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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教育行政原理”（或“教育行政学”）是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的主干课程之一。
当代教育行政管理涉及面广，性质复杂，影响广泛。
与此相应，教育行政原理的教科书应当显示出较强的基础性、理论性和应用性，让学生有选择地接触
本学科的前沿领域，掌握必要的专业知识与技能，避免陷入经院式的繁琐论证或从书本到书本的刻板
研究。
　　教育行政原理应当兼顾相应专业的理论、技术、实践各个层面，其内容应当展现最基本的概念、
范畴与原则，能够比较系统地介绍和解释政府以及其他教育行政主体对教育事务是如何实施行政管理
的，为什么要这样进行管理，以及在实际生活中应当如何对教育行政制度的健全性、教育行政行为的
规范性和教育行政结果的优劣性等基本理论与实践问题作出分析和判断，等等。
这些原理还应当展现其一定的操作性和方法特征，不能写成像某些教材那样，完全以宏观分析和雄辩
议论来说服人，让学生在一番激动之后，却发现自己并没有掌握多少实际有用的知识和技能。
总之，原理性知识的功能在于提供一种具有凝聚力的系统性知识基础，能够用来指导在该领域从事管
理活动的人员分析、判断、预测相关的事务，并引导其行动。
　　本书认为，教育行政原理作为一门课程，其学科定位应该是教育领域内的行政管理科学，其学科
背景虽然跨越了教育科学、管理科学等多个领域，但是绝不能湮灭其学科本色，其重心必须放在行政
科学上，其内容及体系必须能够与教育学、教育管理学、教育组织行为学等课程清晰地区分开来，避
免与之纠缠不清。
本书对教育行政原理的理论认识逻辑是这样的：教育行政原理的建构应当从厘定和分析教育行政活动
的基本要素出发，而教育行政活动的基本要素包括教育行政目的、教育行政主体、教育行政客体、教
育行政权力与职能、教育行政规范、教育行政资源与手段等范畴；其中，教育行政目的是教育行政的
价值系统，教育行政主体是教育行政的组织系统，教育行政客体是教育行政的对象系统，教育行政权
力与职能是教育行政的体制系统，教育行政规范是教育行政的操作系统，教育行政资源与手段是教育
行政的中介系统。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当代教育行政原理>>

内容概要

本书在编著时有意识地吸收了一定的行政学、行政法学、政策分析学的原理和知识。
这样做，对原先涉足这些领域不多而又恰恰想补充这方面知识的学习者，应该说是非常合适的。
但也正因如此，编著者不建议那些在行政学、行政法学、政策分析学等方面已经打下较厚实基础的研
究生将本书作为重点阅读教材。
希望本书的上述苦心安排有助于为读者认识教育行政原理提供一些新的入门角度、理念和视界。
如果学习者不怕吃苦，在阅读本书的同时，再选取几部体系、结构以及论述角度与本书各有不同的教
材互为参照、互作比较，对于避开不同教材的死角，发现某些传统观察视角不曾注意到的“学科风景
”，领略某些前期研究者不曾参透的学术奥妙，应该是有所裨益的。
    编著者主观上希望做到：本书以介绍原理性知识为主，对事务性知识一概不予涉及，但是对实务性
原理或技术，则有选择地加以介绍。
在保证不遗漏基本问题和重要内容的前提下，凡是其他编著者已经详细、深入论述或介绍过的内容，
本书大抵从略；而其他编著者不曾详细、深入论述或介绍过的内容，本书反而有可能重点加以阐述和
分析。
在著述风格上，编著者力求适当突出相关原理中的思想价值和研究性，以引起学习者进一步关注、思
考本学科前沿领域纵深问题的兴趣。
作为一本主要是供研究生使用的专业教材，本书中的引文与注释是全书内容和逻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有些注释提供了相应的实例，它们是交代各种学术思想与观点来龙去脉的“金丝银线”——正是
由于它们的存在，学术研究工作才具备了发展轨迹与可积累性。
希望读者在阅读本书的时候，不要忽略了引文与注释的重要性。
为了做到准确、规范和完整地呈现引文、注释及其相互关系，尤其是消除误将“转引”当“原引”的
不良影响，编著者已经尽了较大努力，但不敢说已完全剔除了这类瑕疵。
如果读者在本书中发现了这类问题，请向编著者指出，以便日后改进。
    为了忠实贯彻上述编著意图，本书无论是在构思和搜集资料阶段，还是在具体撰写与修改阶段，乃
至对引文标注规范的检查与核对，编著者都力求最大限度地做到亲力亲为，在吸收研究生参与撰写工
作方面极其谨慎，全书只有“教育政策分析”一章采取了这种撰写方式。
该章第一节由我本人撰写，第二节至第五节的主体结构及章节标题为我所拟定，具体内容则由我的研
究生徐自强同志独立撰写，最后再由我修订。
自强同志勤学好思，具有出色的思维品质、出众的学术领悟力和驾驭复杂学术问题的能力，是研究生
中的佼佼者。
他以饱满的热情和严谨的态度投入了这项工作，我对他的工作结果感到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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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从公共行政权的属性角度去审视　　教育行政权是公共行政权中的一部分，因此，可以透过公
共行政权的属性特点来了解教育行政权。
第一，公共行政权是整个国家权力的当然组成部分，由政府这种国家机构总体负责行使，因此它具有
整体性；第二，公共行政权是对国家立法权和司法权以外的第三种公共权力的法律概括，因此它具有
法定性；第三，划定公共行政权的着眼点是国家机构和国民全体，比较抽象，因此它具有抽象性；第
四，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是由法律预先确定的，是一种一方命令、一方服从的不平等
关系，当事人没有自由选择的余地，就权力一方而言，它具有明显的单方意志性和强制性；第五，与
权利所具有的自由处分性不同，国家机关不能对具有公共性的行政权进行自由处分，此即权力的“不
可处分性”。
　　教育行政权作为一种公共行政权，同样完全具有上述整体性、法定性、抽象性、强制性、不可处
分性的特点。
　　2.从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关系角度去审视　　从行政权与公民权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出发，能够观
察到教育行政权的另一些特点。
首先，按照社会契约的思想，公民受教育权是教育行政权的目的，教育行政权是实现公民受教育权的
手段，因此它具有服务性特点；其次，从法律性质来看，教育行政权是国家用来保障公民权利（受教
育权）实现的一种公权力，因此它具有公共性特点；再次，教育行政权作为一种行政权，由于职权范
围内存在自由裁量空间，而行政代理权又不存在任何竞争，垄断地位使其处于明显的优势，因而具有
扩张性，且被认为是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中最具有扩张性的。
　　为了避免教育行政权过度扩张而出现教育行政专横现象，防止教育行政权力成为凌驾于公民受教
育权利之上的异己力量，往往需要对它加以控制、平衡和监督，以免它超出正常范围，由国家手段蜕
变为国家目的、将对人民的服务转变为对人民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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