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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性成本跟隐性成本（显性成本跟隐性成本例子）

关于上大学的成本是多少？有人说，上大学的成本＝学费＋住宿费＋伙食费＋教材
费……其实，上大学还有另外一种成本——机会成本。

如果你没有选择上大学，而是选择参加工作，那么，在四年上大学期间参加工作预
期能够赚到的钱，就是上大学的机会成本。只要有选择，就必然会产生机会成本。

一、国家办学的成本

高校经济来源一般有国家财政拨款、所收学费、校办企业、社会捐赠四个方面。对
于非重点大学来说，大多依赖财政拨款和所收学费。对于地方大学，几乎全靠所收
学费来生存。

在我国，高等教育不但没有“挣钱”，反而要“贴钱”。学校所收学费大多用于教
师工资和科研类经费支出。有人计算过，高校培养一个学生，费用国家、学校、个
人各解决三分之一。

二、上学的机会成本

上大学的机会成本包括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两个部分。显性成本是学生上大学时的
所有支出，隐性成本是学生选择上大学而放弃在外打工的收入。

20年前，有一个上大学成本计算公式在网上热传，南京市某大学以此公式，通过学
生学习、衣、食、住、行的五个方面的显性开支，算出每天上学的机会成本是282
元。也就是说一天不上课就亏掉了282元。

三、存钱的机会成本

国民储蓄是收入减去消费的余额。中国的国民储蓄率为50%以上，而美国、日本、
澳大利亚等国家储蓄率非常低。

“穷人把钱存银行，富人拿钱去消费”，说的就是会花钱的人才有能力赚更多的钱
。

因为把钱花在教育上可以提高人力资本的价值；把钱花在健康上可提高身体素质；
把钱花在买房和投资上可以保值增值；把钱花在旅游上可增长见识，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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