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 页 共 4 页 

五、教学条件知识问答 

1. 四项经费及其含义 

四项教学经费的每项经费都是有确切的含义的，它们是按原国家教委 1988

年制订的《高等学校会计制度》中的会计项目定义的。它包括本专科业务费、教

学差旅费、体育维持费和教学仪器设备维修费。 

“本专科业务费”是指本专科生进行实验、实习、毕业设计所需的各种原材

料、低值易耗品及加工、运杂费、生产实习费、毕业论文答辩费、资料讲义印刷

费及学生讲义差价支出费。 

“教学差旅费”是指教师进行教学调查、资料搜集、教材编审调查等业务活

动的市内交通费、误餐费和外地差旅费。 

“体育维持费”是指各种低值体育器械（包括各种球类、冰鞋、跑鞋、铁饼、

标枪、铅球等器材）和运动服装的购置费、修理费，体育运动会费用，支付场地

租金和参加校际以上运动会的教职工运动员的伙食补助费以及公共体育教研室

的业务性报刊、杂志、资料等零星费用。 

“教学仪器设备维修费”是指教学仪器设备的经常维护修理费。 

统计上述“四项经费”时用的是财务年度，即用 12月 31日年度决算时的经

费值，学生数也应是此时的全日制本专科生人数。统计时既要每项经费的年度值，

也要四项经费的总值。经费来源包括事业费拨款、自筹经费、主管部门专项投入

和其他投入。而不是特指学费收入，考核的核心是“四项经费占学费收入的比例”。 

教学经费的统计比较复杂，各个学校的情况也不尽相同，特别是本专科业务

费，必须是直接用于本专科生教学运行的费用，而水电费、工资及福利性开支、

学生助奖学金、学生工作经费、教师进修费等都不能计入本专科业务费。 

2. 生均四项经费 

计算生均值所用学生数为全日制在校生人数。 

全日制在校生人数=本科生数+专科生数×0.5 

统计生均四项经费时，教学经费和学生数所用的时间应统一，规定都用每年

12月 31 日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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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生均四项经费的达标要求 

生均四项经费能满足人才培养需要，占学费收入的比例≥30％，评为 4分。

比例＜20％，评为 1-0分。 

4. 省级专业建设、课程建设方面开支的费用是否可计算在教学经费内？ 

答：可以。 

5. 如何考察生均四项经费增长情况？ 

答：是考察学校近三年用于每个学生的教学运行经费在数量上的变化，计算

时用的学生数是普通本、专科生在校生学生数。该项应考虑三个增长情况：一是

近三年每年四项经费总值增长情况；二是生均近三年四项经费每项分别增长情

况；三是近三年生均四项经费增长率的增长情况。 

6. 教学行政用房的含义是什么？ 

所谓的教学行政用房，是指学校具有产权的教学用房、教学辅助用房和行政

的办公用房。 

（1）教学用房 

教学用房包括普通教室、语音室、计算机教室、多功能教室、多媒体教室、

绘图绘画室、实验室等。 

（2）教学辅助用房 

包括教学准备室、教具陈列室、实验仪器及器材室、体育器材室、标本展览

室、图书馆等，不包括宿舍、食堂、锅炉房、附属医院、学术交流中心等。 

（3）行政办公用房 

指学校党政机关、教学院系及教研室办公用房，不包括会堂、传达室等。 

7. 生均教学行政用房的计算 

生均教学行政用房面积＝（教学及辅助用房面积＋行政办公用房面积）／全

日制在校生人数。 

全日制在校生人数=本科生数+专科生数×0.5 

8. 各类高校生均教学行政用房达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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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中工科、农林院校、医学院校生均教学行政用房面积≥16平方米/人；

综合、师范、民族院校≥14平方米/人；语文、财经、政法院校≥9平方米/人；

体育院校≥22平方米/人；艺术院校≥18平方米/人。 

9. 教学用房和教学辅助用房，需要分别进行统计吗？这两类用房应如何进

行区分？ 

答：给出的最后的数据不必分，但在统计过程中需要分别一一进行统计。 

10. 教学行政用房包括不包括运动场地呢? 

答：运动场地不是房屋，不能计入教学行政用房。 

11. 生均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各高校要求标准 

本科中工科、农林院校、医学院校生均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5000元/人；

综合、师范、民族院校≥5000 元/人；语文、财经、政法院校≥3000 元/人；体

育院校≥4000元/人；艺术院校≥4000 元/人。 

12. 生均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的计算 

生均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教学科研仪器设备资产总值/全日制在校生数。 

全日制在校生人数=本科生数+专科生数×0.5 

13. 新增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是指当年新购置的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总值

吗？还是需要减去当年报废的仪器设备值？ 

答：应为新购置的扣除报废的。 

14. 图书资料 

“图书”包括纸质图书与电子图书；业务类期刊杂志，按种类和年度装订成合订

本，1本算 1册。对于图书资料，既要考察数量，也要考察过时书籍淘汰情况和

学生利用情况。 

15. 生均图书资料计算 

生均年进书量＝当年新增图书量/全日制在校生数。 

全日制在校生人数=本科生数+专科生数×0.5 

16. 生均图书资料评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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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手段先进，图书馆使用效果好，生均年进书量≥4册，评为 3分。 

17. 如何考察实验室、实习基地状况？  

实习基地是指具有稳定的实习场所（有协议）或没有协议但已经连续三年在

同一个地方实习。有明确的实践教学的目的和任务，有稳定的教师和辅助人员队

伍，有实习的项目，场地、设施能够满足人才培养的需要。 

考察内容：校内外实习基地建设情况（包括名称、地址、建立时间、实习专

业、可容纳实习人数等内容）、学校与实习单位的协议、学校加强实习基地建设

的有关材料、单价 800元以上的教学科研仪器一览表及台卡、加强实验室建设及

管理的材料等。 

18. 校园网建设包含哪些内容？ 

主要是考察学校校园网建设的水平、硬件的情况以及在本科教学中的作用。

在校园网建设中，要加快数字图书馆、多媒体网络教学资源建设。校园网主要包

括三个方面，一是校园网建设的条件，建设的条件先进不先进；第二是考察校园

网的运行，校园网的运行好不好；第三是看校园网能不能促进本科教学，在本科

教学中有没有很好发挥作用。 

考察内容：校园网基本数据、校园网信息化程度分析、校园网服务本科教学

材料（网上教学资源、课程资源、网络教学、辅导答疑）、校园网流量统计、教

务管理系统建设及运行、学校主页及各单位主页建设情况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