主要来源 

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方面，2021 年地方/中央分别投入 4.16/0.42 万亿元，占

比分别为 90.7%/9.3%，近 20 年地方投入始终在 90%左右。 

一般公共预算教育支出方面，2023 年地方/中央分别支出 3.97/0.16 万亿元，

占比分别为 96.2%/3.8%，近 10 年来地方占比均在 95%左右。 

图 12：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中央和地方（亿元） 

 

资料来源：wind，国家统计局，德邦研究所 

 

图 13：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中央和地方占比  

 

资料来源：wind，国家统计局，德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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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一般公共预算教育支出：中央和地方（亿元） 

 

资料来源：wind，财政部，中国政府网，德邦研究所 

 

图 15： 一般公共预算教育支出：中央和地方占比 

 

资料来源：wind，财政部，中国政府网，德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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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学段：财政保障不一，高校涨价对抗生均经费下滑 

3.1. 财政经费优先保障义务教育，对幼儿园/普通高校保障较弱 

对比各学段教育经费与其中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规模，我们可以了解政策对

于各个学段的投入支持力度。 

教育经费方面：2021 年幼儿园/普通小学/普通初中/普通高中/中职/普通高等

学校经费分别为 0.50/1.52/0.98/0.58/0.30/1.52 万亿元。 

2021 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比分别为：幼儿园（54%）/普通小学（92%）

/普通初中（89%）/普通高中（80%）/中职（88%）/普通高等学校（62%）。 

综合规模及占比，可以看出财政经费优先保障义务教育阶段（小学+初中）。 

图 16：各学段教育经费（亿元）  

 

资料来源：wind，国家统计局，《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德邦研究所 

 

图 17：各学段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亿元）  

 

资料来源：wind，国家统计局，《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德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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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各学段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教育经费投入比重 

 

资料来源：wind，国家统计局，《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德邦研究所 

 

3.2. 一般公共预算教育支出中，普通教育中幼儿园增速最快，职业教育高

职增速最快 

2022 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教育支出投入方向上，普通教育支出占比为 80.5%，

职业教育支出占比为 9.3%，且自 2014 年以来两者占比呈现持续提升的趋势。 

普通教育方面：小学 /初中 /高等教育支出占比最高，2022 年分别为

34%/22%/18%。但从支出增速上看，幼儿园近年来增速更高，2013-2022 年 CAGR

达 14.2%，显著高于普通教育整体的 7.5%。幼儿园在普通教育中支出占比也从

2010 年 2%提升至 2022 年 7%。 

职业教育方面：2022 年高等/中等职业教育支出占比分别为 49%/40%，为职

业教育经费主要投入方向。2011-2022 年，高等职业教育支出增速最快，CAGR 达

15.7%，而中等职业/技校/初等职业分别为 8.7%/9.4%/2.8%。高等职业教育支出

占比也从 2010 年 29%提升至 2022 年 49%。 

图 19：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教育支出：投入方向占比（2022 年） 

 

资料来源：财政部，德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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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一般公共预算教育支出：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占比  

 

资料来源：wind，财政部，德邦研究所 

 

图 21： 一般公共预算教育支出：历年普通教育各项支出占比 

 

资料来源：wind，财政部，德邦研究所 

 

图 22：一般公共预算教育支出：历年普通教育各项支出增速 

 

资料来源：wind，财政部，德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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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一般公共预算教育支出：历年职业教育各项支出占比 

 

资料来源：wind，财政部，德邦研究所（注：此图中等职业教育仅包括中专和职高，不包括技校，本节其他图及文字同） 

 

图 24：一般公共预算教育支出：历年职业教育各项支出增速 

 
资料来源：wind，财政部，德邦研究所 

 

3.3. 高等教育生均教育经费已经呈现下滑趋势，多地高校学费开启涨价潮  

高等教育阶段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最高，此处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

事业费支出也具有相同特点，我们下文主要介绍前者。 

2022 年各学段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从高到低依次为：高等教育（22205 元）、

普通高中（19118 元）、普通初中（18152 元）、中等职业（17462 元）、普通小学

（12792 元）、幼儿园（10198 元）。 

从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增速上看，高等教育已经呈现下滑趋势，幼儿

园近三年增速最快。2019-2022 三年 CAGR 从高到低依次为：幼儿园（5.8%）、

普通高中（2.4%）、普通小学（2.3%）、普通初中（1.6%）、中等职业（0.3%）、

普通高等学校（-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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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各学段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元）  

 

资料来源：教育部，德邦研究所 

 

图 26：各学段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增速 

 

资料来源：教育部，德邦研究所 

 

图 27：各学段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费支出（元）  

 

资料来源：wind，教育部，德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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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各学段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费支出增速 

 

资料来源：wind，教育部，德邦研究所 

 

高校整体收入结构中，财政经费占比近八成，学费收入只有 14%（2021 年）。

在这种收入结构下，一旦财政经费出现波动，则高校收入则会受到较大影响。而

在此前分析中我们看到，国内财政教育经费对义务教育阶段保障更好（优先保障），

而对高等教育保障相对较弱。 

民办高校收入结构则呈现明显不同的特点。2021 年学费在民办高校经费中占

比高达 71%，而财政经费只有 13.2%。民办高校因为较低的财政补助，因而收取

更高的学费，但同时也拥有更强的对抗财政经费波动的能力。 

在高等教育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下滑的情况下，2023 年多地多所公办

高校开启学费涨价。上海、吉林、山东、四川等地不少高校学费提价，涨幅 20%-

40%不等，最高涨幅超 50%，调整后的学费普遍超过 5000 元/学年。 

 

图 29：全国高等学校整体经费收入结构（2021 年）  图 30：全国民办高等学校经费收入结构（2021 年） 

 

 

 

资料来源：《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德邦研究所  资料来源：《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德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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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2023 年多所公办高校学费涨价 

 

资料来源：中国教育在线，德邦研究所 

 

 

中国香港高校将连续三年涨学费，但学费成本回收率距离目标仍远。 

从 1997 年开始，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八大公立高校面向本地学生的学

费一直保持为每名学生 42100 港元/学年。 

2024 年 6 月 20 日，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宣布，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资助的全

日制学士学位、研究院修课及研究课程的每名学生每学年学费将从 2025/26 学年

开始连续三年上调，到 2027/28 学年增至 49500 港元，共增长 17.6%。副学位课

程将由当前的每人 15040 港元/学年，分三年增长至 2027/28 学年 17800 港元/学

年，涨幅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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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中国香港高校未来三年高校学费涨价规划  

 

资料来源：财新网，德邦研究所 

 

中国香港政府宣布上调大学学费，受其财政入不敷出影响。近 5 年，香港政

府多次出现财政赤字，2022-23 年度，政府支出超出收入达 1883 亿港元。 

香港政府教育经常支出中，主要有教育、大学、职业训练局三项。2022-23 年

度，三者合计支出达 837 亿港元，占政府当年支出总额 10%，该比重近 5 年呈明

显下滑趋势。其中大学支出占整体教育经常支出比重为 26%，保持相对稳定。 

图 33：中国香港政府年度收入/支出（亿港元）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2023 年》，德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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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中国香港政府经常支出中教育相关项目（亿港元）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2023 年》，德邦研究所 

 

图 35：中国香港政府教育整体及大学支出占比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2023 年》，德邦研究所 

 

中国香港特区政府表示提供高等教育的成本普遍呈上升趋势，根据学生学费

占课程成本计算得出的成本收回率持续下跌，2024/25 学年的成本回收率仅有

12.5%，即使按调整后的学费水平，2027/28 学年的成本回收率也仅仅改善至

13.4%，而港府在上世纪 90 年代初将学费水平的目标成本收回率订于 18%。 

2021 年大陆高校整体学费占经费整体比重仅为 14%，根据教育部、财政部、
发改委《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 4183 号建议的答复》，提到：1）高校学费
标准实行属地化管理，审批权限在省级人民政府；2）进一步完善非义务教育阶段
学费动态调整机制，建立公办学校学费标准根据培养成本、经济发展状况和群众
承受能力，按照规定程序动态调整的机制；3）高校学费占培养成本比重实行 25%

最高比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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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中国香港高校学费成本回收率 

 

资料来源：财新网，德邦研究所 

 

图 37：国内高校学费占经费收入比重  

 

资料来源：教育部，《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德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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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省市：教育经费收入结构分化，多地高校生均经费下
滑 

4.1. 经济较弱的省市，教育经费越依赖财政支撑，学费收入占比更低 

经济发达的省市，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占预算总支出比重整体也更高。 

2022 年，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最高的三个省市分别为广东（3863 亿）、山

东（2597 亿）、江苏（2544 亿），其教育经费占一般公共预算开支分别为 21%、

21%、17%；教育经费最低的三个省市分别为宁夏（214 亿）、青海（231 亿）、海

南（306 亿），占一般公共预算开支分别为 13%、12%、15%。 

2022 年 GDP 排名前十的省份，均位列在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占预算总支

出比例榜单前十二中；GDP 排名后十的省份，除新疆外，也均位于在比例榜单后

十名中。 

图 38：各省市 2022 年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支出及占比  

 

资料来源：教育部，德邦研究所 

 

图 39：各省市 2022 年 GDP（万亿元） 

 

资料来源：新浪财经，各地统计局，中新经纬，德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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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达的省市，整体上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 GDP 比重更低；且在经费

整体结构中，学费收入占比更高，国家财政性经费占比更低。 

2022 年 GDP 排名前三的省份，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 GDP 比重（2021 年）

分别为广东（3.7%）、江苏（2.7%）、山东（3.3%），而 GDP 排名后三的省份该

比值分别为西藏（15.8%）、青海（8.4%）、宁夏（5.5%）。 

从整体教育经费结构来看，GDP 排名靠后的省市，其教育经费更多来自国家

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比如西藏（99%）、青海（93%）、新疆（93%）；反观 GDP 排

名靠前的省市，占比如广东（74%）、江苏（79%）、山东（79%）、浙江（74%），

明显更低，这些省市来自学费的收入占比更高如广东（20%）、江苏（13%）、山东

（16%）、浙江（16%）。 

图 40：各省市 2021 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及占 GDP 比重 

 

资料来源：wind，国家统计局，德邦研究所 

 

图 41：各省市教育经费收入细分结构（2021 年） 

 

资料来源：《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德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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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超过一半省市高等教育生均教育事业费支出出现下滑 

从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方向上看，多数省市仍是优先保障义务教育。其

中小学占比最高，31 个省市中，小学平均占比达到 33%；初中平均占比 21%。 

在部分省市中，高校占比明显高于平均值（22%），如北京（48%）、上海（37%）、

天津（33%）、辽宁（31%）、黑龙江（30%）、湖北（30%）。 

图 42：各省市分学段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亿元，2021 年） 

 

资料来源：《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德邦研究所 

 

图 43：各省市分学段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占比（2021 年） 

 

资料来源：《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德邦研究所 

 

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上，各省市分化明显。排名靠前的北京、上海、

广东主要由于教育经费的充足，而西藏、青海主要是由于常住人口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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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各省市 2022 年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元） 

 

资料来源：教育部，德邦研究所 

 

图 45：各省市常住人口（2023 年） 

 

资料来源：wind，国家统计局，德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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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在第三章中，我们提到教育经费优先保障了义务教育，而对高等教育保

障相对不足，并且在经费整体增长降速后，高等教育阶段最先遭遇了生均经费下

降。 

通过将 31 个省市作为 31 个样本，我们可以进一步确认我们此前的观点。 

2019-2022 年，所有省市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 CAGR 仍保持增长。对于同

期各省市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费支出 CAGR，分学段来看： 

幼儿园仅有三个省市出现下滑：天津（-0.1%）、青海（-2.6%）、海南（-3.9%）。 

小学阶段仅有天津（-0.1%）下滑，初中阶段仅有北京（-1.4%）、河南（-1.4%）、

天津（-2.9%）下滑。 

普通高中：江苏（-1.7%）、湖北（-2.5%）、北京（-3.5%）、天津（-4.9%）4

个省市出现下滑，中职有 8 个省市出现下滑。 

普通高校则有 19 个省市出现下滑，占比超过一半。 

图 46：各省市 2019-2022 年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费支出 CAGR 

 

资料来源：教育部，德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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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风险提示  

文中相关数据来源口径多样化导致的统计偏差。文中引用了多种来源的数据，

不同来源的数据可能在统计口径上以及统计的准确性上存在差异。其中部分来源

的数据经历了统计口径上的变化，我们对相关数据进行了口径一致性的处理，但

仍然可能忽视少数数据统计口径上的变化，从而导致数据源出现偏差，以及最终

结论上的出入。 

部分数据更新滞后。基于部分数据更新频率及获取能力上的限制，可能出现

数据陈旧，未能及时反映实际现状的风险。基于此数据得到的结论，可能存在偏

差。 

政策变动风险。国内教育行业受政策影响明显，且政策出台的频率较高。当

前的行业趋势可能因为政策的变化出现加速甚至扭转，从而影响相关结论未来适

用性。 

  



                                                                  行业深度  教育 
 

 
 

                                                       32 / 32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信息披露和法律声明 

                                                                                                                      

信息披露 

分析师与研究助理简介 

李旭东，德邦证券研究所社会服务和教育分析师，复旦大学金融硕士，中山大学金融学士，5 年商社行业研究经验，曾任职于广发证

券、安信证券，覆盖教育、酒店景区、餐饮、人力资源、会展等板块。 

 

分析师声明 

 
本人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以勤勉的职业态度，独立、客观地出具本报告。本报告所采用的数据和信 

息均来自市场公开信息，本人不保证该等信息的准确性或完整性。分析逻辑基于作者的职业理解，清晰准确地反映了作者的研究观 

点，结论不受任何第三方的授意或影响，特此声明。  

投资评级说明 

[Table_RatingDescription] 1. 投资评级的比较和评级标准： 

以报告发布后的 6 个月内的市场表

现为比较标准，报告发布日后 6 个

月内的公司股价（或行业指数）的

涨跌幅相对同期市场基准指数的涨

跌幅； 

2. 市场基准指数的比较标准： 

A 股市场以上证综指或深证成指为基

准；香港市场以恒生指数为基准；美

国市场以标普500或纳斯达克综合指

数为基准。 

类  别 评  级 说  明 

股票投资评

级 

买入 相对强于市场表现 20%以上； 

增持 相对强于市场表现 5%~20%； 

中性 相对市场表现在-5%~+5%之间波动； 

减持 相对弱于市场表现 5%以下。 

行业投资评

级 

优于大市 预期行业整体回报高于基准指数整体水平 10%以上； 

中性 预期行业整体回报介于基准指数整体水平-10%与 10%之间； 

弱于大市 预期行业整体回报低于基准指数整体水平 10%以下。 

法律声明 

 
本报告仅供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的客户使用。本公司不会因接收人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客户。在任何情况 

下，本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在任何情况下，本公司不对任何人因使用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 

所引致的任何损失负任何责任。 

本报告所载的资料、意见及推测仅反映本公司于发布本报告当日的判断，本报告所指的证券或投资标的的价格、价值及投资收入可 

能会波动。在不同时期，本公司可发出与本报告所载资料、意见及推测不一致的报告。 

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本报告所载的信息、材料及结论只提供特定客户作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也没有考虑到个别客户特殊 

的投资目标、财务状况或需要。客户应考虑本报告中的任何意见或建议是否符合其特定状况。在法律许可的情况下，德邦证券及其 

所属关联机构可能会持有报告中提到的公司所发行的证券并进行交易，还可能为这些公司提供投资银行服务或其他服务。 

本报告仅向特定客户传送，未经德邦证券研究所书面授权，本研究报告的任何部分均不得以任何方式制作任何形式的拷贝、复印件 

或复制品，或再次分发给任何其他人，或以任何侵犯本公司版权的其他方式使用。所有本报告中使用的商标、服务标记及标记均为 

本公司的商标、服务标记及标记。如欲引用或转载本文内容，务必联络德邦证券研究所并获得许可，并需注明出处为德邦证券研究 

所，且不得对本文进行有悖原意的引用和删改。 

根据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证券业务许可，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证券投资咨询业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