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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学校的

□ 王国平

当南洋教育集团航母骤然折戟，

当“世界的金山桥”轰然坍塌，

当江北巨无霸双月园悄然谢幕，

……

记忆中民办学校曾经的辉煌，似乎早已烟消云散。

而我们所翘首企盼的“民办教育的春天”，究竟在哪里？

人世沧桑，世事如棋。

回望并不久远的昨天，

你是否仍能想见，当年踌躇满志的任靖玺，

悲愤地留下一纸《万言书》后，悄然退居

新加坡的落寞身影？

你是否仍能想见，当年叱咤风云的李作君，

说出“不做中国的哈佛，做世界的金山桥”

的傲岸之态？

它们死了，但或许，失败真的是成功之母。

今天，我们重拾那段久已尘封的历史，为亡

者祭，更为生者忧。

鲁迅先生说过，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

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

倘能如此，亦已足矣。

目睹民办学校的寒寒暖暖、生生死死，我们只能凭
借“生亦有道，死亦为雄”的感慨，为后来者白描出一条
汗泪交织的或直或曲的轨迹，并让这条浸满奋斗、激情、
摸索、彷徨、踯躅、无奈甚至悲情的路，在我们依然继续
的前行中，留下前车后辙的教训、经验、警惕和启迪……

何为“生之道”？ 何为“死为训”？
正如托尔斯泰说的：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不幸

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同。 民办学校在发展中也是如此，
那些如今处于健康态的学校都有一些共性。 如，原本就
是教育人在办学，并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坚守着按照教
育规律办教育的原则，做出了品质和特色，所以，活得很
好。再如，财团或财力雄厚的非教育人投资办学，因办学
态度端正，聘请了专家办学，没有急功近利，把社会责任
放到首位，循教育之规，蹈管理之矩，所以，也必然会呈
现出生机盎然的发展态势。 纵观这些学校的生存之道，
不外乎一条准则：走教育之大道，为社会而服务。

然而，我们今天必须要忍着痛苦，在不堪回首中回
首，用曾经的“先驱”之教训，揭开民办学校如何走进败
境的那些死路。

因管理不善而死
在初期阶段，只懂投资，不懂管理，更不懂办学的人

在办学时，这样的问题不足为奇。 尤其是在家族成员全
面介入管理的民办学校中，更为突出。 曾有一所办在县
郊的学校，启动时因周边学校资源缺乏，一时间迅速得
以发展，生源超过了两千人。但好景不长，这位包工头出
身、小学文化的董事长兼校长，携领了夫人、妻弟、三叔、
二舅等系列亲属组建管理团队，不尊重所聘教师，不按
教育规律办事，只按家规家法治校。 到后来，人气退去
时，他无奈中留下了一句话：如今的学校，只剩下食堂和
超市赚钱了！

这只是诸多此类问题学校一例。 而且，这一类学校
的问题不仅是管理“不善”，更是用心“不善”，所以，其败
局初始既定。

因路线走偏而死
曾有一所在上世纪 90 年代办得风生水起的大型高

端民办学校，如今奄奄一息。了解的人说，这位办学者很
懂管理，尤其是善于把企业管理的思想和手段转用到学

校中，并以制度化、程序化著称。 特别是在招生工作中，
直接把企业销售的理念和方法运用到位，包括“售前”、
“售后”的服务机制，无可挑剔。 但遗憾的是，他信奉着
“招生工作是学校的生命线”，把学校整体工作重心放在
了“销售”中，连“教育教学”这一“生产车间”的部分都不
得已退居后位。

事实上，在民办学校早期发展中，这所学校每年都
能创造很好的招生业绩， 但同时也在创造着 “退生”业
绩。当然，在动态平衡或动态增长中，那几年的日子还过
得可以。 后来遭致厄运是因为此路走偏了，没有尊重教
育规律，走进了几乎是纯商企的轨道。所以，被教育和社
会抛弃是必然的结局。

因盲目扩张而死
扩张和发展未必是一回事， 做强与做大需要排序。

这是一些民办学校走集团化发展留给我们的思考和教
训。 即便是一些有投资保证的学校，若第一所学校还没
有做扎实，没有把教育核心竞争力做到位，没有把管理
平台构建得很牢固， 也没有做好集团化机制的准备，只
是因为有钱就着手于规模扩张。 这显然违背了“先做强
后做大”的发展原则。 尽管用市场语言说，这是抢占先
机，但教育毕竟与企业不同，教育不允许尝试，学校所面
对的受教育对象不可以“错了再重来”。

回望上个世纪 90 年代中期在国内兴起的几个大型
民办教育集团，其中有好些都在 2005 年前后陆续倒闭，
尽管死因不同，但在心态膨胀这点上大同小异，而且，问
题都出在“脚跟没站稳就开始往前跑”。

因滚动发展而死
多数民办学校提出“滚动发展”，但这一概念本身就

有问题。因为，一旦不滚动就出差错，就如自行车链条工
作原理一样，链条停止滚动，车就会停下。早期民办学校
因为过分依赖收取储备金，就出现过类似“掉链子”的事
情，资金运行突然断层导致了学校经营难以为继。

因等待不前而死
或许这属于慢性自杀的问题，但这样的民办学校至

今仍在。 究其原因，无非是日子还能过得去，怀揣着“小
富即安”的心态，就像那些患有慢性疾病的人一样，没有

急症突临的危机感。 一旦身边的公办教育 “大力发展”
了，一旦其他民办学校破局而出了，才惶惶然不知败局
何来。

可喜的是，近年来，一些收费较低、办学艰难的民办
学校正在觉醒，正在课堂改革上寻找突破口。 例如安徽
铜都双语学校、河北天卉学校、江苏昆山前景学校等，这
些学校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着高效课堂的教改行动，充分
明喻了“穷则思变”的道理。 当然，也是在拒绝等待的思
维下找到一条最好的活路。

因低位循环而死
一直以来， 低位循环模式下的民办学校不在少数。

有时甚至只能用“浅呼吸状态”来表述此类学校的生命
状态。 低位循环的特点是“收费低、教师工资低、教学质
量低”，而且，这样的学校多为乡村民办学校或城市农民
工子弟学校，是属于填补公办教育资源不足所出现的民
办学校。所以，当公办教育得以发展后，这样的学校首当
其冲。

河南有一所乡镇民办学校，办学者很努力，办学想
法很朴实。多年来虽然运行艰难，但因费用低的缘故，生
源还不错，尚能维持循环。但前两年，因为镇里建起了一
所现代化的公办学校，导致了这所学校生源锐减，面临
极度困境。 这位校长的分析是，低收费决定了师资水平
低，师资水平低又导致了教学质量低，教学质量低继续
导致的是收费无法提高。 所以，落到了今天的局面实属
必然。 我在为其诊断后不无感慨地说，你的低收费或许
是道德理由，但不是市场生存理由，因为你没有提供优
质教育。

另一个案例是，河南封丘实新学校，同样处在农田
包围之中，却在同样的环境下办得风生水起，连周边县
城的家长也 “送子下乡”， 把学生送到这所偏远学校读
书。这是为何？道理只有一条，学校办出了特色。办出特
色收费就能够提高， 收费提高了就可以提高教师的待
遇，教师待遇上去了好教师就留得住了，有好教师再加
上优秀的管理，学校就越办越好，走向正向循环了。

以上，浅析了 6 种民办学校的存亡问题，未必全面，
只为引以为戒，只为给予我们前车之鉴，只为我们民办
学校将来能够健康地走向正道、大道。

（作者单位系北大附中河南分校外国语小学）

10 年来， 南洋教育集团的规模愈来
愈大， 国家发展民办教育的口号喊得越
来越响， 我却愈来愈困惑： 为什么这么
难？为什么我们的热情愈来愈消散？为什
么我们心中愈来愈有一种无奈甚至是悲
凉的情绪？ 是我们努力得不够吗？ 不是，
我们的校长和教师们为南洋教育付出的
艰辛是公立学校的校长和老师们难以想
象的。 我们忙于探索更适合学生的教学
方式，忙于保障学校资金流的正常流动，
忙于应付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种种不合
理的管制，忙于沿街乞讨般地招生，忙于
应付家长因为对教育深层问题不了解而
发出的责难， 忙于应付四面八方对学校
的侵扰， 忙于许许多多我们不想忙而不
得不忙的烦心事。 我们一同抱着热情和
理想进入了我们心中的教育圣地， 进来
后才慢慢发现， 我们进入的不是教育圣
地，而是进入了教育炼狱。 这炼狱炼掉了
我们许多层皮， 炼冷了我们充满热情的

心，炼掉了我们对中国教育改革的希望，
我们愈来愈看不清从这炼狱通往天堂的
路。 为什么 10 年的艰苦努力，换来的还
是理想的幻灭？我们的出路在何方？中国
教育变革的出路在何方？

在教育思想领域， 真的没有什么新
鲜事，所有伟大的教育思想家，无非都在
强调要尊重和发展孩子的个性， 让孩子
在学习中感到欢乐、 感到成就、 感到成
长。 一个国家的教育搞得好不好，真的不
在于教育思想新不新、好不好，而在于教
育权力是否被社会所拥有。 只要打破教
育行政部门对教育的垄断权， 多元的社
会力量就会营造出多元的教育发展，而
企业的原则就一定会透入教育领域，真
正培养出有助于企业竞争力提高的人才
队伍。

（摘自南洋教育集团前董事局主席
任靖玺先生所著《教育炼狱十年》）

我们必须看明白，也必须回答，我们
在摸着石头过河三十年以后， 河的对岸
是什么东西，河有多宽，我们什么时候能
够过去，我们现在面对的是这个问题。 这
个大的问题我们必须回答， 如果不回答
这个问题，教育改革是不可能的。

对于我们做具体事情的人来说 ，我
们只做一件事，俩字：活着。 我们感到的
压力越来越大， 我们怎么能够在独立的
环境下活下去， 成功地活到大家都游到
对岸的时候， 也许我们能够有机会爬上
岸去，为社会做更多的贡献。

（北京汇才学校董事长 侯 昕）

教育民营的状态需要有三大制度支
撑，第一，以学校法人制度为核心的现代
教育制度。 第二，以教育凭证为基础的教
育财政制度。 第三，以自由入学为特征的
入学制度。 有了这三大制度，我们就可以
实现，或者说建立我们所要达到未来目标

的基础制度框架。 这三个制度建设起来以
后， 学校的自主办学才有了坚实的基础，
学生的自主选择才有了切实的保障。 所
以，现在我们讲民办教育有光明灿烂的前
景，它其实已经超越了现在的纯民办的概
念，而是建立在一种新型的公司合作伙伴
关系基础上出现的教育民营状态。
（浙江大学民办教育研究所所长 吴 华）

无论是民办高校因生源短缺而倒闭,
还是因经营兴趣发生转移或预感到营利
空间太小而自动退出,或者因“三无”被教
育主管部门“叫停”,上述现象的产生 ,实
际上是对投资办学的风险认识不足,是对
我国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特殊性认识不
足,是对我国民办高等教育必须尽快通过
规模扩张完成原始资本积累的认识不足,
是对只能通过规模扩张才能达到投资目
的的认识不足。

（厦门大学教授 邬大光）

民办学校死亡笔记
誗2005 年，秋。 曾经被誉为“中国民办

教育航空母舰” 的南洋教育集团 “命运陡
转”，被爆出教育储备金无法偿还、拖欠供
货商大量货款、 教师工资无法正常发放等
大量负面信息，随后，这所曾经“红”极一时
民办校在济南、 青岛等地的多所分校犹如
摧枯拉朽一般接连倒闭，大同、洛阳等校由
各地政府接管，师生被分流，南洋集团董事
长帅建伦更是以涉嫌集资诈骗罪被定为 A
级通缉犯并被抓捕。 令人唏嘘的是，这所学
校的鼎盛时期，曾经拥有 12 所幼儿园至高
中一贯制学校，2003 年时总资产价值人民
币 13 亿元，2004 年底被中国教育联合会授
予唯一的“中国民办教育最佳品牌”。 有教
育局官员说， 南洋是一场持续 10 年的骗
局。 有家长说，南洋的失败，是中国教育的
失败。 也有老师说，是中国教育的失败，决
定了南洋的失败。

誗2006 年， 夏。 继南洋教育集团崩盘
后， 号称长江以北最大的民办学校———山
东临沂双月园学校也宣告停办。 2006 年 7
月 11 日，山东省临沂市罗庄区政府下发通
告 ，“鉴于学校所欠的教育储备金金额较
大，且集团效益较差，生源不足，学校收费
不够办学成本，难以继续办学，经临沂市有
关部门与双月园集团多次协商，达成意向：
由临沂市政府整合出售市区内 5 所公办职
业中专的土地校产资源， 所筹资金收购双
月园学校，组建临沂职业学院”。 此前，双月
园学校作为山东省第一所省级规范化民办
名校，鼎盛时期，在校生近 5000 人，教职工
780 多人，2003 年山东高考文科状元郭小
帆出自该校。 据报道，双月园集团董事长王
卫军以民办教育为龙头， 房地产投资为获
利来源，9 年资产成长 20 倍，达到 12 亿元，
长期留在办学者手里的教育储备金有 4 亿
元左右。

誗2006 年，秋。 “不做中国的哈佛，做世
界的金山桥”， 位于江苏徐州经济开发区的
金山桥教育集团， 从 1995 年创办寄宿学校
开始到 2004 年的 10 年时间里，办起十余所
分校。 据一份宣传资料称，金山桥教育集团
固定资产逾 6 亿元， 师生员工 1 万余人，
2000 年被江苏省教委评为社会力量办学先
进单位。 1999 年~2003 年连续 5 届高考升学
率为 100%，本科上线率在 90%以上。 总裁李
作君号称要打造金山桥教育“航母”，向国际
化的教育产业集团迈进。 然而，这艘民办教
育的“航母”，不仅未能扬帆远行，反而在重
重危机下， 彻底沉陷。 就在 2006 年 9 月 5
日，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的一份公告宣
称：“根据有关规定，拟于近期委托拍卖机构
对被执行人徐州金山桥教育集团、徐州市金
山桥寄宿学校所有的房地产以及教育配套
设施予以公开拍卖。 ”

誗2008 年，秋。 杭州远东外国语学校，
这所曾经名噪一时、 在浙江乃至全国都颇
有名气的民办学校，在创办 15 年后画上了
句号。 远东外国语学校于 1993 年 5 月创
办，是全国创立最早的民办 12 年一贯制寄
宿学校之一。 学校拥有幼儿园、小学、初中
和高中，先后获“全国民办教育百强学校”、
“全国先进民办学校”等荣誉。2006 年 4 月，
校长范国强被评为 “全国民办教育十大杰
出人物”。 然而，在无限风光的背后，隐患丛
生， 资金链的断裂最终导致了这所学校的
垮台。 2008 年，萧山区正式宣布,区政府以
1.52 亿元购进原杭州远东外国语学校校
舍，作为萧山第二职业高中的新校区。

观 点

作为一名一线的民办教育工作者 ，我
的理想是办出这样的教育：为个人谋福祉，
为社会育人才， 为人类的永续发展传承和
创造精神财富。

民办教育要办出自己的特色， 因地制
宜，充分发挥自身的资源优势，切不可盲目
跟风和抄袭。

民办教育要坚持高端定位。 这里的高
端包括教学设施一流，师资力量一流，教学
质量一流，服务水平一流。 只有高端的教育
才能满足先富起来的阶层对高品质教育的
选择与追求。 如果民办学校和普通公立学
校没有区别，就难以赢得市场，而且会失去
存在的价值。

民办教育要有市场竞争能力。 酒香还
怕巷子深。 由于政府的大力支持， 一些公
办重点校、示范校名头响亮，在强大的舆论
传播之下， 家长对这些学校相当认可。 所
以，民办学校的经营者必须要学会营销，要

将自己的特色优质教育资源晾出来、 晒出
来，赢得社会充分认可，从而确立自己的生
存优势。

民办教育要有财务平衡能力。 教育本
身不是一个高利润的产业， 而且具有极大
的风险。 只有坚持有效的财务控制、严谨科
学的预决算，才能保证学校健康发展。

理想与现实总是存在一定的距离。 我
先后在多所民办校工作， 最后有幸加盟枫
叶教育集团， 但即使像枫叶这样航母级的
教育集团，我们仍然遇到重重困难，深感步
履维艰。 现实告诉我们，民办教育的健康发
展呼唤更理想的办学环境———

第一、要充分尊重民办学校办学自主权。
中国民办学校产生于改革开放时代 ，

植根于市场经济。 但是，中国的教育管理还
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 尤其是一些手握权
柄的部门 ，以指标 、会考 、毕业证书来 “管
理”学校。 这种方式与其说是管理，毋宁说

是“卡脖子”，即使是《民办教育促进法》颁
布之后，这种现象也没有得到根本性改观。

第二、要承认民办教育的合法性，并通
过严格执法为民办教育的发展保驾护航。

民办教育发展遇到三个瓶颈： 一是基
础设施薄弱。 国家对公立学校尤其是重点
学校的巨大投入使许多普通民办学校显得
形象“丑陋”。 二是教师队伍不稳定。 国家绩
效工资政策出台后， 民办学校教师待遇优
势丧失殆尽， 这给民办校教师队伍建设增
加了巨大压力。 三是生源不良。 一些重点学
校借助国家力量垄断优质资源， 同时也垄
断了优质生源。

《民办教育促进法》第五条指出：“民办
学校与公办学校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国
家保障民办学校的办学自主权。 ”“国家保
障民办学校举办者、校长、教职工和受教育
者的合法权益。 ”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

要》第四十三条要求：“依法落实民办学校、
学生、教师与公办学校、学生、教师平等的
法律地位，保障民办学校办学自主权。 清理
并纠正对民办学校的各类歧视政策。 制定
完善促进民办教育发展的优惠政策。 ”

遗憾的是这些政策和法律条文还没有
落到实处。 民办教育仍然处于尴尬的法律
地位。

第三、要认可民办教育的社会价值，用
积极的态度促进民办教育的发展与创新。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
要》第四十三条明确提出，要“大力支持民
办教育。 民办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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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一些优质民办教育机构集中于改
革开放的前沿地区？因为这些地方思想开放，
公众认识到优质民办教育是 “城市名片”，是
“投资环境”，是招生引资的“软实力”。

（作者单位系天津泰达枫叶国际学校）

□ 侯著久

民办学校的“生死学”

失败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