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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标准缺位之痛

近年来，制约我国光伏产业发展的瓶颈主要
是上网电价，光伏上网电价是打开国内光伏市场
的金钥匙。虽然上网电价低，但是它的出台标志着
我国光伏市场真正启动，势将利好光伏产业发展。
“中国市场的开启对国内外光伏企业来说都

是利好消息，但是，相比较国外的认证、检测标准
而言，中国在认证方面等于就是空白。”晶澳有关
人士表示。
“目前国内除了金太阳标准之外，还没有光伏

产业的检测认证体系和标准。”孟宪淦说，“毕竟中
国市场刚刚打开，太阳能发电管理体制还有待逐步
完善和健全。”
“与国内产品认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外的

认证体系就很完善。”浙江省可再生能源协会副会
长朱萃汉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中国产品进入
国际市场，必须经过产品认证，一般认证时间为半
年到一年左右，费用昂贵，而且每年都需要进行认
证。“欧、美认证标准还有所不同。”也就是说，中国
产品进入欧美市场，需要分别进行产品认证。

据了解，光伏产业认证的标准体系主要有两
套，一个是 UL，另一个是 IEC的标准。两者相比一
个更注重防火安全性，另一个则更注重材料的耐
久性。

在美国，对产品可靠性的要求非常高，相关的
法律也非常严。在欧洲，尽管也有产品责任法，对
于安全责任事故，要求的产品责任赔偿金额是有
上限的，这样就使得 IEC的标准和 UL的标准之间
的侧重点不同。值得注意的是，UL在欧洲，提供
UL-EU的标识，目的是为了保证市场信心，可以告
知市场上的投资者还有建设者，他们使用的产品
的可靠性以及质量保障。

中电电气内部人士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
因为国外电站的建设都需要银行的贷款，银行做
评估的时候就会看建设方用的是哪家企业的产
品，这样就产生了银行排名，银行排名越高，说明
产品越好，建设方的资金就会越快批复。

沈宏文认为，随着国内光伏市场蛋糕越做越
大，国外企业的进入也将越来越多，虽然除了在高
端市场拥有一定优势之外，国外光伏企业在国内
的施展空间并不大，但是国内在认证检测方面的
要求可能没有国外严格，认证的标准需要进一步
完善。
“太阳能发电管理体制有望在‘十二五’期间

实现完成，但是要避免走风能发电的老路。”孟宪
淦说。

晶龙集团董事长靳保芳接受《中国企业报》记
者采访时说，国家应尽快制定光伏产业的国家统
一标准，规范发展。对布局不合理的企业不予审批
立项；对不够条件的企业限制上马；对不合格的产
品限制出厂上市；对外国企业产品实行准入制度。
推动建立产品的认证、监测制度，实现行业的规范
化、标准化生产。同时，完善相关产品的质量标准，
严格产品质量，加强行业监督、净化市场，提高产
品质量，维护我国声誉。

由最初的两个教学点，发展到现在
的30多个教育中心，纳思书院用了2年
多的时间。纳思书院负责人李丹向 《中
国企业报》 记者透露，已有多家投资机
构正在和纳思书院洽谈上市事宜。

过去的一年中，安博教育、环球雅
思、学而思和学大教育等4家教育培训
企业先后在美国上市，至此，我国教育
行业共有11家公司在美国上市。

如此之多的教育培训企业为何都选
择在海外上市？记者了解到，与国内教
育培训市场面临的政策环境不无关系，
根据 《民办教育促进法》规定，在工商
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经营性民办培
训机构的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
定；“但是当前国务院并没有出台相关
规定，教育培训企业只能摸着石头过
河”，华图教育总裁易定宏告诉 《中国
企业报》记者。

政策盲区

“基础教育孕育了大市场，我们的
业务就是围绕基础教育各学科辅导展
开。”8月19日，已过而立之年的李丹在
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2009年下半年至今，经过两年多的时
间，公司教学点越来越多，规模日趋壮
大。

德勤咨询发布的报告显示，到2012
年，整个教育培训市场规模将达到9600
亿元，其中职业培训有望达到650亿元。
到2013年，学前教育的市场规模将达到
990亿元。
然而，市场火热的背后凸显政策盲

区。
易定宏告诉记者，根据当前相关规

定，任何教育培训机构都必须到教育部
门进行备案，进而在工商税务部门登
记。

据介绍，由于每个省份的规定不一
样，教育培训机构如若开办教学网点，
有的需要全省市备案即可，有的则必须
细化到每个区县的教育和工商税务部
门。
“多层管理的体制，容易造成监管

标准不一，责任相互推脱。”易定宏认
为，目前华图教育200多个教学点，都
在规定部门备案，对于企业而言，这增
加了不少管理成本。

据悉，根据《民办教育促进法》规
定，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经

营性民办培训机构的管理办法，由国务
院另行规定。
易定宏说：“但是当前国务院并没

有出台相关规定，教育培训企业只能
‘摸着石头过河’。”

“单就全国公立大学管理而言，教
育部门已经‘筋疲力尽’。”易定宏认
为，民营培训机构本身就是企业，企业
管理就应该遵循市场经济规律。
“有了亲儿子还会认干儿子吗？”易

定宏反问到。
与此同时，虽然目前市场皆认可了

教育产业，但是对于教育产业化的概念
公众还是颇有微词。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八条

规定，“教育活动必须符合国家和社
会公共利益”。第二十五条又规定，
“国家鼓励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
其他社会组织及公民个人依法举办学
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任何组织和个人
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举办学校及其他教
育机构”。
但是，随着近年来人们对教育培训

的认可，《民办教育促进法》中的规定
也满足了企业的盈利需求。

根据《民办教育促进法》第五十一
条规定，“民办学校在扣除办学成本、
预留发展基金以及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提
取其他的必需费用后，出资人可以从办
学结余中取得合理回报。取得合理回报
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但是，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实际
上，根本不存在关于合理回报的国务院
规定。正因如此，诸多教育机构在引进
投资者的时候，大都选择了具有外资背
景的机构。

去年下半年集中上市的4家教育培
训类企业，总共涉及11家创投机构，而
这11家机构的投资都有一个共同点，大
都是美元投资。
“在2009年底以前，纯本土机构投

资者几乎没有投资教育培训领域的。”
中资教育研究所所长刘绪刚在接受媒体
采访时表示，国内民办教育机构的投资
人更多的是企业集团。

据统计，投中集团对2008年至2009
年中国教育行业投资案例的统计中，几
乎没有本土机构的身影。易定宏表示，
2009年12月，达晨2亿元投资华图教育
集团才打破了这种僵局。

标准缺失

我国民营教育培训业已经有20多年
的发展历史，无论从企业数量、规模还
是市场影响力，大有遍地开花之势。

易定宏告诉记者：“仅以华图教育
为例，此前谁能想到公务员考试培训能
发展为现在的状况，每年华图教育的增
长速度都超过100%。”

究其原因，易定宏认为，在人们生
活中，教育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同

时，随着消费需求的细化，学前教育、
课外辅导、职业技能培训、公职教育等
应运而生。

据介绍，华图教育目前的核心产业
集中在两方面：一方面是政府公职人员
培训；另一方面就是教育培训产业，主
要是做高端市场，包括公务员考试培
训。此外，远程教育也将是华图教育的
发展重点。

不可否认，目前市场上的教育培训
机构良莠不齐，有的缺乏教育资质牌
照，有的不能满足相关软硬件条件。

李丹告诉记者，教育培训机构的入
围门槛有硬件方面的规定，例如，规定
教学面积须在500—1000平方米以上，
并在教育部门申请教育资质牌照和在工
商部门申请营业执照。
“若按资质来分的话，可以分为学

校资质和公司资质。”李丹说，但是各
个省份对于教学点的硬件要求不一样，
也造成了学校的参差不齐。

李丹认为，公司资质的教育培训机
构是以盈利为目的，而学校资质的培训
机构以教学为主要内容，但是，无论二
者如何分，都必须对教育质量把关。

然而，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随着
消费者需求的日益扩大，此前相关部门
制定的相关政策已经过时，并不能适应
新的发展形势。

李丹举例说：“有的地方要求教学
点面积必须满足500平方米，入围门槛
为10万元等，这些要求太低了，社会资
金很容易进入教育培训行业，容易造成
行业混乱。”
“应该加强教师的培训和资格认证、

考评等，对行业入围门槛加以提高，用
标准化的制度来保证教学质量。”李丹
建议。

易定宏则告诉记者，“新36条”中
则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发展教育和社会培
训事业，支持民间资本兴办高等学校、
职业教育等各类教育和社会培训机构，
民营资本的介入，有助于完善我国教育
的不足，对于我国教育起到补充作用。

此前，有观点认为，随着诸多教育
培训机构的上市，投资人和教育培训本
质的矛盾逐渐凸显，造成教育培训的质
量大大下降。

易定宏认为，对于教育培训机构的
上市应该持乐观态度，上市会加速整个
教育培训业的成长、成熟，改变目前鱼
龙混杂的局面。“但无论企业上市与
否，教学质量永远是第一位的，未来行
业应该有100多家龙头企业。”

盈利诉求无政策依据，国内上市受限

教育培训企业被迫海外上市
本报记者 郭玉志

王利博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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