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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美国私立高等教育在国家高等教育体系中起着领头羊的作用。２１世纪以来受市场
竞争影响，美国私立高等教育结构发生一系列变化，具体来说：层次结构上副学士规模先增后

减，研究生规模稳步增长；学科结构上应用学科规模扩大迅速，社科类占比略微下降；形式结

构上全日制规模波动增长，非全日制规模缓慢增长后稳定；管理体制结构上非营利性规模稳步

增长，营利性规模波动上升。这对我国民办高等教育结构的优化给予了一定的经验和启示：优

化层次结构，重视研究生教育；调整学科专业结构，以适应经济发展和社会需求；完善形式结

构，平衡全日制和非全日制；引导优化管理体制结构，积极探索推进民办高校分类管理；打破

原有保守思想，革新中国民办教育思想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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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２０２１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我
国现有民办普通高校７６４所，占全国高校总数比例
２５３７％，其在校生达到了８４５７４万人，占全国高
校在校生比例为２４１９％［１］。可见，我国高等教育

事业发展离不开民办高等教育这一关键支持力量。

近年来，我国对民办高等教育越发高度重视，教

育部在２０２１和２０２２年的工作要点中明确指出 “推

进民办教育规范发展”“持续做好高等教育资源结

构调整和质量提升工作”［２－３］。

美国作为私立高等教育大国，形成了较为庞

大和完善的私立高等教育体系，其最具代表性和

象征性的哈佛、耶鲁等世界一流私立大学被视为

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典范。２００８年 ８月 １４
日，美国 《高等教育机会法案》正式被纳入高等

教育法律体系［４］。此法案重点关注高等教育机会

的平等，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美国私立高等教育

规模的迅速发展，同时也带来了其结构上的一些

变化。本文拟就２１世纪以来美国私立高等教育结

构的变革进行探讨，以期为我国民办高等教育结

构的优化提供参考与借鉴。

　　一、２１世纪以来美国私立高等教
育概况

　　２１世纪以来，美国私立高等教育机构数量和
占比呈倒 Ｕ型变化 （见图１）。一方面，２０００年，
美国私立高校数量为２，４８４所，快速增长后下降至
２０２０年的２，３４４所，下降了约５６％［５］。另一方面，

私立高校在全国高校总数的占比近２０年间基本稳
定在５８％～６６％之间，２０２０年的占比为 ５９６％，
与２０００年相差不大。值得注意的是，关键的转折
点出现在２０１２年，私立高校数量和占比都于该年
到达峰值，分别为３，１０３所和６５７％［６］，而后都开

始下降。可见，美国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经历了一

段起伏的发展历程后，逐渐恢复到了原有水平。

图１　美国私立高校学位授予机构数量变化及占比［７］

　　私立高校在校生数量先增长后保持稳定 （见

图２）。２１世纪以来，私立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呈
现显著增长态势，从２０００年的３５５９５０３人持续
增长到 ２０１１年的 ５８９４２８７人，随后略微下降，
但基本稳定在５２０万人左右［８］。私立高校在校生的

占比迅速增长后下降，从 ２０００年的 ２３２５％上涨
到２０１１年的２８０８％，后下降到２０２０年的２６９８％，
与２０００年相比涨幅约为３７个百分点［９］。整体来

看，私立高校在校生规模在波动中不断增加。

究其原因，２１世纪美国私立高等教育规模的
持续扩大开始于 ２０世纪的 “新公共管理运动”，

当时 “小政府，大市场”的新格局影响了国民教

育的供给，从政府、理论界到民众都开始相信，

除政府外，具有竞争力的市场可以保证社会资源

的优化配置［１１］。到了２１世纪初，市场竞争对教育
市场的影响逐渐增大，美国营利性高校发展以更

为稳定的速度带动了私立高校规模的持续增长。

２００６年，美国高等教育未来委员会发布报告 《领

导力的考验———美国高等教育未来规划》。该报告

指出，高等教育将对所有学生敞开大门，不再限

制低收入家庭和少数民族学生的入学机会，同时

增加以需求为基础的大学生财政资助，简化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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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美国私立高校学位授予机构在校生总数及占比［１０］

申请资助的程序［１２］。随后２００８年 《高等教育机会

法案》颁布，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加快，私立高

校数量年增长率随之上升，最高时为 ２０１０年的
３５％［１３］。然而，２０１０年之后，由于营利性私立
高校运营管理不善等问题，美国私立高校数量开

始减少。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人口增长率从２０００
年的１３１５％减少到２０２０年的７３５％［１４］，对美国

私立高等教育规模也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总体来看，自２１世纪以来，一方面，美国私
立高等教育机构发展历经波折后恢复，尽管数量

与２０００年相比略有减少，但其占比基本维持在
６０％左右；另一方面，随着资本市场的推动和美国
经济的快速发展，接受私立高等教育的人越来越

多，其在校生总人数和占比都有所增加。

　　二、２１世纪美国私立高等教育结
构的变化

（一）层次结构：副学士规模先增后减，研究

生规模稳步增长

美国私立高等教育涵盖了高等教育的各个层

次，从研究型大学到社区学院，私立高校更多地

承担起了普及高等教育的任务。２０００年，美国卡
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修订的分类表把美国的高等教

育分为以下几种：副学士级、学士级、硕士生和博

士生教育，私立高等教育也遵循上述分类。整体来

看，美国私立高等教育的层次结构呈现副学士规模

先增后减，研究生规模稳步增长的变化 （见图３）。

图３　美国私立高校学位授予机构授予学位数量占比［１５］

注：美国教育统计中心有关私立大学授予各水平学位数据仅更新到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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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一，副学士规模先增后减。２０００年，美国
私立高等教育授予副学士学位数量为１２２３７８人，
占比为 １４６％，二者持续增长至 ２０１１年到达峰
值，分别为 ２６５２３４人和 １８７％，而后却大幅度
减少，于２０２０年减少到 １１７７７４人和 ８７％，与
２０００年相比分别下降了约３８％和５９％［１６］。随着

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和需求变化，许多学生可能倾

向于追求更高级别的学位，比如学士和硕士学位，

以增加就业竞争力；或者由于经济原因，部分学

生会选择直接就业或到公立院校就读。以上原因

都会导致选择副学士学位的学生有所减少。

其二，学士规模基本保持稳定。随着高等教

育大众化，美国私立高等教育学士学位授予人数

从２０００年的４３１７３３人一直持续增长到２０２０年的
６８１２０８人，但其比例基本维持在 ５０％左右［１７］。

值得注意的是，２００７—２０１０年间，学士学位授予
数量占比在这 ３年内下降了 ３个百分点。究其原
因，美国多数私立高校主要承担本科及以上学位

的培养工作，受当时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影响，私立
高校的捐赠基金大幅度缩水，同时学费飞涨，若

去除通货膨胀的因素，学费涨幅超过３５％，四年
制私立大学费用占中等家庭收入的７６％，并且当
时美国最大联邦贷款机构宣布将暂停联邦担保的

学生贷款计划［１８］。受资助减少影响，接受本科教

育的学生占比有所下降。

其三，研究生规模稳步增长。２０００年，美国
私立高等教育研究生占比为３４０６％，并一直以波
动上升的趋势持续增长，到了２０２０年，其占比为
４１２０％，上升了约 ７１个百分点，人数也从
２８６２１３人增加到了 ５５９９２８人［１９］，增长接近一

倍。据其他学者研究，美国研究生规模是在较长

的历史时间内循序渐进、逐步扩大的，总体数量

变化经历了由快速发展到逐步稳定的过程［２０］，私

立高等教育研究生规模也正符合这个发展趋势。

授予硕士以上学位的高等教育机构在美国通常享

有较高的声誉，主要是用于培养精英，期间创造

的价值相较于低层次高校也要更多，其中就包括

了哈佛、耶鲁等著名私立高校。从经济环境和政

策来看，层次较高的私立高校可以获得更多来自

于政府的研究经费拨款，这使得它们在一定程度

上不易受到外部环境的过多干扰，能够保持相对

稳定的发展。因此，该层次私立高校的授予学位

数量也能够实现稳步增长。

（二）学科结构：应用学科规模扩大迅速，社

科类占比略微下降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２０１１版 《国际教育

标准分类法》将美国现有的３４个研究领域归纳为
９大类：教育，人文学科和艺术，社会科学、商业
和法律，科学，工程、制造和建筑，农业，卫生

和福利，服务行业以及跨学科专业［２１］。

表１　美国私立高校学位授予机构授予的学位数量变化［２２］

学科／年份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９

教育 ８９４２４ １０７１８８

人文学科和艺术 １１１５６０ １３２６８５

社会科学、商业和法律 ３６１７２４ ５０８７８８

科学 ７９１８７ １４１７４３

工程、制造和建筑 ５７７８２ ６７４９３

农业 ３２９０ １１５５０

卫生和福利 ６２００２ ２９３７５９

服务行业 １８０３４ ５３２５４

跨学科 ８４４３ １９９９５

　　注：美国教育统计中心有关私立大学各学科领域授予
学位数据仅更新到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

总体来看，２０００年美国私立高校教育规模最
大的三个学科群分别是社会科学、商业和法律学

科群，人文学科和艺术学科群以及教育学科群，

其规模分别为 ３６１７２４人、１１１５６０人和 ８９４２４
人，其在私立高校总人数中占比分别约为４５７％、
１４１％和１１３％，共占比高达７１１％［２３］，可见文

科大类学科人数在私立高校中远超出理科大类学

科。与２０００年相比，２０１９年美国私立高校教育规
模最大的三个学科群分别是社会科学、商业和法

律学科群，卫生和福利学科群以及科学学科群，

分别为５０８７８８人、２９３７５９人和１４１７４３人，其
占比分别约为３８１％、２２０％和１０６％，共占比
为７０７％［２４］。２１世纪以来，美国私立高校学科群
发生较大变化，卫生和福利学科群和科学学科群

取代人文学科和艺术学科群、教育学科群进入前

三行列。可见，随着各国对科学技术和公益福利

的不断重视，美国私立高等教育也逐渐对两者加

大投入。而美国高等教育系统 “文重理轻”的学

科类结构特点深植于其高等教育的历史文化传统

中，自美国高等教育创建之初起，博雅文科就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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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美国高等教育课程体系的重要内容［２５－２６］。因

此，社会科学、商业和法律学科群一直牢牢稳居

占比第一的位置。

具体而言，其一，美国私立高等教育逐渐倾

向于应用学科，尤其是卫生和福利大类专业人数

增长尤为迅速，而社会科学、商业和法律以及人

文学科和艺术等市场需求逐渐减少的学科学位授

予数量占比持续下降。可见，相较于理论型学科，

私立大学培养人才的目标和模式偏向于专业型和

职业型。其二，服务行业类学科学位授予数量呈

现近两倍的增长。自从全球金融危机结束后，美

国的产业结构也较为迅速地进行了调整，这同样

也体现在了学科设置上，尤其是服务行业，美国

私立大学一直以来就勇于突破传统束缚，时刻加

强社会服务职能［２７］。其三，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

的信息化时代，科学类学科发展一直受到教育界

的极大重视，因此，该类学科学位授予数量呈现

近一倍的增长趋势。２０１２年３月，美国对外关系
理事会发布 《美国教育改革与国家安全》报告。

该报告指出高科技人才是国家安全的强大支撑，

因此加大培养各类高科技人才的力度，以达到继

续保持美国军事、科技的领先地位［２８］，通信技术、

计算机和信息科学等大类学科也随之迅速发展。

总体而言，美国私立大学在学科设置上的调整与

市场和社会发展有很高的适切性，能够根据各行

各业的发展变化以及市场人才供需的不断变化而

迅速调整并适应，以保证与各企业的人才供给合

作和毕业生的顺利就业。

（三）形式结构：全日制规模波动增长，非全

日制规模缓慢增长后稳定

２１世纪初，美国私立高等教育在校全日制人
数为２６３８３７４人，先在高等教育普及的浪潮中快
速增长，至２０１１年达到峰值４３３５７１７人，后减
少到２０２０年的３７０１１５９人。整体上呈现增长趋
势，与２０００年相比增长了约４０３％，但其占比则
从２０００年的 ７４１２％下降至 ２０２０年的 ７２２２％。
与全日制规模增长趋势有所不同，非全日制人数

从２０００年的 ９２１１２９人缓慢增长至 ２０１２年的
１５５１２８１人并到达峰值，而后基本稳定在１４５万
人左右，其占比从２０００年的２５８８％增长至２０２０
年的２７７８％［２９］。可见，全日制规模呈现波动增

长，非全日制规模缓慢增长后稳定 （见图４）。

图４　美国学位授予私立机构的在校全日制和非全日制人数［３０］

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全日制和非全日制人

数都在不断上升，但非全日制占比持续增长。这

一方面可以追溯到２００５年美国教育部部长玛格丽
特·斯佩林斯 （ＭａｒｇａｒｅｔＳｐｅｌｌｉｎｇｓ）成立高等教育
未来委员会，基于当时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状况，

提交了被誉为 “２１世纪美国高等教育领域最大规
模的一次政策改革”的议案，其中提到要提高非

传统学生 （即成人）的终身教育机会［３１］，鼓励越

来越多成人采取非全日制的学习形式来接受高等

教育。同时，美国私立高校的发展一直紧随着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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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发展和社会市场需求的变化，其学科设置也正是

多数就业人员所需的专业学位。另一方面，随着在

线教育的兴起和教育选择的多样化，学生现在拥有

更多的学习方式和机会，这可能让一些学生转向非

传统教育形式，比如在线学习、职业培训等。以上

原因在一定程度上都使得私立高校的非全日制人数

占比持续增长。由此可见，面对时代机遇，私立高

校的发展一直在紧跟市场化理念和市场需求变化。

（四）管理体制结构：非营利性规模稳步增

长，营利性规模波动上升

美国私立高校按照产权归属、运作方式和收

益分配等的不同，可以分为营利性大学和非营利

性大学［３２］４９。２１世纪以来，一方面，非营利性私
立高校的在校生人数持续增长，从 ２０００年的
３１０９４１９人增长至２０１９年的４１３５３７２人，２０２０
年略有下降 （见图 ５）。其占比整体呈下降趋势，
从２０００年的８７４％下降至２０２０年的８００％，其
中最低值为２０１０年的６５６％。另一方面，营利性
私立高校的在校生人数在波动中上升，２０００年人
数仅有４５００８４人，而到了２０２０年已有１０２３５４０
人，增长了约 １２７倍，其中最高值为 ２０１０年的
２０２２７８５人。其占比同样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
从２０００年的１２６％上升到２０２０年的２００％，其
中最高值为２０１０年的３４４％［３３］。

图５　美国非营利性及营利性私立高校学位授予机构在校生人数［３４］

　　非营利性和营利性私立高校呈现出不同的发
展态势。一方面，非营利性私立高校规模稳步增

长。其中，包括许多像哈佛、耶鲁这样的世界名

校，他们构成了非营利性私立高校中的一大部分。

这些知名高校以其卓越的教育质量和丰富的资源

吸引着大量学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非营利性私

立高校规模发展较为稳定。另外，非营利性私立

高校能得以稳定发展的原因，还在于非营利性私

立高校主要是慈善和捐赠的产物。而营利性高校

主要是市民社会和商业社会的产物［３５］，多由营利

性教育集团和企业家创办，需要面临国家政策变

化、资本市场波动、内部权力斗争等风险，受社

会和经济发展制约较大。最重要的是，政府对非

营利性高校给予政策优惠和一定的资金支持，所

以其受社会环境影响较小，生命周期较长。

另一方面，２０１０年之前，营利性私立高校一
直保持着快速增长的发展态势。原因主要有三点：

其一，联邦政府在 《高等教育法》中增加了佩尔

助学金的资助力度并拓展了资助范围，明确规定

符合条件的营利性大学学生同样可以获得联邦助

学金的支持［３６］５５，使得营利性大学规模得到进一步

扩展。而同一时期的资本市场也成为营利性私立

高校的强大推动力，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阿波罗教

育集团。其二，市场对人才需求和要求的日益增

长，使得大量２５岁以上的成年人对高等教育的需
求越来越强烈。美国营利性私立高校将主要目标

群体定位于２５岁以上参加过工作的人员，花费大
量的时间和资源分析潜在学生对教育的需求，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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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市场调研结果进行课程设计［３６］５６。其三，进入

２１世纪后，联邦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面向未来的教
育政策，如 《美国教育部 ２００２—２００７年战略规
划》《高等教育机会法案》等，极大地促进了教育

领域的投资，使得营利性私立高校数量激增。然

而２０１０年之后，营利性私立高校发展陷入困境，
其主要原因在于：第一，营利性私立高校的教育

质量降低，学生在毕业之后无法找到满意的工作，

进而无法偿还上学时申请的贷款，导致营利性私

立高校的贷款违约率不断上升，社会各界因此不

愿再到营利性私立高校就读；第二，营利性私立

高校进行虚假宣传导致口碑降低。营利性私立高

校不仅投入大笔预算用于招生和广告，而且大都

实行激励性有酬招生策略，导致虚假广告宣传与

欺诈行为的产生［３７］。因此，从２０１１年开始，奥巴
马政府对营利性私立高校实施收紧和限制的政策

调整。

三、对我国民办高等教育结构的启示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的不断推进，

民办高校也在大力发展，但其结构仍存在层次结

构重心低，研究生教育发展不充分，以及专业设

置市场化导向，基础学科建设薄弱等问题［３８］。针

对以上问题，美国自２１世纪以来高等教育结构的
变化可以给予我国一定的经验和启示。

（一）优化层次结构，重视研究生教育和完善

职业教育学位制度

美国私立大学体系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和沉淀，

目前已经相对完善。私立高等教育层次结构的梯

度正在不断缩小，从博士研究生到副学士等各个

办学层次，私立大学都在积极涉足，并在一定程

度上实现了各层次结构的协调发展。近２０年来，
美国私立高校在发展研究生教育方面确实取得了

重要进展，但相对忽视了副学士学位教育。而副

学士职业学位一般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工作岗

位的要求设置课程，针对性、实践性较强［３９］，有

一定的社会需求性。但随着副学士学位人数的减

少，美国技术工人大量短缺。目前，我国民办高

等教育大都从高等职业院校开始发展，后有部分

学校慢慢发展成为本科院校，但极少数具有研究

生及以上层次的办学资格。根据我国教育部数据

显示，截至 ２０２０年，我国拥有 ７６４所民办高校，
其中，本科院校有４１２所，专科院校有３５０所，成
人高等学校有２所，包含研究生层次的院校仅有６

所 （包括西湖大学）［４０］９０。而美国除了私立专科院

校数量与我国相差不大之外，其他两个层次的院

校数量远远超过我国，尤其从比例来看，我国民

办高校办学层次偏低。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我

国民办高校发展起步较晚，没有经过长时间的反

复试错与改善，也缺乏学术积累，仅局限于本科

教育和专科教育。

基于此，我国民办高等教育应在一定程度上

优化办学层次。一个国家要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

乃至普及化，必须也只有依靠大力发展民办高等

教育来解决［４１］。我国民办教育任重而道远，不应

该只局限在本科教育和专科教育，教育部门应在

正确引导和依法管理的同时，准许和鼓励民办高

校面向市场需求培养研究生以及建立科研机构。

另外，我国民办高校还应结合我国国情和社会经

济发展状况，明确自身发展优势，寻找自身准确

定位，保持职业教育优势，完善学位制度。《国务

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中明确提

出，要研究建立符合职业教育特点的学位制度。

借此机会，我国应进一步重视民办高等职业教育

的发展并完善其学位制度，坚持校企合作，走产

学研结合道路，重视就业导向，配合各行业发展

需要，将人才培养与行业发展紧密联系起来。

（二）调整学科专业结构，以适应经济发展和

社会需求

以社会需求为导向，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是

美国高等教育一贯秉持的传统，因此美国高校的

学科专业设置都非常重视与社会需求相结合［３２］５０。

该特点在各类型高校中尤为突出的正是与经济发

展和市场需求联系紧密的私立高校。美国私立高

校的学科设置一直跟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市场需

求的变化，及时调节专业设置和学生人数占比，

使其结构始终紧紧围绕市场产业需求，呈现动态

可调整化状态。目前中国经济已进入转型升级的

高质量发展阶段，从整体就业情况来看，第一产

业就业比例大幅度减少，第二产业就业比例缓慢

增加，主导地位不断增强，第三产业就业比例增

长明显超过了第一和第二产业，产业结构已形成

“二、三、一”的格局，并在此基础上不断优化。

这些变化要求高等教育必须有所应对，在人才培

养的规模、规格上进行适时调整。

我国民办高校受制于文化传统和管理运行机

制，其学科设置和结构构建常常滞后于我国当前

社会经济发展和市场产业结构的变化，无法对处

于动态的社会需求做出及时的反应，从而容易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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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毕业生的就业问题以及人才市场上的结构性问

题。因此，我国民办高校一方面需要时刻关注我

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紧跟产业结构不断调整

的步伐，侧重于应用学科，并与市场需求相匹配，

以实现学科结构动态可调整化，促进毕业生更好

地就业；另一方面，在学科设置上，我国民办高

校应以市场需求和社会需求为导向，灵活调整专

业设置，提高学科专业结构与经济发展的适切性。

同时，开设与行业发展密切相关的新领域和新专

业，并密切与行业合作，建立实践教学基地，为

学生提供更多实践机会，从而进一步提升他们的

实践能力和适应能力。

（三）完善形式结构，平衡全日制和非全日制

美国私立高校非全日制招生人数自２１世纪以
来一直保持较为稳定的增长。就非全日制研究生

教育来说，一方面，其地位和全日制研究生一致，

一般高校采取柔性较好的学分学时体系，学生可

以根据自身的情况自由选择全日制或非全日制的

学习形式［４２］；另一方面，美国私立高校严格把控

非全日制研究生教育的质量，为了筛选出高质量

的研究生，各高校的录取人数在一般情况下都会

超出应授予的学位数量。长期以来，我国高等教

育的形式结构主要偏向于全日制教育，而非全日

制教育的发展相对缓慢，仅集中在研究生教育领

域。自从我国开始进行非全日制研究生招生以来，

为促进其发展，先后颁布了 《关于在职人员申请

硕士、博士学位的试行办法》《关于授予具有研究

生毕业同等学力的在职人员硕士、博士学位暂行

规定》等多个文件。非全日制的教育形式在我国

民办高等教育发展中发挥的作用和价值有待提升，

民办高校对于非全日制学生的培养形式略显单调，

而且培养目标基本上都是以职业技术人才为主，

培养形式和培养目标均较为单一［４０］９１。

想要改善这一现状，首先就需要改变原有观

念，非全日制作为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民办高校不应把非全日制学生群体当作创收的工

具，而是真正将他们与全日制学生平等对待；其

次，民办高校要扩大其招生的目标群体，其中非

全日制招生可将群体从普通的在职人员扩大到退

伍军人和辍学创业的低学历人群；再次，制定符

合非全日制学生特点的培养方案，其中最重要的

一部分是协调他们的学习时间和工作时间，并充

分考虑他们的需求，在课程设置、论文答辩等环

节上制定相应条例；最后，加强政府监管和完善

评价机制，我国民办高校可以借鉴美国 “三合一”

的监管机制，委托社会第三方机构进行评估，尤

其是对办学资金、教学质量、可变利益实体、关

联交易等方面进行监管、审计和评估［３６］６０，以保障

其办学质量。

（四）引导优化管理体制结构，积极探索推进

民办高校分类管理

营利性和非营利性两类私立高校的分类管理

在美国已有几百年历史。二者不同之处在于：其

一，登记注册。大部分州对私立高校的建立和运

作采取不同形式的审批。其二，管理体制。非营

利性私立高校主要由联邦教育部进行管理，而美

国的营利性私立高校既被视为教育，也被视为商

业。除联邦教育部之外，联邦贸易委员会、总审

计局、证券和交易委员会等联邦机构都有对其进

行管理的权力［４３］。其三，认证制度。美国联邦政

府的机构认证是两类私立高校获得联邦资助的必

需步骤，这也是美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重要

手段。

我国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指出，要积极探索营利性和非
营利性民办学校分类管理。国务院也曾于２０１０年
１２月５日发布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国家教育

体制改革试点的通知》，文件中明确提出要探索营

利性和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分类管理办法，并就试

点地区出台了相关方案。２０１７年９月，第十二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修正案）正式实

施，其第十九条规定民办学校的创立者可以自主

选择设立非营利性或者营利性民办学校。尽管我

国在国家层面不断推进民办高校的分类管理，并

授权省级政府自主决定过渡期，但各地进展较为

缓慢。截至２０２１年，仅有上海在民办高校分类管
理上取得阶段性进展，可见我国民办高校在分类

管理上仍有漫漫长路。

借鉴美国两类私立高校近２０年间的发展经验，
第一，我国应该加速民办高校分类管理制度的建

立和实施，根据各省实际情况，推进各地民办高

校关于营利性或非营利性的选择和登记在册等工

作的落实。各省教育部门应吸取美国前十年营利

性私立高校的经验教训，制定相应的管理机制和

质量保障制度，以把控各民办高校的办学质量，

并且需要区别投资办学的营利性民办高校和捐资

办学的非营利性民办高校。第二，重点把握非营

利性民办高校。教育作为强国之本，其公益性和

非营利性也是我国民办教育最基本的制度定位［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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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政府应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

办学方向，多多扶持非营利性民办高校的发展，

以促进民办高等教育事业以及社会主义教育事业

的发展。

（五）打破原有保守思想，革新中国民办教育

思想观念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西方经济萧条导致高等
教育的投入经费大幅度减少。同一时期，美国颁

布了 《国家处于危机之中》的报告，政府进行了

一系列的教育改革，并且民众也希望有更多的私

人成分参与其中，即教育的私营化。在这样的背

景下，美国引入市场机制到教育领域中。这些契

机都在推动着美国私立高等教育的蓬勃发展，刚

好也反映出美国国家的座右铭：集众人之力而成。

私立高等教育机构作为美国社会的公共机构，不

断为社会带来积极影响，满足了一些希望得到比

公立高校更多或不同教育的家长的需求。可见，

从美国政府到美国民众，私立高等教育是一个积

极的存在。

相比之下，民办高校在我国并不具备较高的

受欢迎程度。２０２１年５月１４日，国务院公布了修
订后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

例》，其中提到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依法支持和规

范社会力量举办民办教育”。虽然政府正不断推进

民办教育的发展，但民众的思想还是过于保守，

这主要体现在我国民办高校总是处于 “被迫选择”

的地位。其原因在于：其一，我国民办高校起步

晚，办学历史也较为短暂，导致社会民众对其认

识较为片面，接受和认可程度不高，形成了一种

民办高校 “不正宗”、实力较差、办学质量较低的

思想观念；其二，民办高校主要通过市场筹集办

学资金，这使得其经营离不开市场，办学中公益

性与营利的矛盾特殊性比较突出，在我国 “无商

不奸”的传统观念下，容易对民办高校持有偏见。

因此，民办教育在思想观念上的革新刻不容缓。

第一，改变民办教育 “被迫选择”的地位。

借鉴美国的公立、私立高等教育一体化模式，我

国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实现中国特色公办、民办高

等教育的一体化。首先就是从政策待遇上改变进

而在社会舆论上让民众主动选择民办高等教育。

我国政府已经提出，“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民办

学校的受教育者在升学、就业、社会优待、参加

先进评选，以及获得助学贷款、奖助学金等国家

资助等方面，享有与同级同类公办学校的受教育

者同等的权利”［４５］。民众应响应政府呼吁，改变自

身保守观念，正确认识到民办高校能够满足社会

发展对各类人才的需求和各类家长的择校需要，

将其与公办高校同等对待。

第二，民办教育特色化。区别于公办高校，

民办高校可以在人才培养模式上特色化，利用自

身资源优势将特色竞争力最大化。例如，美国著

名的斯坦福大学作为世界一流研究型私立大学，

利用其市场资源与许多科技企业和创业孵化器合

作，为学生提供实践和创新的机会，这是我国民

办高校能够借鉴并实现的一大特色。不仅于此，

我国民办高校应致力于挖掘公办高校未涉及的领

域，将其特色化，并转变为自身发展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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