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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民办高校发展特色探析 

程晓玲 余瑞芬 

（江西科技学院，江西 南昌 ３３００９８） 

【摘 要】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的背景下，我国民办高等教育取得快速发展，逐渐实现正由规模扩张向质量提

升的发展转型，由外延式发展向内涵式发展的转变。民办高等教育历经三十多年发展中，在人才培养、师资队伍、

学科发展等有很大提升和成就。为了进一步明确办学定位，形成办学特色，浙江省民办高等教育在力争政策支持基

础上，不断优化师资队伍、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制度改革、开展开放办学等，以形成具有特色的办学理念，造就特

色鲜明的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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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4年中国民办大学排行榜 100强中，浙江省上榜的民办大学分别有浙江树人大学、宁波大红鹰学院、浙江越秀外国语

学院、宁波诺丁汉大学。在该排名报告中，评价指标体系更能反映出不同类型院校在办学设施、人才培养和综合声誉等方面的

差异性。浙江省的民办高校在几十年的时间内获得成绩，不容忽视的是各高校之间独有的办学特色。从该地域民办高校发展实

践来看，主要体现以下几个方面。 

１ 政府对民办高校财政支持多元化 

由于国家、地方财政在对高等教育经费的有限性，因而政府对于民办高校在财政扶持上，往往较多采用设立民办专项基金

形式予以支持。浙江省民办教育在政府的财政来源上，通过近年对民办教育政策深入改革的基础上，财政扶持具有多元化特征。

首先，政府财政同样与其他省市给予民办教育一定的专项资金。以“促进发展原则、奖励先进原则”来支持、引导民办学校进

行教学建设、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以促进并规范民办学校管理；奖励办学质量较好、管理规范和社会信用度高，为民办教育事

业发展做出较大贡献的先进集体和个人。其次，在办学上给予民办高校经费补助。浙江省在民办高吸办学上，各地市依据不同

的资助标准给予民办高校不同数额的补助，如地市培养不同层次的学生时，财政也分为不同层次等级给予经费，以改善办学提

升教育质量。再次，在对部分教师工资的发放中，按照一定的学校评定等级进行拨付。 

２ 民办高校办学模式具有多样化 

民办高校由于办学经费来源不同，依据办学经费筹措方式差异性，分为多种不同的办学模式。通过对浙江民办高校经费来

源分析，可知该地域民办高等教育在办学模式上多种模式共存，其中以混合式发展模式为主。在民办高等教育发展初期，主要

是民主党派办学为主的形式。随着民办教育深入发展，民办教育逐渐发展为独立办学的民办高校、合作式办学等。 

３ 民办高校具有灵活性的用人机制 

                                                           
作者简介：程晓玲（１９８７－），硕士，江西科技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研究方向：民办教育管理。 



 

 2 

民办高校在办学中，坚持吸取社会各界力量共同参与办学，并在用人机制上，建立起专职和兼职教师相互结合队伍组织中，

采 用 “任 人 唯 贤，唯 才 所 用”原 则，吸 纳 “才、能、德”人才进入教育体制内。通过实行劳动合同制人才聘用制度，

建立合理的人才流动机制。不仅能挖掘教育资源潜力，并有效整合现有的资源，使其合理高效地组合。如浙江省在用人机 制 上，

通 过 制 定 一 定 人 事 制 度 和 政 策，建 立 公办、民办聘任、流动人事制度，搭建公办、民办交流和合作用人机制平

台，促进公办教师到民办高校任教，公办院校教师到民办高校交流、工作。 

４ 民办高校培养人才具有较强的市场适应性 

民办高校由于发展历史、办学定位、办学理 念、资 源 优势、学生状况等方面异于公办院校，民办高校在人才培养过程中，

更多结合学校办学层次、特色资源，形成自己的办学特色。在人才培养方案设置、培养计划中，以社会、市场 发展需求为出发

点，结合学校发展的特色和发展定位，在充分发挥学生个性的基础上，进行专业设置的调整，学科发展的规划改革，以调整灵

活市场的发展对人才需求带来的变化性。浙江省民办大学院校类型上也各具一格，在办学上具有自身学科特征，即使市场对人

才需要变化时期，高校之间也可以针对自身学科特色调整人才培养的数量，以提高毕业生的就业率。在人才培养过程中，以市

场、企业的需求为基础，通过对市场的需求调查以及企业对人才需求人员能力为重要出发点，来设计和调整学校人才培养计划。 

５ 民办高校的办学合作性 

在办学形式上，浙江省民办大学大多采用合作办学形式，如校企之间合作办学（杭州万向职业技术学院）、国内外高校之间

的合作办学（宁波诺丁汉大学）等。第一，校企联合办学。学校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坚持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将人才培养与社会

经济发展的产业相结合。通过以需求变化来调整和改革学校人才培养方案及计划，将课程设置与岗位的要求相结合，促使学校

发展人才培养具有一定的社会适应性。第二，推行“订单培养”。在应用型人才培养中，要强化校企之间的合作办学，利用企业

的实践优势来培养学生的操作、动手技能，促进“订单式”教育形式。以市场需求为依据、以服务地区经济为根本，不断改革

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第三，建立校内外实习实训基地。争取合作企 业的技术、资金、设备支持，满足学生校外实习实践的需

求，强化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 

６ 结语 

办学特色是高校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民办高校若要建成高质量、高水平的一流大学，需要在发展中不断抓住机遇，充

分利用办学自主权，明确学校的发展定位，凝练办学理念，利用学校发展的资源特色，紧跟社会、市场发展的动态，促进教 育 

教 学 管 理 的 改 革，促 进 人 才 培 养 模 式 的 创新，突出应用性、职业性、复合性人才的培养，在教育教学的实践中

确立、形成学校办学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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