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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倒苦水，消费者代表要求涨得明白

学学费费可可以以涨涨，，但但要要用用到到教教学学上上

“学校办学成本大幅度增加，学生
学费标准13年未调整，办学资金多年来
非常紧张。我校主要资金来源为财政拨
款和学生收费，两者相加远低于办学成
本，导致长期投入不足。”来自青岛农业
大学的代表李萍说，办学经费紧张导致
教室资源紧张，学科建设、教学科研条
件无法改善。

山东建筑大学的代表邓相超则

从教育资源投入上举例，要吸引来高
水平的老师，培养、充电需要真金白
银，实验设备更不用说。尤其是工科
院校，像建筑大学的很多设备三五年
换一次。

有着更多拨款的部属高校山东大
学代表刘洪渭也表示，山大的各类教育
和十年前相比，“成本增加了2 . 2倍，但
收费没有变，压力是比较大的。”

高校代表：

投投入入不不足足，，还还贷贷款款压压力力大大
经营者代表是来自学校的在职或退休人员。他们的观点是，办教育需

要成本，我省高校学费13年未调整。而目前部分高校教学设施陈旧、经费
投入不足，高校背负着沉重的还贷压力，高等教育的消费者需增加投入。

学费13年未调，办学资金紧张

不少省属高校代表表示，还贷的
压力让学校维持正常运转更加捉襟
见肘。

山东师范大学的韩英说，从2011年
开始，学校集中财力还贷款，贷款余额
从2008年底的8亿元降至2012年底的
1 . 148亿元，“平均每年拿出总经费的
25%还贷款。”

“我校自2007年就停止了新校区的
建设，只完成规划建筑面积的60%，目
前部分教学楼、学生宿舍楼、实验楼和

行政办公楼仍未开工建设。”韩英说。
“除去教师人头费，剩下的钱用于

教学，收的那点学费只能维持水电暖。
实验仪器没钱买，一人一组实验甚至
合到十人一组。”山东中医药大学退
休职工周恭勤说得更形象，“学校里
拖欠教师的阳光工资和课时费。我退
休6年了，还欠我八万多元。每到放假
前、开学初和过年过节，学校和财务
处的领导就像杨白劳一样躲债，到了
无米下锅的地步。”

每年拿四成总经费还贷款

邓相超指出，中国高等教育融资渠
道太单一，仅靠政府投入和学生缴费。
对于高等学校的学费标准结构调整，政
府部门也应该考虑，我省高校数量由原
来的13所增加了137所，这几年山东省
政府教育经费的增加投入非常大，占财
政比重也是非常大的，但还是满足不了
山东高校的发展。

周恭勤也进一步说，提高学费对改

善教学困境的作用甚微，造成办学困难
的原因是债务，对于有债务的，学费提
高可以说是杯水车薪。

“债务能不能摊入培养成本，我觉
得不应该，还是应该由国家来解决欠款
问题，才能真正解决学校的困难。所以
说，我还是建议由政府来承担学校的债
务，这样才能解决现在的困境，学校才
能进入正常的运营。”

财政投入满足不了学校发展

VS

“高校学费调整是一个非常敏感
的问题。”消费者代表马越英表示，敏
感就在于牵扯到老百姓的利益，“不管
你有钱没钱，这个价格一公布，大家都
很关注，是因为最关注教育。”

她进一步表示，“学校不能只关
注涨价，能否把孩子培养成有用人
才 ，涨 价 后 教 育 质 量 能 否 上 个 台
阶。”

马越英举例说，“我学的是审计，
招来的员工大部分是会计专业和审计
专业，是本科生和研究生，结果通过一
段时间的工作，我觉得学得很一般，甚
至有的不如职业学校出来的学生工作
能力强。”

多位消费者代表都表示，调价可
以接受，但要加强资金监管力度，把钱
真正用在学生身上和教学上。

消费者代表：

学学费费不不能能用用来来偿偿还还学学校校债债务务
与大倒苦水的经营方相比，来自学生家长、已毕业学生家长的消费

者代表大多表示可以接受学费标准结构调整方案，但也指出涨价要涨
得明白：涨价后教育质量能否上个台阶。能否进行公示。

调价后要加强资金监管

“政府需要考虑人均收入和实际
收入达到什么数。”来自工薪阶层的代
表张宪民说，自己的工资每个月扣除
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只剩下1500元，
孩子在曲阜师范大学上学，每年学费
加上生活费将近两万元。

“我和孩子说，就算砸锅卖铁也供
你上学，因为一个孩子必须得到教育。
但是，上涨的学费是不是能真正用在
教育方面？”张宪民说得很实在。

宋飞舟建议，学费调整之后，不管
是增加了几百元还是一两千，“学校对
每一个消费者应该有一个公示，学费
用在哪里，公示要量化。”

山东教育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吉林
认为，学费应用于补充学校正常公用经
费及学生在校期间学习、生活所必需的
公共性专项经费，不能用于学校基建以
及大型维修支出等等，高校的债务不应
该由学费支出。

学费用在哪里要公示

记者还注意到，无论收入水平如
何，几乎每一位消费者代表都提及，学
费调整对农村困难群体带来的影响不
可忽视。

在乡镇工作多年的消费者代表韩
霞说，相对贫困的学生考上好一点的
大学，往往自尊心非常强。目前的救助
体制、帮扶机制还有一些漏洞存在。此

外，救助帮扶的比例明显偏低，标准不
符合现实需要。“救助机制、体制的调

整多数是机关的工作人员作出决策，
应该深入基层走访，作出更科学的决
定。”

“有一些城市学生、家庭条件很好
的学生学习照样很好，他们也在享受
这个奖学金。”宋飞舟建议，所谓助学
金和奖学金政策，政府应该统筹考虑
协调，并引入更多的社会力量介入，让
更多的贫困学生能够有机会接受更优
质的教育资源。

对农村困难群体的影响不可忽视

来自菏泽牡丹区河楼乡的
周翠萍还没完全适应听证会代
表的身份，她局促地介绍自己的
身份：家政临时工、农村低保户。

“来济南前，我把听证会资
料仔细学习了，对调整情况有
一定认识。”周翠萍说，这些年
农民收入增加了，但物价每年

都在涨。
周翠萍现在在城里干家政

临时工，每月收入800元，却要负
责全家的生活开支。周翠萍介绍
家庭情况时表示，丈夫残疾，不
能出去挣钱，一年前孩子考上大
学又增加一笔支出，生活压力对
她来说特别大。

说着，周 翠 萍 眉 毛 一 紧 ，
“在涨学费的同时，保证贫困家
庭孩子上学是我最关心的，希
望政府不断扩大照顾贫困生的
范围。”

对此次调整收费，周翠萍
说，“我也能理解。”在她看来，
这次调整有一些帮助困难学生

的政策，希望这些政策能真正
实施。

“当年孩子报华侨大学，就
是因为比较后发现想学的专业
这个学校收费最低，只有3 9 0 0

元 ，没 想 到 后 来 涨 到 了 5 4 0 0

元。”孩子含泪告诉他们涨钱的
消息，周翠萍一家盘算，政府给

的4000元助学金正好够给孩子交
学费。

“希望学校教育能够在动手
能力上加强一些，购买一些设
备，将来孩子在上班的时候能够
更快适应。”周翠萍对本报记者
表示。

本报记者 孟敏 杨凡

临时工代表周翠萍：

希希望望扩扩大大贫贫困困生生照照顾顾范范围围

“平均每年拿出总经费的
25%还贷款。”“学校和财务处的
领 导 就 像 杨 白 劳 一 样 躲
债……”

“学校不能只关注涨价，是
否能把孩子培养成有用人才？涨
价后教育质量能否上个台阶？”

10月25日，听证会上，一边是
收费方大吐苦水，一边是付费方
表示钱必须花得值、得管起来，
作为“涨价”利益相关的两头，两
方代表的观点相互交锋。

听证会上，消费者代表和高校代表展开激烈讨论。 本报记者 孟敏 摄

本报记者 杨凡 孟敏
实习生 刘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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