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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教育改革以体制改革为突破口，逐步破除计划体制下政府对教育“统得
过死，包得过多”的弊端，教育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教育事业实现了超常规发展。
其实，办学体制改革是我国一直在努力探索的事业，改革的最主要目的就是要为我国这样一个人口大
国寻找一条可以比较快捷、妥善解决教育重负的出路。
每当教育面临新的形勢时，办学体制改革就应运而起，只不过，办学体制改革的发展极大地受到了政
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影响与制约。
直到20世纪90年代，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教育在整个国民经济、社会文化建设
中的地位获得了新的界定，办学体制改革的探索才呈现出崭新的面貌，全国各地掀起了办学体制改革
的热潮，以民办教育的大发展为代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各级各类学校的举办为主要特征的办学体制
改革爆发出极大的能量。
　　当代办学体制改革生机勃勃，革故鼎新的举措令人目不暇接。
它对传统的管理体制、投资制度、教育治理结构、人事关系、家校关系、教育方式等都产生了深远的
影响。
可以说，在教育领域内，办学体制改革是具有重塑中国教育形态的奠基性工程。
同样，办学体制改革也具有相当的复杂性。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办学体制改革>>

内容概要

本书是国内首部系统阐述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办学体制改革理论与政策问题的专著，对为什么要进
行办学体制改革、什么是办学体制改革、有哪些体制创新与困难，以及更为根本的——办学体制改革
的理论依据、价值导向与政策趋势是什么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究。
    本书重点聚焦办学体制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颇具争议的办学新形式，对股份制办学、转制学校、
独立学院、民办高校、香港直资学校和津贴学校等改革热点进行了详细剖析。
就办学体制改革中具有横向性质的研究专题，如学校法律关系、民办教育制度创新、地方立法、政府
财政责任、教师同等法律地位、税收、合理回报、法人财产权、独立学院规制、教育中介组织等进行
了深度挖掘。
提供了“管、办，评联动”的教育机制创新案例研究。
本书对办学体制改革的全面反思将对教育决策者、改革实践者、理论研究者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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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私营企业所办学校中，特别在以个人为主要投资者的小型私营企业中，由于投资者个人掌权的
现象很多，这类办学方式与个人办学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它往往兼有个人办学的一些特征，如学校的
经营和管理基本上以投资人的意志为主，校长听命于董事长。
说它是介于企业办学和个人办学之间的中间形式也无妨。
如果私营企业规模较大，或企业主对其举办的学校能够任其独立发展，企业和学校之间的关系相对宽
松、融洽。
　　说到企业办学不得不提及房地产公司办学。
房地产公司因财力雄厚，出于房地产经营策略的考虑（可以通过举办优质学校提高房产价格或招揽顾
客），举办学校的不在少数。
房地产公司举办学校多一次性投入巨大，学校硬件更是不同凡响，学校运行经费充足。
但是也有例外，因为投入巨大，其回收成本的难度也随之增加，因为高成本势必导致高收费，高收费
又引发招生困难，学校难以短时间内摆脱窘境。
　　企业办学都是以法人资格举办学校，企业一般会委托自己的代表担任董事会成员，对学校的财务
管理进行严格控制，企业管理层对学校直接干预的极少，除非私营企业。
学校因为企业的资金投入前期发展相对比较顺利，依靠企业投入和自身积累而发展，学校可以在短时
间内上规模上档次，运行期间风险相对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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