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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30年，也是我国民办教育再度兴起的30年，又适逢举世瞩目的北京奥运会即
将召开。
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在这里召开中国民办教育协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代表大会，这对我国民办教育乃
至整个国家教育改革发展都是一件具有重要和深远意义的大事。
　　30年来，民办教育沐浴在党的教育方针下兴起、发展，伴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步伐前行、壮大。
经过全国民办教育工作者的辛勤努力和不懈探索，我国民办教育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
2007年，全国各级各类民办学校和教育机构约11万所，在校学生约2700万人，民办教育已经成为我国
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促进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民办教育的兴起和发展是新时期我国改革开放的一项标志性成果。
　　第一，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把握发展民办教育的重要意义。
　　党的十七大站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对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
行了全面部署，提出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强调要优先发展教育，建
设人力资源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特别指出要“鼓励和规范社会力量办学”。
5月3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代表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又指出：“要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
和国际竞争力，要实现又好又快发展，要牢牢把握自己命运、不断开辟美好前景，说到底，必须不断
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尤其必须造就一支庞大的高素质人才队伍。
”这些都对我国教育事业改革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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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民办教育》全面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办教育事业发展的历程、成就和经验，针对存
在的问题，立足于建设人力资源强国高度，深入探讨了我国教育体制改革以及民办教育持续、科学发
展的对策思路。
不仅具有宝贵的史料价值，而且具有现实的启迪意义，是各级政府、广大民办和公办学校及社会各界
学习《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精神的重要参考读物之一。
可作为高等学校教育等相关专业师生及教育研究人员的参考文献。
境外机构也可从中了解到中国民办教育的许多重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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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OECD国家（及其伙伴国）各级各类私立教育学生所占的比重OECD国家（及其伙伴国）各级各类
教育经费来源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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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七）管理机构缺失　　1997年颁布的《社会力量办学条例》对民办高校的权责问题作了明确规
定，但迄今为止，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几乎没有专门的民办教育管理机构
。
只有个别省市如陕西、江西等6个省市设立了专门的民办教育管理机构。
多数省市是将管理民办教育的职能分散于各相应处室中，如教育厅法规处、高教处、财务审计处，都
有权对民办高校的依法办学、教学质量、财务管理等方面进行监督管理。
负责审批的不负责管理，负责管理的没有审批权。
民办高校的管理部门众多，标准不一，存在着谁都管，谁又都不管的管理空白和无人管理现象。
而正是因为管理机构尤其是地方的管理机构不健全，管理人员不足，导致对一些民办非学历高等教育
机构监管不力。
　　（八）产权尚不清晰　　民办高校的产权问题是最近几年民办教育实践者以及学界争论最多的问
题之一，关于这一问题可谓见仁见智。
争论的焦点在于投资办学形成的校产归属问题以及学校办学积累资产的归属问题不清。
　　《民办教育促进法》第三十五条规定：“民办学校对举办者投入民办学校的资产、国有资产、受
赠的财产以及办学积累，享有法人财产权。
”第三十六条规定：“民办学校存续期间，所有资产由民办学校依法管理和使用，任何组织和个人不
得侵占。
”第五十九条规定：民办高校变更与终止时“民办学校清偿上述债务后的剩余财产，按照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的规定处理”。
这些规定表明，举办民办教育的投资者，投资后即丧失了资产所有权，更遑论收益权。
　　产权不清晰给民办高等教育带来了许多不利影响，主要有三点。
一是影响举办者投资民办高等教育的积极性，弱化了社会资金对民办高校的投入，导致社会上的大量
游资不敢贸然进入民办高等教育领域，限制了民办高等教育吸纳社会资金的能力。
二是容易滋生财务混乱。
由于在法律上丧失了所有权，因此，举办者必然想尽一切办法牢牢地掌握学校的控制权，以保证其投
资能够逐渐收回。
这样便很容易产生财务管理上的混乱。
三是容易产生短期办学行为。
因为从法律上看，投资办学即相当于捐资办学。
因此，一些投资者为了尽快收回投资而采取短期办学行为，“见好就收”，导致办学秩序混乱。
　　总之，从上述简要回顾中可以看出，我国民办高等教育经过30年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但是，客观地说，我国民办高等教育无论在机构数量、校生规模，以及办学层次和办学声誉上都还处
于初级阶段，存在着许多问题和弱点。
尤其是最近几年，由于一些办学者办学行为不端，采用欺骗等手段举办民办高校，导致了一些民办高
校的倒闭，给整个民办高等教育带来了十分不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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