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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务院批准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中关于

“允许举办中外合作经营性教育培训机构”、“允许举办中外合作经营

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开放措施的相关精神, 2013年 11月 13日, 上

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了由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上海市商务委员

会、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和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共同制

定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外合作经营性培训机构管理暂

行办法》(“《暂行办法》”), 为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上海

自贸区”)设立中外合作经营性培训机构提供了法律依据。 

 

关于经营性培训机构规定的现状 

 

目前全国层面并无关于规范经营性培训机构的具体规定 , 无论是

《民办教育促进法》及其实施条例还是《中外合作办学条例》、《中

外合作职业技能培训办学管理办法》, 均主要规范非经营性的培训

机构, 这类培训机构一般登记于民政部门, 具有一定公益性质, 培

训机构出资人仅允许在审批范围内取得合理回报, 并无法像企业一

样以营利为目的经营。关于规范经营性培训机构的规定, 《民办教

育促进法》、《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及《中外合作职业技能培训办学

管理办法》均提及, 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经营性的民办

培训机构的管理办法, 由国务院另行规定。但由于国务院始终未出

台相关规定, 尽管市场中存在大量的举办经营性教育培训机构的需

求, 然而尴尬的是, 受限于无法可依, 很多时候投资者仅能按照非

经营性培训机构性质登记培训机构或采用一些不尽规范的变通做

法。 

 

作为先行者, 上海于 2013年 6月发布《上海市经营性民办培训机构

管理暂行办法》及《上海市经营性民办培训机构登记暂行办法》, 为

在上海设立经营性培训机构提供了明确的地方性法规支持, 但遗憾

的是, 该等规定并不适用中外合作经营性培训机构, 从而导致中外

合作经营性培训机构通常无法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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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行办法》的主要内容 

 

《暂行办法》适用于上海自贸区设立的、面向社会提供非公益性文化教育类或职业技能类培训服务的中

外合作经营性培训机构。结合《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 我们就涉及中外合作经营性培训机构的部分重要

方面进行了初步整理, 具体如下: 

 

于上海自贸区设立的中外合作经营性培训机构 

营利性质 非公益性(即经营性) 

办学范围 允许: 非学历类的文化教育培训、职业技能培训 

禁止: 学历教育, 学前教育, 宗教、军事、警察、政治和党校等特殊领域培训 

登记机关 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自由贸易实验区分局 

行业主管部门 文化教育类: 上海市教育行政管理部门 

职业技能培训类: 上海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审查批准机关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管理委员会(“自贸区管委会”) 

 

自贸区管委会为合作培训机构合同、章程的审查批准机关, 负责合作培训机构设立

和变更事项的审查批准, 并履行审查批准机关的职能。 

中外合作方要求 合作培训机构的中外合作方应当具有从事教育培训投资与管理的经验, 并符合下列

条件之一: 

 

(一) 能够提供国际先进的教育培训管理经验、管理模式和服务模式;  

 

(二) 能够提供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培训课程、师资和教学设施、设备。 

设立条件 除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

相关规定外, 还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一) 有熟悉教学业务和办学管理的公司法定代表人, 公司法定代表人应当是公司

的专职负责人, 依照公司章程规定, 负责合作培训机构的培训经营活动, 并

依法登记;  

 

(二) 有与培训类别、层次与规模相适应的专兼职教师和管理人员;  

 

(三) 有相应的办学资金和保证日常教学正常开展的经费来源, 办学资金不少于人

民币 100万元;  

 

(四) 有与培训项目相适应的公司住所(即教学场所, 下同)和教学设备;  

 

(五) 有办学和教学的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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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行办法》的影响 

 

《暂行办法》的出台, 意味着在上海自贸区中外合作的经营性培训机构将可以以企业的身份予以登记注册, 

困扰这类机构多年的“合理回报”问题将得以解决。作为我国进一步向外资开放教育培训领域的重要举措, 

《暂行办法》的实施, 有利于吸引更多国外优秀的教育资源进入中国教育培训市场, 对于尚在发展期的中

国教育培训市场而言, 机遇与挑战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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