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民办教育由于起步晚、制度不全、定位不足等原
因，受到社会关注。本文以宜昌市民办教育为例，剖析了民办
教育的发展状况和存在的问题，并借鉴了英美等发达国家的
民办教育发展经验，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改善我国民办教育的
发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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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教育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事件是国家在 2002 年颁布

《民办教育促进法》， 使得民办教育获得了与公办教育在法律

上的同等地位，从而保障了民办院校和学生的合法权益，民办

教育开始呈现出井喷式发展。 2016 年《民办教育促进法（修订

案）》的出台进一步加强了对民办教育院校的管理，进一步规

范了民办教育的职责定位。
党的十九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

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

发展之间的矛盾。而民办教育院校的健康发展，则能够有效促

进教育均等化，减缓国家财政教育支出压力，有助教育体制改

革、发展和完善。
一、宜昌市民办教育的调查分析

（一）质量并升
从宜昌市情况来看，自上个世纪 90 年代以来，共成立各

类民办院校九所（幼儿园不计）。 宜昌市民办院校的种类涵盖

了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民办教育体系完备，除民办高校只

有一所以外，小学、中学的民办教育均有数所，意味着民办院

校不仅与公立院校存在竞争关系， 民办与民办院校之间也存

在竞争关系。根据《三峡日报》报道，某年宜昌英杰学校收录与

报考人数比例为 1∶8；而金东方学校的比例为 1∶6。根据宜昌市

2016 年数据统计结果显示，宜昌市共有小学 263 所，初中 137
所，高中 37 所，高等教育 5 所，各类在校生 351，578 人，教职

工 41，021 人。 其中，民办小学占比为 1.1%，民办中学占比为

2.8%，民办高等教育占比为 20%，就读 于 民 办 院 校 学 生 占 比

为 6.8%。 虽宜昌市民办院校占比非常小，但在 2002 年前，宜

昌市并不存在民办教育院校，相对来说，从民办院校的招录比

例和短时间内民办院校数量上的增长来说， 表现出民办院校

质量上的成长。
（二）发展不均衡

第一个不平衡表现为宜昌市近城区与远城区的不平衡。
民办教育院校均位于宜昌市近城区，而长阳、五峰等远城区县

的民办教育几乎还未起步。 第二个不平衡表现为民办教育结

构上不均衡。这个结构包括各民办院校学生数量不均衡、收费

标准不均衡、办学层次不均衡。
二、宜昌市民办教育发展面临的主要阻碍

（一）认识偏差
在长期的公办教育模式下， 人们的思想观念还存在一定

的偏差和抵触。在三峡大学学府幼儿园与三峡大学附属中学进

行的问卷调查分析中显示，有 62%的家长对民办教育院校持保

留态度，认为民办院校变数大，不如公办院校稳定；11%的家长

对民办院校没有关注。 这些观念都影响了民办教育的发展。
（二）办学行为不规范
由 于 基 本 上 所 有 的 民 办 院 校 都 是 由 企 业 与 政 府 部 门 合

办，企业的盈利性自然也在无形之中加入了民办院校之中，导

致营利性超过公益性。 各个民办院校之间恶性竞争， 抢占生

源，学校内部管理混乱，乱收费现象仍时有发生。
（三）教师资源流动频繁
从宜昌市民办教育教师资历结构来看， 由于民办院校吸

引优秀师资能力不足， 刚刚毕业的师范类大学生所占比例较

大。这些大学生勉强能够胜任教学岗位，便考取到公立院校或

事业单位，人才流失严重。 另外一种是返聘退休的老教师，虽

其教学经验丰富，但知识结构与知识发展状况脱节，在教学活

力和精力上不如青年教师。
三、宜昌市民办教育发展对策

（一）加大投入
宜昌市目前民办教育占比仍然非常小， 且民办院校的基

础设施、校园面积都不如公立院校。有关部门需要进一步加大

对民办教育的财政投入，对企业办学给予财政补贴，将从事民

办教育工作的教师的薪资水平提高至与公办教育教师薪资水

平相同。
（二）强化监管
民办院校往往因为受到的监管不足， 部分院校私自开展

违规办学、违法办学的现象仍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对此相

关主管部门可以成立民办教育质量监督体系考核小组， 根据

第三方质量评估结果，可以对民办教育院校给出警告、处分、
整改处罚， 甚至取消办学资格等， 以规范民办教育在招生宣

传、收费、教学方面的行为。
（三）引导和鼓励社会捐赠
国外民办教育的发展模式，大多是由社会捐赠来提供办

学资金，而中国则 更 多 依 靠 企 业 和 政 府 二 元 办 学，导 致 普 通

民众对民 办 教 育 认 识 不 足。 社 会 捐 赠 类 型 的 民 办 教 育 的 出

现更有利于民办教育的发展，让其公益性能够得到进一步地

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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