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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法律法规促使民办高校规范办学的若干想法
——以《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为例 

高红艳

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河南 郑州  451100

摘      要  ：   民办高校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人才和推进我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力量。现如今，随着我国大力发

展教育事业，民办高校在办学标准、办学条件、办学理念和结构以及其应遵守的法律法规等方面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

注。对此，面对这一现实情况，民办学校需要根据《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重新进行定位和调整，以满足国家和

社会对民办高校规范办学的要求，确保其教育质量，培养合格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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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Priv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re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and an important 

force for cultivating talents and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of China. Nowadays, with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 China, priv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ve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from all walks of life in terms of the standards, conditions, philosophy and structure of running 

schools, as well as the laws and regulations they should abide by. In this regard, in the face of this 

reality, private schools need to redefine and adjust according to the Regulations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omotion of Private Education, so as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state and society for 

private universities, ensure the quality of their education, and cultivate qualified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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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现代化教育进程的加快，我国民办高校数量迅速崛起。并逐渐出现一批办学条件较为规范、教学质量优良的民办高校。但是，

在社会属性和社会需求等因素的影响下，部分民办高校在办学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尤其是在规范办学方面，部分民办高校对相关的

法律法规意识不足。2021年，我国对《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进行了系统、全面的修订，并重点强调了民办高校规范办学等方面的

要求。随之，各级政府和教育部门将其作为规范和管理民办高校的主要指导文件。在此背景下，我国民办高校应当将规范办学、合规办

学作为第一要务，并对自身的办学定位、管理机制、教育教学等重点方向做出明确、科学的调整和完善，从而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和社

会地位，实现可持续发展。

一、《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对于民办高校规范

办学的现实意义

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民办高校是由企业组

织、社会团体和个人利用非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进行教学的高等

教育学校 [1]。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鼓励社会经济组织、国家

企业事业组织和其他社会力量依照法律规定举办各种教育事业”，

在此背景下，民办高校在法律法规的支持下逐渐发展并壮大。因

此，为了鼓励和引导民办高校规范管理和办学，我国重新修订了

《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重点强调了民办高校的办学要求、

办学质量、办学条件以及未来发展等要求，为其可持续发展提供

了法律依据 [2]。

《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的颁布和执行，使得“民办教

育”成为法律概念，并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根据《民办教育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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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法实施条例》相关的规定可知，民办教育属于自发性、公益性

事业，是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法律法规的要求和指

导下，我国相关部门应当贯彻民办教育方针，积极鼓励、引导民

办高校规范办学 [3]。一方面，《民促法》奠定了依法促进民办教育

发展的制度基础。《民促法》规定，民办学校应遵守法律法规，贯

彻国家的教育方针，保证教育质量，致力于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事

业的各类人才 [4]。另一方面，《民促法》为民办高等教育依法发展

指明了方向、明确了遵循、确定了性质、规范了任务，奠定了民

办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制度的法治基础。

二、民办高校规范办学存在的问题

制度体系是一个高度集成且相互依存的整体，任何一个环节

出现差错都可能对整个学校的运营和管理造成一定的障碍，进而

影响到民办高校的办学效果和长远发展。

目前，民办高校仍存在以下几个问题：其一，部分民办高校

并未完善政策机制和监管机制，导致民办高校在资金使用、管理

等方面存在漏洞。另外，部分民办高校在管理和教育决策需要考

虑到投资者的利益，这种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使得民办高校在实

施相关规定时不能以偏概全 [5]。 

其二，部分民办高校对一些教育结构和教育理念缺乏制度性

引导和规范。当前，在教育多元化的背景下，民办高校办学趋势

已经显现并形成一定的规模。然而，部分民办高校在办学定位和

办学结构上模糊不清，导致学校后期转营利性教育机构，从而偏

离了办学的初衷。

其三，民办高校应当结合行业特点、学校特色以及办学理念

等因素决定办学定位。然而，部分高校难以作出营利性或非营利

选择，继而影响学校办学定位 [6]。还有部分民办高校盲目追求学

生数量和体量，对办学质量和教学质量把控不严，严重影响民办

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第四，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教育行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变

革。在这场教育浪潮中，民办高校作为一股新型力量，逐渐成为

公众关注的焦点。它们不仅丰富了高等教育的层次与结构，也为

很多学生提供了多元化的教育选择 [7]。然而，由于资金来源、管

理体制等方面的特殊性，在师资力量、教学设施、科研实力等方

面无法与公办高校相媲美。同时，由于教育质量的不确定性，社

会对部分民办高校的认可度偏低，并形成了刻板的印象。这种偏

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民办教育的看法。

三、用法律法规促使民办高校规范办学的具体策略

（一）建立健全运营机制

一方面，在现代教育体系下，虽然部分民办高校逐渐扩大化

和合理化，但在运营机制上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民办高校在

法人安排方面存在漏洞，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办学者将

教育作为盈利的前提 [8]。依据《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的相

关要求，民办高校不能将盈利作为培养人才和发展教育的目的，

同时还对“关联交易”作了明确的规定。对此，在法律法规的严

格要求下，民办高校应当建立健全的法人运营机制，并制定科

学、合理的法人治理结构，明确具体的法定代表 [9]。具体来说，

法人代表应当由管理部门或者校长担任，这样才能有效管理民办

高校的相关事务，并实现决策权、监督权与执行权的相互约束，

以此推动民办高校更加专业化和合规化。

另一方面，《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对民办高校的行政

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在此基础下，民办高校应当建立科学、合

理的行政工作部门，为学校后期的发展提供坚实的保障 [10]。在

民办高校管理体系下，校长主要负责学校的教育教学和行政管理

工作，除了执行 学校理事会、董事会或其他形式决策机构的决定

之外，还需要制定学校的发展规划和教育教学等方面的工作；同

时，根据民办高校的社会属性可知，校长还需要对学校定位与外

界之间的联系进行探索，防止出现法律法规认识不清、公信力丧

失、办学效益不足等相关问题。此外，相较于公办高校而言，民

办高校的关系层次更加复杂，校长不仅要负责协调出资者、理事

会、管理部门以及教育部门的关系，同时还要建立党委组织、群

团组织、行政机构、教辅组织等重要部门 [11]。从决策层面上来

看，各个部门之间的协调难度较大。对此，在《民办教育促进法

实施条例》的要求下，民办院校需要明确以下几点：其一，民办

高校应重点突出党委组织在校内各项事务中的领导地位。其二，

民办高校应明确校长和管理人员的法律地位。第三，民办高校应

当重点关注创办者的开设意图和教育发展方向。另外，在外部因

素和其他公办高校的影响下，民办高校更应当用法律法规规范各

项办学条件和要求，以促进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12]。首先，民办

高校应当明确投资者、理事会、校长、决策机构等各方的职责，

避免出现职责混乱以及越界的问题。其次，民办高校需要构建和

完善内部运营机制，以促进良性运行和有序发展。其中包括校内

事务管理机制、教学管理机制、财务管理机制等方面的建立和完

善，确定各项部分的管理与工作流程，主动承担问题解决的职

责，提高综合效能 [13]。最后，依据新法规和政策要求，民办高校

对理事会职责、法人治理结构、学校规章制度、办学理念等各项

内容进行科学规划和规定，以确保学校的正常运营和管理。

（二）完善教学核心事务

《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提出：“民办院校要按照行政

法规、法律和国家政策规定，完善教学核心任务和自主开展教学

活动”，对此，民办高校应当将重点放在学校的核心事务和教育

教学等方面。首先，民办高校的办学条件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设

置标准和普通高等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指标的要求。

其次，民办高校核心事务的开展必须履行国家的法律法规和

教育职责，以此维护教育的正常发展和公平秩序，保障教学质

量。民办高校的核心事务包括招生简章和办学许可证的审查；教

学活动、课程设置的规范性与统一性；师资团队和学生学习的管

理和培训等等，以确保后期的教育教学可以跟公办学校保持一

致，这不仅有利于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还可以极大地提高民办

学校在社会上的影响力。

最后，《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强调了教育主管部门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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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行政部门在民办院校办学水平与质量评估中的角色，以及公开

评估结果的重要性。这不仅为民办高校的规范化、高质量发展提

供了法律依据，也促使民办院校更加重视内部质量评估体系的建

设 [14]。在教育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下，民办高校在教育领域所占

的比例减小，教育竞争力增强，这对于民办高校来说，将是一个

不小的挑战。对此，提升教学质量成为其生存和发展的关键。一

方面，民办高校应当成立专门的教育质量评估机构，加强内部质

量评估。使其独立于学校日常管理机构之外，负责组织、实施和

监督评估工作。同时，民办高校还应明确评估机构的职责、权限

和工作流程，确保其高效运作。

（三）注重课程规划的创新性与全面性

随着教育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民办高校需要将目光和中心放

在教育发展上，比如，民办高校可以扩大教育规模和增加更加优

质的教学资源，以此提升教育教学品质，适应未来高等教育的发

展方向和社会需求。

《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提出：“民办院校要开设特色

课程，实施教育创新”。在此要求下，民办院校需要从课程规划、

课程设置、课程管理和特色课程等方面，实现高质发展。第一，

国家课程以及地方课程。民办院校应当根据实际办学情况和办学

特点，制定国家课程与地方课程的实施方案，并严格按照国家统

一的规定，创新课程结构、优化课程设置、采取较为科学、合理

的课程方案，以此来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和学校的全面发展，落

实课程改革的相关要求。将国家课程与地方课程进行全面融合，

有利于民办高校贯彻党的基本教育方针，不仅可以促进民办教育

高质量发展，还可以实现教育现代化，提高社会竞争力。第二，

构建校本化特色课程 [15]。民办高校应当结合社会需求和当地特

色，从学校自身的实际情况出发，创设特色课程，增强民办高校

的创新化教育特性，吸引更多的优质生源，提升学校品牌知名

度，从而进一步实现民办高校的快速发展。第三，创设校外教育

课程。《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要求民办高校能够提供满足要

求的教学资源以及软硬件设施，保障校外课程以及课后服务课程

的有序开展。对此，民办高校应当在基础课程的基础上，增添一

些校外课程，其中包括一些拓展课程、校外课程和综合课程等，

以保障教育教学的有序进行。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的指导下，民办

高校应当按照法律法规规范办学、合规操作，以此实现高质量、

可持续性发展。规范办学是民办高校长久发展的重要基石，完善

的运营机制和制度体系不仅有助于民办高校获得更多的教育资源

和政策支持，还可以提高教学质量和社会公信力，这样才能确保

在教育领域稳步发展，创造更多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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