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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好教育是一个国家繁荣之根本。民办教育作为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教育事业发展的重

要增长点和促进教育改革的重要力量。笔者从嘉兴市民办教育价格管理现状出发，对民办教育今后价格管

理的方向和措施进行探讨。

管理情况

民办教育在嘉兴市学前教育、义务教育、职业教育等各类教育中作用已越来越重要。不同阶段的民办

教育收费，依据现行的政策法规，实行不同的管理方式。

民办幼儿园。根据浙江省教育厅、原省物价局《关于落实民办学校办学自主权实施办法》中所提非营

利性民办幼儿园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具体收费标准由民办幼儿园自主确定。但是，实际执行中，嘉兴市

民办非公益性幼儿园实行的是自主定价政策。民办公益性幼儿园由于和公办幼儿园一样享受财政补助，按

照《浙江省幼儿园收费管理暂行办法》中“民办公助幼儿园在最高标准范围内制定具体收费标准，报当地

价格、教育、财政部门备案后执行”标准，其价格在 2018年以前和公办园执行的是同一标准，2018年后，

其收费标准为在上浮不超过公办园 30%的范围内自主确定，现其收费基本为同等级公办幼儿园标准上浮 30%

的价格水平。

民办中小学。根据《民办教育促进法》，义务教育阶段不能设立营利性民办学校，所以民办中小学均

为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其学费标准按照区域不同由市、区分别定价。根据民办教育领域价格改革方向，“非

营利性民办学校收费政策由各级人民政府按照市场化方向确定”的精神，经市政府同意，北大附属嘉兴实

验学校作为试点，学费标准由其自主制定，该政策产生了不俗的效果，也得到了市场的认可。民办中等职

业教育。根据《浙江省政府定价目录》（2018年版），非营利性民办中等职业教育学费由政府定价。但浙

江省中等职业教育政策规定，从 2012年秋季学期起，对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所有在校学生免除学费，对因

免除学费导致学校收入减少的部分，第一、二学年由财政根据享受免学费政策学生人数和免学费标准对学

校予以补助；第三学年原则上由学校通过校企合作和顶岗实习等方式获取的收入予以弥补，不足部分由财



政按照三年级享受免学费政策学生人数 50%的比例和免学费标准予以补助。民办学校按当地同类型同专业

公办中职学校学费标准给予补助，高出部分学校可以按规定继续向学生收取。

存在问题

民办教育价格政策法规需梳理完善。2012 年的《民办教育促进法》提到“民办学校在扣除办学成本、

预留发展基金以及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提取其他的必需的费用后，出资人可以从办学结余中取得合理回

报。”2016 年新修订的《民办教育促进法》中该项内容的修改为“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的举办者不得取得办

学收益，学校的办学结余全部用于办学。”对于民办教育举办者是否能取得合理回报做了不同规定。而现

在相关的配套政策还是根据原来的法律制定。

幼儿园的成本价格矛盾突出。根据政策，公办幼儿园应纳入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民办幼儿园实行自

主定价。民办公助幼儿园作为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按协议价确定最高收费标准。嘉兴市公办幼儿园除少

数园外，大部分幼儿园均未按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其成本还需用收入进行补偿，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建设

项目外，其他和民办公助幼儿园基本一致。所以，一方面，公办和民办公助幼儿园普遍呈现低成本运营状

态，即教师人数和收入等均未按要求配置到位，按配置到位后的成本测算其收入和成本还存在缺口。另一

方面，嘉兴幼儿园财政补助资金由区和镇（街道）级财政承担，市财政按一定比例实行“以奖代补”。由

于各地财政情况不同，幼儿园享受到的财政补助也不一样，而各幼儿园都实行统一的收费政策，导致各幼

儿园的成本补偿存在差异。

非营利性民办教育监管机制不健全。嘉兴市义务教育阶段民办中小学现存在初中阶段与小学阶段民办

教育不平衡，民办中小学供需矛盾突出，不同类的民办中小学价格差距悬殊等特点，原因主要是嘉兴市义

务教育阶段优质公办教育的供应不足，特别是中学阶段更为突出。这种供需矛盾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民办

中小学价格上涨的诱因。2018年嘉兴市申请调价民办中小学（包括新居民子女学校）19个，优质民办中小

学的备案价格也基本一致，这一现象也显示了嘉兴民办中小学处于竞争不充分的状态。政府部门对于非营

利性民办教育的管理主要集中在定价方面，对于申请调价条件、经费收入监管、成本费用公开等方面的配

套监管机制尚不健全。

民办职业教育存在成本补偿不足。根据省《关于进一步完善中等职业教育学生资助政策的通知》，在

免收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在校生学费后，嘉兴市民办中等职业教育学校现成本补偿主要是通过财政根据 2012

年公办收费标准来发放的财政补助。公办中等职业教育的学费标准因其补偿渠道不只学费一条，所以其收

费标准不反映生均成本。民办中等职业教育由于竞争等压力，而没有加收超过财政补偿标准的部分学费，

从而造成了收入和成本的不相适应，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嘉兴民办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

方向与措施

通过近年来我国民办教育政策法规的变化可以看出，民办教育的价格管理已逐渐从政府定价向市场化

转变，且已有部分地区开始放开民办教育的定价管理。在这种趋势下，民办教育价格管理要从关注收费标

准转向关注收费行为，在发挥市场资源配置的基础上，更好地履行监管职能。根据这一方向，可以从以下

方面来加强民办教育价格管理。

完善政策法规体系使民办教育收费管理有法可依。随着 2016年《民办教育促进法》的重新修订及民办

教育价格管理政策的变化，现行关于民办教育的收费政策和上位政策存在很多不一致和冲突的地方。需要

从省级层面根据现行的法律、行政法规里新的内涵对现行不适用的民办教育收费政策进行清理，并根据新



的内容和要求进行新的制度设计，以满足依法行政的需要，及规范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的收费行为。

加强财政保障体现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公益性属性。非营利性民办学校要体现其公益性属性，而非完全

通过收费渠道来弥补成本，财政保障是其中最为关键的环节。如嘉兴市民办非营利性幼儿园和民办中等职

业技术学校，都是由于财政保障和收费收入两个因素不足以弥补成本，一个最后以提高收费价格来弥补成

本，从而弱化了公益性属性；一个则以低成本状态运行，而不利于其健康发展。所以，在民办学校实行分

类管理后，作为政府购买服务的一种形式，某些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应加强财政投入来体现其公益性属性。

加强行为监管实现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公益性办学。民办学校价格管理重点要逐步从以审批为主向重在

过程转变，加强收费行为监管，通过行为监管来保障非盈利性民办学校的公益性办学属性。2018年 4月开

始征求意见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里重点体现了这方面的内容，如建立收费账户备案制度，主管

部门会同相关部门对该账户实施监督，组织审计；规范关联交易，建立利益关联方交易的信息披露制度；

建立民办教育工作联席会议；健全联合执法机制等。嘉兴市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的价格管理要从行为上进一

步规范，如建立调价周期机制，以保证学校收费的相对稳定；明确学校调价上报时间及诉求，以便更好地

和学校收费公示时间进行衔接等。

加强信息公开实现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的社会监督。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的公益性特征决定了其信息公开

的重要性，2018年浙江出台了《关于民办学校信息公开和信用管理办法》，旨在通过建立民办学校信息公

示和信用管理制度，发挥社会监督效力，其中学校的财务状况和办学条件是作为强制公开的信息内容。嘉

兴市应在这方面进行制度完善和政策设计，通过信息公开的渠道实现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的价格管理从外源

性向内控型转变，体现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的公益性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