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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经历了三十余年的快速发展之后，中国民办高等教育又重新站在了历史的重要转折

点，面临严峻的生存危机。本研究从民办院校的财务分析入手，采用实证研究考察了民办院

校办学模式中所存在的特质。研究发现（1）我国民办高校在经费筹措方面高度依赖学费收入，

尚未形成有效的多元化资金渠道；（2）政府高校评估与办学基准的调整，大幅增加了民办院

校的基建支出压力，并由此导致教学运作直接成本的高度压缩；（3）民办院校主要通过学费

标准优先策略、招生规模优先策略和提升院校的入学选拔性方式，扩大经费收入；（4）民办

院校通过人员经费开支压缩，降低教学成本。虽然上述办学模式曾为民办院校发展奠定了重

要的基础，但随着院校外部社会经济环境以及适龄人口规模的变化，这些办学行为已暴露出

明显的局限性，对民办院校保障教学质量与可持续发展造成沉重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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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financial Conditions and management 

behaviors of Private University in China 

BAO Wei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Institute of Economic of Education;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Abstract: One of the most fascinating phenomena in the past three decade’s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is the rapid growth of its private sectors in China. However, with the rapid decline 

of the college-age population and the changes of external environment, private universities are 

facing a critical survival crisis now. Based on private university survey conducted in 2006, this 

paper has given an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financial conditions and management behavior of 

the private university. The major findings are summarized as follows: (1) Majority of Chinese 

private universities remain fully dependent on tuition fees for survival; (2) Adjustment of 

governmental standard required for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 increase the capital 

construction investment of private university, and finally leads into the squeeze of direct 

educational cost; (3) the fundraising strategies of the private sector include enrollment-oriented 

model, tuition level-oriented model, or selectivity-oriented model; (4) in order to redu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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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nding, the private universities endeavor to restrain the personnel costs of faculty member. 

The above mentioned management behaviors restrict the quali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private university, although it had promoted the rapid advancement of private sector in the 

past several decades.  

Keywords: private sector in China, financial conditions, management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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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办高校财务运作与办学行为特征的实证研究 

鲍威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经济研究所） 

 

1． 引言 

   在经历了种种坎坷与曲折之后，中国民办高等教育已初具规模，与公办高等教育一

起成为我国高等教育机会供给的主要途径之一。但由于 21 世纪初公办高等教育规模的急

速扩张,民办高校在校生及其院校数的年度增长率均在 2004 年之后呈现出明显的减速。

而 2008 年之后我国高等教育适龄人口规模的快速缩减,则使得长期以来主要依赖过度需

求对应发展模式的民办高等教育陷入困境。相关预测研究的结果表明，在经历了三十余

年的快速增长之后，中国民办高等教育又重新站在了历史的重要转折点，面临着严峻的

机构生存危机
[i]
。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民办高校将何去何从？我国民办院校的办学模式具

有怎样的特征？在未来应对危机的过程中，特别是随着外部生源市场的萎缩，传统的经

营策略将面临怎样的挑战？这些都是每所民办高等院校必须做出回答的问题。本研究则

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尝试从民办院校的财务运作分析入手，采用实证研究的方式对上

述问题展开思考。 

 

2．文献综述与研究框架的设定 

上世纪 60年代末至 70年代，由于经济恐慌、政府财政资助的削减以及高等教育适

龄人口规模的下滑，美国私立大学围绕生源市场的竞争日趋激烈
[ii]
。而正是这种院校的

生存危机导致美国私立高等教育研究者开始将院校的经营管理（management control）、

战略规划（strategic planning）、市场营销（marketing）纳入研究焦点
[iii]

，而主张“经

营革命（management revolution）”的凯勒（Keller,G.,1983）的研究则是其中的代表

性研究[iv]。凯勒强调高校必须参照企业经营模式，积极确立经营策略。而所谓经营策略

则包括两个层面，其一是院校在明确组织发展定位的基础上，界定自身在市场中需要面

对的特定的学生消费群体、即形成院校个体的缝隙市场(niche market)。其二是形成院

校内部关于经营策略的决策程序。与此同时，美国学界从计量经济学的视角出发，对于

高校组织行为的实证研究也开始迅速崛起。其中加文[v] (Garvin，1980)的高等院校声望

最大化和鲍恩[vi]（Bowen,1980）的成本最大化理论，以及此后高等院校的规模经济与范

围经济都可谓这一领域的代表性研究。这一领域研究的重要特征在于，虽然从高校财务

视角入手，但其研究焦点并非局限于高等院校的经费开支行为，其重点在于剖析院校组

织行为背后的原因所在。 

在美国，随着办学者与发展定位的不同，高等院校的经费开支与办学行为呈现出显

著的多元化趋势。对于美国私立大学办学行为的特质，罗杰·盖格和罗纳德·海勒（2011）

指出[vii]，丰厚的学生资助体系与高学费水准一起组合构建了私立高等教育的财政模式：

高收费—高资助（high-tuition/high-aid）模式。私立大学通过向贫困学生提供资助的

方式，来获取提升大学学费水准的定价权，而其中高选拔性大学更是将这种策略发挥得

淋漓尽致。具体而言，这类院校利用高收费-高资助模式增加教学支出，提高学生教学培

养成本。而这种高成本模式不仅优化院校的学术质量，更重要的是由此进一步提升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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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优质生源和社会捐赠的竞争力，最终改善院校的财务状况。 

   日本私立高等教育研究将焦点集中于院校经营行为则起始于上世纪 80年代末至 90年

代。丸山文裕（1990）和浦田广郎（1998）从院校财务运作入手，通过对私立大学的学

费设定策略的相关研究发现，私立大学的报考竞争率与学费水平之间呈现负的相关。这

反映了私立大学群体已呈现出明显的“分割性市场”特征，其中与国立大学构成竞争性

格局的高选拔性私立大学基于精英主义原则，采用低收费策略。而选拔性较低的私立大

学则多数依据市场主义原理，采取高收费策略
[viii][ix]

。米泽彰纯(1995)通过构建特征价格

模型（Hedonic Price Model）研究发现，私立大学的学费设定呈现出多元化行为模式，而

其中院校选拔性、学生规模、市场竞争力是影响学费水准的主要因素。[x]此外，天野郁夫

（1986）和金子元久（1996）的研究针对私立大学的招生行为指出，以早稻田、庆应大

学为代表的高选拔性私立大学在办学行为中，并不采用所谓借助扩大招生规模的途径实

现院校经费收入扩增，而是通过控制招生规模提升院校的学术声望和选拔性，并最终实

现经费收入稳定化目标的办学策略
[xi] [xii]

。矢野真和、丸山文裕则从经费筹措和经费支出

策略入手
[xiii]

，通过时间序列数据分析，发现私立大学在不同发展阶段采用不同的办学策

略，而其中招生规模的设定则是院校办学行为选择中的重要考量指标。 

   与美日私立高等教育的发展不同，由于所在生存环境特有的历史规定性和政治规定

性，中国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路径及其办学模式和经营形态存在明显的中国特色。在经

历了 30年的发展之后，生源质量的下滑、师资队伍的过度流动性和依赖性，以及资金来

源的单一和经费匮乏是限制民办高等院校发展特色化和可持续性的重要隐患（鲍威，

2009）[xiv]。例如相关研究发现，经历多年的积累与发展，民办高校在资产总量上虽然已

具备较强的物质实力，但绝大多数院校举办方并未将资产过户至学校法人名下，其结果

导致民办高校法人财产权虚置，不利于院校稳定运行和长远发展（董圣足，2007）
[xv]
。

此外刘国卫（2003）对 38 所民办高校经费来源的研究发现[xvi]，其中学费占院校总收入

100%高达 14所，占 90%的 9所，占 80%的 8所，占 70%的 4所，占 60%的 1所，占 40%以

下的仅 1所。 

    此外，中国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较短，在公共资源短缺的情况下，政府没有能

够为民办高校提供必要的财政资助，也无法在短期内建立起有效的外部制度环境和内部

治理结构（阎凤桥，2007）[xvii]。这是导致民办高等院校的组织行为出现异化，而其中运

作逐利性则是其中主要特征表象之一。虽然办学营利性从某种程度而言成为中国民办高

等教育实现迅速发展的激励机制，在其驱使之下,绝大多数民办高校只用了较短的时间就

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但办学趋利性也使得部分高校陷入突发事件频繁发生的困境中,极大

地销蚀了民办院校作为非营利组织的社会公信力（朱国维、朱斌、陈旻）[xviii]。 

时至今日，18-22岁高等教育适龄人口规模的快速缩减将进一步加大了中国民办高校

的生存压力。长期以来，我国民办高

等教育的发展借助于过度需求发展模

式。也就是说，公办教育的数量供给

不足，无法满足膨大的社会升学需求

的外部环境为民办院校提供了重要的

成长空间。但随着生源市场规模的萎

缩和竞争的不断加剧，上述的传统办

学模式将面临严峻挑战。本研究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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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尝试从民办高校财务运作分析入手，从该视角透视民办院校的办学

运作行为特征，从而思考在新的历史发展背景之下，传统民办院校经营策略将面临的挑

战，寻求解决问题的路径，具体分析框架参见图1。 

以下分析过程中,本研究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具体分析素材来自课题组对全国民办

高等院校办学运作的调查数据.数据年度为2006年，调查院校共计406所，其中包括独立

学院176所，民办本科院校26所，民办高职院校206所。 

 

3．民办院校财务收支的结构性特征分析 

3.1 高度的学杂费收入依赖性 

目前我国民办院校的经费收入主要来自四大渠道，即（1）举办者投入、（2）校办产

业、勤工俭学和社会服务收入、（3）学杂费、（4）包括投资收益、利息收入和捐赠收入

在内等经费在内的其他收入。表 1 显示了各类调查院校的校均收入规模及其结构。首

先从年度收入规模来看，民办院校的校均收入为 5676.9 万元，但其中民办本科院校的校

均收入达 16272.1 万元，约为独立学院和民办高职院校的 3 倍。26 所民办本科院校之所

以能够扩大其收入规模，其主要原因在于这类院校的办学历史相对较长，在校生规模远

高于其他类型的民办院校。调查发现，民办本科院校的校均学生规模高于 1.5 万人，而

独立学院和民办高职院校的校均学生规模低于 0.5 万人。至于院校经费收入结构，我国

民办院校的经费筹措呈现出明显的学杂费收入高度依赖性，其比率高达 87%。但从院校类

型间差异而言，独立学院、民办本科、民办高职的学杂费收入依赖比率分别为 82%、91%、

92%，显然传统民办院校的学费收入依赖性高于新型民办院校（独立学院）。相对于学杂

费收入，民办院校并没有形成自身有效的社会资金筹措渠道，校办产业、社会服务收入、

捐赠收入等相关经费在院校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仅为 5%。这一经费筹措特性也充分暴露了

民办院校的财务运作风险，一旦其生源市场萎缩，学杂费收入下降，将直接威胁到院校

的正常运作及可持续发展。 

3.2  沉重的基建支出压力 

   依据 1993年国家教委颁布的《民办高等学校设置暂行规定》，本科层次民办院校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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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标准需参照《普通高等学校设置暂行条例》的规定执行。2007 年教育部公布《民办高

等学校办学管理若干规定》则进一步扩大范围，明确所有民办高校的办学条件必须符合

政府规定的设置标准和普通高校基本办学条件指标的要求。在这样的政策规定环境中，

2005 年教育部对于普通高校办学条件指标的修订,则意味着民办院校的硬件设施要求标

准的大幅提升。 

   表 2概括了调查院校的校均支出及其支出结构特征。民办院校的经费支出主要包括三

大部分：（1）包括职工工资、福利、社会保障费等人员经费的个人部分、（2）用于公务

费、业务费、设备购置费、修缮费及其他属于公用性质经费支出的公用部分、（3）院校

用于校舍等基本建设的支出。依据政府教育经费统计，2006 年全国普通高校基建经费支

出的所占比例为 14%，生均基建支出 2197元，而研究发现民办院校的基建支出比例为 35%，

生均基建支出高达 4244元。由此可见，由于政府对于高校办学条件基准的不断提高，在

很大程度上加大了民办院校在基础建设投资方面的压力，其结果导致民办高校教学活动

的直接成本的大幅缩减。例如从生均支出来看，民办院校生均支出 12274 元，约为公办

院校生均支出的 80%，两者之间似乎并不存在明显的差距。但若扣除基建支出，比较两类

院校在教学直接成本方面的投入，民办的生均教学支出为 8030 元，仅为公办院校的 61%，

由此反映在教学质量方面，民办院校与公办院校之间存在的严重落差。 

3.3 教学运作直接成本的高度压缩 

正如上文所述，基建支出的沉重压力迫使多数民办院校不得不压缩其教学活动的直

接成本，而其中减幅最为明显的则是人员经费开支。研究发现，2006 年民办院校教职工

的人均收入为 39,168 元，仅为同一年度公办高校教职员人均收入的 71%。此外，从个人

部分开支占院校财务支出的比例而言，公办高校的该比例达到 40%，而民办高校只有 19%，

甚至没有低于公办高校水平的一半。不同类型院校中，独立学院的个人部分开支所占比

例最低，仅 17%。独立学院是如何实现人员经费支出的大幅压缩？究其原因，这与独立学

院与母体公办院校在师资方面的高度依赖性有着密切的关联。与其他类型的民办院校相

比，由于与母体公办大学之间的特殊关系，独立学院的师资构成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

于公办大学的兼职教师，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院校的人员经费开支。 

3.4 院校运营状况的两极分化 

为保证民办院校的可持续发展，2004 年政府颁布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针

对民办院校的资产与财务管理规定，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时，捐资举办的民办学校和出

个人部分 公用部分 基建经费支出

独立学院 54891 9255 26935 18700

(176所) （100.0） （16.9） （49.1) (34.1)

普通本科 151144 34158 56622 60364

(26所) （100.0） （22.6） （37.5) (39.9)

高职高专 38921 8157 17525 13239

(206所) （100.0） （21.0） （45.0) (34.0)

总体 52962 10288 24076 18598

(408所） （100.0） （19.4） （45.5) (35.1)

              表2 各类民办院校校均支出及其结构     单位：千元 （%）

学校类型
校均年度支出合计

（千元）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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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人不要求取得合理回报的民办学校应当从年度净资产增加额中、出资人要求取得合理

回报的民办学校应当从年度净收益中，按不低于年度净资产增加额或者净收益的 25％的

比例提取发展基金，用于学校的建设、维护和教学设备的添置、更新等。预留发展基金

是保障民办院校保证可持续发展的资金储备，可用于扩大学校办学规模，增加资产投入，

创特色和品牌学校，更重要的是一旦民办院校遭遇外部市场波动，这种制度安排能够发

挥缓冲功能，有效降低教育市场的风险。 

如果观测各民办院校的财务收支平衡指标，即院校年度经费收入与支出相抵后的余

额，可以发现 2006 年财务运作赤字的院校为 147 所，占总体的 35%。也就是说，约三分

之一的民办院校陷于财务经费入不抵出的状况。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约 124 所院

校，即 30%院校的经费收支结余比例超过 25%。由此可见，目前我国民办院校的财务状况

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分化特质。 

图 2显示了不同类型民办院校的财务收支结余比例分布状况。从中可以清晰地发现，

三类民办院校中财务状况最好的是独立学院，该类院校中有 15%院校的收支结余比例高于

50%，18%院校在 25%至 50%之间，35%院校在 0至 25%之间，而财务赤字的院校比例为 32%。

相比之下，专科层次的民办高职院校的财务状况最为严峻，将近 39%的院校面临财务赤字。 

4.从财务视角透视院校办学行为及其局限性 

财务分析的重要功能在于，不仅能够对院校的财务状况和办学成果作出评价、预测

以及指导决策，另一方面也能从中考察院校在办学运作中的行为取向。 

4.1 扩大经费收入的运作策略 

   假设民办院校的经费收入受到①院校所在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准、②院校选拔性办

学历史、学生规模等机构特性、③院校的经费筹措特征、④院校学费的设定标准四大因

素的影响。表 3为利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的方法，以院校收入（单位为千元）为因变量，

对其影响机制的分析结果。结合以上对民办院校财务分析结果，可以从中发现目前我国

民办院校在扩大经费收入方面的运作策略可归纳为以下三条主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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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运作路径为“学费标准优先策略”。由于民办院校的经费收入主要依赖于学费

收入，为了保障充足的经费收入支撑院校正常运作，院校可选择的两项运作策略分别为

“学费标准优先策略”和“招生规模优先策略”
xix
。所谓“学费标准优先策略”，即院校

通过设定较高的学费标准，在不扩大学生规模的基础上确保学校运作财政基础的形成。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其他要素不变时，生均学费收费标准每提高 1 元，院校收入总额

增加 1284 元。 据“中国校友会网大学评价课题组”的《中国民办高校评价研究报告》

统计[xx]，2007 年独立学院本科生均学费为：理科为 12217 元，文科为 12034 元；民办本

科院校生均学费：理科为 11100 元，文科为 10500 元；民办高职人均学费是：理科约为

7600元，文科约为 7500元。显而易见，能够将学费标准设定在较高水准的主要局限于在

生源市场中具有竞争优势的独立学院或民办本科院校。 

但需要指出的是，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这类运作策略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首先，

由于在中国特殊的制度环境中，民办院校并不拥有自主设定或调整学费标准的权限，相

反却受到政府相关部门的重重制约。其次，现有民办院校学费收费水准已超越民众的教

育投资负担能力。调查发现，2006 年民办院校的校均学费收费标准为 10914 元，为公办

院校的 2.2 倍，相当于同年度城市居民人均收入的 93%，农村人均收入的 3倍以上。此外，

支撑民办院校高收费的主要社会群体出现流失倾向。长期以来选择民办院校入学的主要

为“高收入、低学力”社会群体。近年随着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以及海外高校积极吸纳

中国留学生，这类学生群体开始逐步放弃升学国内民办高校，而纷纷选择走出国门海外

留学。 

第二条路径为“招生规模优先策略”。所谓“招生规模优先策略”，即民办院校利用

较低的学费标准吸引升学者，通过扩大升学者规模来实现财政基础的稳定。回归分析结

果显示，在其他要素不变的前提之下，每多招收 1名学生，可以给院校收入带来 9060元

的增值。并且从标准化回归系数来看，招生规模的扩大对院校收入增额的影响作用最大。

目前考虑到自身的发展形势和民众的收入水准，选择这类运作策略的大都为专科层次的

民办高职院校。 

Std. Error Beta

(Constant) 29335.552 14880.591

所处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 人均GDP .870 **** .132 .161

院校选拔性 8027.689 **** 1553.451 .133

院校发展阶段 840.928 1909.777 .012

年平均在校学生数 9.060 **** .264 .860

学费收入依赖性 -746.130 **** 140.762 -.221

举办者投入比例 319.343 * 168.502 .076

社会服务等收入比例 -488.194 345.132 -.037

院校学费收费水平 生均学杂费水准 1.284 **** .161 .192

.817

F值 186.562

样本数 332

[注]因变量为院校收入规模,****p<.001,*P<.10

院校特征：

院校经费筹措特征：

B

表3 院校收入规模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Adjusted R Squ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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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随着升学市场的变化，未来“招生规模优先策略”也同样面临尴尬。首先，高

等教育适龄人口规模不断缩小的趋势将直接导致未来我国高等院校在生源竞争方面的激

烈化，而其中专科层次，并且教学质量和教学资源相对薄弱的民办高职院校将处于严峻

的不利地位。其次，与公办院校相比，民办院校的社会认知度相对较低，作为自立性社

会机构发展所需的社会基础并不完全成熟。相关研究发现
[xxi]

，高三学生中第一志愿报考

民办院校的比例仅为 7.2%，并且 47%的学生表示即便被民办院校录取，也将放弃入学。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运作策略将相应要求院校不断扩大校舍等教学生活设施，增加

院校的基建经费支出压力。 

   第三条路径是提升院校的入学选拔性。目前多数民办高职院校在这方面采取的具体操

作策略是，积极推动院校从专科层次向本科层次升格。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当院校的入

学选拔性每增加一个标准差，院校收入将相应地增加 0.133个标准差。 

不可否认，院校的本科升格不仅可以提高院校学费的收费水准，同时可以大幅增强院

校在生源市场中的竞争优势，扩大院校的招生规模。但需要留意的是，犹如一枚硬币的

两面，虽然院校升格将为民办院校提供制度性庇护，但另一方面这也意味着民办院校在

教学运作等多方面的自主裁量权限将被大幅限制。由于现有的外部制度环境并没有与民

办院校内部的运作逻辑达成完全的一致，相反一旦升为本科院校，民办院校在很多层面

将纳入与公办本科院校相同的管理体制，这在一定程度上约束和限制了民办院校在教学

提供方面的顺应市场需求的弹性和灵活性，导致其自主裁量权的矮小化。依据 2010 年政

府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对部分符合条件的民办院校授予硕士

和博士学位授予权。对于民办院校而言，这体现了政府努力消除对于民办院校办学的歧

视性，但如果政府不依据民办院校的特质，调整相应的制度管理框架，将可能抑制民办

院校在教学运作中形成自身特色，呈现出与公办院校的趋同性。 

4.2 从财务支出结构考察院校降低教学成本的办学行为 

   表 4显示了对于民办院校经费支出影响机制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的结果，从中同样可

以透析目前民办院校的办学行为特征。 

正如以上所述，2005 年政府对于高等院校办学条件指标的修改、以及多数院校在办学

过程中选择采用招生规模优先策略，大幅提升了民办院校基金支出的财务压力。对于办

Std. Error Beta

(Constant) -38447.797 7095.098

所处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 人均GDP 1.013 **** .146 .163

院校选拔性 11539.690 **** 1773.937 .163

院校发展阶段 -1998.578 2143.068 -.024

年平均在校学生数 8.393 **** .298 .692

基建支出比例 521.685 **** 65.311 .202

收支差额 -.850 **** .048 -.431

教职工人均人员支出 .114 **** .025 .109

院校质量： 生/教职工比 -68.359 **** 19.116 -.083

.838

F值 205.524

样本数 317

[注]因变量为院校支出经费(单位千元）,****p<.001,*P<.10

Adjusted R Square

表4 院校支出规模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院校特征：

院校支出特征：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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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史短暂尚未形成稳定资金积累的民办院校而言，不得不在通过提升招生规模和学费

标准扩大经费收入的同时，将有限的资金尽可能地投入到教学生活设施建设方面。分析

结果显示，基建支出比例每增长一个百分点，院校支出将增加约 52万元。为了筹集经费，

部分院校不得不借助于银行贷款，其结果导致院校负债过度，赤字运作现象频现。 

基本建设等资本性支出增加所引发的一个重要的院校办学行为则是，人员经费开支的

大幅压缩。依据课题组对于民办院校的访谈调查发现，现实中院校通常采用两种方式压

缩人员经费开支。首先是直接将教职工薪酬抑制在较低的水准。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

控制其他变量的前提下，教职工人均支出每压缩 1 元，将减少院校支出 119 元。其次是

则是调整师资队伍构成和规模，从而间接控制人员经费开支。我国民办院校师资队伍的

构成主要包括三部分
[xxii]

：其一是来自公办高校一线教学科研岗位的退休教师。这部分教

师从事的专业学科齐全，并多数具有高学历、高职称，是民办高校师资队伍的主体。其

二是兼职教师，主要是公办高校或企事业单位的在职教师和科研人员。其三是社会招聘

教师，主要指民办高校向社会招聘的大学毕业生和具有高学历的年轻教师。虽然随着连

续多年的高校扩张和高校教师工作压力的不断增长，外聘退休教师和兼职教师的资源日

益稀缺，但高校劳动力就业市场不景气的状况却为民办院校以较低薪酬水平吸引高校毕

业生提供了可能。 

人员经费开支的压缩将直接导致民办院校教学质量的下滑。社会招聘的年轻专职教师

在教学经验和实践能力都显不足。此外，由于民办院校在教师社会地位、薪酬待遇、社

会保障等方面不如公办院校，在吸引优质的高学历青年方面处于明显的劣势，并且可能

引发院校教师的过度流动。其次，师生比的失调虽然能有利于缩减院校开支，但却不可

避免地影响高校教学活动的有效开展，降低教学质量。 

5.民办院校未来面临的挑战 

在经历了三十余年的快速发展之后，中国民办高等教育又重新站在了历史的重要转

折点，面临严峻的生存危机。本研究从民办院校的财务分析入手，采用实证研究考察了

民办院校办学模式中所存在的特质。研究发现（1）我国民办高校在经费筹措方面高度依

赖学费收入，尚未形成有效的多元化资金渠道；（2）政府高校评估与办学基准的调整，

大幅增加了民办院校的基建支出压力，并由此导致教学运作直接成本的高度压缩；（3）

民办院校主要通过学费标准优先策略、招生规模优先策略和提升院校的入学选拔性方式，

扩大经费收入；（4）民办院校通过人员经费开支压缩，降低教学成本。 不可否认，上述

的民办院校办学模式曾为民办院校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但随着院校外部社会经济环境

以及适龄人口规模的变化，这些办学行为已暴露出明显的局限性，对民办院校保障教学

质量与可持续发展造成沉重的压力。面临严峻的挑战，未来中国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前

景取决于，不同民办院校个体如何重新界定和调整自身的发展定位与办学模式。 

首先，在传统高校教育需求规模缩减的背景下，采用目标消费群体差异化的策略，

积极开拓新生源市场。适龄人口规模的缩减，不仅带来高校生源竞争的激烈化，同时可

能引发高等教育需求的多元化。对于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的民办院校而言，未来重要

的挑战是如何调整院校的发展方向，在强化与区域经济与社会需求之间的适切性的同时，

吸纳新的教育消费需求。当然，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前提在于，民办院校必须积极适应

市场需求的变动，构建多元化发展格局，形成教学特色的独特性和差异性。而且，这种

探索的结果也能推动整个高等教育系统的多元化发展与功能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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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提升院校教学质量，形成教学特色。教学质量的保障关系到院校在生源市场

中的竞争力，直接影响院校财务运作的充裕性和稳定性，制约院校组织的可持续性。而

构建优质稳定的师资队伍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前提。为此，民办院校需要完善教师

的福利待遇，在从外部吸引优质师资的同时，为在职的教职工提供丰富的在职培训和研

修机会，优化民办院校的人力资源积累和结构。在教学特色形成方面，民办院校面临着

二种不同的路径选择。其一是以公办高等院校为参照体，提升教学的学术质量。但需要

指出的是，对于民办院校而言，选择这样的发展路径并非易事。虽然《纲要》的颁布消

除了民办院校获得硕士、博士学位授予权的障碍，但升格门槛意味着现实中的成功者只

能是极少数的民办院校。而更为可行的路径选择则是充分发挥民办院校的市场顺应性和

灵活性，构建实践应用取向的人才培养机制，推动教学特色化。 

最后，通过多角化、差异化的办学策略，构建稳定充裕的院校财务运作基础。目前

民办院校可持续发展的最大瓶颈在于其薄弱的财务状况。研究表明，我国民办院校的经

费收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学费收入，这意味着院校发展将受到外部生源市场波动的牵

制。为摆脱这一状况，一方面需要政府在尊重民办院校自主性的前提下，提供多方面的

政策性与资源性扶持。另一方面，需要民办院校扩大自身与企业、社会团体之间的产学

合作，形成稳定的多元化资金筹措机制，降低院校运作的市场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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