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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领域的外资准入分析

作者：魏双娟 霍超 金爽爽 王秋玲

引言

2019年 12月 5日，教育部就《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

（下称“《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规定：“境外职业

教育机构、行业协会或者有职业教育资源的企业可以依法在中国境内独立或者合作举办职业

学校，境外投资者可以依法在中国境内举办职业培训机构。”

2020年 6月 23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及商务部联合发布《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

措施（负面清单）（2020年版）》（下称“2020 年全国版负面清单”）、《自由贸易试验

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0年版）》（下称“2020 年自贸区版负面

清单”，与 2020年全国版负面清单合称“2020 年负面清单”），2020年负面清单进一步缩

减了负面清单条目。在教育领域，相比 2019年版，2020年全国版负面清单暂无调整，而 2020
年自贸区版负面清单明确允许外商独资设立学制类职业教育机构，并将此前已明确允许外商

独资设立的“非学制类职业技能培训”的表述调整为“非学制类职业培训机构”。2020年
负面清单已于 2020年 7月 23日开始正式施行。

上述《征求意见稿》及 2020年自贸区版负面清单似乎透露出未来职业教育行业的外资

准入趋势。我们结合在职业教育领域的项目经验，尝试浅析我国职业教育领域的外资准入监

管政策及实践的现状、发展变化与未来趋势。

一、 现状——非自贸区法规简析及案例观察

（一）法规简析：职业教育的外资准入政策分析（非自贸区）

根据 2020年全国版负面清单及《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2019年版）》，在非自贸区

教育领域的外商投资准入规定如下表所示。

外商准入规定 教育机构

鼓励投资  非学制类职业培训机构

限制投资

 学前教育机构

 普通高中教育机构

 高等教育机构

限于中外合作办学、须由中方主导（校长或者主要行政负责人应当具

有中国国籍，理事会、董事会或者联合管理委员会的中方组成人员不

得少于 1/2）
禁止投资  义务教育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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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教教育机构

根据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现行职业教育法”）并结合教育部在国务

院中国政府网上对职业教育体系的划分，职业教育分为职业学校教育和职业培训，职业学校

教育又分为初等职业学校教育、中等职业学校教育、高等职业学校教育。职业教育与普通教

育是不同的教育类型，因此，职业教育如何适用上述外商投资产业规则，需要具体分析。

（1）初等职业学校教育：根据教育部的解释，初等职业学校教育主要由职业初中实施，

是九年义务教育的组成部分，这类学校主要设在欠发达的农村地区和边远地区1。《征求意

见稿》删去了关于初等职业学校教育的表述，起草说明对此进行了解释：实践中，全国仅有

职业初中 15所，且已统计入义务教育学校，可以作为义务教育的特殊类型。因此，从事初

等职业教育的机构属于“义务教育机构”进而禁止外商投资。

（2）中等职业学校教育：传统的中等职业学校主要包括中等专业学校（简称“中专”）、

职业高级中学（简称“职业高中”）、成人中等专业学校（简称“成人中专”）、技工学校，

目前这四类特别是前三类已逐步统一成“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或“中等职业学校”2。中等

职业学校教育并未列在 2020年全国版负面清单。

（3）高等职业学校教育：根据现行职业教育法，高等职业学校教育由高等职业学校或

普通高等学校实施，属于高等教育，明确被列在 2020年全国版负面清单，属于外商投资限

制类。

（4）职业培训：根据现行职业教育法，职业培训包括从业前培训、转业培训、学徒培

训、在岗培训、转岗培训及其他职业性培训，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分为初级、中级、高级职业

培训；职业培训分别由相应的职业培训机构、职业学校实施。职业学校即上述的初等、中等

和高等职业学校。对于职业培训机构，根据教育部的解释，我国主要的职业培训机构有成人

技术培训学校（按培训对象不同分为职工技术培训学校和农民技术培训学校）、各级各类职

业学校和就业训练中心等。培训的内容主要是资格认证培训、学徒制培训、就业培训（包括

第一次就业培训和再就业培训）、在职人员岗位培训、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农民实用技术

培训等3。对外资准入而言，目前“学制类职业教育机构”为 2020年自贸区版负面清单中允

许外商独资产业，“非学制类职业培训机构”为《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2019年版）》

中全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2020年自贸区版负面清单允许外商独资产业。根据《教育法》

相关规定并结合我国学制改革进程，一般认为，“学制”是学校教育制度的简称，是国家各

级各类学校的教育系统。我国现行学制的结构纵向分为四个等级，横向分为若干的不同的类

型，包括学前教育（幼儿园教育）、初等教育（主要指全日制小学教育）、中等教育（主要

指全日制普通中学、各类中等职业学校和业余中学教育）、高等教育（指全日制大学，独立

设置的学院、专科学校、研究生院和各种形式的业余大学教育）。我们倾向于理解不在上述

学制系统内的职业培训机构为非学制类职业培训机构。

但是，外商投资准入不仅要符合历年负面清单的相关规定，在依法需要取得许可的行业，

也需要考虑法律、行政法规的相关规定。2020年 1月生效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

资法》规定，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以外的领域，按照内外资一致的原则实施管理；但同时

亦进一步澄清，外国投资者在依法需要取得许可的行业、领域进行投资的，应当依法办理相

1 教育部对初等职业学校教育的定义请参见 http://www.gov.cn/ztzl/2006-08/27/content_370666.htm。
2 教育部对中等职业学校教育的定义请参见 http://www.gov.cn/ztzl/2006-08/27/content_370667.htm。
3 教育部对职业培训的定义请参见 http://www.gov.cn/ztzl/2006-08/27/content_370670.htm。

http://www.gov.cn/ztzl/2006-08/27/content_370666.htm
http://www.gov.cn/ztzl/2006-08/27/content_37066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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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许可手续，有关主管部门应当按照与内资一致的条件和程序，审核外国投资者的许可申请，

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进一步明确，外

国投资者在依法需要取得许可的行业、领域进行投资的，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负

责实施许可的有关主管部门应当按照与内资一致的条件和程序，审核外国投资者的许可申

请，不得在许可条件、申请材料、审核环节、审核时限等方面对外国投资者设置歧视性要求。

2020年全国版负面清单的“说明”中也指出，负面清单统一列出股权要求、高管要求等外

商投资准入方面的特别管理措施；未列出的文化、金融等领域与行政审批、资质条件、国

家安全等相关措施，按照现行规定执行。职业教育属于需要取得行政许可的领域，外商投

资职业教育除需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条例和负面清单的规定外，也

应符合职业教育相关的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相关规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民办教育促进法》”）及现行职业教育

法，境外的组织和个人在中国境内合作办学、在境内举办职业学校、职业培训机构，需特别

适用国务院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以及教育部相应制定的实施办法，

特别当涉及中外合作举办职业技能培训机构时，还需适用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制定的《中外

合作职业技能培训办学管理办法》（前述各项中外合作办学的条例、实施办法和管理办法，

以下统称“中外合作办学规定”）。

根据中外合作办学规定，中外合作办学须经教育行政部门、劳动行政部门或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且要求境外合作方应当具有相应的办学资格和较高的办学质量；并且，

外国教育机构、其他组织或者个人不能单独设立以中国公民为主要招生对象的学校、其他教

育机构及职业技能培训机构。此外，根据《教育部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金进入教育领域促

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中境外资金的比例应低于

50%。长期以来的实践中，各地主管部门对于境外的组织或个人在不违反中外合作办学规定

的前提下是否被允许通过他们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境内子公司设立《民办教育促进法》下的民

办学校及现行职业教育法下的职业学校、职业培训机构持有不同意见和采取不同立场。

（二）案例观察：职业教育机构境外上市路径（非自贸区）

鉴于上述法律、行政法规对职业教育行政许可、资质条件等的规定，若外商进入我国职

业教育领域，通常只能采用中外合作方式，但该等方式存在较多限制并且资质条件标准较高。

因此，实践中，境外投资人很难通过中外合作办学的方式投资职业教育机构。即使被列于外

商投资鼓励类，理解中外合作办学规定仍然适用于“非学制类职业培训机构”。迄今为止，

在境外上市的从事职业教育业务的教育机构，通常采用结构性合约（亦即通常所称的 VIE
协议）搭建境外上市架构。

不过，由于法律法规变化或地方政府部门的理解或实践把握尺度不同，的确存在外商投

资企业直接或间接持股民办学校举办者的案例，也有少数教育机构基于地方政府部门的不同

理解采用了直接持股结构方式赴境外上市，例如，在香港上市的民生教育（股票代码：01569）
和在美国上市的达内科技（股票代码：TEDU）等。民生教育和达内科技采用直接持股架构

方式（即通过外商投资企业再投资企业持有相关高等教育学校及/或中等职业学校或职业培

训机构）有一定的历史原因，不同时期可能存在不同的外商投资准入规则、当地部门对不同

时期外资准入政策也存在着不同的理解与解释。比如，最早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目

录”）仅规定“教育”属于外商投资限制类。2002 年、2004年、2007年和 2011年的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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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将高等教育机构（限于合资、合作）列为外商投资鼓励类，2011年还将职业技能培训列

为外商投资鼓励类。以下为相关招股书所披露的解释：

 民生教育：2002年至 2011年的目录关于高等教育机构属于外商投资鼓励类且限于合资、

合作的规定且上市时有效的 2015年目录并无溯及力；中等职业教育不属于外商投资鼓

励、限制或禁止类，被视为允许投资类；该等解释取得了当地有关政府部门的访谈确认。

 达内科技：于 2012年下半年起通过外商投资企业再投资企业持有境内职业培训机构，

系基于 2011年目录将职业技能培训纳入外商投资鼓励类且对外商投资没有最高比例限

制。

据不完全统计，根据相关招股章程的披露，已上市涉及从事职业教育领域的公司采用的

上市结构如下：

序号
上市公司及其

代码

上市时境内

学校所在地
业务领域 上市结构 上市时间

1.
民 生 教 育

（01569.HK）
重庆、内蒙

古、山东

本科学历教育、大专教

育、中等职业学校教育

直接持股

架构
2017年 3月

2.
新 高 教 集 团

（02001.HK）
云南、贵州

应用型本科教育及专科

教育
VIE架构 2017年 4月

3.
中 教 控 股

（00839.HK）
江西、广东

普通本科教育、普通专

科教育、继续教育、中

等、高等职业学校教育

VIE架构
2017 年 12
月

4.
新 华 教 育

（02779.HK）
安徽

应用型教育的本科教

育、专科教育、继续教

育、中等职业学校教育、

专升本中专教育

VIE架构 2018年 3月

5.
21 世 纪 教 育

（01598.HK）
河北

高等教育、大专教育及

中等职业教育、继续教

育、学前教育、非学历

培训服务

VIE架构 2018年 5月

6.
春 来 教 育

（01969.HK）
河南

本科教育、专升本教育、

专科教育、职业教育
VIE架构 2018年 9月

7.
科 培 教 育

（01890.HK）
广东

本科教育、大专教育、

成人教育、中等职业教

育

VIE架构 2019年 1月

8.
中国东方教育

（00667.HK）
覆盖全国 29
个省份

职业技能教育、中等职

业教育
VIE架构 2019年 3月

9.
华立大学集团

（01756.HK）
广东

中等职业教育、高等职

业教育
VIE架构

2019 年 11
月

10.

Tarena
International,
Inc.（达内科技，

TEDU）

覆盖全国 33
个城市

职业培训（高端 IT培训）
直接持股

架构
2014年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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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试验——自贸区及非自贸区个别地方政策规定及案例观察

（一）政策简介

1、 自贸区政策已放开非学制类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学制类职业教育机构的外资准入限制

尽管国家对于在非自贸区范围内外商投资职业教育行业的准入政策还较为严苛，上市案

例也多采用结构性合约的方式搭建境外上市架构，但从自贸区的负面清单及各自贸区的先行

政策来看，外商投资非学制类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已有政策依据和先例，2020年版自贸区版

负面清单已允许外商独资设立学制类职业教育机构。

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之后，国务院在 2015年首次发布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

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5年版）》中明确，在自贸区内，外国教育机构、

其他组织或者个人可单独设立以中国公民为主要招生对象的非学制类职业技能培训。该负面

清单现已更新至 2020年版，2020年版自贸区负面清单在上述规定的基础上增加了外商可以

单独设立学制类职业教育机构。

根据 2020年自贸区版负面清单，在自贸区教育领域的外商投资准入规定如下表所示。

外商准入规定 教育机构

限制投资

 学前教育机构

 普通高中教育机构

 高等教育机构

限于中外合作办学、须由中方主导（校长或者主要行政负责人应当具有

中国国籍（且在中国境内定居），理事会、董事会或者联合管理委员会

的中方组成人员不得少于 1/2）。

（外国教育机构、其他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单独设立以中国公民为主要招

生对象的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不包括非学制类职业培训机构、学制类

职业教育机构），但是外国教育机构可以同中国教育机构合作举办以中

国公民为主要招生对象的教育机构）

禁止投资
 义务教育机构

 宗教教育机构

注：蓝色字体为与全国版负面清单表述不一致之处。

除上述自贸区负面清单外，党中央、国务院在同意成立自贸区的批复意见中即有对外商

投资教育领域的政策态度。截至目前，我国已有 18个自贸区分五批获批建设。2013年 9月，

首个自贸区上海自贸区挂牌；2015年 4月，广东、天津、福建第二批自贸区获批；2017年
3月，辽宁、浙江、河南、湖北、重庆、四川、陕西第三批自贸区获批；2018年 9月，海南

自贸区获批；2019年 8月，江苏、河北、黑龙江、广西、山东、云南作为新设自贸区获批。

值得注意的是，上海作为首个自贸区，在《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

区总体方案的通知》中对教育培训、职业技能培训行业的开放措施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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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三批自贸区的

总体方案里虽然也规定了若干外商投资教育领域的支持性政策，但直到 2019年的最新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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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贸区的总体方案里才又再次明确支持外商独资设立经营性教育培训和职业技能培训机构。

根据自贸区总体方案中的政策，截至目前，部分地方已出台外商投资职业培训机构的审批办

法或指引。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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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10月 30日发布实施）

 山东

 《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烟台片区设立外商独资经营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非

学制类）的办法（试行）》（2020年）

 江苏

 《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苏州片区设立外商独资经营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非

学制类）的实施办法（试行）》（2020年 7月 3日发布）

 《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南京片区关于外商独资经营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设

立实施告知承诺办法（试行）》（2020年 7月 9日发布）

 广东

 《广东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港澳服务提供者在广东省前海南沙横琴

独资举办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管理办法>的通知》（粤人社〔2016〕3号）

 《港澳服务提供者在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独资举办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机

构实施办法》（2020年 1月 6日发布，自 2019年 12月 31日起实施，有效期至 2021
年 5月 1日）

2、 非自贸区个别地方的开放政策

对于国家层面非自贸区的职业教育外资开放政策，2018 年 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

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若干意见》，

该意见明文支持外商投资设立非学制类职业教育培训机构，重庆、江苏、新疆、河北等省份

的地方实施意见中也有同样的政策。除此之外，非自贸区个别地方也出台了支持外商投资职

业技能培训机构、鼓励中外合资、外商独资企业举办职业院校的政策。

 大连

2018年 2 月 2日，大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大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激

发社会领域投资活力的实施意见》，该意见在吸引外资进入教育领域的政策为：11.着力推

进涉外办学。鼓励符合条件的境外资本设立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鼓励境外投资者在连设立高

水平国际学校和非学制类职业培训机构，积极引进吸纳国外优质教育资源。

 山东

2020年 1 月 10日，教育部、山东省人民政府下发《教育部 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整省

推进提质培优建设职业教育创新发展高地的意见》，该意见第二十五点明确要深化中外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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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学，支持国（境）外高水平应用技术型高校在山东开展合作办学，探索国（境）外知名企

业在山东独资办学，鼓励中外合资、外商独资企业在山东举办职业院校，支持山东职业院校

在国（境）外建设“鲁班工坊”。2020年 6月 24日，泰安市人民政府发布了《泰安市人民

政府关于推进全市职业教育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该意见第（十三）项也有上述开放政策。

2020年 8 月 6日，山东省人民政府印发《山东省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若干措施》，

该措施第（一）项政策为扩大外商投资准入，要求全面落实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

清单管理制度，凡未纳入负面清单的限制措施，一律取消；第（三）项政策为支持外商独资

设立经营性教育培训和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第（十五）项政策同样提出探索国（境）外知名

企业在山东独资办学，鼓励中外合资、外商独资企业在山东举办职业院校。

 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

2020年 6月 29日，由国务院批复同意建立的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正式揭牌4。

该示范区政策鼓励推动中韩在教育科技方面的合作，扩大中韩两国高级人才培养和研究机构

合作。支持两国知名高校在示范区开展高水平合作办学，推动职业教育院校开展交流合作，

支持外商投资职业技能培训机构。

上述职业教育领域的开放政策较为宏观，上海、南京发布的下述文件则更加具有实际操

作性。

 上海

 2016年 3月 21日，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关于在浦东新区设立中外

合作营利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实施告知承诺的办法》（沪人社职发〔2016〕10号，

2016年 4月 1日起实施，现已失效），这是自 2013年上海出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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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上海市对外商投资经营

性技能类培训机构在上海自贸试验区以外的首次开放。

 2018年 12月 29日，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及上

海市商务委员会联合发布《关于在本市全面推行告知承诺制设立中外合作营利性职

业技能培训机构的办法》（沪人社规〔2018〕47号，2019年 1月 1日起实施，有

效期至 2023年 12月 31日），将浦东新区的政策实施成果推广至上海全市。

 2019年，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关于扩大外商独资设立营利性职业

技能培训机构实施范围的通知》（沪人社职〔2019〕348号），上海市全面推广外

商投资举办职业技能培训鼓励政策，将自贸区政策复制推广到全市各区，进一步扩

大了职业技能培训市场对外开放。

 南京

 2017年 5月 19日，《南京市政府关于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加快利用外资若干措施

的意见》在教育领域的外资利用政策和布局导向为：非学制类职业技能培训鼓励在

仙林大学城、江宁大学城、浦口大学城布局。

4 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正式揭牌成立的信息来源于国家和发展改革委员会网站，请参见 https://ww
w.ndrc.gov.cn/fggz/qykf/xxjc/202007/t20200709_12335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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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案例观察：自贸区及非自贸区个别地方已设立的外商投资职业培训机构

尽管早在 2013年国务院批复即允许在上海自贸区举办中外合作经营性教育培训机构和

中外合作经营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且自 2015年起更新的自贸区负面清单一直允许外商投

资非学制类职业培训机构，但实践中实际审批通过的案例很少。据公开媒体报道，最早获批

的是 2017年在上海自贸区内成立的普华永道商务技能培训（上海）有限公司，在此之后上

海市自贸区内陆续设立了多家外资职业技能培训机构。2019年，上海市出台《关于扩大外

商独资设立营利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实施范围的通知》，全面推广外商投资举办职业技能培

训鼓励政策，将自贸区政策复制推广到全市各区，进一步扩大了职业技能培训市场对外开放。

截至 2020年 1月，上海市全市外商投资营利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已设立 10家，其中正式开

业 7家5。除上海市外，其他地区也陆续有外商独资设立的职业培训机构获批。如在 2020年
4月，山东省首家外商独资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在自贸区烟台片区获批；2020年 7月，苏州工

业园区蛇牌学院培训有限公司成为江苏自贸区首家同时拥有营业执照和办学许可证的外商

独资经营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6。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

已取得相关主管部门批复同意筹建或开业的部分案例如下表所示。

成立和批复时间 外商投资公司及其经营范围 股东信息
7

2016 年 10 月成立

2017 年 1 月上海市浦东新区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同意

正式开业（浦人社中外职培

〔2017〕1 号）

普华永道商务技能培训（上海）有限

公司及其深圳前海分公司

职业技能培训（商务策划师培训）

PRICEWATERHOUS
ECOOPERS CHINA
HOLDING LIMITED
香港

2017 年 6 月成立

2018 年 1 月上海市浦东新区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同意

正式开业（浦人社中外职培

〔2018〕1 号）

叶睿职业技能培训（上海）有限公司

职业技能培训（职业经理人培训）

DDI-ASIA/PACIFIC
INTERNATIONAL,L
TD.
美国

上海昱点企业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

中国

2017 年 9 月成立

2018 年 3 月上海市浦东新区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同意

正式开业（浦人社中外职培

〔2018〕2 号）

安永商务技能培训（上海）有限公司

职业技能培训（职业经理人培训）

ERNST & YOUNG
LIMITED
香港

2018 年 1 月成立

2018 年 8 月上海市浦东新区

瑞伯职业技能培训（上海）有限公司 IfFP Institut für
Finanzplanung AG

5 上海市外商投资营利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的数量统计来源于上海市 2019年职业能力建设工作综述，请参

见 https://www.sohu.com/a/367363333_652718。
6 苏州工业园区蛇牌学院培训有限公司成为江苏自贸区首家同时拥有营业执照和办学许可证的外商独资经

营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信息来源于苏州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网站，请参见 http://news.sipac.gov.cn/sipnews
/gd/202007/t20200716_1278783.htm。
7 股东国籍或住所的信息来源于企查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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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和批复时间 外商投资公司及其经营范围 股东信息
7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同意

正式开业（浦人社中外职培

〔2018〕3 号）

8

职业技能培训（理财规划师培训）

SIFI Holding AG
瑞士

2017 年 7 月成立

2020 年 6 月上海市黄浦区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准予正

式开业（黄人社技〔2020〕7

号
9
）

上海玫珂菲职业技能培训有限公司

许可项目：职业技能培训（形象设计

师培训）

是上海市自2019年8月份扩大外商独

资设立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实施范围

后，首家经批准成立的外商独资职业

技能培训机构，将原先只限于自贸区

内设立外商独资职业培训机构的政策

拓展至全市范围。

MAKE UP FOR
EVER S.A.
法国

2020 年 4 月

烟台开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和行政审批局联合颁

发了首张外商独资经营性职

业培训机构营业执照（筹建）

山东丽德职业技能培训有限公司
10

职业技能培训（仅限筹建）

梁贞爱

韩国

2015 年 5 月成立

2020 年 7 月取得《办学许可

证》

苏州工业园区蛇牌学院培训有限公

司

许可项目：互联网信息服务（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

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从事科技培

训的营利性民办培训机构（除面向中

小学生开展的学科类、语言类文化教

育培训）；教育咨询服务（不含涉许

可审批的教育培训活动）；会议及展

览服务

德国贝朗医疗有限公

司

香港

学制类职业教育机构为 2020版自贸区负面清单中新增的允许外商投资的业务领域，目

前实践中暂未见到相关案例。

8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同意外资职业技能培训机构正式开业批复的信息来源于信用中国

（上海）行政许可公示平台，请参见 http://service.creditshanghai.org.cn/site/dict?f=1&type=ox&title=。
9 上海玫珂菲职业技能培训有限公司正式开业批复的信息来源于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政府网站，请参见 https:
//www.shhuangpu.gov.cn/zw/009002/009002011/009002011004/009002011004001/20200601/bd9c4572-98ad-43
3a-abf5-d8ddf145605b.html。
10 山东省首家外商独资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在自贸区烟台片区获批的信息来源于商务部网站，请参见 http://
www.mofcom.gov.cn/article/resume/n/202004/2020040295482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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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展望——未来职业教育领域外资准入观察

尽管自贸区内外商独资设立职业培训机构的案例相对较少，尚未了解到存在外商独资设

立中等、高等职业教育机构的案例，尽管除个别地方外，外商准入非自贸区地区的职业教育

领域仍存在限制。但值得关注的是，外商独资或中外合资非学制类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前沿案

例正在逐步增加，2020年自贸区负面清单在非学制类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

学制类职业教育机构的开放政策，并且，从《征求意见稿》可以看出监管部门对于职业教育

的外资准入整体上持逐步开放的态度。我们理解，职业教育领域的外资准入问题已在立法部

门的考量中，上述修订对于外商投资职业教育领域至少是利好的信号。据我们向部分省市人

社部门沟通咨询的结果来看，外资准入的政策可能确已有所松动。未来如果《职业教育法》

按照《征求意见稿》审议通过，那么外商在境内单独举办职业学校、职业培训机构则将有法

可依。但现行政策下，外商如在境内非自贸区内举办职业学校或职业培训机构则仍须遵守中

外合作办学规定，尽管非自贸区个别地方已有开放政策和较少案例，但尚不清晰当地对该等

政策的执行力度如何，建议企业境外上市或外商投资境内职业教育时应综合考量当地政策并

咨询当地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至于未来《职业教育法》是否按现行条文修订颁布，自贸区

内的经验成果是否会被推广到全国，中外合作办学规定是否会协调其他政策联合修订，还有

待实践中的进一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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