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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民办教育发展现状、民办教育发展历程和民办教育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分析和探索，提出
民办教育进一步发展的对策：把扶持民办教育发展作为建设教育强省的一项重要战略措施来抓；实行民办学校分类登

记；加大对民办教育的财政扶持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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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７年湖南省实施教育强省战略以来，在省委、省政
府的正确领导、社会各界的关心下，民办教育事业发展呈

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实现了持续稳定发展。当然，一些

制约民办教育发展的困难和问题依然存在。本文对近５
年湖南省民办教育发展情况以及民办教育发展中存在的

主要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和分析，并对进一步发展民办

教育提出了对策。

１　民办教育发展现状
１．１　民办学前教育

２００７年民办幼儿园３９６６所，在园幼儿４３．７万人，分
别占当年全省的 ８３．５％、４６．７％；２０１２年民办幼儿园
９６０４所，在园幼儿 １２３．７万人，分别占当年全省的
８７１％、６８．１％。近几年我省民办学前教育得到了快速发
展，民办学前教育已经成为我省幼儿教育事业的主体，为

全省普及学前教育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民办学前教

育主体不够强，可持续发展面临着较为严峻的挑战。目

前，全省６０％左右的民办幼儿园是简易幼儿园，这些幼儿
园绝大多数分布在县城和乡村，条件相对简陋，办园水平

相对较低，教育保育质量亟待加强。

１．２　民办小学教育
２００７年民办小学１２０所，在校生１０．１万人，分别占

当年全省的０．８％、０．２％；２０１２年民办小学１１４所，在校
生１７．７万人，分别占当年全省的１．１％、３．７％。民办小
学大多数附设在民办九年一贯制学校、十二年一贯制学

校，虽然办学条件好，教育教学质量比较高，但受教育规

律制约，民办小学教育的比重一直不高。

１．３　民办初中教育
２００７年民办初中１４９所，在校生１８．４万人，分别占

当年全省的４．３％、８．２％；２０１２年民办初中１６７所，在校
生２２．１万人，分别占当年全省的５．１％、１０．５％。全省民
办初中教育持续发展，部分地方发展速度快。民办初中

基本上办在县城和城市，办学条件好，管理科学严格，教

育教学质量较高，尽管收费普遍较高，但仍然供不应求。

部分地方民办初中在校生的比重远远高出全省平均水

平。如：２０１２年湘乡市民办初中在校生９８０５人，占全市
的４０％；株洲市城区 １０６９７人，占城区的 ３６％；耒阳市
１１９８２人，占全市的３０％；攸县４５０３人，占全县的２２％。
民办初中教育的蓬勃发展反映了人民群众对优质初中教

育资源的强烈需求，同时也对调整农村初中教育发展战

略发出了一个强烈信号。

１．４　民办普通高中教育
２００７年民办普通高中１６４所，在校生１６．２万人，分

别占当年全省的２１．２％、１２．４％；２０１２年民办普通高中
１００所，在校生８．５万人，分别占当年全省的１７％、８．３％。
民办普通高中教育应当是民办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领

域，但近几年来我省民办普通高中规模不升反降，在校学

生人数从２００７年到２０１２年减少了４８％。民办普通高中
教育发展萎缩主要是因为长期以来各级政府高度重视公

办普通高中建设，构建起了比较完整的公办普通高中教

育体系，因此，民办普通高中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十分

有限。

１．５　民办中等职业教育
２００７年民办中等职业学校 ３１９所，在校生 ２８．４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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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分别占当年全省的４５．１％、３４．２％；２０１２年民办中等
职业学校２２９所，在校生１２．８万人，分别占当年全省的
４０．４％、２０．８％。近几年来，民办中等职业教育规模急剧
下滑，分析其主要原因：既有办学条件不够好，职业技术

含量不够高，不能很好适应产业结构调整对技能型人才

需要的因素；也有初中毕业生人数逐年大幅度减少，相当

一部分地方对高中阶段学校生源采取地方保护政策，导

致民办中等职业学校招生更加困难的因素；还有近几年

国家陆续出台的一些扶持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的补助、免

费、专项建设等系列政策，对民办学校难以落实，有的政

策甚至明显有歧视。

１．６　民办普通高等教育
近几年是我省民办普通高等教育稳步发展的时期。

一是在校学生人数稳步增长，由２００７年的７．７万人增加
到２０１２年的１０．４万人，增加了２．７万人，增长３５％；二是
办学条件进一步改善，办学水平进一步提高。全省２所
民办本科学校，１所已通过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
估；１３所民办高职学院，１０所通过了教育部高等职业院
校人才培养工作评估，１所民办高职学院被认定为省示范
性高等职业学院，３所民办高职学院已经纳入到教育部
“十二五”普通高校设置专升本规划。但是，我省民办高

等教育发展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如办学定位不准，办学条

件亟待改善，优势学科、特色专业建设力度不强等。民办

高等教育已经进入从规模发展转变为内涵发展的历史调

整期。

１．７　独立学院
２００７年独立学院１３所，在校生７．７万人，分别占当

年全省的１３．１％、８．６％；２０１２年独立学院１５所，在校生
１０．４万人，分别占当年全省的１４．３％、９．６％。近几年独
立学院得到了较快发展，独立学院的发展推进了我省普

通本科教育的发展，大大扩充了我省普通本科教育的办

学规模，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人民群众对普通本科教育资

源的需求，调整了我省本专科教育结构，进一步促进了我

省普通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２００８年４月１日，为进一
步规范独立学院的办学，教育部第２６号颁布实施了《独
立学院设置与管理办法》，规定至２０１３年４月１日为５年
过渡期，过渡期间独立学院要按照要求贯彻落实好２６号
令相关规定。５年过渡期已过，目前我省大部分独立学院
距离教育部第２６号令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规范工作仍
亟待加强。

１．８　民办文化教育培训
为适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样化教育需求，近几

年全省民办文化教育培训事业稳步发展，各级各类文化

教育培训机构从 ２００７年的 １００９所增加到 ２０１２年的
１９５６所，培训人次从２００７年的２０．５万人增加到２０１２年
的３６．６万人次。民办文化教育培训是国民教育的补充和
延伸，对于提高全民科学文化素质具有重要作用。我省

民办文化教育培训主要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发展不

够。培训机构过分集中于城市特别是中心城市；培训内

容单一，过分集中在中学、大学、硕士研究生升学考试培

训和成人学历教育培训等领域，全省年人均接受文化教

育培训的机率仅为５‰人次。二是管理不到位。教育行
政部门违规审批培训机构及其办学内容、培训机构违规

办学的现象存在。

２　民办教育发展历程
改革开放以来，民办教育走过了３０年的发展历程，

对民办教育的管理则是出现了一个“先上马，后备鞍”的

过程。１９９７年，国务院《社会力量办学条例》施行；２００３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施行；２００４年，国
务院令第３９９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
条例》施行［１］２－６。民办教育一法一条例颁布施行，标志着

我国民办教育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我国教

育事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要落实国家对民办教

育发展的法律法规，需要构建相配套的完整的政策支撑

体系。２００７年以来，教育部陆续出台了一些民办教育发
展政策：２００７年，教育部令第２５号《民办高等学校办学管
理若干规定》施行，２００８年，教育部令第２６号《独立学院
设置与管理办法》施行。同时，我省也积极出台了一系列

支持民办教育发展的政策。２００８年，省人民政府召开全
省民办教育工作会议，并出台了《关于促进民办教育发展

的决定》（湘政发［２００８］１号）；２０１１年，省人民政府召开
促进民办教育发展座谈会，会后出台了《湖南省人民政府

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促进民办教育发展的通知》（湘政办发

［２０１１］３８号）。根据省委、省人民政府提出的要求，结合
我省民办教育发展实际，省教育厅进一步建立健全了民

办教育管理的基本制度和扶持引导政策措施。如：目前，

我省除民办文化教育培训机构外，从民办幼儿园到民办

普通高校，其学生全面纳入了国家资助体系，享受与同类

公办学校学生同等的奖助学金、助学贷款办理等资助政

策；２０１１年，省教育厅印发《湖南省民办教育发展专项资
金管理办法（试行）》（湘教发［２０１１］１１号），设立了“优质
民办教育资源建设奖励”“规范民办学校建设”奖励项目，

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２年专项资金每年１０００万元，２０１３年增加到
２０００万元，专项资金奖励扶持了一批办学思想端正、办
学行为规范、办学水平较高的民办学校；２０１２年，省教育
厅印发了《民办学校年度办学情况评估原则指导意见》

（湘教发［２０１１］１７号），进一步完善了全省民办学校年度
办学情况评估和评估结果逐年逐级汇总公布制度；２０１２
年，省教育厅印发了《关于“十二五”省级骨干民办学校建

设申报遴选工作的通知》（湘教发［２０１２］２６号），决定“十
二五”期间初步构建全省骨干民办学校体系，引导民办学

校规范发展、优质发展，提升民办教育整体发展水平。

３　民办教育发展存在的问题
虽然民办教育发展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也出台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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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配套政策，但是，一些制约民办教育发展的瓶颈问题始

终未能得到解决，成为阻碍民办教育进一步发展的绊脚

石。一是部分地方办学体制改革滞后。在推进教育强县

市区、教育强市州战略中，一些地方过分强调政府一个方

面的积极性和力量，严重忽视甚至歧视社会的积极性和

力量。相当一部分地方至今不仅没有出台引导和扶持民

办教育发展的政策措施，国家已经出台的支持民办教育

发展的政策措施也长期落实不到位。二是民办学校法人

登记不公平。虽然我省２００８年率先在全国明确“民办学
校是民办事业单位”，但至今没有落实到位。民办学校不

能与公办学校一样登记为事业单位，民办学校教师不能

享受与公办学校教师同等的社会保障待遇，造成了民办

学校教师队伍的长期不稳定。三是民办学校法人治理不

完整。大部分民办学校没有依法依规建立健全学校办学

机制和管理机制。绝大多数民办学校资产没有登记在学

校名下，给民办教育管理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和隐忧。四

是民办教育管理服务能力薄弱。首先是民办教育管理机

构不健全。２０１２年，全省有６４个县市区没有设置专门的
民办教育管理机构；其次是民办教育管理干部队伍业务

素质偏低，难以应对民办教育发展错综复杂的格局。五

是公共财政扶持民办教育发展的力度过小。２０１２年１４
个市州共设立了民办教育发展专项资金１９３０万元，平均
每个市州只有１３７．８万元；８１个县市区设立民办教育发
展专项资金总额１６３８万元，平均每个县市区只有２０．２２
万元；省级民办教育发展专项资金２００８年设立５００万元，
到２０１２年仍只有１０００万元。按照法律规定和省人民政
府规定，目前张家界市和４２个县市区未设立民办教育发
展专项资金，已经设立了的地方，绝大多数数额也很少，

难以起到实质性扶持引导作用。

４　促进民办教育进一步发展的对策
４．１　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

２０１０年，《国家教育中长期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明确“民办教育是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增长点和促

进教育改革的重要力量，发展民办教育是各级政府的重

要工作职责”［２］４１。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鼓励引导社会

力量兴办教育”。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定性和发展目

标及任务，不仅确定了民办教育在增加教育资源总量上

的重要地位，更是史无前例地向社会传输了民办教育事

业在今后教育改革中的地位与作用，民办教育势必将成

为国家教育发展与改革的重要着力点。政策虽好但重在

落实，当务之急是要转变教育发展理念，坚持教育公益性

原则不动摇，坚持把民办教育事业发展作为教育发展的

重要增长点和促进教育改革的重要力量不动摇。世界教

育发展的历史已经证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社会力

量兴办教育的积极性就越高、能力就越强，民办教育占教

育总量的比重也就越大。因此，在建设教育强省中，要切

实解放思想，深化民办教育发展与改革，大力引导社会力

量兴办教育，充分发挥出民办教育的积极作用。

４．２　实行民办学校分类登记
落实《民办教育促进法》“民办教育属于公益性事业”

的规定，对民办学校实行分类登记：捐资办学或者举办者

不要求取得合理回报的民办学校，登记为事业单位；举办

者要求取得合理回报的民办学校，继续登记为民办非企

业单位；经营性的民办学校，登记为企业。登记为事业单

位的民办学校，其教师参加事业单位社会保险，退休后享

受公办学校教师同等待遇。

４．３　加大对民办教育的财政扶持力度
一方面，各级政府要设立与民办教育发展规模相适

应数额的民办教育发展专项资金，用于奖励扶持规范、优

质的民办学校；另一方面，政府可以实行对民办学校的购

买服务，核定民办学校当年的招生人数，政府按照一定标

准补助发放给民办学校定额的生均培养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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