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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民办二级学院的生存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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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尚校 办二级学院作为发展我圈商等教育t}1fl',Og'l新，已经经过 了几年的实践与探索，是新的理论促进 r艺的大发 

展，新的办学俸制激发了它的办学活力，新的符理儆 带米 r新的气象， 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中，高校民办二级学院将作出它应 

自‘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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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his paper probes into the new working system for the'~ liated private college trill by university if they wish to survive and devlop in 

this eompetiti-ee world today．1ntemal reform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 are ab~lutely necessary for the new"mo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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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对教育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高等教育大众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 

要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高校就要扩大招生，扩大招 

生首先遇到的就是对高校资金投入不足，教学资源 

有限。如师资力量有限、校舍不够以及实验设施设备 

短缺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多种方式筹措资金举办多 

种形式的高等教育是高等教育改革的必由之路，这一 

切给高校民办二级学院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为 

兴办民办高等教育提供了良好的市场契机。 
一

、新的机制是高校民办二级学院生存和发展 

的基础 

高校 民办二级学院是民办高等教育的一种形 

式，其存在和发展都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高校民 

办二级学院的生存基础是由于有了新的机制，新的 

机制有二层含义：新的投资机制和运行机制。高校 

民办二级学院吸纳了社会资金办学，有了新的投资 

渠道，解决了公办高校的规模发展与投入不足的矛 

盾，为充分开发利用和优化配制现有教育资源起到 

积极作用，促进了教育思想观念的更新。民办二级 

学院的产生，在原有公办高校中引入一种新的运行 

机制——民办机制，二级学院已经成为公办高校改 

革的一块“试验田”，为公立高校 自身改革提供新的 

尝试和可以借鉴的经验，形成公办与民办优势互补， 

共同发展，推进了办学体制、管理体制、教育投资和 

学校内部运行机制等教育改革的深化。 

高校民办二级学院依托和借助公立高校的办学 

力量和无形资产开始起步，这是发展我国的民办高 

等教育的一条最好的捷径。我国的民办高校还处于 

起步阶段，现在独立设置的民办高校，办学条件普遍 

还达不到高校评估标准，靠 自身发展还需要相当长 

的一段时间，自己的教师队伍尚未形成。目前民办 

高校的师资力量主要有两部分组成，退休返聘和高 

校在职教师。公立高校如让自己剩余的师资力量在 

外边服务，不如自己充分地利用起来，而高校民办二 

级学院正是依托和借助校本部的力量很快就可以上 

层次，另外家长和学生还比较看重公办高校的文凭， 

无形中增强了高校民办二级学院招生的竞争力。 

二、搞好自身建设是发展高校民办二级学院的关键 

高校民办二级学院要有自身发展的空间，必须 

实行“三独立”，即有独立的校区，单独组织教学，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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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独立核算。民办二级学院要能够“三独立”必须有 

稳定 、足额和不断增加的资金来源。具体来说，应充 

分利用国家给予的收费政策，加大投入，发展和壮大 

自身的实力。高等学校举办民办二级学院是为了扩 

大办学规模 ，拓宽办学思路，提高办学的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为经济建设服务，是一项具有公益性的事 

业，而不是单纯为了扩大高校财路的渠道。因此，民 

办二级学院要靠质量求发展，民办二级学院必须把 

它的生存放在第一位，生存为了发展，发展了才会更 

好的生存。教育质量是民办高校生存的生命线，民 

办高校的质量好坏最终是由社会来认可，民办高校 

培养的学生必须能适应社会的需要，为社会所欢迎 

和接受，一句话学生的就业率将是衡量民办高校办 

学质量的重要标志之一。 

民办二级学院搞好 自身建设的关键是加强管理 

体制建设。管理体制是学校管理的根本组织制度。 

在起步阶段，民办二级学院主要借助公办高校的办 

学条件和无形资产来生存，在管理体制上许多方面 

还受到母体的牵制和影响，当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就 

必须依靠自身条件和优势进入社会参与竞争。从江 

苏省的情况看，目前民办二级学院的管理体制呈现 

多样化的特点，大体有几种模式：董事会领导下的校 

长负责制、校长负责制、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不管是哪种模式，民办二级学院管理体制的确定，一 

定要有利于实行责任制和内部管理 ，同时也要有利 

于民主管理，管理体制可以是多样化的，但最重要的 

是要科学化，实践证明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是一种比较好的模式，因为这种形式把投资者和经 

营者分开，既要考虑社会效益又要考虑经济效益，实 

行真正聘任制，办学者要对董事会负责，实现了责权 

利三者统一，打破了铁饭碗。 

民办二级学院要能够大发展，必须实行高水平 

的管理，前提是要有一个具有现代教育理念的领导 

班子 ，以构建起合理完善的校内教育体制框架，学校 

的管理水平直接影响着学校的办学质量，办学者必 

须牢固树立服务观念，在办学质量、服务态度、全程 

培养等方面下工夫。在建设过程中，利用自身的优 

势，一开始就要使办学条件上层次，教学手段现代 

化 ，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改变传统教学方法，在现代 

远程网络教育等方面早上台阶。民办二级学院在教 

师队伍建设上，必须走自己培养与引进相结合、专职 

和兼职相结合的道路，可以用较高的待遇来聘请高 

水平的教师，逐步建立起一支高水平的教师队伍，承 

担实施高质量教育的任务。 

三、为发展民办高等教育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民办二级学院的发展还必须依靠国家和政府的 

支持 ，应尽快进行民办教育的立法工作，制定并出台 

有关法律以及相关的配套政策条例，以确定民办教 

育的法律地位 ，保障民办教育健康有序的发展。要 

规范民办学校的办学行为，维护举办者、办学者、民 

办教学机构和师生的合法利益。要使投资者在取得 

社会效益的同时有一定的经济效益，在学校规划建 

设任务完成后，有偿还能力时，允许投资者收回成 

本，还可以从学校经费盈利中得到一定利润分成。 

正确的社会舆论导向对民办二级学院的发展将 

是有力促进 ，目前民办二级学院在发展中还处于一 

个艰难阶段，由于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健全，使得民办 

高校在发展中无法可依。如民办二级学院收费太 

高，会影响招生；再如有的学生认为在民办二级学院 

中读书低人一等；又如在民办二级学院中的教师和 

工作人员的职称评定能否和公办高校一致 ，等等。 

社会上也有些人认为，民办高校是以赚钱为目的，不 

宜大力发展，还有观点认为，民办高校追求豪华的硬 

件设施，专门为有钱人服务，这些片面认识和观念的 

滞后严重地阻碍了民办高校的发展。因此要通过舆 

论宣传，让全社会了解民办高等教育的产生、发展是 

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和社会以及教育发展的必然。 

必须坚持“积极鼓励，大力扶持，加强管理，正确引 

导”的方针，为民办二级学院的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 

环境。 

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的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道路 

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民办二级学院是多种形式 

发展高等教育的一种尝试，中国的民办高等教育发 

展才刚刚起步，只能靠发展来求生存。和其他独立 

设置的民办高校相比，民办二级学院一开始就在办 

学层次、学校信誉 、教学条件和管理队伍等方面占有 

明显的优势，但也要看到，它也有许多不利的因素 ， 

如受高校本部的牵制多，在管理体制上容易又钻进 

公办学校旧体制的死胡同；社会接受程度低，国家还 

没有认可；危机感和竞争意识不如独立设置的民办 

高校强等等，但只要我们积极探索，及时总结，开拓 

创新，参与竞争，就一定能够开创我国民办高等教育 

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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