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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受教育权是我国公民依法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是公民享有和行使其他权利的重要条件，是实现人的
自由全面发展和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前提。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教育法制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初步建立了中国特色的教育法律体系，宪法与
教育法对受教育权作了较充分的规定。
但是，徒法不足以自行。
近年来受教育权法律纠纷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学界的反思，受教育权的实现和保障离不开教育执
法和教育司法，受教育权法律救济成为教育法学研究与教育法制建设中的重要理论与实践课题。
该研究着眼于我国目前受教育权法律救济理论与实践问题，从教育人类学角度探讨了受教育权的理论
依据及人权本质，论证了受教育权在国际人权、宪法基本权利、教育法上受教育者具体权利三个层面
上具有的可诉性，分析了受教育权法律关系的特殊性质，阐述了受教育权法律救济原理，在借鉴国外
相关制度的基础上，较深入地分析了受教育权法律救济不同于人身权、财产权等法律权利救济的特殊
性，较系统探讨了我国受教育权法律救济制度的健全和完善，特别是在学界较先提出了教育公益诉讼
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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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研究主要是为了解决受教育权法律救济这一教育法上的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
“法之所存，人性本张。
”受教育权法律救济是教育领域人权和法治的体现，是教育法治化的重要标志。
受教育权是现代社会的一项重要的基本人权，要保障和实现受教育权，最关键的是建立受教育权的法
律救济制度。
 　　受教育权法律救济理论与制度同传统的人身权和财产权法律救济理论与制度之间存在着特殊性，
这是本书研究的假设前提，也是研究的主要内容，更是研究的独特价值所在。
这种特殊性主要基于兼具自由权与社会权的受教育权的特殊性质，以及受教育权法律关系特别是学校
法律关系不同于一般社会法律关系的特殊性质。
受教育权法律救济理论与制度的建构需要在现有文献基础上作更系统和深入的理论探讨，在大量的纷
繁复杂的案例中梳理归纳出规律性，还需要通过开展多视角的中外比较研究，借鉴国外成功的经验和
做法。
在此基础上，分析论证既体现教育法治化又符合教育活动规律的受教育权法律救济原理，最后探讨建
构和完善我国受教育权法律救济制度的对策和设想。
 　　本研究以受教育权及其可诉性为逻辑起点。
因为，某项权利的可诉性决定了该项权利获得法律救济的可能性。
通过对受教育权概念及其特点的分析，受教育权不是单一的权利，而是一个多重复杂的权利集合。
因此，不能笼统地说受教育权是否具有可诉性。
本书从三个层面分析论证了受教育权的可诉性：一是受教育权作为自然人应当享有的普遍人权，人的
可教育性决定了受教育权是任何人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受教育权作为国际法上普遍和基本的人权，
通过非歧视性原则的扩展适用等方式，已经在国际和区域层面得到国际人权法越来越充分的保护和救
济。
二是作为宪法上的公民基本权利，不论是自由权性质的受教育权还是社会权性质的受教育权，其可诉
性都得到了理论上的阐释和司法实践特别是违宪审查机制的证实。
受教育权作为宪法基本权利对第三人效力更是将受教育权法律救济的效力扩展到了除国家以外的社会
组织或个人。
三是像劳动权等新型社会权利一样，将作为宪法基本权利的受教育权转化为教育法上受教育者的具体
权利，既是国家立法机关的义务，也是解决受教育权可诉性的策略，比如我国《教育法》规定的受教
育者在学校教育过程中享有的具体权利无疑具有直接的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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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004年3月我承担了教育部法制办委托重庆市教委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条文修改研究项目子
课题“教育法律纠纷解决及权利救济渠道”的研究工作任务，重点是解决教育法关于受教育权及其他
权利的法律救济制度的调研、论证和法律条文修改完善问题。
几乎与此同时，我还参加了重庆市政府规章《重庆市学生申诉办法（草案）》的立法起草和论证工作
，主要针对《教育法》第42条规定的学生申诉权进行调研并提出可供操作的具体制度设计。
课题任务引发了我对受教育权深入的思考。
受教育权作为一项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在1995年3月18日全国人大通过的《教育法》中进一步明
确规定了受教育者的权利，但现实中的大量教育法律纠纷以及相应的案例却一再表明，受教育权缺乏
相应的法律救济渠道。
没有救济的权利就不是真正的权利。
难道教育法律天生注定就是“软法”？
《教育法》制定过程中为什么只规定了申诉制度，而没有为受教育权提供司法救济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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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在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改完成的学术论著，在研究过程中得到重庆市教委人文社会科学
研究项目资助。
我出生在具有浓厚“耕读传家”文化传统的川北农村——西充县。
三十八载春秋，我伴着书籍走出偏远山村，走进繁华都市，虽无法置身世外，却始终不忘读书人的根
本。
我的学习和工作经历促成了从事教育法学的研究方向，大学本科学习教育，硕士研究生学习法律，博
士研究生攻读教育法，长期从事高校管理和教学工作。
教育法学研究需要理论与实践、理性与感性的结合。
感谢我的博士导师西南大学张诗亚教授，他丰富的学养和鲜明的品格令我领略了大家的风范，他题写
的毕业赠言：“法之所存，人性本张”，我将终身铭记。
感谢我的博士导师张维平教授，他是我国当代教育法学的开拓者之一，令人敬仰的是他坚守教育公益
理念，不为世俗所左右。
感谢我的硕士导师、西南政法大学法理学博导文正邦教授，他带我走向学术之路，并一直关注我的学
习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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