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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改革开放四十年，我国民办高等教 育 取 得 了 历 史 性 成 就：政 策 导 向 由 限 制 走 向 管 扶 并 举；办 学 规 模 由

弱小走向庞大；办学层次由低层走向高端；教育质量由粗劣走向提升。民办高等教育四十年改革发展积累了许

多宝贵经验：党和政府的支持是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基 本 前 提；法 治 建 设 是 民 办 高 等 教 育 发 展 的 重 要 保 障；保

护举办者合法权益是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持久动力。展 望 未 来，民 办 高 等 教 育 将 在 建 设 教 育 强 国 进 程 中 大 有

作为；内涵式发展将成为提升民办高等教育实力的内生力量；分类管理制度下民办高等教育的公益属性将更加

凸显；全球化和信息化将助推民办高等教育发展方式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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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改革开放四十年民办高等教育发展回顾

涂尔干（ｍｉｌｅ　Ｄｕｒｋｈｅｉｍ）说过：“只有细致地

研究过去，我们才能去预想未来，理解现在。”［１］改

革开放四十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以 及

民办高等教育政策的不断完善，人民群众对多 样

化教育需求日益增加，社会力量兴办高等教育的热

情日益高涨，民办高等教育在法规建设、办学规模、

结构层次、教育质量等方面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

（一）政策导向：由限制走向管扶并举

伴随着改革开放四十年的 进 程，我 国 民 办 高

等教育的基本政策体系经历了由限制到管扶并举

的过程，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一是民办高等教育发轫期（１９７８—１９９１年）。

邓小平在 全 国 科 学 大 会 开 幕 式 上 提 出：“教 育 事

业，绝不只是教育部门的事，各级党委要认真地作

为大事来抓。各行各业都要来支持教 育 事 业，大

力兴办教育事业。”［２］随 着 改 革 开 放 的 推 进，一 批

由大学退休教授创办的非学历民办高等教育机构

诞生。由于当时法治建设、管理工作滞后，民办高

等教育在发展初期出现滥发毕业证书等问 题，于

是国家开始发布文件进行整顿。

二是民办 高 等 教 育 政 策 探 索 期（１９９２—２００１
年）。１９９３年，原国家教委颁布《民办高等学校设

置暂行规定》，结束了民办高校无章可循的办学状

态。１９９７年，《社 会 力 量 办 学 条 例》明 确 规 定“国

家严格控制社会力量举办高等教育机构”。不 过

仅仅过了一年，国家政策就从限制变成鼓励 和 支

持。１９９８年，《面 向２１世 纪 教 育 振 兴 行 动 计 划》

提出调 动 各 方 面 发 展 教 育 事 业 的 积 极 性；１９９９
年，《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 的 决

定》提出经批准可以举办民办普通高等学校。

三是民办 高 等 教 育 立 法 建 设 期（２００２—２０１５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以下简

称《民办教育促进法》）及其实施条例的颁布，标志

着我国民 办 教 育 法 治 建 设 迈 出 了 里 程 碑 式 的 一

步。随着政策法律环境的不断优化，民 办 高 等 教

育办学规模迅速扩张，但教学质量、管理水平相对



滞后。针对 江 西 等 地 民 办 高 校 爆 发 的 群 体 性 事

件，国家陆续下发了《关于加强民办高校规范管理

引导民办高 等 教 育 健 康 发 展 的 通 知》（２００６年）、

《民办 高 等 学 校 办 学 管 理 若 干 规 定》（２００７年）、

《独立学院设置与管理办法》（２００８年），以加强对

民办高等教育的规范管理。

四是民 办 高 等 教 育 法 律 完 善 期（２０１６年 至

今）。民办教育在发展中长期面临法人属性模 糊

不清、同 等 待 遇 无 法 落 实 等 制 度 性 障 碍。２０１６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的决定》，随后《国务院

关于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

展的若干意见》《关于加强民办学校党的建设工作

的意见（试行）》《民办学校分类登记实施细则》《营

利性民办学校监督管理实施细则》等配套文件颁

布，由此开启了民办高等教育非营利性、营利性分

类管理的新时代。

（二）办学规模：由弱小走向庞大

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我 国 民 办 高 校 几 乎 都 是 在

“一无资金，二无校舍，三无教师队伍”的背景下萌

芽诞生的。大多数民办高校没有自己独立的办学

场所，多在租赁校舍开展教学；其办学经费为学费

积累，以学养学、滚动积累；许多院校位置偏僻，条

件简陋，设施落后。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办学资金积累的增多，

加上国家对民办高校办学条件、设置标准的重视，

民办高校办学条件得到改善，占地面积逐步扩大。

全国许多民办高校先后经历了数次搬迁、多次 并

校，从租赁教室到自建校舍，逐步发展起来。据统

计，截至２００１年底，全国具有颁 发 学 历 文 凭 资 格

的民办普通高校已有８９所，在校生１４万人［３］。

随着２０世纪末全国高等教育的扩招，民办高

等教育迎来黄金发展期，一大批民办高校和公 办

高校举 办 的 独 立 学 院 陆 续 创 办。在 政 府 的 鼓 励

下，民办高等教育快速崛起，成为公办高等教育的

有益补充。民办高校招生人数逐步增 加，办 学 规

模迅速扩张，办学条件日渐优化，教学科研及辅助

用房建筑面积、行政办公用房建筑面积、教学和科

研仪器设备值均大幅提升。一部分由大型企业投

资新建的民办高校高起点规划建设，其基础办 学

条件甚至可以与公办高校相媲美。陕西、山东、江

西、河南、广东等省份出现一批在校学生两万人以

上的中大型规模民办高校。

如表１所示，截 至２０１７年，全 国 共 有 民 办 高

校７４７ 所 （含 独 立 学 院），占 全 国 高 校 数 的

２８．５９％；民办高校在校生６２８．４６万人，占全国普

通 高 校 在 校 生 总 数 的１６．６３％［４］。２０００—２０１７
年，全国民办高校数量增长了１６倍，民 办 高 校 在

校生总数增长了４４倍，民办高校数和在校生数均

呈持续增长态势，全国平均每五名大学生中 就 有

一名在民办高校就读。民办高等教育的蓬勃发展

为加快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

献，《２０１７年 全 国 教 育 事 业 发 展 统 计 公 报》显 示，

２０１７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４５．７％［４］。社

会力量兴办高等教育也缓解了政府财政压力，根据

《２０１７年全国教育经费统计快报》，２０１７年全国高

等教育经费总投入为１１　１０９亿元，按照全国普通

高等学校生均教育经费３３　４８１元计算，仅２０１７年

全国民办高校就为国家节省了公共财政２　１０４亿

元支出经费。

表１　２０００—２０１７年全国民办高校数、在校生数

时间（年）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民办高校数（所） ４３　 ８９　 １３３　 １７３　 ２２８　 ５４７　 ５９６　 ６１５　 ６４０
在校生数（万人） １４．００　 １５．１１　 ３１．９８　 ８１．００　 １３９．７５　 ２１２．６３　 ２８０．４９　 ３４９．６９　 ４０１．３０

时间（年）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民办高校数（所） ６５８　 ６７６　 ６９８　 ７０７　 ７１８　 ７２８　 ７３４　 ７４２　 ７４７
在校生数（万人） ４４６．１４　 ４７６．６８　 ５０５．０７　 ５３３．１８　 ５５７．５２　 ５８７．１５　 ６１０．９０　 ６３４．０６　 ６２８．４６

注：数据根据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历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整理而成。

　　（三）办学层次：由低层走向高端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民办高等教育办学层次逐

渐上移，从非学历教育到学历教育，从专科教育到

博士研究生教育，这反映了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需

求的变化，也折射出民办高校办学层次的提升。

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为 满 足 大 批 城 乡 青 年 参 加

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的需求，北京、广

州等一些大城市出现了文化补习班。１９８２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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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社会大学成立，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第一 所

民办大学。１９８４年，北 京 海 淀 走 读 大 学 创 立，成

为首所国家承认学历、实行公有民办体制的民 办

高校。随后，各类民办高等教育机构在全国涌现，

１９８６年全国 已 有３７０所 民 办 高 等 教 育 机 构。２０
世纪９０年代，我国民办高等教育办学还处于较低

的层次，以职业培训、文化补习、高等教 育 自 学 考

试助学为主，基本上集中在非学历教育领域。

１９９４年，黄河科技学院获批成为全国第一所

实施专科学历教育的民办高校，仰恩大学成为 第

一所具备颁发本科学历文凭、授予学士学位资 格

的民办本科高校。２０００年，黄河科技学院升格为

本科高校，成为我国第一所“专升本”的民办普通

本科院校，从此拉开了我国民办本科高等教育 跨

越发展 的 序 幕。同 时，２０世 纪９０年 代 末，江 苏、

浙江一带诞生了一批由公办高校举办的民办二级

学院，后来该模式在全国推广，随后涌现出３００多

所利 用 新 机 制、新 模 式 创 办 的 高 等 教 育 机 构。

２００３年，教育部将这一教育类型正式命名为独立

学院。独立学院既充分利用了公办高校的资源优

势、师资优势、管理优势，又充分发挥了 民 间 资 本

的资金优势、机制优势、市场优势，从办 学 伊 始 就

实现了高起点、跨越式发展［５］，是改革开放四十年

来高等教育改革的一项重要成果。目 前，全 国 共

有独立学院２６５所，在校生２４７万人，是我国民办

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伴随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步 伐，我 国 民 办 高 等

教育的 办 学 层 次 亦 稳 步 提 升。除２００１年、２００４
年、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７年 之 外，２０００—２０１８年 每 年 均

有民办本科院校新获批设；截至２０１８年１１月，全

国共有独立设置的民办本科高校１６９所（不包含

中外合作大学），详见表２。民办高校办学层次的

提升，一方面是由于经济社会快速发展需要大 量

本科层次应用型、技术型人才，另一方面是由于国

家大力扶持民办高等教育发展，在高等学校设置中

支持民办高职升本，鼓励独立学院转设为完全独立

设置的民办本科院校。统计显示，民办普通高校的

专科层次在毕业生数、招生数、在校生数上增长缓

慢，民办普通高校本科层次的发展规模较快［６］。

同时，民办高校在研究生办 学 层 次 上 取 得 历

史性进展。２０１１年，全国五所民办高校获批招收

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办学层次实现了新的飞跃，

其中北京城市学院、西京学院目前各有五个 专 业

硕士学位授权点。２０１７年，全国民办高校招收硕

士研究生７４７人，在学１　２２３人［４］。２０１８年，吉林

华桥外国语学院升格为吉林外国语大学，成 为 全

国第一所由学院升格为大学的民办高校，这 标 志

着我国民办高等教育办学层次的 跃 升。同 时，瞄

准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目标的西湖大学正式揭牌成

立，开启了我国民办高校培养博士研究生的先河。

表２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民办本科高校设置进度

设置时间
（年）

院校名称
新增高校数
（所）

院校总数
（所）

１９９４ 仰恩大学 １　 １

２０００ 黄河科技学院 １　 ２

２００２ 上海杉达学院、三江学院 ２　 ４

２００３
北京城市学院、吉林华桥外国语学院、黑龙江东方学院、浙江树人学院、西安培华
学院

５　 ９

２００５

辽宁对外经贸学院、上 海 建 桥 学 院、安 徽 新 华 学 院、南 昌 理 工 学 院、江 西 科 技 学
院、青岛滨海学院、烟台南山学院、武 汉 生 物 工 程 学 院、长 沙 医 学 院、湖 南 涉 外 经
济学院、广东培正学院、广东白云学 院、西 安 翻 译 学 院、西 安 外 事 学 院、宁 夏 理 工
学院、西安欧亚学院

１６　 ２５

２００６ 西京学院 １　 ２６

２００７ 河北传媒学院 １　 ２７

２００８

天津天狮学院、辽宁财贸学院、大连东软信息学院、吉林动画学院、哈尔滨德强商
务学院、宁波大红鹰学院、浙江越秀 外 国 语 学 院、安 徽 三 联 学 院、闽 南 理 工 学 院、
潍坊科技学院、山东万杰医学院、山 东 英 才 学 院、郑 州 华 信 学 院、郑 州 科 技 学 院、
海口经济学院、西安思源学院、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１７　 ４４

２００９ 大连艺术学院 １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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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２）

设置时间
（年）

院校名称
新增高校数
（所）

院校总数
（所）

２０１１

河北科技学院、河北美术学院、大连 科 技 学 院、辽 宁 何 氏 医 学 院、长 春 建 筑 学 院、
齐齐哈尔工程学院、黑龙江外国语学院、哈尔滨剑桥学院、哈尔滨华德学院、无锡
太湖学院、安徽外国语学院、安徽文达信息工程学院、福州外语外贸学院、南昌工
学院、江西服装学院、青岛工学院、山东协和学院、青岛黄海学院、商丘工学院、郑
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商丘学院、武 昌 理 工 学 院、武 汉 长 江 工 商 学 院、汉 口 学 院、
武汉东湖学院、广东科技学院、广西 外 国 语 学 院、成 都 东 软 学 院、云 南 工 商 学 院、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山西工商学院

３１　 ７６

２０１２
哈尔滨石油学院、哈尔 滨 远 东 理 工 学 院、哈 尔 滨 广 厦 学 院、武 昌 工 学 院、三 亚 学
院、郑州成功财经学院、银川能源学院、河北外国语学院、南宁学院 ９　 ８５

２０１３
燕京理工学院、沈阳工学院、大连财 经 学 院、沈 阳 城 市 学 院、沈 阳 城 市 建 设 学 院、
长春科技学院、长春光华学院、上海视觉艺术学院、重庆人文科技学院、四川传媒
学院

１０　 ９５

２０１４

辽宁理工学院、辽宁传媒学院、哈尔滨信息工程学院、青岛恒星科技学院、山东华
宇工学院、山东现代学院、齐鲁理工 学 院、西 安 交 通 工 程 学 院、郑 州 财 经 学 院、黄
河交通学院、文华学院、武汉工程科 技 学 院、长 春 财 经 学 院、河 北 工 程 科 技 学 院、
江西工程学院、江西应用科技学院、上 海 兴 伟 学 院、广 东 东 软 学 院、广 州 商 学 院、
广州工商学院、广东理 工 学 院、厦 门 华 厦 学 院、福 州 理 工 学 院、泉 州 信 息 工 程 学
院、南通理工学院、宿迁学院、成都文 理 学 院、四 川 工 业 科 技 学 院、四 川 文 化 艺 术
学院、四川电影电视学 院、湖 南 应 用 技 术 学 院、湖 南 信 息 学 院、湖 南 交 通 工 程 学
院、北海艺术设计学院、北京吉利学 院、重 庆 工 程 学 院、山 西 应 用 科 技 学 院、云 南
经济管理学院

３８　 １３３

２０１５
黑龙江工商学院、武汉 设 计 工 程 学 院、厦 门 工 学 院、阳 光 学 院、武 汉 财 经 科 技 学
院、湖北商贸学院、武昌首义学院、四川工商学院 ８　 １４１

２０１６
沈阳科技学院、温州商学院、安徽信 息 工 程 学 院、郑 州 工 商 学 院、信 阳 学 院、安 阳
学院、武汉传媒学院、武汉华夏学院、武汉晴川学院 ９　 １５０

２０１８

济南工学院、山东外事翻译学院、中原科技学院、郑州西亚斯国际学院、广东工商
学院、广州科技学院、广西城市学院、海 南 科 技 学 院、重 庆 建 筑 科 技 学 院、重 庆 机
电工程学院、成都艺术学院、陕西电 子 科 技 学 院、西 安 汽 车 学 院、河 北 学 院、吉 林
建筑科技学院、吉林理工学院、皖江工学院、闽南科技学院、武汉文理学院

１９　 １６９

注：相关资料根据教育部发展规划司教育统计数据和全国高等学校名单整理而成，２０１８年 设 置 的 民 办 本 科 院 校 已 经 获
得教育部公示。

　　（四）教育质量：由粗劣走向提升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在国家 鼓 励 社 会 力 量 兴

办教育的政策引领下，民办高等教育的举办模 式

日趋多样，投 资 主 体 越 发 多 元，资 金 来 源 更 加 丰

富，办学行为逐渐规范，治理结构不断 完 善，教 学

改革不断深化。政府财政扶持力度的 不 断 加 大，

推动民办高校办学质量不断提升，走向合格达标。

民办高等 教 育 是 改 革 开 放 进 程 中 市 场 的 产

物，在其发展初期，由于董事会组成、运行程序、法
人治理机制、举办者权力等方面缺乏规制，家族式

管理普遍存在。学校党委、监 事 会、教 代 会、学 代

会、学术委员会等组织不够健全，作用 难 以 发 挥，

影响学校的持续健康发展。这一时期，民 办 高 校

主要采取延揽生源、扩大规模、注重硬件的外延式

发展策略，对于人才培养质量的关注和投入不够。

办学专业主要集中在传统的文科和个别应用广泛

的领域，如 外 语 外 贸 类、经 济 管 理 类 等 低 成 本 专

业。整个２０世纪，民办高等教育质量成为劣质教

育的代名词，社会声誉不高。

２１世纪以来，民办高校在完成基础建设和规

模发展之后，开始不断加强专业建设，加大人才引

进，优化师资结构，加强教师培训，创 新 人 才 培 养

模式，内涵建设明显增强。部分民办 高 校 充 分 利

用行业企业优势，加强校企合作，弥补资源不足的

缺陷。有的民办高校加强国际合作 交 流，引 进 国

际教育资源，拓展在校学生海外交流机会，开展学

分互认、教师互派，取得了明显成效。为了满足国

家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要

求，一些省份民办本科高校积极申报转型试 点 单

位，成为转型发展试点高校。总之，经过四十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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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建设，民办高校内涵建设水平显 著 提 升。根

据教 育 部 高 等 教 育 教 学 评 估 中 心 统 计，２０１５年，

全国民办本科院校生均教学行政用房面积达１５．３
平方米，生均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达５　７６０．３元，

生均藏 书 量 达８２．９册，生 均 教 学 日 常 运 行 支 出

为２　２１８．５元［７］。

同时，全国已有部分民办高校崭露头角，在学

科专业建设、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方面形成一定

的特色和品牌。少数民办高校跻身于一本批次招

生，充分表明社会的认可。由腾讯创始 人 陈 一 丹

先生创办的武汉学院软件工程等三个专业获批在

本科第一批次招生；浙江大学城市学院、浙江大学

宁波理工学院各有五个专业列入浙江省本一批次

招生；四川大学锦城学院审计学专业为一本批 次

招生。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对标国 际，培 养 了

大批健康服务业技术技能型人才，其毕业生遍 布

全球４１个国家和地区。上海视觉艺术 学 院 的 艺

术与设计学科已位居全球大学第５１～１００名，办

学实力超过一些同类型公办高校。

二、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民办

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经验

　　我国民办高等教育四十年改革发展积累了许

多宝贵经验，这些经验将为民办高等教育再次 扬

帆起航提供参考借鉴。

（一）党和 政 府 的 支 持 是 民 办 高 等 教 育 发 展

的基本前提

四十年改革开放推动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

转变，国家一方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 定

性作用，另一方面更好地发挥政府作 用。随 着 政

治体制的 改 革、市 场 经 济 的 建 立、思 想 的 逐 步 解

放，社会各界对民办高等教育的态度越来越开明，

党和政府的顶层设计、大力支持、鼓励 引 导，促 进

了民办高等教育的繁荣发展。民办高校的发展与

国家政策设计紧密相关，几乎每个重大的发展 时

期都是以法律和政策的颁布为标志和推动力 的，

这就使政策驱动成为我国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一

个基本特征［８］。２０１６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

小组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民办教育有关政

策文件，这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民办教育的 高

度重视。随着改革的深入，国家越来越 注 重 改 革

的系统性、协同性，２０１７年，国务院建立民办教育

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联席会议相关成员 来 自

于教育部、发展改革委、民政部等１４个部门，改变

了民办教育各自为政的局面。

从地方层面来看，随着行 政 体 制 改 革 稳 步 推

进，地方政府对民办高等教育的支持力度随 之 增

大，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政策。各级党 委 和 政 府 对

民办高校采取专项资金、购买服务、生均拨款等多

种形式来加大财政扶持力度。譬如，上海市２０１５
年民办教育政府专项资金达７亿元；陕西省财政

从２０１２年起 每 年 对 民 办 高 等 教 育 投 入３亿 元，

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对民 办 高 等 教 育 投 入 专 项 资 金 已

达１５亿元；重庆市自２０１０年 起 对 民 办 本 科 高 校

按照每生每年１　７００～２　０００元的标准给予财政补

助，２０１６年 对 民 办 教 育 财 政 补 助 达１９．０８亿 元；

江西省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 民 办 教 育 专 项 资 金 达３亿

元。同时，一些地方政府采 取 划 拨、教 育 优 惠 价、

无偿租赁等方式为民办高校供给土地，满足 了 新

建、扩建用地需求，并在税收优惠、过户减免、事业

编制、教师培训等方面支持民办高校发展建设，让

民办高校享受与公办高校同等的优惠政策，为 民

办高等教育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政策环境。

（二）法治 建 设 是 民 办 高 等 教 育 发 展 的 重 要

保障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教 育 体 制 机 制 改 革，是

一个重建教育秩序进而力图突破规制、以法 治 赋

权推进协商共治的过程，一个从规制走向赋 能 的

过程，这种张力的调适与活力的激发须建立 和 完

善教 育 法 治 保 障 机 制［９］。同 样，民 办 高 等 教 育 从

复苏到发展、从摸索到创新、从粗放 到 规 范，离 不

开教育法治建设和制度保障。

一部民办高等教育发展史就是一部民办高等

教育法治建设史，坚持立法先行是改革开放 以 来

民办教育法治建设的重要特点。从１９８２年《中华

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次以法律形式确立民办教

育的地位，到１９９８年《中华人民共和 国 高 等 教 育

法》提出国家鼓励社会力量依法举办高等学校，再

到２００２年《民办教育促进法》填补民办教育 法 律

空白，经过四十年的探索，我国初步构建了涵盖教

育法律、教育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大量地方性法规

和文件的民办高等教育法制体系。随着民办高等

教育事业的发展，民办教育法律立、改、废、释亦随

之加快，《民办教育促进法》及其实施条例对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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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进行了修订，体现了新要求、回应了新问题。

我国民办高等教育走的是一条不同于西方国

家捐资办学的道路，投资办学是民办教育的基 本

特征。资本的逐利性与教育的公益性是一对不可

避免的矛盾，其经常表现为急功近利、粗 放 发 展、

违规办学等。正如邓小平思考改革开放问题时所

说的：“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 看，发 展 起

来以后的问 题 不 比 不 发 展 时 少。”［１０］为 了 保 障 民

办教育的健康发展，国家和省级层面出台了许 多

规范性的 政 策 文 件。例 如１９９６—２０１８年 陕 西 省

政府先后出台了七个民办教育领域的政策文 件；

截至２０１６年《民办教育促进法》修订 前，广 东、浙

江等２３个省份（含自治区、直辖市）的地方政府都

出台了促进和规范民办教育发展的政策文件。

国家的政策法规为民办高校的办学提供了行

动准则，各级政府的依法管理有效保障了民办 高

校依法依规办学。加强党的领导和建 设、向 民 办

高校选派党委书记等一系列举措将民办高校置于

政府的有效监管之下，逐渐实现了由人治走向 法

治的转变，保持了学校稳定的办学秩序，有效地帮

助学校规避了办学风险，促进了民办高等教育 的

长治久安和健康可持续发展。

（三）保护 举 办 者 合 法 权 益 是 民 办 高 等 教 育

发展的持久动力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民办高 校 在 生 存 和 发 展

之路上风雨兼程、蹒跚前行，举办者作为掌舵者和

灵魂人物，为学校遮风挡雨、斩荆披棘。许多优秀

的民办高校背后都有一名成功的举办者、办学者，

他们兼具教育家情怀和企业家精神，如胡大白、丁

祖诒、秦和、任万钧、胡 建 波、黄 藤、徐 绪 卿 等。可

以说，没有举办者的努力和付出，就没有我国民办

高等教育的今天，民办高等教育也不会从最初 的

“拾遗补缺”成为今天的“不可或缺”。民办高等教

育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决定了举办者的历史作用

和现实地位。

有学者指出，降低举办者办 学 信 心 的 政 策 是

脱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杀鸡取卵式的非理 性

政策［１１］。当前，相当数量的民办学校举办者对选

择走非营利性发展道路心存顾虑，促进民办学 校

的健康可持续发展，需要保护非营利性民办学 校

举办者的合理 权 益［１２］。大 部 分 举 办 者 掌 握 着 民

办高校的重大财务权和人事权，实践证明，保护他

们的合法权益可以让其投入更多的资源和精力到

学校，还可以让更多潜在的投资者进入民办 高 等

教育领域，从而为我国的教育供给提供更多 的 资

源。无论是２００２年《民办教育促进法》提出“合理

回报”政策，还是２０１６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

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的决定》提

出尊重历史、保护举办者合法权益，均充分彰显了

立法“促进”民办教育的主旨。无论是黑龙江省对

滚动发展的民办高校确认举办者产权，还是 浙 江

省作为民办教育综合改革省份探索保护举办者的

原始投入，均体现了对投资者、企业 家、民 办 教 育

家的尊重和肯定，以及对其合法财产权益的保护，

由此也带动了区域民办高等教育的跨越式发展。

三、我国民办高等教育未来发展前瞻

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发展为我国民办高等教育

奠定了坚实基础。展望未来，民办高 等 教 育 发 展

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也肩负了新的历史使命，将

呈现新的发展趋势。

（一）民办 高 等 教 育 在 建 设 教 育 强 国 进 程 中

将大有作为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教育强国战略的提出确

定了我国教育事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和历史使命，这

既需要加大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也需要鼓励和吸

引社会力量参与办学，丰富教育资源供给。《国家

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要鼓励社会

力量进入教育领域。２０１８年１１月，习近平总书记

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指出：我国民营经济只能壮

大、不能弱化，不仅不能“离场”，而且要走向更加广

阔的舞台①；面对社会上一些针对民办高等教育的

“多余论”“冲击论”“补充论”“过渡论”等观点，我们

应该澄清误解，继续大力发展民办高等教育。

当前，人民群众对高等教育需求的多元化决定

了未来选择性高等教育资源的潜在市场需求，而这

将更多依靠社会力量和民间资本对高等教育的贡

献来实现。建设教育强国是“高原上立高峰”而不

是“平原上插旗杆”的进程［１３］，民办高等教育与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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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高等教育同在教育这一盘棋上，没有民办高等教

育的现代化，高等教育事业整体的现代化将是天方

夜谭。在校生占全国高等教育五分之一的民办高

等教育将直接影响教育强国目标的实现。因此，实

现教育现代化，一所民办高校都不能少。

作为体制外产物，民办高校 拥 有 灵 活 高 效 的

决策机制和更大的办学自主权，可以自主确定 规

划战略、组 织 架 构、薪 酬 待 遇、学 科 专 业、发 展 重

点；凭借体制机制的优势，可以在诸多方面开展先

行的办学探索，不断丰富高等教育实践的内涵，不

断激发整个高等教育体系的改革与发展的活 力，

这正是民办高校的独特价值。面向未 来，民 办 高

等教育将着眼于人的终身教育需求，不断拓宽 应

用型大学、职业技能型高校建设的渠道，与产业相

融合，与市场相对接，与职业教育、终身 教 育 高 度

融合，创造多样化、高质量的高等教育资源。

（二）内涵 式 发 展 将 成 为 提 升 民 办 高 等 教 育

水平的内生力量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

发展，这为民办高等教育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增

强民办高等教育系统自身实力，是未来民办高 等

教育发展的重要使命。在不断深化教育体制机制

改革、推进“双一流”建设、推动地方本科高校转型

发展的进程中，传统的、以外生动力为主的发展模

式难以为继，民办高等教育必须不断催生发展 的

内生力，挖掘内在潜力、内在资源和内在创造力。

毋庸讳言，我国民办高等教 育 虽 然 取 得 了 长

足进步，但是整体上依然处于高等教育“金字塔”

的底端，面临“低端锁定”和“质量洼地”的严峻挑

战。美国著 名 高 等 教 育 专 家 罗 杰·盖 格（Ｒｏｇｅｒ

Ｌ．Ｇｅｉｇｅｒ）在对一些国家的 私 立 高 等 教 育 发 展 进

行比较研究时，强调了超额需求和差异化需求 的

重要性［１４］。国际经验表明，当高等教育从精英教

育阶段走向大众化阶段乃至普及化阶段时，国 家

主导型高等教育系统中的民办高校或早或迟都会

从补充教育走向选择教育［１５］。目前，我国高等教

育即将迈入普及化阶段，人民群众对高等教育 的

需求已经从“有学上”转变为“上好学”，民办高等

教育将由早期以机会竞争为主、提供拾遗补缺 服

务的补充教育，转向以实力竞争为主、提供特色服

务的选择性教育。民办高校的生存将完全取决于

竞争机制下学生的多元化选择考验，一批办学 质

量低下的民办高校将被淘汰，而一批特色鲜 明 的

优质民办高校将脱颖而出。

民办高校未来将从规模扩张转向以质量提升

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进而提升我国高等教 育 底

部的整体质量。一是要将师资队伍建设放在首要

位置，不惜成本加强民办高校队伍建设，加强教师

培养、培训、进修，促进青年教师的发展，逐步改变

民办高校师资队伍职称、年龄、学历“两头大、中间

小”的“哑铃型”结 构。二 是 要 优 化 学 科 专 业 布 局

结构，围绕产业链、创新链设置专业 链，积 极 培 育

品牌特色专业。三是要深化课程改 革，促 进 信 息

技术与教育教学全面深度融合，淘汰“水课”，打造

“金课”，建设一批特色、开放、精品 课 程。四 是 要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加强校企合作，构建产教融合

协同育人模式。五是要强化持续改 进，健 全 民 办

高校内部质量保障体系，增强自主发展能力。

（三）分类 管 理 制 度 下 民 办 高 等 教 育 的 公 益

属性将更加凸显

分类管理将改变我国民办高校原有的规则和

资源体系，是一种制度结构性变革，相关规则应尽

可能以地方立法的形式颁布［１６］。随着国家及地方

民办教育新法新政的出台，民办教育制度体系将更

加完善，民办高等教育将走上规范化办学之路。营

利性民办高校和非营利性民办高校的发展轨道将

更加明确清晰，举办者将综合考虑实际情况做出审

慎选择。非营利性民办高校有望与公办高校享受同

等法律地位，在土地、税收、财政等方面得到更大力

度支持。营利性民办高校的合法地位将被认可，举

办者取得办学收益的权利将获得依法保障和规范。

随着“放管服”改革的不断深入，民 办 高 校 的

办学自主权将不断扩大。政府将充分发挥宏观管

理职能统筹治理教育问题，全面加强党的领导，信

息公开、年度报告制度、财务审计、第 三 方 评 估 等

监管手段将成为常态，民办高校扎堆上市、举办者

频繁变更、内部管理一言堂等乱象将得到有 效 治

理。民办高校要进一步健全法人治 理 结 构，建 立

“董（理）事 会 领 导、校 长 行 政、党 委 保 证、教 授 治

学、民主管理”的现代民办大学制度。章程是民办

高校依法治校的基本依据，也是校内根本大法，随

着全面依法治国、依法治校的推进，民办高校要切

实加强章程建设，规范内部权力运行，保障自主办

学，以章程建设、章程公开推动学校 制 度 建 设，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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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改革活力。放眼未来，民办高校发展 将 真 正 回

归公益属性，不管是非营利性还是营利性民办 高

校，都应不忘初心，以社会效益为先，落 实 好 立 德

树人根本任务。面向未来，以非营利性 民 办 高 校

为主体的民办高等教育将致力于创新发展，为 我

国高等教育发展注入更多的活力。

（四）国际 化 和 信 息 化 将 助 推 民 办 高 等 教 育

发展方式变革

国际化和信息化是助推民办高等教育现代化

的“两翼”。在国际化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已经步入

了融入世界发展的历史进程。目前，民办高校国际

化办学水平是制约发展的一大短板，推进民办高等

教育国际化是民办高校提高自身办学质量、树立教

育品牌的迫切需要。在未来发展过程中，民办高校

要围绕培养国际化的中国人、拓 展 学 生 的 国 际 视

野、培养学生国际交流合作能力等目标，积极开展

多层次、宽领域的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不断开拓

联合办学、境外办学、协同培养、合办二级学院等国

际化办学模式，增强对外交流与合作，形成国际化

师资、国际化专业、国际化课程、国际化学生、国际

化学术，这将成为未来的重要趋势。国际化将助力

民办高等教育进行新一轮转型升级，打造具有国际

竞争力的品牌，在世界舞台上展示风采。

此外，信息化、“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

的发展颠覆了解决教育问题的方式，生存方式、学

习方式的变化必然会带来教育的变化。互联网将

盘活全世界优质的教育资源，教育信息化可以 有

效扩大优质资源的覆盖范围，教育已经进入“学习

者中心”时代。民办高校未来应更加重视信息 化

建设，加快推进数字化校园、智慧校园 建 设，构 建

数字化的教学、科研、管理和生活环境，充 分 整 合

网络优质学习资源，弥补资源短缺的不足，营造全

新教育生态；通过信息化助推改变传统的教育 教

学方式、教 育 服 务 方 式，满 足 师 生 不 断 增 长 的 学

习、生活信息化需求，为民办高校受教育者提供更

多订制化、个 性 化、智 能 化、灵 巧 化 的 高 等 教 育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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