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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唯一一反反对对代代表表：：涨涨学学费费不不合合规规定定
投反对票的律师唐雪宇认为，可能有学生因涨价上不起大学

29位听证代表中，仅有省消费者协会公职律师唐雪宇反对涨价。她认为，高校学费标准
调整应当侧重于结构调整，总体标准最好不要上调。新的高校学费标准对低收入家庭影响会
非常大，学费上涨可能会让部分学生上不起大学，或上不起好大学、好专业。

25日，高校学费调整听证
会上，听证代表唐雪宇的发言吸
引了全场的目光。“高校学费标准
调整应当侧重于结构调整，总体
标准最好不要上调。”她说，教育
是一种特殊的消费，不同于一般
的商品和服务，不适用等价交换
原则，而应更多地体现公益性。

唐雪宇认为，高校学费调
整不能完全按市场规律，应当
更多考虑学生家庭的承受能
力，尤其要保障低收入群体的
受教育权利。依靠提高学费来
解决问题，不是最好的办法。

从听证方案来看，平均上
调幅度达到了20 . 96%，个别专

业如医学专业和艺术专业的涨
幅甚至超过了30%，“这一上调
幅度偏高。”

“学费标准调整应充分考
虑学生家庭的承受能力。”唐雪
宇分析说，根据听证方案，医学
专业和艺术专业分别上调了
1400元和2000元。按照本科医
学专业5年、艺术专业4年来算，
学生家庭分别要多支出7000元
和8000元。如果再加上高校在
标准基础上上浮的部分，增加
的支出会更多。

“这对于低收入家庭来说
不是个小数字，有可能影响到
学生的专业选择。”

读医学本科要多花7000元

“除了考虑学生家庭的承
受能力，还要符合国家相关规
定。”唐雪宇表示，1996年出台的

《高等学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
第五条规定：高等学校学费占
年生均教育培养成本的比例最
高不得超过25%，必须根据经济
发展状况和群众承受能力分步
调整到位。这就是说，25%是学
费占年生均培养成本的上限，
也是高校收费政策的“红线”。

她认为，虽然该办法已“暂
行”十多年，但它目前仍然有
效。根据成本监审结论，2010
年—2012年我省高校的年生均
培养成本为1 . 72万元，按照学
生最多分担25%计算，大学学费
平均值应当不超过4300元。

根据听证方案，调整后学
费标准仅文理科就平均达到了
4350元。学费很可能超越了国家
规定比例，突破了政策“红线”。

学费调整突破了政策“红线”

本报记者 孟敏 杨凡

“新的高校学费标准对低
收入家庭影响非常大，学费上
涨可能会让部分学生上不起
大学，或上不起好大学、好专
业。”唐雪宇更关心如何加大
对贫困学生的扶持力度。

唐雪宇认为，听证方案中
列举了一系列奖学助学措施，
特别是增设了省政府励志奖
学金，但是仅有这些还不够。
因为奖学金、助学金的额度并
没有提高，学费却上涨了。新
增设的省政府励志奖学金也
只能资助10000人，覆盖面有

限。应出台更多政策保障贫困
学生受教育的权利。比如，增
加省一级奖学金的受助学生
数量，扩大覆盖面；提高助学
金、助学贷款额度，学费较高
专业的奖学金还要提高；对未
获得奖学金的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实行学费减免等等。

另外，“高校每年从事业
收入中足额提取5%，专项用
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的政
策，如何制定更加具体的实施
和监督办法，以确保足额发放
到位，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增加省级奖学金受助生数量

29人

普普通通职职工工66人人

其其他他消消费费者者代代表表88人人
学学校校代代表表66人人

政政府府部部门门代代表表66人人

专专家家22人人

社社会会组组织织代代表表11人人

听证会代表身份构成图

学学费费涨涨两两成成，，2299代代表表仅仅11人人反反对对
从明年秋季新生入学起执行，将有45%新生受到影响

本报济南10月25日讯(记者
孟敏 杨凡) 25日，在我省普

通高等学校学费标准结构调整
听证会上，公开了对山东大学、
中国海洋大学、山东师范大学、
山东科技大学、青岛大学五所高
校定价成本的监审结果，现场

“涨”声一片，29位听证代表中有
28位代表表示支持涨价。

在山东教育大厦，山东省物
价局现场公布了29位听证代表
名单，其中包括消费者参加人14

名、经营者参加人4名、利益相关
方参加人2名、相关领域的专家
学者参加人2名及政府部门、社
会组织参加人7名。

这次高校学费标准调整后，
按2013年招生情况匡算，学费平
均调整幅度为上浮20 . 96%。结构
调整方案主要影响2014年及以
后入学的学生，2014年入学新生
中约有45%的学生受到价格调整
影响。对此次调价行为，28位听
证代表表示支持涨价，仅有1位

代表提出异议，认为教育关乎民
生，应谨慎提高学费。

山东省物价局成本调查监
审处副处长徐宝莲公开了对山
东大学、中国海洋大学、山东师
范大学、山东科技大学、青岛大
学五所高校的监审结果。其中山
东大学、中国海洋大学为教育部
直属重点综合性大学，山东师范
大学、山东科技大学、青岛大学
为省属高校。截至2012年末，五
所大学教职工总数27198人，各

类在校学生共计267033人。2012
年五所高校收入总额91 . 45亿
元，支出总额91 . 45亿元，其中事
业性支出44 . 89亿元。

本次成本监审的内容是根
据各高校近三年年度部门预算
批复、决算报告、财务会计报表、
账簿和凭证、学校贷款合同、在
校生情况统计表、事业单位人员
及工资报表等，对其在校生情
况、人员费用、对个人和家庭的
补助支出、公用支出、固定资产

折旧、支付的贷款利息等数据进
行逐一审核，对各项成本数据进
行审核、归集、核算，并运用加权
平均的方法计算标准生定价成
本。

经审核，2010年—2012年五
所高校标准生完全培养成本分
别为1 . 63万元、1 . 76万元、1 . 76
万元，三年平均1 . 72万元。其中，
财政拨款承担的成本为1 . 17万
元，学费及学校其他收入承担的
成本为0 . 55万元。

学费调价听证

代表无一在校生

本报济南10月25日讯 (记者
孟敏 杨凡) 25日，在我省召

开的高校学费调价听证会的29名
听证代表中，公职人员占了15名，
超过半数。但无一在校生。

其中，消费者代表共有14人，
包括6名职工。消费者代表全部赞
成学费上调，只有两个年轻人对
个别学科的学费过高提出质疑。
2006年毕业的王磊认为，相比其它
省份，我省文史类专业学费的调整
幅度有点高，可以采取小步慢跑、
逐年提高的方式。“经济类不应一
个收费标准，市场营销等是否可以
继续执行文科类的收费标准？”刚
毕业的宋阳提议。

经营者代表则诉说了高校的
财政困难。这组成员共4名，分别
是山东师范大学财务处副处长韩
英、青岛农业大学财务处处长李
萍、山东大学财务处处长刘洪渭、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财务处处长朱
丽敏。

利益相关方参加人有2名，都
是来自民办高校的代表，分别是山
东英才学院副院长梁庆文、山东协
和学院院长盛振文。两位院长对民
办学校的举步维艰颇多感慨，目光
聚焦农村孩子求学难。

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参加人7

名，分别是省法制办法制一处副处
长崔艳、省政协常委邓相超、省财
政厅综合处副处长侯乃弘、省发展
改革委社会处主任科员罗艺尧、省
教育厅财务处副处长孙乐为、省人
大预算工委调研处副处长索峰、省
消费者协会公职律师唐雪宇。

此次29名听证代表中，15名
代表是公职人员，他们或来自依
法履行公共职务的国家立法机
关、司法机关、行政机关、中国共产
党和各个民主党派的党务机关、各
人民团体、事业单位，或为履行国
有资产保值增值工作、管理和使用
公有财产的国有(集体)企业工作人
员，或单位是公有性质、本人为在
编人员、依法履行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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