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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private	education	and	public	education	as	 the	background,	and	adopts	research	
methods such as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case analysis to explore and establish a strategic path for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private	education	and	public	education	that	adapts	to	the	current	national	conditions	in	China.	The	results	show	that	promoting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private education and public education requires breakthroughs at three levels: policy, concept, and action. 
Firstly, it is necessary to formulate fair and just policies, recognize the legitimate status and value of private education. Secondly, 
we need to change our mindset, eliminate prejudice, and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private education. Finally, we 
need	to	support	and	assist	private	education	in	action,	providing	necessary	resources	and	conditions.	The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model can better integrate educational resources, achieve educational equity, improve educational quality, and also contribute to the 
soundness	and	improvement	of	China’s	educ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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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教育与公办教育的协同发展路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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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论文以民办教育和公办教育的协同发展为背景，采用文献调研，案例分析等研究方法，探讨并建立了适应中国当前国情的
民办教育与公办教育协同发展的策略路径。结果显示，推动民办教育与公办教育协同发展需要在政策、理念、行动三个层
次上取得突破，首先是制定公平公正的政策，承认民办教育的合法地位和价值。其次是转变观念，消除偏见，重视民办教
育的发展。最后是行动上要支持和帮扶民办教育，提供必要的资源和条件。协同发展模式能够更好地整合教育资源，实现
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也有助于我国教育制度的健全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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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教育作为国家发展的重要支柱，一直以来都备受瞩目。

特别是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教育现代化的推进，民

办教育与公办教育的关系越发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传统

上，公办教育一直是中国教育的主要支持者，而民办教育则

被视为一个用来填补公办教育资源不足的配角。然而，随着

社会的变迁和教育观念的更新，民办教育的地位和价值越来

越被人们所接受和赞扬，其在中国的教育发展中的作用也日

益重要。为此，如何推动民办教育与公办教育的协同发展，

成为当前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这不仅需要我们重塑对这

两类教育的认知，更需要我们以开明的眼光和务实的步骤，

为其提供一个健康的发展环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民办

教育与公办教育的协同发展中，实现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

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打造出适合我国国情的教育

体系。

2 民办教育与公办教育发展现状和问题

2.1 民办教育与公办教育的发展历程
民办教育与公办教育的发展历程可追溯到中国教育制

度演变的各个重要阶段 [1]。公办教育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

史，从古代的官办书院到清末的新学制，再到现代的公办学

校体系，始终是国家教育体系的主体部分 [2]。自 1949 年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公办教育经历了多次重大改革。20

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教育资源主要集中在公办领域，国

家通过集中的计划管理保证教育的普及与发展。改革开放以

来，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教育需求日益增加，公办教

育逐渐面临扩张的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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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民办教育的兴起和发展为中国教育体系增添了新

活力。20 世纪 80 年代初，民办教育开始复苏并快速发展，

起初主要以补充公办教育资源不足为目的。到 90 年代，国

家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民办教育的政策，促进了民办教育的迅

速发展。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的颁布，

为民办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并明确其合法地位和角

色定位。民办教育在此基础上逐渐扩展到学前教育、基础教

育、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等各个领域。

伴随着社会对教育质量的更高要求，民办教育和公办

教育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二者的关系由竞争逐步转向合作

与共生。近年来，有关部门鼓励加强民办教育与公办教育的

交流与合作，以期实现优势互补，提升整体教育水平。这种

协同发展的趋势不仅是在教育资源配置上的自然选择，也是

在教育公平、质量提升和多样化发展等方面的必然要求。通

过梳理民办与公办教育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双方的协同不

仅有助于缓解当前教育资源紧张的难题，也为构建良性的教

育生态系统奠定了基础。

2.2 民办教育与公办教育现存在质量资源管理方面

的问题
民办教育与公办教育在质量、资源和管理方面面临着

一系列挑战 [3]。质量方面的问题尤其显著。公办教育在教学

质量上往往具有较高的标准和统一的规范，民办教育由于师

资力量参差不齐，教师的资格认证和培训机制不够健全，导

致教学质量参差不齐 [4]。一些民办学校为追求经济效益，在

教学投入上有所不足，这不仅影响了其办学水平，也在一定

程度上影响到学生的学习效果。民办教育的评估机制相对公

办学校较为宽松，缺乏一个全国统一的质量标准，致使个别

学校在教学质量上有所欠缺。

在资源分配方面，公办教育通常能够获得来自政府的

稳定财政支持，这保障了其在设施建设、教材编写和师资配

备等方面的优势。民办教育则主要依靠学费和社会捐助作为

经费来源，这使得其在硬件设施和教育资源上与公办学校存

在较大差距。部分地区的民办学校资源短缺，严重影响了教

育公平，学生在学习条件和成长环境上与公办学校学生存在

明显的不平等。

在管理体系上，公办教育由于行政架构完善，管理较

为规范，校际的协调和政策执行相对顺畅。而民办教育的管

理则较为复杂，政策执行的灵活性和多样性导致管理上存在

一定程度的松散。加之，部分地方对民办教育的监管和扶持

力度不足，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和政策保障，使得民办教育

的发展缺乏长远规划和系统支持。

3 民办教育与公办教育的协同发展理论框架

3.1 协同发展理论的解读和启示
协同发展理论作为现代系统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强

调不同系统或子系统间通过信息、资源和功能的优化配置，

实现整体效能的最大化和可持续发展。在教育领域，协同发

展理论为民办教育与公办教育的合作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路

径。该理论指出，通过制度和机制的创新，可以使两者在资

源共享、优势互补的基础上，形成良性的互动与发展关系。

这种协同不仅要求在政策层面上实现公平、公正，还

强调教育价值观的互认和尊重，以实现教育生态的平衡与和

谐。在公平的政策引导下，民办教育和公办教育能够各自发

挥特长，为学生提供更多元化、个性化的教育选择。这种协

同模式也是对教育资源的一种优化配置，使教育资源的使用

效率最大化。

启示在于，通过协同发展，能够打破原有教育结构中

的壁垒，形成开放、包容的教育系统，提高整体教育质量。

综合来看，协同发展理论不仅为民办与公办教育指明了发展

的方向，也开拓了关于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的新思路，促使

教育更加符合社会发展的需求。通过建立系统、合理的教育

协同发展机制，教育多元化和创新化将成为必然趋势，为我

国教育体系的整体跃升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

3.2 民办教育与公办教育协同发展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民办教育与公办教育协同发展的必要性体现在多方面。

社会日益多元化的需求要求教育体系能提供标准化与个性

化的服务，这不仅挑战了公办教育的传统框架，也为民办教

育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市场经济的发展增加了对多样化教育

模式的期望，协同发展可提升教育系统的整体适应能力。民

办教育通过灵活的机制和多元化的课程设置，补充了公办教

育所不能覆盖的领域。因此，公办教育拥有丰富的资源和规

范的管理经验，能够为民办教育提供有力的支持和借鉴。

协同发展的可能性在于政策支持和社会共识的逐步形

成。在政府层面，政策上的鼓励和对民办教育合法身份的确

认，为双方合作创造了良好的制度环境。技术的进步和信息

化的发展则为协同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缩短了教育资源的

时间和空间距离。政治经济领域的全球化趋势为各国教育体

制的对接和融合提供了可能性，国际经验的借鉴也为民办与

公办教育的协同提供了新思路。从政策、制度到实际操作层

面，两者的协同发展不仅必要，而且具备切实可行的路径。

3.3 建立协同发展模式的理论基础与路径选择
建立民办教育与公办教育协同发展的模式，需要坚实

的理论基础和清晰的路径选择。从系统论角度来看，教育资

源的有效整合与共享是实现协同发展的核心。借鉴社会资本

理论，人力、物力和信息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互补构成了协同

合作的实质。通过差异化战略的实施，公办与民办教育可发

挥各自特色，形成优势互补。制度理论强调建立健全的政策

法规，保障两者的合法权益和发展空间，从而构建一个公平

竞争的教育环境，实现协同发展的最终目标 [5]。

4 民办教育与公办教育协同发展策略路径

4.1 制定公平公正的政策以实现民办教育与公办教

育的均衡发展
在实现民办教育与公办教育的均衡发展中，制定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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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的政策至关重要。政策的公平性体现在对民办教育合法

地位的认可和适当的政策倾斜。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显

示，民办教育作为公办教育的有益补充，拥有独特的教育资

源和管理模式。政府需通过制定政策，确保民办教育在法律

地位、税收优惠和资源获取等方面享有平等待遇。

政策的公正性又在于对教育资源的合理分配，确保公

办与民办教育能够共享优质的教育资源。教育部门需制定明

确的资源配置标准，推动教学设施、师资力量和科研支持在

公办与民办教育机构间的协同使用和均衡分布。政策应促进

信息沟通和经验分享，通过搭建交流平台，鼓励两者之间的

良性互动与合作。

在具体操作上，政策应鼓励公办教育与民办教育共同

参与教育改革试点项目。通过建立联合评估机制和定期的数

据反馈制度，及时了解和解决发展中出现的问题。

4.2 转变观念，消除偏见，公办教育与民办教育并重
要实现民办教育与公办教育的协同发展，观念的转变

至关重要。长期以来，公办教育和民办教育在社会认知中存

在一定的偏见和误解。必须认识到，民办教育和公办教育各

具特色，共同构成了教育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消除偏

见的关键在于提高社会对民办教育的认可度和价值判断，以

公正的态度对待两者的关系。在教育政策制定和实施中，应

充分考量民办教育的贡献，重视其自身的发展需求和现实状

况。通过具体政策措施来推动社会观念的改变，形成对民办

教育更为包容和开放的态度，为其创造公平的发展环境。

教育主管部门和社会各界需通过多种渠道加强对民办

教育的宣传和认知，引导公众客观地评估民办教育的作用和

意义。在教育实践中，教师、家长和学生应积极参与并感受

两种教育体制的各自优势，通过双向互动促进相互了解和合

作，从而推动形成一个兼容并蓄、共同发展的教育格局。只

有在全社会形成科学理性的教育观念，才能真正实现民办教

育与公办教育的并重与协同发展。

4.3 行动策略对民办教育的支持和帮扶，资源整合
推动民办教育与公办教育的协同发展需要在行动策略

上重点支持和帮扶民办教育，实现资源整合。具体而言，政

府和教育相关部门需为民办教育提供必要的财政支持，以缓

解其资金短缺的困境，并通过设立专项基金、提供贷款优惠

政策等方式，增强其可持续性发展能力。公办教育应开放部

分资源，包括优质师资、教学科研平台及实习基地等，与民

办教育分享，形成互助共赢的良好格局。建立信息共享平台，

促进民办教育与公办教育之间的沟通与合作，提升信息透明

度与资源利用效率，通过紧密合作，优化整体教育资源配置，

提升教育质量，加快教育现代化进程。

5 结语

论文在理论和实践层面深入探析了民办教育与公办教

育的协同发展路径，确立了在政策、理念和行动三个层次上

推动民办教育与公办教育协同发展的主要策略。研究结果明

确了公平公正的政策立法，观念转变，以及支持和帮助民办

教育发展的重要性，具有强大的现实指导和理论价值。然而，

在实际推行过程中，如何确保各项政策落地生效，如何更具

有针对性和操作性地支持民办教育，以及如何充分调动和利

用民办资源等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实践摸索。未来

的研究可以从如何完善和优化政策出发，结合国内外成功案

例进行对比，为中国民办和公办教育的协同发展提供更具针

对性和操作性的建议。同时，探讨如何开展民办公办教育

深度合作，采取何种模式来整合资源，如何打破思维局限，

消除偏见，充分发挥民办教育的优势等问题，以进一步实现

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提升我国教育制度的理论研究和实务

水平。

参考文献
[1] 魏兴.教育协同发展路径探微[J].新课程研究,2021(12):95-96.

[2] 黎小如.民办教育现状与发展措施[J].新一代:理论版,2021(7):73-74.

[3] 马学雷.发展民办教育,推动教育公平发展和质量提升[J].教育

家,2020(25):1-3.

[4] 邵建.当前地方民办教育和公办教育协同均衡发展的思考——

以杭州市为例[J].现代职业教育,2021(43):152-153.

[5] 张敏.高校教育与社区教育协同发展的路径研究[J].江西电力职

业技术学院学报,2023,36(4):133-1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