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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设立立高高等等学学校校不不再再禁禁止止营营利利
教育法律将进行“一揽子”修订，民办学校可以取得合理回报

本报济南 9月 6日讯 (记者
张榕博 李钢 杨凡 ) 国

务院法制办5日在中国政府法
制信息网上公布了《教育法律
一 揽 子 修 订 草 案 ( 征 求 意 见
稿)》,建议一揽子对《中华人民
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高等教育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教师法》和《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4部法律
相关条款进行修订。草案明确
民办学校可以要求取得合理回
报。此外，高等教育法等拟删除

“高等学校不得以营利为目的”
的内容。有教育人士担忧，草案
中一些内容仍然需要现实“磨

合”，单纯的法律规定难以改变
一些教育问题。

对于现行教育法规定办学
不得以营利为目的；民办教育
促进法规定，民办学校可以要
求取得合理回报；实践中民办
学校绝大多数登记为民办非企
业，取得合理回报在执行中存

在一些问题，为完善民办学校
管理制度，征求意见稿规定，将
教育法第二十五条第三款“任
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营利为目
的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
修改为：“以财政性经费、捐赠
资金举办或者参与举办的学校
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不得设立为

营利性组织。”
删 除高 等教 育法第二十

四条关于设立高等学校“不得
以营利为目的”的内容。同时，
民办教育促进法中增加规定，

“民办学校可以自主选择，登
记为非营利性或者营利性法
人。”

专家解读

““学学前前教教育育制制度度””拟拟写写入入教教育育法法
新规不乏亮点，但仍待细则出台

“设高等学校不再禁营利，
这应该是此次修订最大的亮
点。”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熊丙奇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
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就提出，要积极探索营利性和
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分类管理，
这次修订其实是在落实“纲
要”。

熊丙奇分析，以前民办高
等学校大都注册成非营利性
的，这样不仅影响民营资本的
积极性，还容易造成监管不到
位。如果允许注册成营利性的，
工商等相关部门都可以进行监
管，这有利于提高监管水平。

作为民办高校的负责人，
省政协常委、山东协和学院院
长盛振文认为，这样修改有利
于推进营利性和非营利性民办
学校分类管理，使民办学校的
分类管理有法可依。“培训、技
工等非学历教育学校可纳入营
利性民办学校，能够调动办学
者积极性，为社会培训急需人
才；本科、高职等学历教育学校
可纳入非营利性民办学校。”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
员储朝晖则认为，现在的民办
学校大部分应该认定为私立
学校。“国外的私立学校一部
分是投资性质，一部分是捐助
性质，按照我国的国情，目前
应该鼓励投资性质私立学校的
发展。”

储朝晖认为，此前民办学
校是否公益性质、是否收费其
实很难界定，不少民办学校只
能在灰色地带生存。“现在民办
学校可以收费办学只是解决了
他们最基本的生存问题，收费
的私立学校如何与义务教育阶
段的公办学校比拼，还需要私
立学校提高办学质量来实现。”

本报记者 张榕博 李钢
杨凡

为加快普及学前教
育，征求意见稿指出，国
家实行学前教育制度。国
家制定学前教育标准，加
快普及学前教育。地方各
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各
种措施为适龄儿童接受
学前教育提供条件或者
支持。

现在各地学前教育不
同程度地存在入园难、费
用高、质量差等问题，群众
反映比较强烈。而这些很
多都是改革遗留问题：先
是国有企业改制、事业单
位缩编，原本单位办的幼

儿园被当做包袱甩了出
去；之后又因优先保障义
务教育，政府投入很少，幼
儿园被推向了市场。

山东省教育学会学前
教育研究专业委员会秘书
长方明表示，近几年国家
对学前教育虽然有所重
视，但之前教育法里并没
有相关内容，写入教育法
后，以后制定相关法规也
就有了依据，对解决学前
教育现存的问题将十分有
利。

“这有利于提高政府
的积极性。”21世纪教育研

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表示，
此前我国对学前教育的投
入严重不足，学前三年入
学率甚至是连续下降。

但他认为，实行学前
教育制度，并不代表将学
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条
件允许的地方，最好能将
一年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
育。”

“只有这样才能确保
各地政府履行学前教育投
入责任。”熊丙奇分析，因
为没有明确的投入目标，
很难督促各地真正重视学
前教育。

草案将教育法第十九
条中的“成人教育制度”修
改为“继续教育制度”，并
增加规定，国家鼓励发展
多种形式的继续教育，促
进不同类型学习成果的互
认和衔接，推动全民终身
学习。

“这也是大家呼吁很
多年的，成人教育好像有
点歧视意味。”熊丙奇说，
此次修改主要是因为现在

大部分人都有了一定的学
历基础，用继续教育更适
合，使用范围也更广，特别
是现在倡导的终身教育，
用继续教育制度更加适
合。

在草案中，国家鼓励
发展多种形式的继续教
育，促进不同类型学习成
果的互认和衔接。那什么
是不同类型的学习成果？
省教育厅成人教育处有关

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的
成人高考、自考、远程教
育、网络开放大学都属于
继续教育的类型。

这位负责人表示，不
同继续教育学习成果同时
还存在教育成果良莠不齐
的情况，“现在国家出台规
定，今后还必须出台一个
统一的学历认证机关，统
一认证规范，这样才能真
正做到学习成果互认。”

草案明确规定，以财
政性经费、捐赠资金举
办或者参与举办的学校
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不得
设立为营利性组织，这
就意味着公办学校兴办
营利性质组织将被视为
非法。已有的学校或将
关闭、转型或独立出来
办学。

储朝晖认为，这条法
律旨在解决在我国盛行
多年的公办学校兴办“校
中校”、分校问题。“但实
际上很难禁绝。因为地方
财政投入不足，有些高中
日常运行所需70%的费用
都是来自分校的招生收
入，而且这为教育部门的
个别领导提供了大量“灰

色收入”的机会，地方教
育部门对这块‘肥肉’难
以割舍。”

“‘校中校’往往是民
办性质，但又挂着公办
学 校 的 牌 子 。”储 朝 晖
说，实际上很难认定。因
此，禁绝公办学校兴办

“校中校”，修法还应出
细则。

草案规定，下放设立高校
审批权限，设立实施专科教育
的高等学校，由省级人民政府
审批；设立其他高等教育机构，
由省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
审批。

山大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副
主任刘志业认为，这种办学自
主权的下放，意味着高等教育
办学自主权的扩大。扩大省
级政府对专科教育的审批权
限，是由于高等教育布局结
构应该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相适应，而地方政府能更好
地掌握地方人才类型、规模
和发展方向的需要，尤其是
专科教育更多体现为职业教
育，为地方提供紧缺职业人才
的作用更大。

草案还进一步完善了关于
非法招生、考试作弊、非法颁发
学历证书以及制造销售假冒学
历证书、非法办学等方面的法
律责任。

例如，对违反国家有关规
定非法招收学生的处罚，增加：
对学校、其他教育机构给予警
告，并可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
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
暂停相应招生资格1至3年，直
至撤销招生资格、吊销办学许
可证。

“这些都是增加的处罚条
款，增强了法律的操作性。”
熊丙奇说，这有利于教育问
责。但在他看来，这些还远远
不够，“应该增加一些限制政
府越权办学的条款，这样才
能恢复学校的办学自主权。”

新规亮点

营利分校将关闭转型

不同类型学习成果有望互认

“学前教育”入法利于解决入园难
民办高校可营利

有利于进行监管

高等教育办学

自主权扩大

增加处罚条款

增强操作性

国国务务院院法法制制办办55日日在在中中国国政政府府法法制制信信息息网网上上公公布布了了《《教教育育法法律律一一揽揽子子修修订订草草案案
((征征求求意意见见稿稿))》》，，新新规规不不乏乏设设立立高高校校不不再再禁禁止止营营利利、、学学前前教教育育制制度度入入法法等等亮亮点点，，但但要要
真真正正解解决决教教育育改改革革与与发发展展中中存存在在的的问问题题，，仍仍需需后后期期的的细细则则跟跟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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