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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民办教育法及制度建设问题，是一个涉及广泛且细致的全新课题。
本人从事教育工作38年，研究民办教育也已有近20年，但真正全面介入民办教育法治建设研究领域，
还是在2002年前后2008年厩以来，党中央吹起的&ldquo;要把公共资源配置进一步向教育领域倾
斜&rdquo;、&ldquo;要加快发展民办教育&rdquo;的东风，鼓励着我抓紧时间把这本已研究7年之久的
专著整理出来，与同行共飨。
　　1998年专著《教育产业论》在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后，自己准备歇口气。
但1999年全国教育5-作会议的召开，却促使本人开始积极地关注教育法治与教育制度建设问题．本
人2001年申报的&ldquo;教育产业经营研究&rdquo;项目，在2002年经全国教育科学&ldquo;十五&rdquo;
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批准为规划课题，其中亦有重点讨论教育烃营的制度规范问题、2002-2004年，本
人中报主持的就有&ldquo;广州市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入研究&rdquo;、&ldquo;广州市教育产业现状
与改革发展对策&rdquo;和&ldquo;《广州市社会力量办学管理条例》修订工作调研&rdquo;等重点政策
调研课题、　　2005年6月本人调至广东教育学院(2010年改名为&ldquo;广东第二师范学院&rdquo;)同
年7月广东省教育厅为《广东省民办教育促进条例》起草与专题调研特别立项．本人任起草工作小组
组长同年11月广东教育学院批准成立民办教育研究中心。
四五年来，以广东教育学院民办教育研究中心为核心的课题组，为此辛勤工作，共完成有关调研报告
和学术文章80多篇，迭60多万字，其中公开发表的迭80篇。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我们对民办教育及其地方立法和政策的深入研究，已经使得该中心成为全国人大
、省政府以及各地政府和民办学校对有关民办教育发展问题的政策研究、咨询的基地，在全国已享有
良好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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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民办教育法制及制度建设》虽不是一部具备完整理论体系的著作，但其贴近现实，直面问
题，坚持实证，实事求是，并有着很多建设性的积极建议。
对于民办学校的举办者、校长及学校各级干部、教育行政管理者和理论研究者，甚至于在民办学校工
作的每一个教师职员，更客观地了解了我国民办教育发展的现状、问题和前景，坚定信心，把握方向
，寻求办法，都是非常有教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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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学校产权制度的完善第六章 民办教育发展的风险减除机制一、政府构建民办教育风险预警机制的必
要性二、政府构建民办教育风险预警机制的对策与建议三、构建民办教育风险预警机制的地方立法或
管理制度建议四、个案分析&mdash;&mdash;南洋教育&ldquo;火烧铁索连环船&rdquo;败局及其启示第
七章 我国民办教育法律冲突、根源及其应对一、我国民办教育法律冲突的表现及其危害二、我国民办
教育法律冲突的主要内容三、我国民办教育法律冲突产生的根源四、克服民办教育法律冲突的对策第
八章 我国民办教育地方立法与政府规制：实践与展望一、民办教育地方立法与政府规制：应为与可为
二、我国民办教育地方立法：实践与反思三、我国地方政府对民办学校的规制：问题与展望第九章 国
家公共资源对民办教育的扶持一、利用公共教育资源发展民办教育的合理性与意义二、民办教育税收
优惠政策三、利用公共教育资源促进民办教育发展的地方立法条款建议第十章 民办高等教育发展与制
度建设一、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制度的两难抉择二、教育利益国民化是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
关键前提三、独立学院：快速增加国家高等教育资源的重大举措四、中国高等教育必须积极面对社会
与市场五、民办高校必须直面&ldquo;自己&rdquo;的严峻挑战第十一章 质量保障：民办学校团队竞争
力一、团队竞争力是民办学校质量保障的核心要素二、民办学校管理压力与提高领导竞争力的策略三
、改善民办学校教师生存环境，提高教师团队竞争力的建议第十二章 和谐社会：民办教育面临的机遇
及新挑战一、我国民办教育发展的背景与机遇二、中国民办教育面临的严峻挑战三、民办学校发展的
新思考四、对策建议第十三章 规范民办教育运行机制促进民办教育提升发展一、中国民办教育发展的
几个阶段及其主要特征二、中国民办教育发展的现状三、中国民办教育发展迫切需要规范性制度安排
四、中国民办教育规范发展的主要问题五、政策与法规建议第十四章 解放思想：我国民办教育发展的
阶段特征及未来发展的突破点&mdash;&mdash;以广东省为例一、广东省是我国民办教育规模最大的省
份二、民办教育为广东省实现现代化作出了巨大贡献三、广东省是我国民办教育重新崛起最早的地方
四、广东省民办教育立法后来居上实现新突破五、新突破：再来一次观念革命六、突破口：落实民办
教育的&ldquo;国民待遇&rdquo;附录一 落实《民办教育促进法》依法给予民办学校享受税收优惠待遇
附录二 对关于要求落实《民办教育促进法》，依法给予民办学校享受与公办学校同等税收政策的报告
的意见附录三 省人大法委召开座谈会听取专家对我省实施民办教育促进法办法（草案）的意见附录四
广东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14号）附录五 配套学校：业主子女合法就读优先权
益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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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教育利益国民化与和谐社会中的民办教育　　一、从教育利益阶级化到教育利益国民化　
　人类社会的教育发展一般经过&ldquo;家族个别传承一（官学）贵族化一世俗化一社会化&rdquo;的
过程。
从新中国开始的&ldquo;教育社会化&rdquo;进程中，很有特色地出现如下不同教育利益格局及其政策
变化阶段：教育利益阶级化阶段一教育利益泛政治化阶段一教育利益体制化阶段一教育利益体制化与
教育利益国民化相互交织的转型阶段一教育利益国民化阶段一教育利益均衡与国际化阶段。
今天，我们所处的是刚刚推开&ldquo;教育利益国民化&rdquo;之门的最复杂的第四阶段。
不了解前期特定的两个阶段，就不可能正确认识、准确把握第三和第四两个阶段的问题，不可能明确
我们办学体制改革的方向，不可能清晰展望此后的前景，也不可能有一个前瞻性、全局性、公平和谐
的真正代表国家根本利益的公共教育政策安排。
　　（一）中国教育利益国民化格局前的几个演变阶段　　1．教育利益阶级化阶段（1949--1979年）
　　在消灭剥削阶级，保证无产阶级利益为目的的革命年代，以阶级利益为准绳，国家剥夺、排斥了
其他非劳动阶级的应有的教育权益。
这一时期是一个阶级对立、政治化教育的利益格局。
　　这个阶段的教育选择只有一个标准，即可以不问人们是否需要必需的教育，而是根据阶级利益的
判断，去决定是否给予相应的教育机会。
在教育的利益格局中的主体只有一个，就是国家、政府所代表的阶级。
在教育中的其他主体，如教师、校长、学生等的权利都可以随时因其或家庭是&ldquo;反革命&rdquo;
而被剥夺、排斥或削弱。
教育与受教育的机会除了被当时的教育资源总量所限制外，其中的风险会仅仅因为你的历史或思想意
识是属于哪个阶级而随时出现。
　　2．教育利益泛政治化阶段（1979--1993年）　　改革开放摒弃了绝对化的阶级剥夺、排斥的教育
利益格局。
但由于历史的巨大惯性，教育与其他各领域一样，都存在着激烈的姓&ldquo;社&rdquo;姓&ldquo;
资&rdquo;的争论，并进入到教育利益泛政治化阶段。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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