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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辑汇集了当前我国教育法学研究领域的新探索。
在“高等教育法律制度”部分，结合我国社会转型和教育体制改革的宏观背景，分别探讨了高等学校
法律地位变迁、大学生校内申诉制度和民办高校的产权法律关系等重要问题。
在“学校法律问题”部分，新近凸显的未成年人网络社会问题，体罚和学生人身伤害等热点问题得到
了敏锐的关注。
在“学术专论”部分，对我国教育法律的适用状况、公民学习权利以及教育法学学位论文研究等问题
进行了深入分析。
此外，教育规划、教育行政执法、义务教育的公共性、欧盟的教育政策等教育行政和政策研究也是本
辑的重要内容。
　　作为当前教育法学领域最前沿的研究成果，本书若干专题的探讨对完美我国教育法制具有一定的
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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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法制制度教育体制改革中的高等学校法律地位变迁高等学校大学生校内申诉制度研究论民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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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的功能、价值目标及限度研究市场经济下我国实现义务教育公共性的政策创新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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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高等教育法制制度　　教育体制改革中的高等学校法律地位变迁　　三、辨析高等学校的办学自
主权　　如前所述，高等学校的法律地位通常都是由法律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而确立的，就此而言，
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就是衡量高等学校法律地位的一把标尺，因此，高等学校的法律地位问题可以
转化为下列两个更为具体的问题，即当前高等学校的权利有多大?高等学校的权利如何定性?　　（一
）经过20年的“简政放权”，中国的高等学校已经获得了　　相当大的办学权利　　从20世纪50年代
到80年代初，中国的高等学校的举办体制基本上是一个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中央和
地方政府直接举办和管理的体制。
政府对高等学校一直采取以行政命令为主的高度集中的管理方式，包揽了从举办到办学、管理的一系
列权力，高等学校的办学权利实际上是很有限的。
为了改变高等教育领域中的这一状况，只有在政府与学校之间重新进行权力的分配，把本该由学校决
策的权力从政府转移给学校，才能使高等学校真正获得办学自主权。
应当说，20年来的以简政放权为目标的教育体制改革已经彻底改变了高等学校管理和办学的局面。
这种变化表现在政府与高等学校的关系方面，就是政府在加强宏观调控的前提下向高等学校下放了相
当多的办学权利。
然而，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政府和高等学校之间职权职责的转移过程，由于这一过程改变了政府与高等
学校之间的主体地位及其权责配置，因而进一步引起了政府与高等学校的关系发生分化和改组。
　　可以说，传统的政府与学校这两个主体之间的关系，在大分化、大改组的过程中，逐渐发育出对
教育基本格局及其运行具有制约作用的三个主体，这就是举办者、办学者和管理者。
　　举办者的职能主要是投资举办学校、提供必要的办学条件、决定学校发展方向及人才培养规格、
任命或聘任校长、对办学活动实施监督等。
我国1995年《教育法》已经突破了原先的由政府垄断办学的旧格局，按照法律规定，举办者可以是各
级政府，也可以是企业、事业组织、具有法人资格的社会团体或公民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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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辑对我国的高等教育法律制度与教师法律制度中的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本辑集中展示了当前我国教育法学研究领域的新探索，对完善中国教育法制具有较强的理论与现实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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