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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前　 　 言

本书的内容主要来源于本人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青年

基金项目 “我国学前教育发展公私合作伙伴关系 （ＰＰＰ） 运行机制及其评价研

究” （１１ＹＪＣ８８０１７０） 的研究成果， 并得到该项目的资助出版。

２０１０ 年以前， 我国学前教育的发展面临重重困难， 入园难、 入园贵的呼声

此起彼伏， 公办园的公办性质越来越低， 企事业单位办园越来越少， 村办园越

来越难， 民办园越来越乱， 无证园越来越多， 学前教育的资源投入以儿童家庭

和社会投入为主， 政府的财政和监管责任缺失。 ２００９ 年， 我国私立幼儿园所数

占总数的 ６５％， 私立幼儿园在园人数占总数的 ４３％。 ２０１０ 年 《国家中长期教育

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以及国务院部署发展学前教育的五项政策措施 （国五

条）、 《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 （国十条） 等政策的出台， 使学前

教育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大力发展公办幼儿园成为学前教育发展的首要

举措。 ２０１１ 年实施的 《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 以及 ２０１４ 年继续实施的

《第二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 进一步夯实了学前教育的政府财政和监管

责任。

作为一项具有公益性和普惠性的事业， 学前教育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介入。

一方面， 政府干预学前教育意味着政府提供资源， 但并不意味着政府必须直接

生产， 二者可以实现分离。 另一方面， 尽管近年来国家财政性教育投入的总额

和比例都在不断增长， 但学前教育的非义务性依然限制了政府学前教育投入的

总规模。 在学前教育的发展进程中， 公共资源和私人资源投入都缺一不可。 此

外， 政府直接生产导致的垄断除了会导致学前教育提供不足且价格上涨， 从长

远看也缺乏激励机制， 不利于学前教育质量的提升。 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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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认识， 研究从 ＰＰＰ 在教育领域的适用性切入， 再结合我国推广政府和社会资

本合作的社会背景， 进一步对流程、 风险、 绩效等关键问题进行了分析， 并梳

理了国内外教育领域 ＰＰＰ 的实践探索。

本书第 １ 章绪论介绍了研究的初始问题、 目的、 意义和方法， 以及相关文

献的研究状况； 第 ２ 章公私合作伙伴关系 （ＰＰＰ） 理论概述， 讨论了公私合作

伙伴关系的基本概念、 理论基础与技术基础、 类型、 意义、 应用等， 并就 ＰＰＰ

在教育领域的适用性作了深入分析； 第 ３ 章 ＰＰＰ 模式下学前教育项目运作流程

研究， 从 ＰＰＰ 项目的项目论证、 部门选择、 建立契约、 项目执行与管理、 付

费和调价机制等环节进行了分析， 在此基础上， 对于学前教育项目的运作进

行了讨论； 第 ４ 章学前教育 ＰＰＰ 模式风险分担机制研究， 从风险识别、 风险

评估、 风险分担、 风险管理的视角进行了分析， 在此基础上， 对于学前教育

项目的风险问题进行了讨论； 第 ５ 章学前教育 ＰＰＰ 模式绩效管理， 从构建关

键绩效指标体系、 绩效监控方案、 绩效管理组织形式等角度进行了分析， 并

对学前教育绩效管理模式进行了探讨； 第 ６ 章国外教育领域 ＰＰＰ 的应用， 介

绍了美国、 英国等发达国家， 以及印度、 拉丁美洲国家等发展中国家在运用

ＰＰＰ 模式的情况， 结合案例进行了分析； 第 ７ 章国内教育领域 ＰＰＰ 实践探

索， 介绍了北京、 上海、 江苏等地在学前教育发展过程中采用 ＰＰＰ 形式的探

索， 同时介绍了其他地区 ＰＰＰ 的立项情况； 第 ８ 章学前教育 ＰＰＰ 的政策建议，

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上， 从学前教育 ＰＰＰ 的适用性、 形式、 流程等七个方面提出

了政策建议。

无论是把公私合作伙伴关系视为一种融资模式， 还是一种管理方式， 政府

和社会资本的合作都需要从思想意识层面加以认识， 从而客观地看待 ＰＰＰ 的效

用与意义。 世界范围 ＰＰＰ 的推进， 离不开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 ＰＰＰ 也被视

为一个有效的工具被发达国家、 国际组织推向发展中国家那些长期以来为政府

所垄断的公共领域。 ＰＰＰ 不是解决财政资源短缺、 管理运行低效等问题的灵丹

妙药， 正因为此， 本书一直强调， 首先要认清 ＰＰＰ 的适用性， 科学客观地对

ＰＰＰ 和政府生产进行辨析与比较。

此外， 本书主要站在公共部门的视角讨论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在学前教育

领域应用的种种问题， 实际上， 在公私合作伙伴关系中， 私人部门作为另一

■ 我国学前教育发展公私合作伙伴关系 （ＰＰＰ）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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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等主体， 也具有独特地看待事物和问题的视角。 从私人部门视角进行研究

和探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遗憾的是只能在后续的研究和探索中不断深

化了。

本书在撰写过程中， 得到了课题研究团队成员王烽、 安雪慧、 张爱秀、

赵晓威、 林婕、 贾执孝等师友及学生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在此一并致谢。 由

于本人水平有限， 书中的不足和偏颇不当之处甚多， 有待于在今后的研究中不

断改进、 完善和丰富， 也真诚欢迎读者提出批评指正意见。 我的电子邮箱是

ｚｈｏｕｌｉｎｇ＠ ｂｉｔ ｅｄｕ ｃｎ， 期待与您在教育领域公私合作伙伴关系这一领域进行合

作、 交流与切磋。

周　 玲

于北京理工大学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前　 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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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 章　 绪　 论

１ １　 问题提出

１ １ １　 长期以来， 我国学前教育发展不足

学前教育发展水平是衡量整个国家或地区教育发展质量和教育公平的重要

指标， 决定着未来国民素质的提高和国家可持续发展， 也是提升国家软实力的

重要举措。 大量研究成果表明， 婴幼儿时期是人一生中大脑发展最快、 可塑性

最强的时期， 是个体身心各方面素质发展的奠基阶段； 如果儿童在早期能够得

到科学、 适宜的学前教育， 有利于促进其良好行为、 习惯、 性格和情感态度等

的形成， 提高儿童的学习愿望和能力， 并为入学做好准备， 减少义务教育阶

段的学业失败， 奠定人终身学习和发展的基础。 可以说， 学前教育对于个体

长远发展、 义务教育质量和国民素质提高， 以及社会发展的重大作用是不言

而喻的。
我国学前教育制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 在我国由计划经

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 学前教育供给也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 其供给模

式大致可以分为计划经济条件下学前教育财政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学前教育财政

两个阶段。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由政府决定所有产品和服务的供给， 学前教育形成了

城乡二元的、 多元化的幼儿教育财政投资体制。 虽然并不存在学前教育供给的

显性不足， 但这种学前教育供给体制存在显而易见的弊病： 政府拨付的有限的

学前教育财政经费由各个部门如妇联、 教育、 卫生或其他党政军等多个 “条
条” 下达， 互相之间难以调剂， 学前教育资源被条块分割， 不利于统筹安排和

优化利用； 各层级的办园条件和质量参差不齐， 缺乏公平性和合理性。 政府对

城乡集体和民办学前教育机构， 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的学前教育几乎没有财政

投入。 简而言之， 这种由政府包办的学前教育供给体制由于统得太多， 管得太

第 １ 章 ■ 绪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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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 因而缺乏相应的灵活性， 教育质量上存在隐性的不公平现象， 学前教育资

源配置无法达到最优。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经济体制逐渐发生深刻的变革， 市场因素逐渐在资

源配置中占据基础性地位， 企事业单位以及政府部门的改革逐步开始， 财政制

度也开始了 “放权让利” 的改革。 相应的， 学前教育开始了分权化的制度调

整， 踏上了社会化的进程， 特别是企事业单位的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以及随后

的事业单位和政府机构的调整使一大批原来附属于事业单位或政府机构的幼儿

园面临关闭和停办的危险。
２０００ 年来， 伴随税费改革在农村的实行， 公办学前教育改革， 国有企业

改制， 以及中央提出的以社会力量办园为主的办学体制改革， 学前教育经费

投入中个人投入占比越来越大， 中央政府没有为学前教育列支专项的财政经

费。 学前教育事业财政投入中， 主要是各级地方政府主导， 经费自筹， 实行

分级分类管理。 依据主办者划分， 学前教育机构主要分为教育部门主办、 企

事业单位及机关主办、 街道幼儿园、 社会力量主办、 家托式幼儿园等几种

形式。
这种市场主导的学前教育办学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学前教育事业

的发展， 但是问题也在转型期逐渐显露出来， 最为明显的就是政府对学前教育

的经费投入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 并且有限的财政投入还存在着数量、 质量和

结构上的问题， 形成了学前教育供给总量上不足， 结构上出现偏差， 直接导致

学前教育成为各级各类教育的短板， 教育资源供给不足， 城乡发展不均衡， 师

资队伍不健全。
“入园难、 难过大学入学， 入园贵、 贵过大学收费” 是这一时期学前教育

发展中的突出问题。 公办园的相对规模越来越小， 企事业单位办园越来越少，
村办园越来越难， 民办园越来越乱， 无证园越来越多， 学前教育投入以儿童

家庭和社会投入为主。 ２００１ 年， 我国学前三年毛入园率仅为 ３５ ９％， 到 ２００９
年， 这一数据仅仅增长到 ５０ ９％ （参见图 １ １）。 ２００９ 年， 我国学前一年毛

入园率也只有 ７４％； 民办幼儿园所数占总数的 ６５％， 民办幼儿园在园人数占

总数的 ４３％［１］ 。

■ 我国学前教育发展公私合作伙伴关系 （ＰＰＰ）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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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１　 ２００１—２０１４ 年我国学前三年毛入园率 （％）
（数据来源： 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简明统计分析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１ １ ２　 ２０１０ 年以来， 学前教育的政府财政和监管责任不断

加强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增长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 在基本普

及了义务教育以后， 学前教育成为教育规模发展的新增长点。 ２０１０ 年颁布的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提出十年内要 “基本普及学前教育”，
学前三年毛入园率从 ２００９ 年开始， 将以每年 ２ 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 加上人口

出生率的年度不平衡， 巨大的供求差距对政府和全社会提出了尖锐挑战， “不
能输在起跑线上” 的呼声伴随着 “入园难”、 “入园贵” 的怨声引发了政府和社

会各界的高度关注， 发展学前教育成为政府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 国务院部署

发展学前教育的五项政策措施 （国五条）、 《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

见》 （国十条） 等政策的出台基本上明确了学前教育在投入和管理上政府责任

的定位。 ２０１１ 年实施的 《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 以及 ２０１４ 年继续实施的

《第二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 进一步夯实了学前教育领域政府的财政和监

管责任。
地方政府是发展学前教育的责任主体。 中央财政主要采取 “以奖代补”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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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 设立专项资金， 实施了支持地方学前教育发展的项目， 支持的重点是中

西部农村地区和城市薄弱环节， 为更多的农村孩子、 进城务工人员子女以及家

庭经济困难儿童提供接受学前教育的机会。
学前教育的发展首先受制于投入的不足， 在新的政策背景下， 加大政府投

入成为解决问题的首选举措。 河北、 内蒙古、 贵州、 北京、 上海等经济发展水

平不一的各个地方都在加大政府的学前教育投入， 但从总量并不充裕的教育经

费中加大学前教育的切块绝非易事。 ２００８ 年， 我国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中只有

０ ０１％投入到幼儿园， 政府对学前教育投入增长的空间显然很大。 然而， 受制

于教育投入总量增长限制和各级各类教育需求刚性， 再加上幼儿教育规模效益

不明显使之生均成本较高， 政府投入远远不能满足学前教育发展需要。
作为一项具有极强公益性和普惠性的事业， 学前教育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

介入。 政府干预学前教育意味着政府提供资源， 但并不意味着政府直接生产，
二者可以实现分离。 政府提供同时政府生产就是我们常见的公办幼儿园， 政府

提供但不生产， 而是将学前教育服务的具体生产交由市场其他主体来完成， 例

如公办民助。 采取何种形式， 取决于诸多因素。
在政府投入增加的背景下， 大力兴建公办幼儿园是否是最好的办法？ 以往

的经验证明， 在多数地方政府投入增加受到严重制约的情况下， 有限的资金用

于兴办 “纯公办” 幼儿园， 必然加剧学前教育资源的不平衡， 对于实现 “保基

本、 广覆盖” 的目标反而不利。 反过来， 利用政府资金和政策手段， 通过多种

合作方式调动更多的民间投入， 对于履行政府公共服务职责、 加快学前教育发

展具有重大意义， 也是尊重现实的明智选择。

１ １ ３　 公私合作伙伴关系 （ＰＰＰ） 模式为政府财政供给模式带来

新的思路

　 　 在大力发展学前教育的政策背景下， 有两个问题值得我们重视： 一是适龄

儿童的生育或迁移引起的生源的变化、 建筑材料或劳动力价格波动带来的校舍

维护与维修成本的变化等， 都将使大力新建扩建幼儿园的 “运动” 面临风险。
如何分散、 规避这些风险？ 二是学前教育供需矛盾的突出和日益激化， 不仅仅

体现在供需数量或规模的不匹配， 而且体现在对于学前教育质量和管理的种种

问题的担忧。 学前教育的管理问题不但直接影响到人们所享用的学前教育服务

质量， 更关系到广大幼儿的健康成长。 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 如何通过政府与

民间各方力量之间的合作与博弈， 达到提供高品质学前教育服务的目的？

■ 我国学前教育发展公私合作伙伴关系 （ＰＰＰ）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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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 问题解决的关键是建立合理有效的筹资机制和管理机制。 《教育规

划纲要》 提出， 建立 “政府主导、 社会参与、 公办民办并举的办园体制” 和

“政府投入、 社会举办者投入、 家庭合理负担的投入机制”， 为学前教育的发展

从主要依靠政府、 民间力量转变为更多依靠公私合作伙伴关系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ｓ， 简称 ＰＰＰ 或 ３Ｐｓ） 合作新模式， 提供了空间。

ＰＰＰ 模式为我国学前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思路。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世界各国都开始将推广和应用 ＰＰＰ 模式作为本国的一项重要公共政策。 最初，
对 ＰＰＰ 模式的应用主要集中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之后在医疗、 教育等领域都

在积极采用。 ＰＰＰ 模式中政府负责政策制定与规划， 而将政策执行落实于民间

社区或私营部门， 这样不仅可以减轻政府长久以来的财政负担， 又可将社区及

民众力量引入公共服务的进程当中， 以强化公民意识与社会认同感， 同时提高

资源使用效能和建设、 运营效率。 因此， 在现代化社会的发展进程中， ＰＰＰ 的

研究具有现实积极的意义。
ＰＰＰ 模式的应用价值在教育领域同样表现明显。 作为一种新型的教育筹资

与教育服务模式， ＰＰＰ 已成为当今众多国家， 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基础

教育改革的重要抓手， 被视为弥合基础教育不良状况和实现国际公认目标之差

距的重要举措之一， 受到了联合国有关组织和各国政府的高度关注。 近年来，
我国也曾经有人提出在基础教育阶段引入 ＰＰＰ 模式， 但并没有形成强大的声

音， 也没有对相关政策产生影响。 与此同时， 社会其他领域的公私合作实践却

在不断创新和发展。 有关研究表明， １９９０—２０１３ 年， 世界上对于 ＰＰＰ 研究最为

活跃的国家和地区中就包括中国和中国香港［２］ 。

１ ２　 研究目的与意义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以来， 行政改革在全球风起云涌， 更小的政府， 更大的

社会成为一种潮流， 政府管理市场化， 政务信息公开化， 公民参与政府管理，
弹性化的政府， 这些改革的目标都围绕着一个目的： 提高政府行政效率和公共

服务质量的同时， 降低行政成本。 一方面， 新公共管理运动和各种社会组织蓬

勃兴起； 另一方面， 社会大众对公共产品服务的需求日趋多样化和复杂化， 面

对此种情况， 以往由政府作为单一主体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生产和提供过程

中一手包办的模式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潮流， 出现了越来越多的

社会主体， 如社会组织、 企业、 个人， 并由此形成政府与私人部门合作提供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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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
在此背景下，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英国率先提出了 ＰＰＰ 的理念， 并由撒切尔

夫人发扬光大， 随后这一理念扩展到美国、 加拿大等发达国家。 与此同时， 欧

盟、 联合国、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及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也在全球范围内积

极推广公私合作供给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理念和经验， 广大发展中国家也随

之加入这一潮流， 向发达国家借鉴、 引进和消化吸收这一新模式。 自从 １９９２ 年

英国打破私人资本进入公共领域的政策壁垒， 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领域引入

私人资本以来， ＰＰＰ 的相关理论和实践得到快速发展。 １９９７ 年， 葡萄牙将 ＰＰＰ
模式应用于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 １９９８ 年， 法国为世界杯足球赛而兴建的法兰

西体育场， 在建设过程中采用了 ＰＰＰ 模式； ２０００ 年在澳大利亚悉尼举办奥林匹

克运动会， 其奥林匹克体育场采用 ＰＰＰ 模式兴建； 同样是在 ２０００ 年， 英国政

府成立了专门机构 “公私合作伙伴关系企业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ＵＫ） ”， 负责公私合

作伙伴关系应用中政府部门与私人部门的协调工作。 ２００４ 年， 巴西通过了 《公
私合作伙伴关系模式》 法案， 在包括公路、 铁路、 港口、 桥梁及农业设施等在

内的广泛的基础设施领域内大规模的推行 ＰＰＰ 模式。
在同为重要公共事业的教育领域， 许多国家也开始逐渐引入公私合作伙伴

关系模式， 在传统的政府财政资金投入之外吸引更多的社会资金以及管理、 技

术和人才优势， 以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 如英国的教育服务外包和私人融资计

划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ＰＦＩ）； 美国的特许学校 （Ｃｈａｒｔｅｒｅｄ Ｓｃｈｏｏｌ） 和教

育券计划 （Ｓｃｈｏｏｌ Ｖｏｕｃｈｅｒ）； 澳大利亚的新学校私人融资项目 （Ｎｅｗ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 新西兰的替代教育计划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菲律

宾和巴基斯坦的学校领养计划 （Ａｄｏｐｔ－ａ－Ｓｃｈｏｏｌ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乌干达的普及中

等教育计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等［３］ 。
在公共事业领域引入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模式在合理降低投入成本、 提高财

政资金使用效率、 提高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 面

对当前我国教育事业发展中存在的财政投入总量不足、 结构失衡、 供给类别单

一等问题， 引入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模式具有很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在当前学前教育发展的关键期， 引入 ＰＰＰ 模式的研究将有助于解决我国学

前教育经费投入不足的困境， 打破传统公办园与民办园一分为二的局面， 在将

经费投入与运营管理有机剥离的过程中消除公共经费与民间资本的对立， 实现

安全、 合理、 有效的公共服务提供机制。 此外， 探讨我国学前教育领域 ＰＰＰ 模

式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 也为现阶段我国民办教育发展与转型提供了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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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基础教育阶段和高等教育阶段， 对于公共教育服务领域拓展资源、 提高资

源的利用效率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对于转变政府教育职能， 建设

服务型政府具有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本书旨在对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在学前教育供给模式中的适用性进行研究，

讨论学前教育供给中政府及社会的责任和成本分担， 按照权利与责任、 收益与

支付相结合的原则， 参考国内外相关经验， 分析学前教育事业的主要矛盾及发

展瓶颈， 结合当前的教育制度和行政管理体制背景， 规范在学前教育发展中政

府所应该担负的责任， 为学前教育发展和改革提供参考， 以便以更为有效的方

式引入社会力量的资金和管理优势。
在此基础上， 从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的基本概念入手， 分析公私合作伙伴关

系在公共产品及公共服务供给中的发展和经验教训， 而后， 进一步阐述了学前

教育中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办学的动因。 其次， 从 ＰＰＰ 模式下学前教育项目运作

程序研究、 学前教育 ＰＰＰ 模式风险分担机制研究、 教育 ＰＰＰ 模式绩效评价研究

等 ＰＰＰ 模式的实际应用角度进行分析。 再次， 研究将结合国际经验和国内案例

进一步分析教育领域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的成效与问题。 最后， 对学前教育领域

应用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模式进行概括和总结。

１ ３　 研究方法

（１） 文献研究法： 通过收集国内外关于学前教育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研究方

面的论文和著作并进行研读和消化吸收、 分析和总结， 以求准确了解当前学前

教育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的原貌。 其次是收集整理政府相关部门的文件， 如教育

经费年度预算， 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的有关政策文件， 规章制度等资料。
（２） 比较研究法： 为形成比较客观的认识， 在参考阅读相关文献时注意不

同视角、 方法等文献的对比， 在分析国外经验和国内案例时， 重点比较不同形

式之间的差异和区别并一一讨论和总结。
（３） 系统分析法： 结合相关的交叉学科， 综合运用教育学、 经济学、 政治

学等学科理论和方法， 分析探讨学前教育中政府和社会所应承担的责任， 当前

学前教育成本的分担机制， 什么是更为适合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供给方式。
（４） 调查研究法： 通过实地走访、 跟踪我国已经在学前教育领域开展 ＰＰＰ

模式探索的样本地区， 了解现状、 问题及走向等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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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４　 文献综述

１ ４ １　 国外相关研究

为了掌握该研究领域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研究人员通过学术著作、 中国知

网、 ＥＢＳＣＯ－ＥＲＩＣ 等数据库检索相关文献资料， 主要从 ＰＰＰ 模式和教育投资两

条线入手。
境外 ＰＰＰ 模式研究的出版物主要来源于英国、 美国、 澳大利亚等国家和中

国香港地区。 在文献引用中， 最多被引用的作者来自于澳大利亚、 亚洲和美国，
到目前为止， 对 ＰＰＰ 模式的研究报告主要集中在建筑工程、 管理学、 经济学等

核心期刊。 一般来说， 在经济学、 管理学等相关期刊上发表的文章侧重于理论

分析， 在建设学、 工程学等期刊发表的文章则侧重于为特定的国家， 行业分析

实际问题或提供解决方案。 世界范围内研究 ＰＰＰ 的新趋势是从理论上讨论政府

让步转移建设权和管理权， 转移到对不同 ＰＰＰ 项目的定价， ＰＰＰ 模式类型的选

择， 采购管理， 物有所值 （ＶＦＭ）， 项目治理包括风险分配、 特许经营价格和

特许权期限， ＰＰＰ 立法， 关键成功因素， 绩效评估、 特许合同的重新谈判， 实

物期权评估和合同管理等方面的讨论。［４］

早在 １９ 世纪， 法国里昂就尝试了供水特许经营项目， 英国工程师查德威克

提出了在地方污水处理和卫生服务方面， 可以采用特许经营的方式提高效率，
这是比较早的合同管理的思想， 也是公私合作的雏形。 斯科特和妮 （Ｒ Ｓｃｏｔｔ
Ｆｏｓｔｅｒ ａｎｄ Ｒｅｎｃｅ Ａ Ｂｅｒｇｅｒ， １９８２） 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 研究了美国七座代表

城市中政府部门与私营企业合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做法。 哈维、 兰尼和哥

琳娜 （Ｈａｒｖｅｙ Ｂｒｏｏｋｓ， Ｌａｎｅｅ Ｌｉｎｅｂｍａｎ ａｎｄ Ｃｏｒｉｎｎｅ Ｓ Ｓｈｅｌｌｉｎｇ， １９８４） 则主要从

福利经济学的角度阐述了公私合作中公共部门和私营企业各自应扮演什么样的

角色。［５］

在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理论广为传播的西方国家， 尤其是其发源地英国， 公

私合作伙伴关系被认为是一个现代的， 高品质的公共服务供给中的关键因素，
而且是提升国家竞争力和政府行政现代化的基础性条件。 尽管 ＰＰＰ 模式至今仍

然没有统一的定义， 但分别由欧盟委员会、 经济合作发展组织、 英国 ＰＰＰ 委员

会和美国国家 ＰＰＰ 委员会提出的定义是最具有代表性的。
关于 ＰＰＰ 模式本质的认识， 它是充分发挥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各自的优

■ 我国学前教育发展公私合作伙伴关系 （ＰＰＰ）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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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 进行相互合作的制度安排， 具有正式性、 公私双方的合作性、 强调成果、
风险分担和利益共享等特点。 迈克尔·杰拉德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Ｇｅｒｒａｒｄ， ２００１） 认为，
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的应用范围及其盈利潜力受到合同和契约的约束， 并不完全

是由市场规则或政府的法规和规章所调节， 所以， 公私合作伙伴关系不能被看

作 “部分私有化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ｐｒｉｖ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 而是一种介于政府部门和社会力量

之间的不参照其中任何一种模式的合作关系。 在这种合作关系中， 提供公共服

务的最终责任主体是政府部门， 私人部门的技能和资源得以利用以提供高质量、
性价比更高的公共服务。［６］

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为教育供给中公私合作伙伴模式的建

立提供了理论框架和背景知识。 从国外的文献来看， 现有的大量的文献以具体

案例分析为主， 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案例， 涵盖了幼儿园到大学的所

有教育阶段， 并结合案例进行分析， 对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在教育公共服务供给

实践中的特点、 经验进行总结， 对可能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方案进行讨论

（Ｂｙｋｅｒ ｅｔｃ ， ２０１５； Ａｖｅｒｙ ｅｔｃ ， ２０１４； Ｍａｌｌｅｔｔ ｅｔｃ ， ２０１３； Ｒａｊｂｈａｎｄａｒｉ ｅｔｃ ，
２０１１； Ｂｒａｄｙ ｅｔｃ ， ２００８； Ｒｅｌａｖｅ ｅｔｃ ， ２００７； Ｇａｌｉｓｓｏｎ ｅｔｃ ， ２００６；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Ｆｕｎｄ， ２００６； Ｄａｖｉｅｓ ｅｔｃ ， ２００５； Ｃｒａｉｇ ｅｔｃ ， ２００１； Ｂｒｏｗｎ Ｄａｎｉｅｌ， ２００１；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Ｗａｓｈｉｎｔｏｎ Ｄ Ｃ ， １９９８； Ｐｅｅｌｅｒ ｅｔｃ ， １９９３）。 进而还提出相应

的制度框架 （ＩＦＣ， ２００８）。
关于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模式的分类， 重点讨论了广泛采用的教育权、 补助、

公校私营， 特许学校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类型， 分析了它们

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 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在实行教育公私合作伙伴关系供

给时在法律和政策以及部门规章制度上可能存在的冲突和问题， 并对一些国家

和地区在教育公共服务供给中具体应用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的实例以及效果进行

了分析和讨论 （Ｌａｒｏｃｑｕｅ， ２００５； Ｉｎｇｒａｍ ｅｔｃ ， ２００６）。
关于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在教育领域中的应用， 首先从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

的相对优势进行分析， 继而提出公私合作办学的理念 （ ＩＦＣ， ２００８）。 关于公私

合作伙伴关系在基础教育中的实施方式和所起作用的研究， 此一类研究阐述了

对公私合作伙伴关系为何适用于基础教育， 其目的和运行机制以及目前国际上

的基础教育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的运行机制， 重点论述了怎样利用公私合作伙伴

关系在吸收社会力量在投融资和企业管理方面的优势用以弥补政府行政操作方

式在财政投入和管理方法上的缺陷以促进教育公共服务的供给 （Ｎｉｃｈｏｌｓ ｅｔｃ ，
２０１２； Ｎａｄｅｒ ｅｔｃ ， ２００８； Ｗｈｉｔｔｌｅ ｅｔｃ ， ２００５； Ｄｅｉｃｈ Ｓｈａｒｏｎ， ２００１； Ｓｈｉｎｎｅ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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