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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1月 11日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简单聊聊最近民办教育的新政

2022 年 12月 14 日，国务院发布通知，中共中

央、国务院印发了《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

－2035 年）》（以下简称“《纲要》”）。关于教育，《纲

要》明确提出“提升教育服务质量。健全国民教育

体系，促进教育公平。完善普惠性学前教育和特殊

教育、专门教育保障机制。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

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巩固提升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水

平。着眼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科研院所，加强

科教基础设施和产教融合平台建设。完善职业技术

教育和培训体系，增强职业技术教育适应性。鼓励

社会力量提供多样化教育服务，支持和规范民办教

育发展，全面规范校外教育培训行为，稳步推进民

办教育分类管理改革，开展高水平中外合作办学。” 

《纲要》的出台迅速引起了关注教育行业人士

的广泛热议，对于《纲要》提及的“鼓励社会力量

提供多样化教育服务，支持和规范民办教育发展”

的表述，给予了投资人极高的期待，投资人纷纷猜

测近年来民办教育的强监管政策是否开始松动，将

要明显转向？可是不久前发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

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以下简称“《二十大

报告》”）中，对民办教育的态度仍是“引导规范”，

难道在短短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国家对民办教育

的态度发生了如此大的转变？同时，从近期出台的

各项民办教育法律法规、政策来看，既有支持鼓励

发展的，也有加强规范治理的，民办教育不同“赛

道”的政策导向大相径庭，表现最为显著的就是职

业教育和校外培训，这似乎增加了未来民办教育发

展趋势的不确定性。 

一、支持职业教育的发展 

“鼓励和支持”是国家近几年来对职业教育发

展的主要政策导向。早在 2019年 1月 24日国务院

关于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国

发〔2019〕4 号）中已经明确提出“鼓励和支持社

会各界特别是企业积极支持职业教育”，并且提出

在 5—10年左右时间，职业教育基本完成向政府统

筹管理、社会多元办学的格局转变，由追求规模扩

张向提高质量转变，大幅提升新时代职业教育现代

化水平的目标，同时制定了一系列促进职业教育发

展的举措，基本奠定了未来几年职业教育发展的方

向。 

2021 年也是利好职业教育发展的一年。5 月，

《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明确提出国家鼓励企

业以多种方式依法举办或者参与举办实施职业教

育的民办学校。10月，中共中央办公、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明确“鼓励上市公司、行业龙头企业举办职业教育，

鼓励各类企业依法参与举办职业教育。鼓励职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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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与社会资本合作共建职业教育基础设施、实训基

地，共建共享公共实训基地”，并且提出了 2025 年

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基本建成，职业本科教育招

生规模不得低于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的 10%，

2035 年我国职业教育整体水平进入世界前列的两

大目标。12 月，教育部等四部门关于印发《“十四

五”职业技能培训规划》的通知（人社部发〔2021〕

102号），构建以企业为主体、职业院校为基础、政

府推动与社会支持相结合的职业技能培训体系，推

动职业技能培训高质量发展。 

步入 2022 年，职业教育发展的步伐也未曾放

缓。5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职业教育法》自 1996 年颁布施行以来的首次大

修，鼓励企业参与教材研发，推动校企合作深入发

展，指明加快培养托育、护理、康养、家政等方面

技术技能人才的发展方向，从多维度、各方面表现

出国家鼓励和支持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态度和

决心。11 月，教育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了《职业学

校办学条件达标工程实施方案》（教职成〔2022〕5

号），进一步优化职业教育布局结构，全面改善职业

学校办学条件，鼓励各地探索社会力量多元投入机

制，建立健全职业学校股份制、混合所有制办学的

相关制度。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出台《深化职业教育体系改革意见》，对职业教育体

系提出了更为深入具体的改革方向，强化对职业教

育的政策扶持，为职业教育提供多方面的资金支持，

探索地方政府和社会力量支持职业教育发展投入

新机制，吸引社会资本、产业资金投入，按照公益

性原则，支持职业教育重大建设和改革项目。 

显然，从上述中央出台的一系列鼓励和支持职

业教育发展的规定和政策可以看出，职业教育将是

民办教育未来几年发展的重心和热点，正是《纲要》

所述“支持和规范民办教育发展”中所“支持”的

内容。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职业教育大会上所

强调的，“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中，职业教育前途广阔、大有可为。” 

二、规范校外培训的治理 

2021 年 7 月 24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

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下称“《双减政

策》”），要求从严治理、全面规范校外培训行为。此

后，中央各相关政府机构在两个月内陆续出台了

《关于进一步加强校外培训机构登记管理的通知》、

《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材料管理办法（试行）》、《关于

加强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监管的通

知》、《关于将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科类校外

培训机构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的通知》、《关于

坚决查处变相违规开展学科类校外培训问题的通

知》、《校外培训机构从业人员管理办法（试行）》、

《关于做好现有线上学科类培训机构由备案改为

审批工作的通知》等一系列配套文件，为地方具体

落实《双减政策》的要求提供了政策指导。 

历经一年多的努力，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工作效

果显著，但学科类培训和非学科培训的治理工作仍

存在一些盲区死角，一定程度上对冲了“双减”工

作成效。在学科类培训方面，隐形变异培训花样翻

新、不断变种，增加了监督和治理的工作难度。在

非学科类培训方面，培训机构资质不全、培训行为

不规范、培训质量良莠不齐的问题比较凸出。针对

上述问题，教育部联合其他相关政府部门于 2022年

11月陆续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学科类隐形变异

培训防范治理工作的意见》和《关于规范面向中小

学生的非学科类校外培训的意见》，进一步深化校

外培训机构的治理工作，并提出到 2023 年 6 月建

立完善相关治理制度体系，到 2024 年治理效果显

著的两大目标。 

显然，从上述国家各相关行政机关出台的一系

列以规范和整治为主的政策可以看出，在可预见的

未来，无论是学科类培训还是非学科类培训都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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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监管的重点。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未来五年中国教育发展

的政策导向还是要以《二十大报告》为基础，对于

民办教育发展应“引导规范”的态度非常明确。以

此为据，结合国家目前已出台的相关配套法规政策

看，2023 年除了继续规范校外培训机构之外，还可

能包括“公参民”整改的收尾工作、校外涉境外课

程培训机构的整改以及民办学校的法人治理机制、

财务制度、关联交易等方面的治理和整改。我们近

期也会就此撰写系列文章对 2023 年教育市场进行

展开分析。“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规范发展仍将可能是未来几年民办教育发展的关

键词。相信经过此番磨砺和洗礼之后，民办教育将

很快迎来有序且快速发展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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