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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民办高校是我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绝大多数民办高校建校时间短、师资队伍不稳定，

办学理念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不易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尤其是在高等教育机构核心竞争力的教师方面，民办高校在教师

福利权益法律保障方面，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许多民办高校盲目扩大教育规模，常由于制度、资金等问题，无法保障教师

福利权益。这种情况一方面导致了民办高校教师资源的大量流失，另一方面也导致了民办高校教师维权事件频发。保障教师

福利权益，不仅是对教师人权的保障，同时也有助于推动我国民办教育事业发展。据此本文对民办高校教师福利权益法律保

障进行研究，探究相关概念，分析其特点，并根据影响民办高校福利权益法律保障的因素，提出相应对策，从现实出发，以

问题为导向，为推动我国民办高校教师福利权益法律保障完善，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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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办高校教师福利权益法律保障相关概念

（一）民办高校教师

民办高校是指由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其他社会组

织、公民个人利用非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面向社会举办的

高等学历教育学校或非学历教育机构。民办高校教师是指在

民办高校内工作的教师。按照民办教育促进法的规定，民办

高校教师与民办高校之间签订了劳动合同。民办高校教师的

组织成分较为复杂。除专职教师外，还包含兼职教师以及外

聘教师。民办高校教师队伍的薄弱点，正是由于外聘教师及

兼职教师占有比例过大造成。由于资金比例以及办学规模等

限制，鲜有民办高校具有强大而稳定的专职教师队伍。

（二）民办高校教师福利权益

福利权益泛指从事相关工作，所应获得支付工资及奖金

以外的所有待遇。根据《民办教育促进法》，民办高校应当

依法为教职工提供工资福利待遇，并为教职工缴纳社会保

险。在我国法律制度下，民办高校教师不属于国家公务员和

国家工作人员，但也不是普通的劳动者，而是与民办高校建

立特殊合同关系的教职工。《教师法》中以法律形式明确了

教师的权利义务，考核任用，待遇培训等福利权益。并规定：

其他类型的学校和教师，及教育教学辅助人员可根据实际情

况，参照本法有关规定执行。也就是说，民办高校教师的福

利权益保障职责执行者，为民办高校举办者。民办高校应按

照法律规定，支付教师工资薪酬以外的福利，并保障教职工

权益。一方面要支付教职工显性福利，包括工资和奖金之外

所获得的现金和实物；另一方面要支付教职工隐性福利，包

括教职工在工作岗位上，所应获得的发展机会以及在团体中

应当获得的情感慰藉。我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对民办高校教

师在业务培训、职务聘任、教龄和工龄计算、表彰奖励、社

会活动申请、科研项目课题等方面，明确规定民办教师与公

办高校教师具有同等的福利权益。因此，民办高校要针对高

校教师实际情况，促使教师获得社会和法律上的认可，提供

教师工作过程中应享有的限时福利。

二、民办高校教师福利权益法律保障的特点

（一）制度无保障

尽管我国《教育法》、《民办教育促进法》，《社会力

量办学条例》等相关法律及实施条例，均对民办高校教师的

法律地位予以确认，同时在教师业务培训、教龄工龄计算、

社会活动、表彰奖励方面，规定民办教师与公办教师享有同

等的权利。然而在办学实践过程中，鲜有民办高校教师可与

公办教师享有同等的法律地位。民办高校教师在社会保障、

人事关系、政治待遇、社会地位等方面，与公办教师仍然存

在着一定的差异。由于福利权益本身相对来说属于一类较为

隐性的权益，因此往往无法量化，难以在制度设计方面予以

具体的规定，因此缺乏保障民办高校教师福利权益的有效制

度。

（二）资金无来源

公办高校办学资金可由国家财政支付，加上院校本身创

收，资金来源相对较为充沛。然而民办高校在资金方面，面

临着一定的困境，生源量影响了学校资金来源，由于资金来

源单一，加上学校发展建设需要、民办高校资金不足等问题，

制约了教师的福利权益保障。

（三）情感无依靠

工作单位是否能够留住员工，主要包括待遇、情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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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三方面的因素。待遇即为工资，情感即为福利。民办高校

在显性福利上与公办高校教师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作为隐性

福利的情感关怀，很多民办高校仍然无法提供保障。这就严

重影响了民办高校教师的稳定性。此外，民办高校由于声望

及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原因，许多人对民办高校并不认可，加

剧了民办高校教师没有归属感、情感没有依靠的不良感受。

（四）提升无途径

教师发展规划，是教师福利权益中的重要形式。民办高

校须为教师提供上升通道，从而稳定教师队伍建设。然而在

报销学费、在职提升学历、组织培训等各方面，民办高校无

法与公办高校相比，高校无力支付高昂学费。职称评定方面，

缺少相应的评审资格，因此，报审教师较少，无法保障民办

高校教师的事业发展、福利权益，没有为高校教师提供自身

提升保障通道。

三、影响民办高校教师福利权益法律保障的因素

（一）保障体系不健全

民办高校教师福利权益法律保障方面，我国制定了一些

基本的法律规范，起到了一定的约束及推动作用，但在具体

实施过程中，各省份经济基础以及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程度，

制约了保障体系的建立健全。部分福利权益保障未完全落

实。民办高校教师福利权益法律保障体系，仍需要具有具体

性和操作性的法律规范，从而保障教师福利权益有效落实。

（二）传统观念影响

民办高校自诞生起，对于民办高校的歧视观念，便一直

存在。传统观念认为民办高校不符合相关法律要求。因此，

社会舆论普遍对民办高校存在着一定的歧视。这就影响了民

办高校教师的福利待遇。传统社会观念导致人们对民办高校

的认知度不高。民办高校教师在法律地位认可、社会承认方

面，均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缺乏合适的机遇与更好的福利待

遇条件。

（三）高校重视度不足

许多民办高校不重视教师的福利权益法律保障。缺乏教

师管理制度，对教师的福利权益不重视，没有发挥高校党委

应有的情感福利保障作用。学校内部重视教师引进，却轻视

教师培养，这就导致教师人力资源随意流动，影响了民办高

校教师队伍的稳定性。

四、民办高校教师福利权益法律保障相应对策

（一）健全民办高校教师福利权益法律保障体系

完善的民办高校教师福利权益法律保障体系，是保障民

办高校教师福利权益的基础。应加快相关法律法规建设、提

高福利权益法律保障有效性。针对目前民办高校数量、规模

在不断壮大的实际情况，完善各项法律的制定与落实，明确

民办高校教师享有与公办教师同等的法律地位。同时再次强

调民办学校教师待遇，尽快出台相应的配套政策，保障法律

实施。在办学实践过程中，要针对基本福利权益的实现，予

以细致的规定。针对民办高校教师涉及的福利待遇问题予以

保障，避免民办高校教师大量流失的问题。尽管民办高校起

步发展较晚，但不能忽视民办高校在教育体系中的重要作

用，要积极发挥民办高校对高等教育的推动作用，确保民办

高校教师福利权益保障法律法规的有效落实。

（二）落实民办高校教师的同等法律地位

教师的法律地位是教师享有福利权益的基础。因此，要

进一步确立高校教师的法律地位，对民办高校教师法律地位

予以真正的落实。政府应出台具体指导意见，为民办高校教

师在社会、保险、退休、职称评定等方面，制定与事业单位

相匹配的标准，从而为民办高校教师获得同等法律地位提供

支持。要全面改善教职工待遇，解决民办教师后顾之忧，通

过教师法律地位的明确，促使教师安心工作、真心奉献。

（三）优化民办高校教师福利权益保障制度

民办高校是我国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是促

进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公益性事业。因此，政府对扶持和推动

民办高校发展，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民办高校应针对取得

高校教师资格证的教师，制定相关福利权益保障制度，在政

治待遇、社会统筹、住房福利等方面，与政府及教育行政部

门相互配合，妥善解决。同时，需增加公办院校与民办高校

之间的合理流动，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制定相应人才流动

管理措施，提升民办高等院校在教师福利权益保障方面的规

范性。要制定和完善民办高校教师福利权益保障制度，提高

教师待遇、设立奖励基金，重点将福利权益向一线教师倾斜，

为民办院校青年教师，提供参与社会实践、外出培训的机会，

全面提升民办高校教师队伍整体素质。

（四）营造尊重民办高校教师的社会舆论环境

社会舆论方向，对于我国民办教师福利权益法律保障具

有诸多影响。应进一步转变社会传统观念，提升民办高等院

校教师的社会地位和形象，避免社会舆论对民办高校的歧

视，从而实现对民办高校教师队伍的积极建设。民办高校与

公办高校相比，办学条件、经费来源、办学经验、师资队伍

建设并不存在过多的差异，只是在办学主体上有所区别。尤

其是民办高校教师，承担着同样的教育责任，为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培养人才。因此，政府与相应教育管理部门，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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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尊重民办高校教师的社会作用和贡献，引导社会舆

论，多关注民办高校教师的正能量报道，对民办高校教师进

行积极评价，促使民办高校教师获得情感慰藉，为自身职业

感到骄傲。

结语：

这些年来我国民办高校教育事业取得了诸多令人瞩目

的成绩，民办高校教师作为高校内部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

量，其合法福利权益的保障也正逐步获得关注。在法律理论

层面，民办教师福利权益保障取得了多项进展，但在现实操

作中，民办高校教师的合法福利权益仍然时常受到侵犯。据

此需进一步健全民办高校教师福利权益法律保障体系、落实

教师法律地位、优化福利权益保障制度、营造尊重教师的社

会舆论环境，从而完善我国民办高校教师福利权益保障相应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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