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浅谈民营教育集团在市场化进程中的发展空间 

文/成丙旭 

教育集团是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我国民办教育迅速发展过程中，从企业集团组织形式移植而
来的教育规模化经营的新型组织形式。教育集团通过大规模运作，提高管理的标准化水平和专业化
程度；通过大量采购，节约交易费用和供给成本；通过大规模市场推广，营建品牌号召力，克服市
场进入壁垒；通过创新组织建设，优化要素配置，提高运行效率；通过有效的外部环境建设，及时
把握信息和政策，增强竞争优势，提高集团地位。从目前来看，我国民营教育集团在市场化进程中
通过规模化办学和企业化管理实现了教育投资效益的最大化。本文仅对民营教育集团在市场化进程
中的发展空间及优势作一简单阐述。 

一、中国民营教育集团存在和发展的历史必然性  
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有其历史必然性。中国民营教育集团存在和发展也是这样。 中国是人口大

国。2005年我国人口总数达到130724万人，2010年将达 到134600万人。 所有的人都需要接受教
育，人口多，受教育的人口就多。 

《200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披露：全国研究生教育招生26.9万人，在学研究生
65.1万人。全国普通高等教育招生3 82.2万人，在校生1108.6万人。各类中等职业教育招生504.1
万人，在校生1240.2万人。全国 普通高中招生752.1万人，在校生1964.8万人。全国初中招生
2220.1万人，在校生6690.6万人 。普通小学招生1829.4万人，在校生11689.7万人。特殊教育招生
4.9万人，在校生36.5万人。 幼儿园在园幼儿2004万人。全国每年需要接受教育的人口2亿人以
上，占总人口的比重达20%以上。  

办教育必须有教育经费。中国教育经费每年都在增加，但是由于受教育的人口多，人均教育经
费不多，在长期内难以满足需求。2001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为3057.01亿元，按2001年 年末全
国总人口127627万人计算，平均每人口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仅239.53元,2002年，平均每人国家财
政性教育经费仅271.80元。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2003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116694亿元，按2003年年末全国总人口129227 
万人计算，人均年国内生产总值9030.16元。国家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九年义务教育尚需要一段时间
的努力，在非义务教育阶段的投资将长期供不应求。这就在客观上要求社会资金投入教育 。在穷
国办大教育的社会背景下，政府必然在教育方面“有所为而有所不为”，必须寻找新的教育投资渠
道。 

2002年12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办教育促进法》，2004年2月25日，国务院第41次常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
法实施条例》，确定了民办教育事业属于公益性事业，是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 。国家对
民办教育实行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依法管理的方针。民办学校与公办学 校具有同等
的法律地位，国家保障民办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民办教育发展有了可操作的平台。应该说民营教育
集团是中国当代教育现实的产物，是历史的必然。 

二、民营教育集团在市场化进程中的发展空间 
从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有关“未来居民消费预测统计”资料看，今后十年里居民储蓄中用于教育

的投入将占到17％，而用于住房的投入仅占7％。另外一个事实是，未来十年中我国将有9000万左
右的学生接受完九年义务制教育，其中只3000万左右的学生能被公立学校录取继续读书，其余6000
万学生将面临社会就业或待业、出国留学或走入民办学校。中国的民办教育市场潜力巨大，因此对
民办教育来说责任重大，机遇难得。 

在探索中成长，在实践中发展。我国民办教育从恢复发展至今，不仅为数以千万计的青少年学
生和社会成员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而且为提高我国劳动者素质作出了较大贡献。2004年年
底，全国有民办高校228所、独立学院249所，比1996年增加14倍；在校生139.6万人，为1996年的
115倍，占普通高校在校生总数的13%以上。  

民营教育集团在发展的进程中，利用社会资源和办学积累，使办学条件和教学设施得到逐步完
善。一批民营教育集团不懈努力，励精图治，逐渐赢得了社会的认可。他们注重改善办学条件，提
高教育质量的同时，坚持面向市场需求、贴近社会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设置专业和调整培养规
格，致力于培养应用型、技艺型人才，深受劳动力市场的欢迎。学生"招得来、学得实、出得去"，
促进了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良性循环，提高了民办高等教育在公众中的声望。  

民营教育集团改变了单一的政府办学模式，为教育可持续发展带来活力与动力。 民营教育集
团打破了公办高等教育的"垄断"格局，带来校际竞争，促进了高等教育改革、创新和发展。改变了



 

公办高校垄断办学的局面。随着民办高等教育质量的提高和数量的增加，有些民营教育集团已与公
办高校在招生、毕业生就业、招聘教师等方面展开竞争。竞争带来活力，竞争使公办、民营教育集
团在改革和创新中不断地提高自身办学实力。  

缓解了国家财政对教育投入的压力，为政府集中更多资源用于义务教育、尤其是用于农村教育
提供了支持。教育发展的经验表明，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单纯依赖政府的力量都无法提
供大众化、多元化的教育服务，尤其是在非义务教育阶段更是如此。我国民营教育集团经费来源主
要是靠办学积累(学生交纳的学费)和举办者出资。非公有制经济进入教育领域使政府有更大的力量
支持义务教育，尤其是支持农村地区义务教育.  

加速教育体制改革、建设和谐社会、适应高中阶段及高等教育适龄人口继续增加的趋势以及推
进教育事业健康发展的目标，都给民营教育集团持续健康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动力。新形势下的
新使命，为民营教育集团持续健康发展开辟了新的空间。  

三、民营教育集团的生存与发展必须走向产业化经营的道路 
进入21世纪的民营教育集团在教育理念、办学机制和实际操作中，已经呈现出愈来愈鲜明的市

场化倾向。例如西安外事学院从一开始建立就提出了用现代企业的运作方式经营学校的指导实现，
并付诸实施，即：看准项目，筹措资金，负债经营，迅速扩张。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学生的入学要
求，学校采取了一系列迅速改善办学条件、扩大学校规模的措施。主要包括向银行贷款，建筑公司
和其他行业垫资，与企业联办，与农民土地联营等，共筹集资金2亿余元，土地1000余亩，迅速建
成了一座拥有18万平方米校舍建筑的现代大学，使万余名学生得以进校。经济效益从1997年起有了
节余。三年内就全部还清所有欠款。西安外事学院的成功就是市场对民营教育的回报，就是社会对
民营教育的认可。从外事学院的创业中就可以看出，市场经济的生存基础和产业化经营的教育理
念，对中国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具有着非常重要的前瞻性意义。 

一是随着市场经济原则的确立，过去在计划经济下形成的由国家包办教育的办学体制，愈来愈
显得很不适应。旧的办学体制与经济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它无法反映市场对人才多样化、多层次、
多规格的需求。 

二是改革开放后，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城乡居民对文化教育的需求日益旺盛。加快
民办教育的发展，既可以缓解国家教育投入无法满足人们需求的矛盾，减缓升学压力，为素质教育
创造良好环境，满足广大学生和家长对教育的需求，提高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又可以扩大教
育消费，拉动内需，促进经济持续增长，还可以缓解目前就业的矛盾，把低素质劳动力就业的压力
转化为高素质人才的积累。 

三是民营教育集团自身的优势，民营教育集团的多元化发展，体现了教育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特
征，敏锐地反映了 市场需求。民营教育集团的自主体现和灵活性，提高了教育资产的利用率，实
现了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在人事管理、招生、专业设置、培养目标、办学特色等多方面，都更加
适应市场经济的特点。反过来，市场又向民营教育集团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机会。 
总之，中国民营教育集团完全脱胎于市场经济，并且在市场的风浪中发展壮大，形成气候,必须走
市场化经营的路子。 

四、民营教育集团化经营的优势 
在民营教育的运行过程中走集团化的经营模式有诸多优势。教育集团作为企业集团移植到教育

领域的一种教育经营的新的组织形式，能够较好地利用自身规模优势，转化或减少教育成本。 
对于投资决策、资源共享、评价控制等方面的权力要集中于教育集团；对于教育教学组织应全部放
开，让学校办出特色和质量；对利于节约内部成本和外部费用的共性行为，如集中配货、品牌推广
等方面活动，应条条式管理。教育集团在目标、计划、资金、资产、投资、高级干部任免等六个方
面要管住管好，做好预算管理，战略重点要着眼于优化人、财、物等资源的配置上。  
教育中的成本费用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教育中的人员组织成本即组织管理学生、教师、行政人
员、校外教育力量等与教育有密切关系的人的费用；教育资源配置成本即合理配置教育中人、财、
物等有形资源以形成资源的合理流动的费用；教育信息成本即获取与教育有关的信息如学生成绩、
学校招生、学生分配与就业、学校教育质量、学校与地区教育差异、教育改革动态等方面信息费
用；教育活动之间、教育组织之间以及教育组织和其他组织之间的社会协调成本如学校之间的衔
接、合作乃至学校与家庭联系、与社会配合等方面的费用；教育制度的维护成本即维护一定教育制
度的正常运转所需要的强制费用。 

教育的集团化经营可以通过内部的教育资源如资金、生源、师资等在集团内部进行统一调配、
管理，将资源配置到最需要、效益最好的单位，避免教育资源的浪费；通过提高组织程度，优化要
素配置，改善运行效率；通过大规模市场推广，营建品牌号召力，克服市场壁垒。这些都有利于规
模经济的实现和内部成本的降低。同时，教育的集团化经营有利于信息的收集和政策把握，降低外
部成本，增强在教育产业内的竞争优势，进而营造一个有效的外部环境。 

由此可见，教育的集团化经营能有效地化解教育中的交易费用，实现规模经济，促使教育投资
效益的最 

 



我国教育集团的产生、发展，实质上是对“教育活动进行产业化运作的一种典型表现形式”，
它在当前风起云涌的教育市场化改革背景下，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通过借鉴、采纳企业组织制度
和产业运作的思路和经验，讲求成本效益，注重质量、品牌，教育集团化经营取得了较高的办学效
益，从而为整个学校教育体系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为教育的运行和发展开辟了诸多新的思路，
提供了鲜活的经验(作者单位：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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