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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AE_B6_E8_A7_A3_E8_c67_214421.htm 别把民办高校办成私

企 专家解读《民办高等学校办学管理若干规定》 如何引导民

办高等教育健康发展，已成为近期教育界讨论的热点之一。 

教育部近日公布了《民办高等学校办学管理若干规定》，就

民办高校招生、管理、教学等方面做了明确规定。 此前，国

务院办公厅也曾下发通知，通知指出“近一段时间来，有些

地方的民办高校相继发生因学籍、学历、收费等问题而导致

学生群体性事件。这些事件的发生，是民办高校深层次矛盾

长期积累的结果。”《通知》把矛盾归结为两点，一是“民

办高校办学指导思想不端正，内部管理体制不健全，法人财

产权不落实，办学行为不规范”；二是“一些地方政府对民

办高校疏于管理、监管不到位”。 据介绍，2006年，我国民

办高校（含独立学院）总数达596所，在校生280.5万人。 北

京市民办教育协会常务副会长刘林分析指出，核心问题在于

，当民办高校逐利化倾向愈演愈烈时，地方主管部门却尚未

明确：像民办高校这样私人出资却又带有公益性的组织，究

竟该怎么管？ “很长一段时间，民办高校都被当成私营企业

。”刘林说，一方面部分民办高校忽视公益性原则，一味采

取企业运作方式，有的为谋求学校规模发展和自身利益最大

化，不惜违法违规。另一方面地方主管部门又把民办高校等

同于私营企业，任其在市场运作中自生自灭，在资产管理、

办学行为等方面的监管几乎为零。 刘林举了一个例子，3月

初，中部某省在公布的材料中称“《国办通知》下发后，本



省已监督完成了9所民办高校资产过户工作。（注，根据规定

，民办高校的资产必须于批准设立之日起1年内过户到学校名

下。）”实际上，该省民办高校总共就10所，此前的管理状

况由此可见一斑。刘林表示，像这类产权不明晰的情况在国

内民办高校中比比皆是。 在刘林看来，正是基于这个原因，

此次国办通知和教育部出台的管理规定中，都在反复强调的

民办高校“公益性原则”，具体管理方式上也有别于私营企

业。 比如在《规定》中首次提出，民办高校必须建立党团组

织，而有关文件在私营企业建立党团组织问题上使用的是“

努力推动”一语。此外，在建立民办高校年检制度、建立督

导员制度等条例中，都体现了“加强管理”的意图。 刘林认

为，既然民办高校在税收上享受优惠政策，同时收取的学费

也属于公共资源，那么就有义务接受严格管理，这对行业长

远发展有着规范性的作用。 同时，刘林指出，《民办教育促

进法》中有“招生简章和广告应当报审批机关备案”的相关

条款，但并未明确“是先备案还是后备案”，这使得近年来

“广告备案”形同虚设。此次《规定》明确，招生简章和广

告必须先备案后发布。同时《规定》也对广告内容作了细化

，比如必须载明退费办法等，此前“退费”对学生家长来说

一直是个麻烦事。 改“录取通知书”为“学习通知书”，改

“毕业证书”为“学习证书”是《规定》的另一新意，名称

的改变旨在区分“非学历教育”与“学历教育”。此前，一

些民办高校在招收非学历教育学生时有意使之混同于“计划

内学生”，考生家长因此很难识别此“录取通知书”与后者

的通知书有何不同。中部某省出现数万名没有学籍的“黑大

学生”即与此有关。 据了解，已经实行的《民办高等学校办



学管理若干规定》在民办高校中也有争议。据刘林介绍，在

北京33所民办高校校长座谈时，有校长提出，根据《规定》

，由政府委派的监督员将监督、引导学校办学方向、办学行

为和办学质量，参加学校发展规划、人事安排、财产财务管

理、基本建设、招生、收退费等重大事项的研究讨论，那么

，监督员参与度该如何把握，会不会影响学校办学自主权？

有的校长提出民办高校的违规招生问题在一些公办学校中也

同样存在，管理上能否一视同仁？还有的校长认为，目前《

民办教育促进法》中规定的奖励制度、专项资金、人才引进

、职称评审、科研经费等支持政策大多数省市都没有落实，

支持和管理应该并重，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