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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账户 1 教育目的账户通式

来 源 支 出
1. 来自中央政府的资金

2. 来自地方政府的资金

3. 来自其他渠道教育经费

1. 向相应的非营利目的转移

2. 给受专门教育的学生的费用

3. 教师进修费用

4. 奖学金

5. 助学金

6. 捐款

7. 其他目的转移

8. 统计误差

总收入 总支出

账户 1中左边的来源是各种渠道来源的教育经费，右边是用于各种目的的教育支出。其

中的平衡式为：总收入=总支出。

教育资产是教育核算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按照相同的原理，可以设计教育资产账户通

式如下（见账户 2）。

账户 2 教育资产账户通式

来 源 支 出
1. 来自中央政府的资金

2. 来自地方政府的资金

3. 来自其他渠道教育经费

1. 购买设备

2. 购买除设备外的物品

3. 其他资本形成项

4. 统计误差

总收入 总支出

账户 2中左边的来源是各种渠道来源的教育经费，右边是用于各种支出而形成的教育资

产。其中的平衡式为：总收入=总支出。

附录 2

账户 4 教育核算综合账户

学 龄 前

教育

初 等

教育

中 等 教

育

高 等 教

育

特 殊 教

育

其他教

育

总计

（1） （2） （3） （4） （5） （6）
（一）活动账户

1. 公共预算教育经费

2. 各类捐赠

3. 其他自筹教育经费

总收入

4. 购买物品

5.教师工资及各类报偿

6. 其他劳动报酬支出

7.其他支出

总支出

（二）目的账户

8. 来自中央政府的资金

9. 来自地方政府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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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来自其他渠道教育经费

总收入

11.向相应的非营利目的转移

12.给受专门教育学生的费用

13.教师进修费用

14.助学金

15.捐款

16.其他目的转移

总支出

（三）资产账户

17.来自中央政府的资金

18.来自地方政府的资金

19.来自其他渠道教育经费

总收入

20.购买设备

21.购买除设备外的物品

22.其他资本形成项

总支出

附录 3 矩阵形式推导

以矩阵的形式可表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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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教育活动的结构和产出效率不变，当 t+1 年度第 j 部门公共预算经费投入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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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则（t +1）时期第 j部门的教育活动产出增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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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t +1 时期教育活动产出增量，��櫈 是 t年度 j部门的公共预算经费投入系

数。

则各部门 t +1 时期教育活动产出增量就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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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该矩阵再变形，可计算各部门公共预算经费投入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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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

各种方法的计算表达式
①
为：

标准化法消除量纲的计算式为：
ij j

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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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处： jx 为标准化值 , ijx 为实际观

测值， j （j =1，2，……m） 为指标的标准差。

归一化法消除量纲的计算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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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量规范化消除量纲的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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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性比率法清除量纲的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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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特殊值。

若指标体系中的指标表现为取值在一个合理的、最优的范围之内，即既非越大越好，

也非越小越好。这种情况下，可选用功效系数法来消除指标的量纲，而后进行指标的整合。

其步骤是，选择确定指标体系中各指标的满意值xi
h( )
和不允许值���茨傥，而后用如下公式计算

各指标的功效系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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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指标整合中，消除指标量纲的方法有多种，可依据指标性质等情况选择。本处提供的方法参引自郭亚军著：《综合评价理

论、方法及应用》，科学出版社，2007 年 5月第 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