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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部、教育部负责人就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修订答记者问 

2021 年 4 月 7 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签署第 741 号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 2021

年 9月 1日起施行。日前，司法部、教育部的负责人就《条例》有关问题回答了

记者提问。 

问：请简要介绍一下《条例》修订的背景和过程？  

答：民办教育是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民

办教育事业发展。2016 年 11月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明确

了民办学校实施分类管理的基本原则和制度。为了贯彻落实民办教育促进法，

2018 年 7 月，教育部向国务院报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

例（修订草案）（送审稿）》，对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

例》进行修订。收到此件后，司法部先后两次书面征求有关方面意见，并向社会

公开征求意见，赴浙江、陕西等地进行调研，协调部门意见。在此基础上，司法

部会同教育部反复研究、修改，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

例（修订草案）》。2021 年 4月 7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签署国务院令，正式公

布修订后的《条例》。  

问：在加强党对民办学校的领导方面，《条例》作了哪些规定？  

答：为了加强党对民办学校的领导，《条例》增加规定：民办学校应当坚持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民办学校中的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

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参与学校重大决策并实

施监督。《条例》明确：民办学校决策机构组成人员应当有党组织负责人，监督

机构组成人员应当有党的基层组织代表，学校的章程应当规定学校党组织负责人

进入学校决策机构和监督机构的程序。  

问：在营造更加公平的办学环境方面，《条例》作了哪些规定？  

答：为了营造更加公平的办学环境，《条例》进一步完善民办学校的设立制

度。一是规范地方政府、公办学校参与办学的行为。增加规定：地方人民政府不

得利用国有企业、公办教育资源举办或者参与举办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实

施义务教育的公办学校不得举办或参与举办民办学校，其他公办学校不得举办或

者参与举办营利性民办学校；公办学校举办或者参与举办民办学校，不得仅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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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输出方式参与办学，举办或者参与举办非营利性民办学校，不得以管理费等方

式取得或者变相取得办学收益。二是规范通过资本运作控制非营利性学校进行获

利的行为。增加规定：同时举办或者实际控制多所民办学校的，不得改变所举办

或者实际控制的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的性质，直接或者间接取得办学收益；也不得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排除、限制竞争。任何社会组织和个人不得通过兼并收购、

协议控制等方式控制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实施学前教育的非营利性民办学

校。三是完善举办者变更机制。增加规定：民办学校举办者变更的，应当签订变

更协议，但不得涉及学校的法人财产，不得影响学校发展，不得损害师生权益；

现有民办学校的举办者变更的，可以根据其依法享有的合法权益与继任举办者协

议约定变更收益。  

问：在维护教育管理秩序、保护受教育者合法权益方面，《条例》作了哪些

规定？  

答：为了维护教育管理秩序，保护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条例》在保障民

办学校依法自主办学的同时，进一步规范民办学校的运行和管理。一是规范招生

行为。增加规定：民办学校可以在审批机关核定的办学规模内，自主确定招生标

准和方式，与公办学校同期招生；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应当在审批机关管辖

的区域内招生，纳入审批机关所在地统一管理；实施普通高中教育的民办学校应

当主要在学校所在设区的市范围内招生。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不得提前招生。

二是规范利用互联网技术在线办学的行为。增加规定：利用互联网技术在线实施

教育活动应当符合国家互联网管理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利用互联网技术

在线实施教育活动的民办学校应当取得相应的办学许可，依法建立并落实互联网

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保护技术措施。三是完善民办学校收费管理机制。规定：民

办学校应当基于办学成本和市场需求等因素，遵循公平、合法和诚实信用原则，

考虑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合理确定收费项目和标准。对公办学校参与举办、使

用国有资产或者接受政府生均经费补助的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省级人民政府可以

对其收费制定最高限价。四是完善民办学校关联交易监管机制。增加规定：实施

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不得与利益关联方进行交易,其他民办学校应当建立利益关

联方交易的信息披露制度。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非营利性民办学校与利益关联方

签订协议的监管，按年度对关联交易进行审查。  

问：在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参与办学方面，《条例》作了哪些规定？ 

答：为了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参与办学，《条例》进一步明确了对民办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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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扶持政策。一是明确财政扶持、税收优惠、用地保障等方面的政策措施。规定：

地方人民政府可以参照同级同类公办学校生均经费等相关经费标准和支持政策，

对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给予适当补助；采取政府补贴、以奖代补等方式鼓励、支持

非营利性民办学校保障教师待遇。民办学校享受国家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其中，

非营利性民办学校享受与公办学校同等的税收优惠政策。地方人民政府出租、转

让闲置的国有资产应当优先扶持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在制定闲置校园综合利用方

案时应当考虑当地民办教育发展需求；对新建、扩建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应当按照

与公办学校同等原则，以划拨等方式给予用地优惠。二是鼓励金融、保险机构为

民办学校融资、风险保障提供服务。增加规定：国家鼓励、支持保险机构设立适

合民办学校的保险产品，探索建立行业互助保险等机制，为民办学校重大事故处

理、终止善后、教职工权益保障等事项提供风险保障；金融机构可以在风险可控

前提下开发适合民办学校特点的金融产品。民办学校可以以未来经营收入、知识

产权等进行融资。三是发挥地方积极性。规定：省级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实际情况，

制定促进民办教育发展的支持与奖励措施。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在对现有民

办学校实施分类管理改革时，应当充分考虑有关历史和现实情况，保障受教育者、

教职工和举办者的合法权益，确保民办学校分类管理改革平稳有序推进。 

 

来源：司法部网站 2021年 5月 1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