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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的偏差，教育的偏差影响力是非常重大的，科学化的管理
机制可以有效的化解各种矛盾问题，为此，构建有效的机制机
构对于高职院校党课教学发展具有推动的作用，同时，我们更
应该积极营造学习党课教学的氛围， 从而为建立科学的机制
结构提供科学服务。

4.结束语
本文结合实际，主要从分析供给侧大环境下，我国高职院

校两级党校创办机制问题， 关键在于解决供给与需求两方面

的矛盾问题，迎合社会发展的需要，才是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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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办学现实困境与发展路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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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办学是当前教育办学的一个改革。 文章首先介绍了何为混合所有制办学，然后从三个方面指出
了混合所有制办学的现实困境，最后就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办学的发展路径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希望有助于读者对办学改革的
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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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办学理念的出现，给学校与社会其
他性质主体带来了一定的机遇。 但在进行办学改革的过程中，
效果却远低于预期。 办学改革遇到的难题及其正确的发展路
径当是如何？ 下文就这一问题为大家进行简单的讲述。

一、何为混合所有制办学
混合所有制办学是从混合所有制经济延伸演变而来的。

以混合所有制经济来说，它是指社会经济的形态下，多个产权
主体通过多 元 投 资、相 互 渗 透、相 互 贯 通、相 互 融 合之 后 形 成
新的经济形式与产权配置。 混合所有制办学是由经济向教育
方面的延伸衍化， 因此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办学其实也就是
指多个产权主体（这里指国有、集体、民营和境外资本等）共同
办学的新教育模式。

二、混合所有制办学的现实困境
（一）缺乏法律支撑
混合所有制办学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公办院校引入其

他主体进行投资，二是多个主体直接合作投资创办新院校。 但
这两个形式都会在实际的操作中涉及到资本逐利与教育公益
性之间的关系问题。 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明确规定任
何个人或组织都不能以营利的目的创办教育机构。 因此，当前
的国有法律 体 系 之下，这 两 种办 学 形 式，其 法 人 属性、法 律 地
位、产权的归属、监督管理方式和治理结构等都缺乏有效的法
律支撑。

（二）存在体制障碍
公办高职院校具有非常浓厚的行政色彩，虽然自身具有

独立的法人资格， 然而在实际的运行管理中更多的是沿用政
府的行政管理模式，与现代企业的管理模式大相径庭。 如果将
这两种运作模式进行混合，那么必将出现决策权、监督权和收
益权等权利的界定与实施问题。 另外，公办高职院校进行混合
所有制办学，必然存在公私混合的问题，这就可能出现国有侵
吞私营资本和国有资产的流失等情况。 这种体制上的障碍，也
给混合所有制办学带来了阻碍与困难。

（三）观望情形比较严重
高职院校包括学校和产业两部分，学校通常还是与校企

进行合作，将与其建立友好关系。 而如果要将这种“友好关系”
升级到共享利益、共担风险的高度，那么学校和企业都会有些
却步。 从学校角度来说，作为公办学校，天然的身份优势，却担
心改革带来的风险给国有资产带来冲击；从企业角度来说，企

业担心在合作中处于被动地位，而且因为没有法律的支持，投
资难有保障。 因此，无论是企业还是学校，大多都选择进行观
望，而不愿亲身试水。

三、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办学的发展路径
（一）丰富办学形式
混合所有制办学，首先要打破非公即私的思想桎梏。 作为

新的办学形式，混合所有制办学亟需突破此消彼长、公私对立
的关系，以创办形式多样的办学体制。 然后，对办学改革进行
深度践行。 学校作为在改革中的重要主体， 应该积极展开尝
试。 最后，摸索实现办学的科学有效形式。 高职院校混合所有
制办学应该具有较多的实现形式， 经济市场上的主体可以进
行更广泛的探索，以找到更多的道路。

（二）确定产权归属
为满足混合所有制办学的需要， 首先需要制定学校的产

权制度，以保证各主体在其中的权益得以保障，同时保证国有
资产稳定，而且还能够营造出公平竞争的教育产权市场，以促
进办学；然后需要完善法人的治理结构，实现多元共同治理的
模式。 健全混合办学后治理结构，成立如股东会、监事会、校内
行政管理等结构层次， 主要是为了摆脱当前政府行政化管理
的弊端。 最后需要建立合适的制度，以保证混合所有制办学之
后的学校治理，能够符合现代企业的治理理念。

（三）完善顶层设计
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办学是一个复杂的改革过程， 需要

顶层的合理设计以保证其顺利展开。 首先需要完善法律法规，
为办学提供法律支撑，以保障办学主体的合法收益。 然后需要
制定一定的激励政策，以促进观望主体进行办学的积极性，同
时也给参与主体提供了适当的帮助。 最后需要进行试点工作，
以帮助办学寻找更多的合适路径，从而推动办学发展。

四、小结
总而言之， 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办学还面临着诸多现实

困境，无论是法律支撑还是体制障碍，都始终在阻碍着办学的
开展。 但我们能够从困境中找到合理的路径，只要立足实际，
结合现状，采取科学的措施，必然能够有效推进办学改革的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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