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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though the private higher education has begun to take shape after decades of development in China,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in the education management work.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provides new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the management of 
private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and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management of private higher 
education.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opportunities of priv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education resources, talent 
introduction, school-running methods, and also points out the shortage of teachers and funds. In view of these problem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path to optimize the management of private higher education, aiming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transformation and 
promotion of private higher education.

Keyword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private universities; education management; transformation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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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民办高等教育虽然在中国经历了数十年发展已经初具规模，但在教育管理工作中仍存在着诸多问题。高质量发展为中国民
办高等教育管理工作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对于推动民办高等教育管理工作转型有着重大意义。论文基于此分析了当前
民办高校在教育资源、人才引进、办学方式等方面的机遇，同时也指出了师资力量不足、经费缺乏等问题。论文针对这些
问题提出了优化民办高等教育管理工作的路径，旨在为民办高等教育的转型与提升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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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民办高等教育是中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为社会培养应用型、复合型人才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随

着高质量发展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主题，这一趋势势必

会对民办高等教育管理工作提出更高的要求。因此，在高质

量发展的大背景下，探索民办高等教育管理工作优化转型路

径以适应社会和时代发展的要求具有重大意义。

2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民办高等院校发展机遇

2.1 教育资源分配更加均衡
教育资源均衡发展可以促进教育公平，从而真正实现

教育事业的均衡、持续、健康发展 [1]。教育质量是衡量一所

高校的最关键的指标，无论是什么类型的高校，只要其培养

的学生实践能力强、专业素质高就必然能够得到国家和社会

的认可。随着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教育资源的分配也日益

均衡，民办高校的师资力量以及基础设施日益完善，办学质

量也会随之提高。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国家给予了民办高

校各种优惠以及政策扶持，推动教育资源向民办高校倾斜。

2.2 人才引进更加便利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国家更加重视高层次人才的引进

与流动，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以支持人才流动与交流，这使得

民办高等院校在人才引进方面更加便利。高质量发展背景

下，政府大力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来加强对于学术领军人才、

青年拔尖人才以及海外归国人才的支持力度，构建多层次的

人才梯队。这些政策为民办高校吸引人才提供了更多渠道，

有利于民办高校提高师资力量。此外，各地政府为了吸引人

才也提出了一系列的人才优惠政策，为人才提供安家补助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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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科研经费等等，大大降低了民办高校引进人才的成本以及

难度。

2.3 办学方式更加多样
高质量发展的高要求，促使教育领域不断推陈出新，

同样使得民办高等院校办学模式更加多元化。第一，快速发

展的现代信息技术为民办高等院校提供了更为丰富多样的

教学手段和办学工具。在线教育平台的广泛应用，为民办高

校提供了打破传统课堂时空限制的可能，民办高校可以在师

资力量上弥补不足。这种多元化的教学方式，不仅能有效提

升学校的教学质量和课堂效率，同样能很好地增强学生的体

验感和学习兴趣。其次，社会的快速发展使得社会对复合型

人才的需求与日俱增，这种趋势促使民办高校更灵活地探索

办学模式，如校企合作、订单式培养等，与社会需求相适应，

而这正是当前社会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这种多元化的办学

方式，可以有针对性地开设课程，根据社会和企业的需求制

定培养方案，保证学生毕业时有一技之长，满足社会的需要。

3 现阶段中国民办高等院校教育管理工作存
在的问题

尽管中国民办高等教育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

显著成就，但在高质量发展的大背景下，中国民办高等教育

管理工作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与挑战。这些问题不仅仅影响了

学校的教学质量以及社会声誉，同样也会制约学校的高质量

转型发展。接下来论文将从师资力量、经费来源、管理模式、

社会认同等多个角度来分析中国民办高等教育管理工作中

存在的问题。

3.1 师资力量不足，缺乏优秀教师
师资力量是衡量一所学校教学质量的重要标准之一，

目前中国民办高等院校教育管理工作中所存在的一个突出

问题就是缺乏优秀教师。诸多民办高等院校在吸引优秀人才

方面往往处于劣势地位，相比于公办高校，民办高校在薪酬

待遇、社会保障以及社会知名认可度方面都相对薄弱，这便

会使得许多优秀人才更倾向于在公办高校任职。同时，民办

高校在中国发展时间尚短，缺乏浓厚的学术氛围以及科研资

源，这也进一步降低了民办高等院校对优秀人才的吸引力，

增加了教育管理工作的难度。

此外，民办高等院校中往往存在着师资队伍流动性大

的问题，这种情况极大地影响了学校的教学质量以及教学稳

定性，同时也不利于学校师资队伍的长期建设以及发展。这

种情况大大增加了教育管理工作的难度，学校难以建立雄厚

的师资队伍，导致学校的核心竞争力进一步降低。

3.2 学校经费来源渠道少，经费不足
民办高校的融资风险表现形式多样，具有隐蔽性、复

杂性和不确定性，易给学校发展带来隐患 [2]。与公办高校相

比，民办高校的经费来源渠道十分单一，主要依赖于学生的

学费收入以及少量的社会捐赠。民办高校由于缺乏稳定的财

政支持，在基础设施、教学科研投入等方面面临较大压力，

严重影响了学校的正常运转以及教学质量的提升。首先，学

费作为民办高校最主要的资金来源具有很强的不稳定性。随

着中国教育的快速发展，高等教育日益普及，社会对于学费

更加敏感。在这种情况下，民办高校一旦学费过高便会导致

生源数量大大减少，从而使得学校收入不足。学费收入的有

限性以及不稳定性，使得民办高校的教育管理工作存在诸多

困难，要想提高管理水平、扩大教学规模或者提高教学质量

都可能面临资金不足的问题。其次，社会捐赠作为民办高校

另一重要资金来源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中国尚未形成成熟的

捐赠机制，国内企业和个人对于民办高等院校的捐赠意愿较

低，并且缺乏相关的税收政策支持。这使得民办高校在争取

社会捐赠时也面临很大的困难，导致学校的教育管理工作难

以开展。

3.3 社会认可度低
中国高等民办教育虽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初具规

模，但仍然存在着社会认可度低的问题，严重影响了学生的

选择和就业机会，也限制了民办高等院校的可持续发展，首

先，社会对于民办高等院校的学历和文凭认可度较低。尽管

国家政策规定民办高等院校颁发的学历与公办院校颁发的

学历具有同等效力，但在社会认知中往往不会承认其质量，

甚至在招聘时存在着歧视现象。大部分企业单位会认为民办

高等院校的学生综合素质和实践能力不如公办院校的，在招

聘时会直接设置门槛。此外，民办高等院校的社会认可度低

还体现在学校品牌和声誉建设不足。很多公办高等院校建校

历史悠久，有着广泛的校友和社会资源，为其积累了良好的

社会声誉。而民办高等院校往往成立时间较短，缺乏历史沉

淀以及知名度，社会影响力与公办院校相比差距较大。所以

即使一些民办高等院校投资巨大、基础设施和师资力量都比

较完善，但由于社会知名度不够也难以招生。因此，民办高

等院校教育管理工作应该注重宣传，打造自身品牌，提高社

会知名度。 

4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民办高等院校教育管理
工作优化路径

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民办高等院校教育管理工作面

临着重大的机遇与挑战。为了适应时代发展需求，民办高等

院校教育管理工作必须进行全面的转型和优化，从而保证民

办高等院校的可持续发展。

4.1 完善人才引进与人才培养体系
人才是民办高等院校教学质量的根本保证，是学校核

心竞争力的关键。通过多层次、多途径的建设方式，打造完

善的人才引进和培养体系，提升师资队伍整体水平，是民办

高等院校教育管理优化转型的必须。首先，积极引进高层次

人才，尤其是教学经验丰富、具有科研能力的专家学者，构

建完善的人才引进体系。为引进人才，学校可制定相关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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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优秀人才的生活保障和科研经费补助等方面，为优秀人才

提供更有竞争力的薪酬和待遇。此外，高校还可通过聘请知

名教授担任兼职教授或讲座教授等方式，建立柔性人才引进

机制，间接充实学校师资力量。

作为民办的高等院校要形成一套完善的人才选拔培训

机制。在教师培训方面要加大力度。另外，学校也可以联合

公办高校或科研单位共同组织教师进行联合培训交流项目。

这样既能提升教师的业务技能水平又能提升教师的实践能

力和项目开发能力。

4.2 引入现代管理理念
现代管理理念是推动民办高等教育管理工作转型的关

键，传统的管理模式往往注重全局而忽略了基层教职工的感

受。现代管理理念强调以人为本、扁平化管理和可持续发展，

这些理念可以有效推进学校教育管理工作优化转型，提高学

校的教学质量和管理效率，帮助学校更好地适应高质量发展

所提出的新要求。

4.2.1 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
教育管理工作转型优化必须转变管理层的管理理念，

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强调尊重和激发教职工以及学生的潜

力。民办高等院校教育管理转型优化首先要改变传统的形成

管理模式，创造一个有利于个人发展和团队合作的环境以此

来激发教职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力。这种新的管理理念基于

学生和教师的发展需求来考虑，为他们提供更为灵活便利的

学习和工作条件。

4.2.2 优化管理体制
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需要实现民间质量立场的根本

性转变 [4]。民办高等院校教育管理工作往往具有较高的自主

性，这种自主性不仅仅体现在民办高等院校的盈利模式上，

也深深影响了其管理体制。民办高等教育管理工作转型升级

应当构建扁平化的管理模式，精简管理层级，扩大管理幅度。

扁平化的管理模式可以有效缩短管理链条，使得决策等信息

在学校内部传递更为迅速及时，加快管理层的反应速度和决

策效率。

4.3 推行信息化管理

4.3.1 构建综合管理信息系统
民办高等院校可以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来打造一个集教

务、科研、人事、财务等各项管理职能于一体的综合管理信

息系统，这样的系统可以实现数据的集中管理以及实时共

享，有效提升教育管理工作效率。学校通过教务管理系统便

可以实现课程安排、学籍管理、学生成绩管理的自动化处理，

减少人工操作的时间和出错率。此外，人事管理系统也可以

实时更新教师的考勤、绩效、职称评定等信息，为管理决策

提供可靠的信息支持。

4.3.2 应用大数据分析技术
学校构建集诸多功能于一体的综合管理信息系统之后

便可以实现学校信息的数据化，这就为应用大数据分析技术

提供了可能。应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对学校内部产生的各种数

据进行分析、整理，可以帮助学校管理层更为精准地了解到

学校的运行状况以及发展趋势，更好地应对环境变化。学校

通过数据分析技术可以了解到学校各个区域的学生流量，监

测是否有的区域上下课时间过于拥挤从而调整课程教室安

排。此外，大数据分析技术也可以帮助学校提高资源利用效

率，通过大数据技术可以实时监控图书馆的座位利用率，将

这些信息上传到综合信息管理系统便可以合理安排教室、实

验室和图书馆资源的使用，避免资源浪费。

4.4 构建科学合理的激励机制
民办高等院校教育管理工作优化转型需要构建科学合

理的激励机制来激发教职工积极性、创新性以及工作稳定

性。在教育管理工作中，构建科学合理的激励机制应当综合

考虑学校的发展目标和校园文化，并且结合教职工的职业需

求和个人发展。

首先对教职工的绩效考核制度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基础

上，其次要确保考核制度包括定性和定量两种评价指标，从

而激发广大教职工的工作热情，促使他们在教学科研管理工

作中不断追求卓越。另外也可以根据绩效考核的结果，由学

校向表现优秀的教职工提供相应的奖励或晋升机会，从而增

强广大教职工的工作满意度和工作干劲。通过这些举措，学

校就可以在提高教学质量，促进教学科研管理工作取得更好

成绩的同时，也促进教职工队伍的完善与成长。

5 结语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民办高等院校教育管理工作面临

着重大的机遇与挑战。论文研究发展引入现代管理理念、推

行信息化管理以及构建科学合理的激励机制可以有效地推

动民办高等院校教育管理工作转型升级，推动其可持续发

展。现代管理理念的引入可以帮助学校更好地应对快速变化

的教育环境，激发员工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教育管

理工作效率。信息化管理的推行可以利用数字技术来优化

学校的教育管理流程和资源配置效率，为管理层提供决策支

持，有效提升了决策的科学性和精确性。科学合理的激励机

制则可以有效激发教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并且推动学校创新

能力和核心竞争力的提高。这些措施可以有效推动民办高等

院校教育管理工作转型升级，培养出更多的符合社会和时代

要求的复合型人才，助力国家高质量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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