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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生全面收费制度的实施,能够缓解国家教育经费压力,促进研究生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基于

对９１所“２１１高校”全日制学术型研究生的学费与奖助体系的调查,发现各高校均已落实全面收费政策,但在

实施过程中存在着学费差距小、资助覆盖广、公开程度不高的现象,由此产生恶性竞争加剧、筛选成本增加、

信息差距扩大等问题.要完善研究生全面收费制度,提高研究生的培养质量,需要实行差异化的学费标准,

构建面向科研的奖助体系,以科研绩效为导向评定奖学金、以科研项目方式提供助学金,同时还要完善信息

公示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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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２０１４年秋季学期起,高等学校向所有纳入全

国研究生招生计划的新入学研究生收取学费,标志

研究生全面收费制度的正式实施.作为研究生教育

改革的重要一环,全面收费制度在缓解高等教育经

费压力、提升研究生培养效率等方面均发挥着不言

而喻的作用.然而,实施过程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正

在影响着这一制度达成预期效用.本文聚焦于全日

制学术型研究生的收费现状,通过对全日制学术型

研究生学费与奖助体系的调查,揭示了针对全日制

学术型研究生的全面收费制度中所存在的问题,在
此基础上提出了改进全面收费制度的建议,以期能

更好地完善研究生的收费与资助工作.

一、全日制学术型研究生全面收费制的实施现状

为了解全日制学术型研究生全面收费制度的实

施现状,本文以２１１高校为研究对象,选取在校级层

面明确全日制学术型研究生学费标准、奖助体系的

９１所高校为样本,以此为依据探讨全面收费制度的

实施现状与问题.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各高校

的研究生招生简章、信息公开网站、研究生招生网、
研究生官网等.研究发现,各高校均落实了全面收

费政策,确立了“两奖两助”的资助体系.具体研究

结果如下:
(一)学费差距较小,标准趋于一致

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教育部下发的«关
于加强研究生教育学费标准管理及有关问题的通

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３〕８８７号)(以下简称«通知»)中
规定,全日制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的学费

标准,须按照每生每学年不超过８０００元、１００００元

确定.研究发现,除厦门大学设置的学费标准,硕士

研究生全程３３０００元/生(含两年、两年半、三年学

制),博士研究生１３０００元/年[１],超过规定外,其余

９０所高校的学费均未超过规定的最高标准,且不同

地区、不同层次、不同专业间的学费差距较小.表１
为２１１高校学费标准统计表:



表１　“２１１高校”的学费标准统计

学费按最高标准设置的高校

总计(所) 频率(所) 比例(％)

硕士平均学费

(元/年)
博士平均学费

(元/年)

地区

东部 ４８ ４１ ８５．４ ７９７９．２ １００００．０

中部 １４ １４ １００．０ ８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西部 １８ １５ ８３．３ ７７４０．７ ９６９４．４

东北 １１ １０ ９０．９ ７８６３．６ １００００．０

层次
９８５ ３０ ２６ ８６．７ ８０２０．０ １００６６．７

２１１ ６１ ５０ ８２．０ ７８７２．７ ９８７７．０

专业
不分专业 ７７ ７６ ９８．７ ８０３９．０ １００３９．０

分专业 １４ ４ ２８．６ ７２７３．８ ９３９２．９

总计 ９１ ８４ ９２．３ ７９２１．２ ９９３９．６

　　１．不同地区间学费差距小.依据国家统计局的

划分方法[２],我国的经济区域分为东部、中部、西部

和东北四大地区① .在东部４８所“２１１高校”中,共
有４１所高校按最高标准(硕士研究生８０００元/年,
博士研究生１００００元/年)设置学费,硕士平均学费

为７９７９．２元/年,博士平均学费为１００００．０元/年;中
部的１４所,学费均为最高标准;在西部的１８所中,
共有１５所高校按最高标准设置学费② ,硕士平均学

费为７７４０．７元/年,博士平均学费为９６９４．４元/年;
东北的１１所,有１０所学费为最高标准,硕士平均学

费为７８６３．６元/年,博士平均学费为１００００元/年.
可见,经济水平不同的地区间研究生的学费标准趋

于一致.
２．不同层次间学费差距小.在样本内的３０所

“９８５高校”中,共有２６所高校的学费标准为硕士研

究生８０００元/年、博士研究生１００００元/年,“９８５高

校”的硕士平均学费为８０２０．０元/年、博士平均学费

为１００６６．７元/年.在非９８５的６１所“２１１高校”中,
共有５０所高校的学费标准为硕士研究生８０００元/
年、博士研究生１００００元/年,这些高校的硕士平均

学费为７８７２．７元/年,博士平均学费为９８７７．０元/
年.不同“２１１高校”(９８５与非９８５),虽然在办学层

次上有所不同,在办学水平、办学能力上也存在差

距,但所设置的学费标准相差不大.
３．不同专业间学费差距小.在样本高校中,共

有７７所高校的全日制学术型研究生的学费设置不

分专业,均为硕士研究生８０００元/年,博士研究生

１００００元/年(除厦门大学超过最高标准),仅１４所

高校根据不同专业划分了不同的学费标准.在这

１４所高校中,四川省的４所“２１１高校”按该省规定

的各类专业最高标准设置学费,不同专业间学费差

距未超过８００元;其余９所高校所设置的不同专业

学费标准间的差距最高也不超过２０００元.
(二)资助覆盖较广,普遍返还学费

调查发现,虽然研究生均需缴纳学费,但高校普

遍以学业奖学金与助学金这“一奖一助”的形式抵还

了全日制学术型研究生的学费,学业奖学金与助学

金的设置分别呈现出“高覆盖”与“无条件”式的

特点.
１．“高覆盖”式的学业奖学金.对于全日制学术

型硕士研究生而言,学业奖学金覆盖所有学生的高

校共有４９所,占比５３．８％;对于博士研究生而言,学
业奖学金全覆盖的高校共有７０所,占７６．９％,学业

奖学金覆盖面广.在这些学业奖学金全覆盖的高校

中,仅最低档学业奖学金金额即能返还硕士研究生

学费的就有１１所,占样本总量的１２．１％;能返还博

士研究生学费的有５９所,占６４．８％.意即对于这

１１所高校的硕士研究生与这５９所高校的博士研究

生而言,仅学业奖学金即能抵还他们所缴纳的学费.
表２为“２１１高校”学业奖学金设置现状.

表２　“２１１高校”学业奖学金设置现状

学业奖学金
全覆盖高校

频率(所) 比例(％)

最低档即能抵还学费高校

频率(所) 比例(％)

硕士研究生 ４９ ５３．８ １１ １２．１

博士研究生 ７０ ７６．９ ５９ ６４．８

　　２．“无条件”式的高校助学金.高校助学金包括

国家助学金与高校自己设立的助学金.国家助学金

的标准为中央部门所属高校博士研究生每生每年

１２０００元,硕士研究生每生每年６０００元;其他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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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研究生资助标准不低于每生每年１００００元,硕
士研究生资助标准不低于每生每年６０００元.在国

家助学金的基础上,又有１６所高校加设了针对本校

硕士研究生的助学金,４２所高校加设了针对博士

研究生的助学金.这些助学金的申请门槛低,基本

上研究生只要无违规违纪行为,即可获得,少有其他

的条件限制.
３．抵还学费的“一奖一助”.在“高覆盖”式的学

业奖学金和“无条件”式的高校助学金下,仅最低档

的“一奖一助”即能返还所有硕士研究生学费的高校

就已达５５所,占比６０．４％;能返还所有博士研究生

学费的高校达９１所,占１００％.不仅如此,硕士研

究生最高能获２３０００元/年,平均最高能获１６６４６．２
元;最低也能获６０００元/年,与学费两相抵扣,每年

只需实际缴纳２０００元上下.博士研究生最高能获

６６０００元/年,平均最高能获３１４８２．４元;最低也能获

１００００元/年,刚好抵充学费.许多高校仅“一奖一

助”即能抵充研究生的学费,表３为“２１１高校”“一
奖一助”设置现状.

表３　“２１１高校”“一奖一助”设置现状

一奖一助
最低档即能抵还学费高校

频率(所) 比例(％)

最高能获

(元/年/生)

平均最高能获

(元/年/生)

最低能获

(元/年/生)

平均最低能获

(元/年/生)

硕士研究生 ５５ ６０．４ ２３０００ １６６４６．２ ６０００ ９０４５．６

博士研究生 ９１ １００ ６６０００ ３１４８２．４ １００００ ２４１４１．８

　　(三)公开程度不高,简章不够完善

　　在全面收费制下,高校应在招生简章详细标明

学费标准、奖助体系等信息,以提高信息透明度,方
便学生根据自身经济情况选择学校.但是,高校的

招生简章存在内容不完善,公开程度不高的现象.

１．学费标准公开程度不高.根据«通知»的规

定,“高等学校在招生简章中必须注明研究生学费具

体标准”.然而,在硕士研究生的招生简章中,仅６２
所高校明确地注明了学费标准,占６８．１％;７所高校

以附件或超链接的形式公布了学费标准,占７．７％;
仍有２２所高校未在招生简章中注明硕士研究生的

学费标准,占２４．２％.在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中,明
确注明学费标准的高校共６３所,占比６９．２％;４所

高校以附件或超链接的形式公布了学费标准,占
４．４％;剩余２４所高校未明确注明博士研究生的学

费标准,占２６．４％.可见,研究生学费标准的公开程

度不足,透明度不高.

２．“一奖一助”公开程度不高.就硕士研究生而

言,在招生简章中明确注明 “一奖一助”评定等级、
覆盖比例、资助金额的高校仅有２９所,占３１．９％;５
所高校以附件或超链接形式公示“一奖一助”的实施

细则,占５．５％;共有５７所高校未能在招生简章中明

确注明奖助标准,占６２．６％.就博士研究生而言,在
招生简章中明确注明 “一奖一助”评定等级、覆盖比

例、资助金额的高校共２７所,占２９．７％;以附件或超

链接形式公示“一奖一助”实施细则的共有１０所,占
１１％;剩余５４所高校均未明确注明奖助标准,占比

５９．３％.“一奖一助”公开程度较低,信息不透明.

二、全面收费制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合理的学费定价及与其配套的资助政策有助于

提升高等教育的效率和公平[３].一方面,收取合理的

学费有利于缓解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紧张,优化生源

结构,促进教育资源的高效配置.另一方面,构建配

套的资助体系能为弱势群体提供向上流动的机会,保
障教育公平.然而在全面收费制度的实施中,学费定

价与资助体系的设置均不甚合理,且公示制度滞后,
从而加剧了高校、专业间的恶性竞争,增加了雇主的

筛选成本,扩大了高校与学生间的信息差距.
(一)学费标准趋同,加剧恶性竞争

综合考虑地区、学校、专业和时段等因素,制定

差异化的收费标准,发挥学费的市场调节作用,是国

际上通行的做法.如美国高校的研究生收费有着三

个特点:“一是私立高等学校的学费要高于公立高等

学校;二是名牌大学的学费要高于非名牌大学;三是

对外地学生所收的学费要高于本地学生”[４].但从

调查结果看,现阶段我国的全日制学术型研究生的

学费标准差距不大,不同地区、不同层次、不同专业

间设置的学费标准趋于一致,这会削弱学费的价格

机制属性,加剧高校、专业间的恶性竞争.
首先,加剧了不同地区高校的恶性竞争.东部、

中部、西部、东北部在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发展

空间、生活环境等方面的差距都比较大,但这些差距

并没有在学费中得以体现,在相近的学费标准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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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更愿意报考东部地区的高校,产生“孔雀东南飞”
的现象.其次,加剧不同层次高校的恶性竞争.一

些重点大学的知名度较高,获取社会资金的能力强,
能为研究生提供更为优质的条件.相较之下,普通

高校在办学能力、培养水平、获取经费与社会支持等

能力上均与重点大学存在差距,对生源的吸引力更

是减弱.在学费相差无几的情况下,普通高校出现

竞争力下降,招生困难等问题.最后,加剧了不同专

业的恶性竞争.学生在成为教育投资主体后,必然

会考虑学费投资和收益间的关系,由于不同专业的

学费差距不大,一些就业前景好、经济收益高的热门

专业就受到了追捧,人文社科、基础学科等冷门专业

对生源的吸引力下降,冷热专业分化,专业结构不平

衡的问题更为凸显.
(二)收费流于形式,增加筛选成本

在“高覆盖”式的学业奖学金和“无条件”式的高

校助学金下,研究生所缴纳的学费普遍得到返还,全
面收费近乎流于形式,根据筛选理论,这将导致筛选

成本的增加.筛选理论是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兴起的

一种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假设.其基本假设是,雇主

希望能以最低的成本获悉求职者的能力,以选拔更

有能力的人去填补岗位空缺.一种最简便的方式就

是了解其受教育经历(学历),因为一个人的能力与

他获得学历或通过考试所需花费的成本(时间与费

用等)成反比,可以由此分辨出一个人能力的高低.
根据筛选理论,有效的信号须是高成本信号,使

他人难以模仿,才能达到区分能力大小的目的.在

“一奖一助”下,研究生的学费都能得到抵还,因此极

大地降低了获得研究生学历这一教育信号所需的成

本.过低的成本会使许多研究生的学习动机外部

化,他们仅仅追求教育信号的筛选作用,希望能以最

低的成本获得学历,不愿意投入过多的精力到科研

活动中去[５],创新乏力成为他们的必然结果.另一

方面,过低的成本也会降低获得研究生学位的门槛,
造成人们对学位的过度需求,形成低能力者与高能

力者的“混同均衡”[６],研究生学历因此成为低成本

信号.雇主仅凭研究生学历难以区分低能力者和高

能力者,产生信号失灵现象,增加了雇主的筛选成

本,最终将导致个人和社会资源的无效配置.
(三)公示制度滞后,扩大信息差距

为了提高信息透明度,方便学生根据自身经济

情况选择学校,同时也是为了加强对研究生教育收

费的管理,接受学生、家长和社会的监督,«通知»中
明确规定“高等学校在招生简章中必须注明研究生

学费具体标准”.然而不少高校的公示制度仍显滞

后,在其招生简章中并未明确注明研究生学费的具

体标准,仅说明“学校按照国家和地方的规定根据物

价部门批准或备案标准收取学费”,然而地方的标准

是什么? 物价部门批准或备案的标准又是什么? 在

官网中也找不到具体的公示,学生在查询学费信息

的时候不免一头雾水.
除此之外,许多高校在研究生奖助体系的公示

上也并不完善,大部分高校均未在招生简章中明确

奖助学金的评定等级、覆盖比例、资助金额,学生往

往需要费很大一番精力才能从其他文件中找到有关

的规定,甚至根本找不到一部分高校的奖助政策信

息.“统一考试”的招生制度已经决定了研究生并不

能像英美等国家的学生那样自由的申请学校,在选

择权上处于相对弱势地位[７].高校公示制度的滞后

又会使学生难以获取充分的信息,在报考过程中处

于更加不利的地位.特别是家境贫寒的学生,在不

清楚高校的学费、奖助体系信息的情况下,难免会踌

躇不定,不知道是否该继续攻读研究生.所以,公示

制度的滞后扩大了高校与学生间的信息差距,容易

对学生的读研意愿产生消极影响,这不仅不利于生

源的合理配置,也难以保证教育收费的科学化、透明

化、合理化.

三、进一步完善研究生全面

收费制度的对策建议

(一)建立差异化的学费标准

对比国外高校,在美国,研究生学费大多逐年递

减,因为前两年研究生主要以学习为主,需要承担较

高成本;后几年主要以科研为主,需要给予相应的鼓

励与支持.在英国,不同高校不同专业均可采取不

同的收费标准,且总体而言学费较高.在法国,公立

综合性大学的研究生每年只需缴纳少量注册费,但
专业性公立或是私立高校的研究生则需要交纳高昂

的注册费[８].这些国家的收费制度虽然各有区别,
但基本都在考虑学校、专业、地区、时段等因素的基

础上,建立了差异化的研究生收费体系.
要减缓不同高校、专业、地区间的恶性竞争,需

要建立差异化的学费标准.政府应该明确其“掌舵

者”的角色,只做宏观引导,使高校能在遵循“差别定

价”原则的基础上,享有研究生学费的定价权.高校

需要合理构建研究生培养成本核算机制,区分研究

生的学习与研究阶段,根据教育事业支出、固定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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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旧成本、各类研究生数、各类硕士生数与全体学生

数之比等因素,测算研究生所应承担的培养成本,以
此为依据确定学费标准.最后,要发挥学费的市场

调节作用,适当调高重点大学、经济发达地区大学以

及经济收益较高的热门专业中研究生的学费标准,
适当降低普通院校、边远地区院校、基础学科、冷门

学科中研究生的学费标准,以合理配置研究生生源,
确保学科和专业的正常发展.

(二)构建面向科研的奖助体系

要降低筛选成本,消除信号失灵问题,需要构建

面向科研的奖助体系.一方面,需要注重效率,以科

研绩效为导向评定奖学金,提高获得奖学金的成本,
促使研究生学习动力的内部化.另一方面,要兼顾

公平,以科研项目方式提供助学金,这样既能支持研

究生顺利完成学业,又能提升研究生的科研能力.
具体内容包括:

１．以科研绩效为导向评定奖学金.对于奖学金

而言,特别是学业奖学金,要以科研绩效为取向,奖
励的范围与等级要和学业成绩、科研绩效挂钩,体现

择优原则,代替原有的“高覆盖式”学业奖学金体系.
通过提高获得各类奖学金所需的成本(时间、精力),
迫使受筛选动机驱动的研究生付出更多的精力用于

学业学习与科研活动,这将在很大程度上促使全日

制学术型研究生学习动机的内部化,提高研究生从

事科研活动的积极性,激发他们的创新活力,从而实

现培养资源的有效利用与培养质量的显著提升.
２．以科研项目方式提供助学金.为了使研究生

能够安心学业,高校应以科研项目的方式提供助学

金.高校可以统筹利用财政拨款、学费收入、社会捐

助等资金,设立覆盖面广、形式多样、经费充裕的科

研项目,由学生自主申报课题,以科研项目的方式抵

还学生学费、发放助学金,代替原有的“无条件式”助
学金.这样既能为全日制学术型研究生的基本生活

支出提供保障,又可以保证研究生能够持续的全身

心的投入到科研活动中去.
(三)推进自主招生,完善信息公示制度

研究生全面收费制度的有效执行,不仅需要政

府的统筹规划,也需要高校的有效协同.全面收费

的实施已近三年,部分高校的协同配套制度仍滞后

于现实,未能做到信息的公开与对称.要完善研究

生培养制度,推动研究生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就要

大力推进高校内部管理体制的变革,形成与全面收

费制度相协同、相配套、相促进的完整体系.
首先,推进研究生招生制度改革.在“统一考

试”的招生制度下,考生只能选择报考某一院校中的

某一专业,容易产生信息不对称问题,不利于考生和

招生单位有效的双向选择[９].要转变考试目的,“统
一考试”只为甄别申请者的基本素养,作为高校自主

招生的参考依据[１０],应推进自主招生制度建设,允
许学生在通过“统一考试”后自主申请院校,双向扩

大学生与院校的选择权,提高生源选拔的效率与效

果.其次,要完善信息公示制度.高校必须落实«通
知»中的规定,在招生简章中明确注明各学科专业的

学费标准,公开奖助贷补等资助的比例额度、申请条

件与申请流程等信息,做到信息的准确、公开与对

称.在官方网站、研究生招生网站或研究生院网站

等信息平台中,明确公布包括研究生招生管理规定、
研究生学费标准、奖助贷补政策实施细则等与研究

生招生管理相关的信息,保障考生的知情权,缩小高

校与学生间的信息差距.

注释:

① 东部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
东、广东和海南;中部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

和湖南;西部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
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东北包括:辽宁、吉
林和黑龙江.

② 其中有４所四川的“２１１高校”按该省规定的最高标准设

置学费,即文、法、经、史、哲、管、教类硕士研究生７２００
元/年,博士研究生９０００元/年;其他类硕士研究生８０００
元/年,博士研究生１００００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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