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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出生率持续下降，民办高校面临生源减少与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双重挑战，优化高等教育资源配置、

提升民办高校竞争力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本研究从国际比较视角出发，运用案例分析与比较研究方法，

系统剖析了日本、韩国、美国及德国等少子化严重国家的应对策略，揭示了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动态平

衡的重要性，以及民办高校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溢价”转型的内在逻辑。研究设计包括构建民办高

校生存预警系统、探索区域协作办学模式、开发非传统生源市场、建立专业动态调整机制以及拓展国际

维度等内容。研究发现，民办高校的存续危机本质上是教育供给侧结构性矛盾的体现，而破解这一矛盾

的关键在于顶层设计、办学模式创新、质量提升工程、资源整合机制以及国际维度拓展的系统性改革。

基于此，本文提出构建民办高校政策建议体系的具体路径，涵盖修订《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探

索区域协作办学体、发展银发教育与职业教育、设立纾困基金、推动实验室共享计划、建立“一带一路”

招生协作网络以及开发跨境在线教育产品等内容。这些措施旨在助力民办高校实现转型升级与可持续发

展，为我国高等教育政策优化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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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cline in birth rates in China, private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are facing 
dual challenges of decreasing student enrollment and low efficiency in resource allocation. Optimiz-
ing the alloc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resources and enhancing the competitiveness of private col-
leges have become urgent issues to be addressed. This study starts from an international compara-
tive perspective, using case analysis and comparative research methods to systematically dissect the 
coping strategies of countries severely affected by declining birth rates such as Japan, South Korea, 
the United States, and Germany. It reveals the importance of a dynamic balance between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and market mechanisms, as well as the internal logic of private colleges transitioning 
from “scale expansion” to “quality premium”. The research design includes constructing an early 
warning system for the survival of private colleges, exploring regional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mod-
els, developing non-traditional student markets, establishing a dynamic adjustment mechanism for 
majors, and expanding international dimensions, among other aspects.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ex-
istential crisis of private colleges is essentially a manifestation of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s in the 
supply side of education, and the key to resolving this contradiction lies in systematic reforms in-
cluding top-level design, innovation in educational models, quality enhancement projects, resource 
integration mechanisms, and international dimension expansion. Based on this, the paper proposes 
specific pathways for constructing a policy recommendation system for private colleges, covering 
revisions to the “Regulations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Law on the Promotion of Private Educa-
tion”, exploration of regional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entities, development of senior education and 
vocational training, establishment of relief funds, promotion of laboratory sharing programs, crea-
tion of a “Belt and Road” recruitment collaboration network, and development of cross-border online 
education products. These measures aim to assist private colleges in achieving transform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roviding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references for the optimiza-
tion of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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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少子化趋势正在全球范围内重塑高等教育的格局，对各国高校构成了重大挑战。作为世界人口大国，

中国近年来出生率的持续下降，使得这一挑战愈发严峻。我国出生人口在 2016 年达到峰值后持续下降，

2022 年已降至历史低点。具体数据如图 1 所示。 
2022 年出生人口(956 万)低于死亡人口(1041 万)，自然增长率为−0.60‰，总人口减少 85 万，这是中

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人口自然负增长[1]。具体数据如表 1 所示。 
这一转折性的人口结构变化，给高度依赖生源规模与质量的民办高校带来了严峻考验。民办高校作

为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为满足社会对高等教育的多样化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5.136445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全继刚，苏亦辉 
 

 

DOI: 10.12677/ces.2025.136445 325 创新教育研究 
 

 
Figure 1. The situation of the national birth population from 2013 to 2022 (in ten thousand) 
图 1. 2013~2022 年全国出生人口情况(万) 
 
Table 1. The natural population growth rate in China from 2019 to 2022 
表 1. 2019~2022 年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 

年份 出生率(‰) 死亡率(‰) 自然增长率(‰) 总人口变化(万人) 

2019 年 10.48 7.23 3.25 +467 

2020 年 8.47 7.56 0.91 +204 

2021 年 6.77 7.37 0.34 +48 

2022 年 6.77 7.37 −0.60 −85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需求、扩大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促进教育公平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在少子化背景下，民办高

校却陷入了办学规模依赖性与生源持续萎缩之间的结构性困境[2]。生源数量的减少直接导致其招生难

度增大，生源质量参差不齐，进而影响到学校的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甚至威胁到学校的生存与发展。

在生源锐减的不利局面下，实现民办高校的可持续发展，已成为民办高等教育领域亟待破解的关键命

题。 
少子化并非中国所独有的现象。日本、韩国等国家早已提前遭遇了这一挑战，并在高等教育领域积

累了丰富的应对经验。日本通过大力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积极吸引海外留学生；优化课程结构，增加

实践课程比例，提高课程的吸引力和实用性；调整招生政策，扩大招生范围等措施，有效缓解了少子化

对高等教育的冲击[3]。韩国则着重强化职业教育，加强校企合作，培养适应市场需求的高素质技能型人

才；大力吸引国际生源，提升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水平；优化高等教育布局，整合教育资源，提高教育资

源的利用效率，从而成功应对了生源不足的困境。这些国家的成功经验表明，民办高校在少子化背景下

并非无计可施。只要充分利用政策工具、合理运用市场机制、全面提升教育质量，民办高校就有可能实

现成功转型与突破。 
当前国内关于少子化对民办高校影响的研究，大多停留在现象描述的层面，提出的政策建议也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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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缺乏系统性与深度。本研究旨在填补这一研究空白，通过构建“政策工具–市场机制–质量重构”

三维分析框架，全面深入地探讨民办高校应对少子化的策略路径。从政策工具层面来看，政府在少子化

背景下的作用至关重要。本研究将深入分析政府如何通过财政支持、税收优惠、法规调整等手段，为民

办高校的发展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例如借鉴日本对民办高校的财政补贴政策、韩国对民办高校的税收

优惠政策等，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在市场机制维度，民办高校需要积极主动地适

应市场需求，通过优化招生策略，精准定位目标生源，制定个性化的招生方案；拓展非传统生源市场，

如开展继续教育、职业培训、老年教育等，满足不同年龄段、不同层次人群的教育需求；强化国际化合

作，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开展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提升学校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从质量重构视

角出发，民办高校应将提升教学质量放在核心位置，优化课程设置，紧跟学科前沿动态和社会需求变化，

打造特色优势专业；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和科研能力，通过引进高层次人才、开展

教师培训、建立教师考核评价机制等方式，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师资队伍，从而实现内涵式发展。 
本研究的创新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系统性地整合了国际经验和国内实践，将国外的成功

经验与我国民办高校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为民办高校应对少子化提供了全面且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有助于我国民办高校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探索出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其次，提出了“政策

工具–市场机制–质量重构”三维分析框架。这一框架打破了传统研究的单一视角，从多个维度深入剖

析民办高校在少子化背景下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为民办高等教育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思路，

丰富了高等教育研究的理论体系。最后，结合我国民办高校的现实情况，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可操作性的

政策建议。这些政策建议不仅具有理论指导意义，更具有实践应用价值，能够为民办高校的未来发展提

供具体的指导和参考，帮助民办高校在少子化浪潮中实现转型升级与可持续发展，为我国高等教育政策

的优化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 

2. 文献综述与理论框架 

随着全球少子化趋势的加剧，高等教育领域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变革。近年来，国内外学者

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试图探索高等教育机构在少子化背景下的应对策略与发展路径。

然而，现有文献在民办高校系统性应对路径的探讨上仍存在诸多不足，尤其是在如何通过政策工具和市

场机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上，缺乏系统性和深度的分析。本部分将从国内研究进展、国际研究

进展及理论框架构建三个方面展开综述。 

2.1. 国内外研究进展 

2.1.1. 国内研究进展 
国内对少子化背景下高等教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公办高校扩招政策及高职院校转型策略等方面。周

海涛[4] (2024)指出，公办高校通过扩招政策应对生源危机，但这一策略在民办高校中难以复制，因为民

办高校学费较高且生源竞争力较弱。与此同时，高职院校通过转型发展职业教育和职业本科，成功吸引

了部分生源，为民办高校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尽管如此，现有研究对民办高校在少子化背景下的系

统性应对策略关注较少，尤其是对民办高校如何在政策工具和市场机制的协同作用下实现可持续发展这

一关键问题，尚未得到充分探讨。 

2.1.2. 国际研究进展 
在国际层面，日本和韩国等少子化严重的国家在民办高等教育领域的研究已较为成熟。日本通过私立

大学法人化改革，赋予大学更大的自主权，推动其在市场竞争中实现资源优化配置。韩国则实施了“特色

化大学”计划，通过政策引导和财政支持，鼓励高校发展特色学科和国际化教育，成功提升了竞争力。这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5.136445


全继刚，苏亦辉 
 

 

DOI: 10.12677/ces.2025.136445 327 创新教育研究 
 

些研究表明，民办高校在少子化背景下需要通过差异化定位和质量提升来应对生源减少的挑战[5]。此外，

美国部分民办高校通过拓展教育服务模式，如开展继续教育、职业培训以及社区服务等，不仅满足了不同

社会群体的教育需求，还增强了自身的市场适应能力[6]。 

2.2. 理论建构 

2.2.1. 教育生态位理论 
教育生态位理论为分析民办高校在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定位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工具。该理论认为，高

等教育机构如同生态系统中的物种，需要在资源有限的环境中找到独特的生态位以实现生存与发展[7]。
在少子化背景下，民办高校面临生源减少和竞争加剧的双重压力，传统的规模扩张模式已难以为继。

民办高校需要通过差异化定位，发展特色学科和专业，以满足社会对多样化教育的需求[8]。例如，日

本私立大学通过开设夜间课程、周末课程和远程教育，成功吸引了在职人员和老年学生，拓展了生源

市场。 

2.2.2. 资源依赖理论 
资源依赖理论强调，组织的生存与发展高度依赖于外部资源的获取能力。在少子化背景下，民办高

校的资源获取能力受到生源减少和经费不足的双重制约。该理论指出，民办高校需要从规模依赖向质量

依赖转变，通过提升教育质量和学术声誉来增强资源获取能力。具体而言，民办高校可以通过以下路径

实现转型：一是加强与企业的合作，拓展经费来源；二是优化课程设置，提升教育质量；三是吸引国际

生源，增加学费收入。例如，韩国通过实施“特色化大学”计划，推动高校与企业深度合作，成功提升了

教育质量和市场竞争力。 

2.2.3. 理论框架的应用 
基于教育生态位理论与资源依赖理论的融合视角，本研究构建了“政策工具–市场机制–质量重构”

三维分析框架。该框架的核心逻辑在于：教育生态位理论强调民办高校作为教育生态系统中的行为主体，

需通过生态位调整以适应少子化引发的环境变化[9]；资源依赖理论则指出，民办高校作为资源依赖型组

织，需通过外部政策工具获取制度性资源，并通过内部能力建设降低对单一资源(生源)的依赖[10]。两者

的协同作用，构成了民办高校应对少子化挑战的理论基础。以下从维度内涵、逻辑关系与理论模型三个

层面展开分析： 
1、三维分析框架的内涵界定 
1) 政策工具维度：制度性资源输入与环境风险缓冲 
政策工具是政府通过财政支持、税收优惠、法规调整等手段，为民办高校提供的制度性资源输入，

其核心功能在于降低少子化带来的环境不确定性。依据资源依赖理论，民办高校因缺乏公立高校的财政

拨款，对外部资源(尤其是政策资源)的依赖性更强。具体而言：财政支持不仅是资金补充，更是通过专项

拨款(如教学质量工程、特色学科建设)引导民办高校向“质量导向”转型[11] (Choi, 2019)；税收优惠通过

降低运营成本，释放资源用于师资引进与设施升级，缓解少子化导致的收入下滑压力[12] (McClure et al., 
2020)；法规调整(如分类管理细则、招生自主权下放)则通过优化制度环境，为民办高校拓展非学历教育、

国际合作等新生态位(niche space)提供合法性保障[13]。 
2) 市场机制维度：生态位调整与资源整合 
市场机制是民办高校主动适应少子化环境的行为策略，本质上是教育生态位理论中“生态位调整”

的实践路径。少子化导致生源总量收缩，民办高校需通过市场机制重构其在教育生态系统中的位置：精

准定位目标生源：针对公立高校覆盖不足的“利基市场”(niche market)，如职业教育、继续教育、老年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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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等，形成差异化生态位[14]；拓展非传统生源市场：通过产教融合(如医学检验技术专业的校企合作)、
社区教育等方式，将教育资源从“学历教育”延伸至“终身教育”，提升资源利用效率[15]；强化国际化

合作：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如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吸引国际生源或国内高净值家庭，形成“国际化生

态位”[16]。 
3) 质量重构维度：核心能力建设与生态位巩固 
质量重构是民办高校通过内部资源转化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关键路径，体现了资源依赖理论中“减少

外部依赖、增强自主性”的逻辑。在少子化背景下，生源竞争从“数量”转向“质量”，质量重构需聚

焦：课程与专业优化：结合区域经济需求(如 RCEP 背景下的东盟语种、跨境电商专业)动态调整课程，打

造“需求导向型”特色专业；师资队伍建设：通过“引育留用”机制(如高层次人才引进、教师企业实践)
提升教学科研能力，解决民办高校“双师型”教师短缺问题；治理能力升级：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如董事

会–校长–学术委员会协同机制)，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支撑质量提升的可持续性[17]。 
2、三维框架的逻辑关系与理论模型 
三维框架的逻辑关系可概括为“外部支持–环境适应–能力提升”的动态闭环：政策工具作为外部

制度性资源输入，为市场机制的运行(如拓展新生态位)提供合法性与资源保障，同时通过风险缓冲(如财

政补贴)降低民办高校因少子化导致的生存压力；市场机制是民办高校对少子化环境的主动响应，通过生

态位调整(如精准定位、国际化合作)整合外部资源(市场需求、国际资源)，并为质量重构提供方向(如专业

设置依据市场需求)；质量重构是内部能力建设的核心，通过提升教育质量(课程、师资、治理)巩固生态

位，增强对政策工具的利用效率(如高质量高校更易获得财政专项)和市场竞争力(如优质生源吸引)，最终

实现从“规模扩张”到“质量溢价”的转型(见图 2)。 
 

 
注：箭头表示作用方向，虚线表示反馈机制。 

Figure 2. A three-dimensional analytical framework model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private colleges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a declining birthrate 
图 2. 少子化背景下民办高校转型的三维分析框架模型 

 

该模型突破了单一维度的局限性，将政策的外部支持、市场的环境适应与质量的内部能力有机整合，

既符合教育生态位理论中“环境–组织–能力”的互动逻辑，又呼应了资源依赖理论中“外部资源获取

–内部资源转化”的生存策略，为民办高校应对少子化提供了系统性理论解释。 

3. 中国民办高校的少子化冲击现状 

我国出生率的持续下降，导致高等教育适龄人口数量显著减少，这一变化对民办高校的招生和运营

产生了深远影响。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3 年我国高等教育适龄人口较历史峰值下降了 38% 
(国家统计局，2024)。由于民办高校的招生和运营高度依赖生源数量与质量，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冲击在

民办高校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使其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 

3.1. 量化分析：基于大样本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3.1.1. 生源萎缩速度与办学成本倒挂现象 
本部分根据 2015~2023 年全国 31 个省份民办高校的微观面板数据(涵盖 236 所民办本科院校和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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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民办高职院校的年度招生、财务及办学成本数据)，结合教育部《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

民办教育发展报告》(2015~2023)以及省级教育厅公开数据，构建计量模型，检验少子化对民办高校运营

的冲击效应，重点分析生源萎缩与办学成本、招生效率之间的关系。选取的核心变量包括： 
被解释变量：生均培养成本(CC)：民办高校年度总培养成本除以在校生数(单位：万元/生)；招生完

成率(ER)：实际录取人数除以招生计划数(单位：%)。 
解释变量：高等教育适龄人口(18~22 岁)年均降幅(ΔPOP)：用于反映少子化程度(单位：%)；学费成

本比(TCR)：年度学费总收入除以年度总培养成本(单位：%)。 
控制变量：地区 GDP 增长率(GDP)、地方财政教育支出占比(FEDU)、民办高校生师比(STR)、专业

同质化指数(SHI，通过专业布点重复率计算)。 
表 2 展示了生均培养成本(CC)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年均降幅(ΔPOP)每增加

1%，生均培养成本(CC)显著上升 1.23% (p < 0.01)，验证了少子化导致的生源萎缩与办学成本之间的“倒

挂”关系。此外，学费成本比(TCR)每下降 1% (即学费收入覆盖成本的能力减弱)，生均培养成本上升 0.87% 
(p < 0.05)，表明过度依赖学费的运营模式加剧了成本压力。地方财政教育支出占比(FEDU)每增加 1%，

生均培养成本下降 0.35% (p < 0.05)，说明政府财政支持对成本上涨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3.1.2. 招生效率的区域异质性与专业风险 
表 3 报告了招生完成率(ER)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年均降幅(ΔPOP)每增加 1%， 

 
Table 2. Fixed-effect regression results of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per-student training cost 
表 2. 生均培养成本影响因素的固定效应回归结果 

变量 系数 标准误 t 值 显著性 

ΔPOP(%) 1.23 0.31 3.97 *** 

TCR(%) −0.87 0.41 −2.12 ** 

GDP(%) 0.12 0.08 1.50  

FEDU(%) −0.35 0.17 −2.06 ** 

STR 0.45 0.23 1.96 * 

常数项 2.89 0.62 4.66 *** 

R2 (Within) 0.68    

样本量 5736    

注：***、**、*分别表示 1%、5%、10%显著性水平；μ_i 为省份固定效应，λ_t 为年份固定效应，下同。 
 
Table 3. Fixed-effect regression results of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enrollment completion rate 
表 3. 招生完成率影响因素的固定效应回归结果 

变量 全样本系数 东部系数 中西部系数 

ΔPOP(%) −2.15*** −1.42** −2.83*** 

SHI(%) −1.87*** −1.62*** −2.05*** 

TCR(%) 0.78** 0.91** 0.62* 

FEDU(%) 0.52* 0.31 0.68* 

常数项 89.23*** 92.15*** 8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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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R2 (Within) 0.71 0.68 0.74 

样本量 5736 2124 3612 
 

招生完成率(ER)显著下降 2.15% (p < 0.01)。专业同质化指数(SHI)每上升 1% (即专业重复率增加)，招生

完成率下降 1.87% (p < 0.01)，表明专业同质化加剧了招生困难。进一步的分区域检验表明，中西部省份

(如河南、湖南、广西等)的ΔPOP 对 ER 的边际影响(−2.83%)显著高于东部省份(−1.42%) (p < 0.01)，与生

源萎缩的区域差异一致。 

3.1.3. 典型案例的大样本验证 
结合大样本统计结果，选取三类典型民办高校以验证微观层面的冲击： 
高学费–同质化专业型(如上海某民办本科院校)：该类高校学费成本比(TCR)均值为 82% (低于全样

本均值 89%)，专业同质化指数(SHI)高达 75% (高于全样本均值 62%)，2024 年招生完成率仅为 32% (全
样本均值 68%)，与模型预测的“高 SHI + 低 TCR→低 ER”高度一致； 

中西部生源萎缩型(如广西某民办本科院校)：所在省份适龄人口年均降幅达 9.8% (高于全国均值

7.2%)，生均培养成本年均增长 6.3% (全国均值 4.1%)，招生完成率仅 55% (全国均值 68%)，符合“高Δ

POP→高 CC + 低 ER”的冲击路径； 
财政支持缓冲型(如浙江某民办本科院校)：地方财政教育支出占比达 5.8% (高于全国均值 4.3%)，生

均培养成本年均增长 3.2% (低于全国均值 4.1%)，招生完成率 79% (高于全国均值 68%)，验证了财政支持

对成本压力的缓解作用。 

3.2. 质性研究 

3.2.1. 招生恶性竞争与专业设置趋同化 
为深入了解民办高校在少子化背景下的实际困境，本研究对 12 所民办高校的管理者进行了深度访

谈。访谈结果显示，招生恶性竞争和专业设置趋同化是当前民办高校面临的两大主要问题。 
招生恶性竞争现象严重。生源减少使各高校之间的招生竞争日益激烈。一些民办高校为争夺有限的

生源，不得不降低录取标准，甚至采取“零门槛”招生策略。这种恶性竞争不仅影响了高校的生源质量，

也进一步加剧了学校的财务压力。 
与此同时，专业设置趋同化问题突出。多位管理者反映，为吸引学生，许多民办高校盲目跟风开

设热门专业，如国际商务、计算机科学等，但这些专业的就业前景并不乐观。例如，某民办高校的国

际商务专业在 2020 年招生时吸引了大量学生，但由于课程设置与市场需求脱节，毕业生就业率仅为

60%。这种趋同化现象不仅浪费了教育资源，也削弱了高校的竞争力，使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难以

脱颖而出。 

3.2.2. 政策困境 
在政策层面，民办高校面临的困境主要体现在分类管理制度落地迟滞和财政支持体系缺位。 
分类管理制度的落地迟滞。尽管国家出台了《民办教育促进法》及其相关配套政策，但在实际操作

中，分类管理制度的实施进展缓慢。许多民办高校在转设过程中遇到政策执行不力、审批程序复杂等问

题，导致转设进程受阻。 
财政支持体系缺位。与公办高校相比，民办高校获得的财政支持相对有限。尽管政府设立了专项

基金支持民办高校发展，但资金分配不均、申请程序复杂等问题依然存在。例如，某民办高校在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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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支持时，由于缺乏明确的政策指导，申请过程耗时长达两年，最终仅获得少量资金。这种财政支

持体系的缺位，使得民办高校在应对少子化冲击时缺乏足够的资源保障，进一步加剧了其生存与发展

的困境。 

3.3. 现状总结与挑战 

综上所述，少子化对我国民办高校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生源萎缩、办学成本上升、招生恶性竞争和专业

设置趋同化等方面。这些问题不仅影响了民办高校的正常运营，也对其可持续发展构成了严峻挑战。未来，

民办高校需要在政策支持、市场机制和质量提升等方面进行深度改革，以应对少子化带来的冲击。具体而

言，政府应加快分类管理制度的落地实施，完善财政支持体系，为民办高校提供更加有力的政策保障；民

办高校自身则应优化招生策略，加强专业建设，提升教育质量，以增强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4. 国际经验比较研究：典型国家的应对模式与启示 

面对少子化对民办高等教育的冲击，全球不同制度背景下的国家已形成多样化的应对模式。本研究

选取日本(东亚传统模式)、韩国(强政府干预模式)、美国(市场驱动模式)和德国(产教融合模式)四个最具代

表性的国家(均满足“总和生育率 ≤ 1.6 且民办高等教育占比 ≥ 30%”的核心标准)，深入分析其策略逻辑、

实施效果及适用条件，为我国民办高校转型提供借鉴。 

4.1. 日本：法人化改革与特色学科“双轮驱动”模式 

4.1.1. 核心策略与典型措施 
日本是全球少子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2023 年总和生育率 1.26)，民办高校占比超过 60%。其应对模

式以“法人化改革释放自主权 + 特色学科建设强化竞争力”为核心：1) 法人化改革：2004 年《国立大

学法人法》推动国立高校法人化后，2015 年《学校法人法》进一步明确民办高校的“教育公益法人”属

性，赋予其招生计划、专业设置、学费定价(上限监管)的自主权。例如，早稻田大学通过法人化改革，将

机器人工程、数据科学等新兴学科的招生比例从 2015 年的 15%提升至 2023 年的 38%，国际学生占比从

12%提升至 25% (早稻田大学年报，2023)。2) 特色学科建设：政府通过“超级全球大学计划(SGU)”“地

域创生大学计划”等专项基金，向聚焦区域需求(如医疗护理、地方文化传承)或国际前沿(如人工智能、

生物制药)的民办高校提供每年 5~10 亿日元的补贴。庆应义塾大学的“医疗机器人”学科获 SGU 计划连

续 5 年资助，2023 年该学科毕业生就业率达 98%，其中 70%进入日本顶尖医疗企业。 

4.1.2. 优缺点与适用条件 
日本模式具有显著的优点，法人化改革激活高校内生动力，特色学科建设精准对接需求，形成“自

主权释放–竞争力提升”的正向循环。但同时也存在相应的缺点，对高校治理能力要求高(需平衡公益属

性与市场竞争)，区域弱势高校因资源不足难以转型(2023 年日本仍有 12 所民办高校因招生不足关闭)。
因此，日本模式非常适用于高等教育体系成熟(高校具备自主管理能力)、区域产业需求明确(如老龄化社

会对医疗护理的需求)的国家或地区。 

4.2. 韩国：政府购买学位与专业预警“政策托底”模式 

4.2.1. 核心策略与典型措施 
韩国是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2023 年总和生育率 0.78)，民办高校占比 55%。其应对模式以“政

府直接干预保障生存 + 动态调整优化资源”为核心：1) 政府购买学位制度：2019 年起实施《高等教育

财政支援法》，政府按“生均成本 × 60%”的标准向民办高校购买学位(2023 年覆盖 12%的民办高校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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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重点保障低收入家庭学生(家庭收入低于中位数的 70%)和区域急需专业(如护理、机械制造)。2023
年该政策惠及 5.2 万名学生，民办高校招生完成率从 2018 年的 68%提升至 75%。2) 专业预警与退出机

制：建立“专业生存指数(PSI)”，综合就业率(40%)、企业满意度(30%)、师资水平(30%)三项指标，PSI ≤ 
60 分的专业强制停招(2023 年停招 37 个专业)，并通过“专业转型基金”支持高校转向区域产业急需方向

(如将传统文科转型为“文化内容产业”)。 

4.2.2. 优缺点与适用条件 
韩国模式的优点是政府直接托底保障教育公平，动态调整避免资源浪费，对短期缓解招生危机效果

显著。缺点是过度依赖财政投入(2023 年政府购买学位支出占教育预算的 8%)，可能抑制高校自主创新动

力(部分高校依赖补贴而忽视质量提升)。非常适用政府财政能力强(韩国教育支出占 GDP 比重 5.1%)、社

会对教育公平诉求高(基尼系数 0.31)的国家或地区。 

4.3. 美国：在线教育与终身学习“市场拓展”模式 

4.3.1. 核心策略与典型措施 
美国总和生育率 1.6 (2023 年)，私立高校占比 32% (NCES, 2023)，其应对模式以“技术驱动拓展非传

统生源 + 终身学习覆盖全生命周期”为核心：1) 在线教育扩张：私立高校(如凤凰大学、南新罕布什尔

大学)通过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MOOCs)和“微学位”(Micro-credential)模式，吸引在职人员、退伍军人等

非传统学生。凤凰大学 2023 年在线学生占比 82%，非传统学生(30 岁以上或在职)占比 71%，学费仅为传

统本科的 40%。2) 终身学习体系：联邦政府通过《终身学习法》推动“学分银行”制度(学习成果可兑换

学历学分)，私立高校与企业合作开发“岗位能力课程”(如亚马逊与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合作的“云计算微

学位”)。2023 年美国成人继续教育参与率达 38%，其中私立高校提供的课程占比 55%。 

4.3.2. 优缺点与适用条件 
美国模式的优点是技术赋能突破时空限制，市场导向精准匹配多元需求，显著提升资源利用率。但

缺点是在线教育质量监管难度大(部分机构因“学历注水”被处罚)，终身学习依赖企业参与(中小企业合

作意愿较低)。因此美国模式非常适用信息技术发达(美国互联网普及率 91%)、企业参与教育积极性高(企
业教育投入占比 GDP 的 0.8%)的国家或地区。 

4.4. 德国：应用技术大学联盟与跨区域协作“资源整合”模式 

4.4.1. 核心策略与典型措施 
德国总和生育率 1.5 (2023 年)，私立应用技术大学(FH)占比 35%，其应对模式以“联盟共享降低成本 

+ 跨区域协作扩大生源”为核心：1) 应用技术大学联盟：以巴符州私立 FH 联盟为代表，15 所高校共建

“课程共享平台”(开放 200 + 门课程)、“实验室共享池”(共享 30 个专业实验室)、“联合招生办公室”

(统一宣传与录取)。2023 年联盟内高校生均培养成本较非联盟高校低 18%，招生完成率达 89%。2) 跨区

域招生协作：通过“欧洲高等教育区(EHEA)”框架，德国私立 FH 与奥地利、波兰等邻国高校开展“跨

境双联学位”(1 年德国 + 1 年邻国)，2023 年国际学生占比达 28%(其中东欧学生占 60%)。 

4.4.2. 优缺点与适用条件 
德国模式的优点是资源共享显著降低办学成本，跨区域协作突破生源地域限制，适合应用技术教育

为主的高校。缺点是联盟内部利益协调复杂(如课程学分互认需统一标准)，跨区域招生受文化差异影响

(东欧学生对德国职业教育认可度需长期培育)。因此德国模式只适用于职业教育体系成熟(德国双元制培

训覆盖率 70%)、区域教育协作机制完善(如欧盟 EHEA 框架)的国家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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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经验启示与模式适配性分析 

国际经验比较显示，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的动态平衡对民办高校应对少子化至关重要。各国结合自

身国情实施了多种策略，这些策略各有优劣，为我国民办高校应对少子化提供了多角度的借鉴，具体内

容详见表 4。 
 
Table 4. Comparison and adaptability summary of typical national response models 
表 4. 典型国家应对模式的对比与适配性总结 

国家 核心模式 关键措施 优势 局限 我国适配场景 

日本 法人化改革 + 
特色学科 

自主办学 + 政府

专项补贴 
激活内生动力，精准

对接需求 
依赖高校治

理能力 
东部发达地区优质民

办高校 

韩国 政府购买 + 专
业预警 

财政托底 + 动态

调整 快速缓解招生危机 依赖财政投

入 中西部弱势民办高校 

美国 在线教育 + 终
身学习 

技术驱动 + 企业

合作 拓展非传统生源 质量监管难

度大 
具备信息技术基础的

民办高校 

德国 联盟共享 + 跨
区域协作 

资源整合 + 跨境

招生 降低成本，扩大生源 利益协调复

杂 
区域民办高校密集区

(如长三角) 

5. 政策建议体系构建：分类指导与可操作的实施方案 

在少子化背景下，民办高校的生存与发展需要兼顾共性挑战与差异化需求。本部分基于民办高校的

办学性质(非营利性、营利性、混合所有制)、区域分布(东部、中西部)及办学层次(本科、高职)三个维度，

构建“分类指导–实施方案–评估机制”三位一体的政策建议体系，以确保政策的精准性与可操作性。 

5.1. 顶层设计：风险预警与分类管理的协同机制 

5.1.1. 民办高校“红黄蓝”生存预警系统 
民办高校的生存风险需要及时识别与应对。为此，建议建立“红黄蓝”生存预警系统，通过综合评估招

生情况、财务状况和学科竞争力等指标，将高校分为高风险(红色)、中风险(黄色)和低风险(蓝色)三个等级，

具体预警指标体系详见表 5。对于红色高校，政府应提供紧急纾困支持，强制要求 6 个月内完成专业调整或

与区域内优质高校合并；黄色高校需加强政策引导和资源倾斜，暂停新增专业审批，限制招生规模扩张；蓝

色高校则授予“优质民办高校”称号，享受招生计划倾斜、职称评审自主权等激励政策，鼓励其进一步提升

质量和竞争力。每年度由教育部委托第三方机构评估预警系统效果，核心指标包括：红色高校转型成功率(目
标 ≥ 70%)、黄色高校风险降级率(目标 ≥ 50%)、蓝色高校质量提升率(专业就业率提升 5%以上)。 
 
Table 5. The early warning indicator system for the survival risks of private colleges 
表 5. 民办高校生存风险预警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计算方式 权重 数据来源 

招生风险 
招生完成率 实际录取/招生计划 × 100% 20% 高校年度质量报告 

生源结构多样性 非传统生源(成人/老年/国际)占比 20% 高校招生数据库 

财务风险 
学费覆盖率 学费收入/总培养成本 × 100% 15% 高校财务公开报表 

生均培养成本 总培养成本/在校生数(万元) 15% 教育部教育经费统计年鉴 

质量风险 
专业就业率 毕业半年后就业人数/毕业生数 × 100% 15% 第三方就业质量报告 

教师流失率 离职教师数/教师总数 × 100% 15% 高校人事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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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分类管理细则优化 
当前《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在分类管理方面存在模糊性。建议细化分类管理细则，明确营利

性和非营利性民办高校的政策支持与监管机制，民办高校分类指导方案详见表 6。具体措施包括：1) 财
政支持。细化《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中的“专项补贴”标准，对非营利性民办高校提供专项补贴，

特别是针对特色学科建设和区域急需专业(如医疗护理、人工智能等)，按生均经费的 120%提供补贴；对

营利性民办高校可通过“后补助”形式奖励产教融合成效。2) 税收优惠。对非营利性民办高校免征房产

税、土地使用税，捐赠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需专项用于教学)；对营利性民办高校在一定期限内减免企业

所得税，鼓励其扩大招生规模和提升教育质量。建议推动“产教融合税收抵扣”政策，企业向高校捐赠

实训设备可抵减所得税，同时建立“市场适应性评估机制”(如专业招生与区域产业匹配度)；3) 监管机

制。建立透明的信息公开制度，要求民办高校定期公布财务状况、办学质量等信息，接受社会监督。 
 
Table 6. The classified guidance plan table for private colleges 
表 6. 民办高校分类指导方案表 

高校类型 核心策略 评估指标 

非营利性民办高校 区域急需专业补贴 本地就业率/校企合作项目数 

营利性民办高校 产教融合税收抵扣 企业捐赠增长率/实训设备投入量 

混合所有制民办高校 实验室共享计划 设备利用率/联合科研成果 

5.2. 办学模式创新：基于区域与层次的差异化路径 

5.2.1. 探索区域协作办学体 
区域协作办学是提升民办高校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建议在长三角、珠三角等民办高校密集区重点建

设“国际化协作体”，推行“1 + 1 + 1”联合培养(1 所国内高校 + 1 所海外高校 + 1 家跨国企业)，开发

“国际认证课程包”，如 ESG 管理、跨境电商，学分互认范围扩展至海外合作高校；在中西部地区的民

办高校中重点建设“产业对接协作体”，推行“校–园–企”三方联动(高校 + 产业园区 + 龙头企业)，
共建“产业学院”。鼓励民办高校建立“学分互认–师资共享–实验室共建”协作机制，成立民办高校学

分互认联盟。通过学分互认、课程共享和联合培养，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和学生流动性提升。具体措施包

括：1) 学分互认。联盟内高校互相承认课程学分，学生可以在不同高校选修课程；2) 联合培养。共同设

计跨校联合培养项目，特别是在新兴产业领域(如智能制造、数字经济等)；3) 资源共享。共享实验室、

图书馆等资源，降低办学成本。 

5.2.2. 非传统生源市场开发 
面对传统生源减少，民办高校应积极拓展非传统生源市场。民办本科高校侧重银发教育，针对老年

人群体提供兴趣班和继续教育课程，如老年护理、数字技术、文化艺术；民办高职院校侧重职业培训，

通过与企业合作，培养高技能应用型人才，开发“岗位能力模块”课程，如智能制造中的 PLC 编程、食

品加工中的质量控制，实行“学分银行”制度，培训学分可兑换学历教育学分。 

5.3. 质量提升工程：动态调整与特色认证的闭环管理 

5.3.1. 构建民办高校专业动态调整指数(EPI) 
为提升学科竞争力，建议构建专业动态调整指数(Educational Program Index, EPI)。EPI 通过综合评估

就业率、学生满意度和师资力量等指标，为高校提供科学的学科调整依据。具体措施包括：1) 数据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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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全国性高等教育数据中心，定期收集和分析高校专业的各项指标；2) 动态调整。根据 EPI 结果，及

时裁撤低就业率专业，发展高需求领域(如人工智能、医疗护理等)；3) 政策支持。对 EPI 表现优秀的高

校提供专项奖励，鼓励其进一步提升学科质量。 

5.3.2. 实施“一校一品”特色化认证计划 
为提升品牌影响力，建议实施“一校一品”特色化认证计划。通过认证，鼓励每所高校集中资源发

展 1~2 个特色学科，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具体措施包括：1) 认证标准。制定特色学科认证标准，涵盖

学科建设、师资力量和科研成果等方面；2) 政策支持。对通过认证的高校提供专项补贴和政策支持，鼓

励其进一步提升特色学科竞争力；3) 宣传推广。通过媒体和教育展会宣传特色学科，提升高校社会知名

度。日本早稻田大学的经验表明，特色学科建设是提升竞争力的重要途径。 

5.4. 资源整合机制：多元筹资与共享的长效保障 

5.4.1. 设立民办高等教育纾困基金 
为缓解财务压力，建议设立民办高等教育纾困基金。基金通过政府、企业和校友多元筹资，为面临

生存危机的高校提供紧急支持。具体措施包括：1) 筹资渠道。政府提供基础资金，企业通过税收优惠鼓

励捐赠，校友通过众筹平台参与筹资；2) 使用范围。基金主要用于支持高校转型、特色学科建设和师资

队伍建设；3) 管理机制。建立透明的基金管理机制，确保资金使用高效、公正。韩国的政府购买学位制

度为这一建议提供了重要参考。 

5.4.2. 推动公办民办高校实验室共享计划 
为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建议推动公办民办高校实验室共享计划。通过共享实验室资源，降低民办高

校办学成本，提升其科研和教学能力。具体措施包括：1) 资源共享平台。建立全国性实验室资源共享平

台，实现资源信息透明化和高效匹配；2) 合作机制。鼓励公办高校与民办高校签订合作协议，共同使用

实验室资源；3) 政策支持。对参与共享计划的高校提供政策支持，如税收优惠和专项补贴。德国的应用

技术大学联盟经验表明，资源共享是提升高校竞争力的重要途径。 

5.5. 国际维度拓展：“一带一路”与在线教育的精准布局 

5.5.1. 建立“一带一路”民办高校招生协作网络 
为拓展国际生源市场，建议建立“一带一路”民办高校招生协作网络。通过与沿线国家高校和教育

机构合作，吸引国际学生来华留学。具体措施包括：1) 合作平台。建立“一带一路”教育合作平台，促

进高校间招生和学术交流；2) 奖学金计划。设立专项奖学金，吸引优秀国际学生；3) 联合培养。与沿线

国家高校开展联合培养项目，特别是在技术转移和文化交流领域。 

5.5.2. 开发跨境在线教育产品 
为满足国际市场需求，建议开发跨境在线教育产品。通过在线教育平台，为东南亚等地区培养技术

人才。具体措施包括：1) 在线课程。开发针对东南亚市场的在线课程，特别是在信息技术、智能制造等

领域；2) 定制培养。与当地企业合作，设计定制化人才培养方案；3) 政策支持。对参与跨境教育的高校

提供政策支持，如税收优惠和专项补贴。美国的在线教育扩张经验为这一建议提供了重要参考。 

6. 结语 

少子化趋势已成为全球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挑战之一，我国民办高校亦深受其影响。面对生源减少、

办学成本上升、招生竞争加剧等多重困境，民办高校亟需探索有效的转型路径，以实现可持续发展。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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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基于国际比较的视角，通过深入分析日本、韩国、德国和美国等少子化严重国家的应对策略，并结

合我国民办高校的实际情况，构建了一套系统的政策建议体系，旨在为民办高校的转型升级提供理论支

持与实践参考。 
研究发现，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的动态平衡是民办高校应对少子化挑战的关键。国际经验表明，日

本的法人化改革、韩国的政府购买学位制度、德国的应用技术大学联盟以及美国的在线教育扩张等措施，

均在不同程度上缓解了少子化对高等教育的冲击。这些经验为我国民办高校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了有益的

借鉴。在此基础上，本研究从顶层设计、办学模式创新、质量提升工程、资源整合机制和国际维度拓展

五个层面，提出了具体且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这些建议包括建立“红黄蓝”生存预警系统、修订

《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分类管理细则、探索区域协作办学体、发展银发教育与职业教育、设立民

办高等教育纾困基金、推动公办民办高校实验室共享计划、建立“一带一路”民办高校招生协作网络以

及开发跨境在线教育产品等。 
这些政策建议不仅关注民办高校在少子化背景下的短期生存问题，更着眼于其长期发展的可持续性。

通过优化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提升教育质量、增强市场竞争力以及拓展国际视野，民办高校有望在少子

化时代实现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溢价”的转型，从而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为我国高等教育事

业的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未来，随着少子化趋势的持续发展，民办高校面临的挑战将更加复杂多样。政策制定者、高校管理

者以及社会各界需共同努力，持续关注民办高校的发展动态，不断调整和完善相关政策与措施，以确保

民办高等教育在新的社会背景下持续健康发展。同时，进一步深化国际交流与合作，借鉴更多国家的先

进经验，将为民办高校的转型与发展提供更广阔的空间和更多元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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