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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辑延续了前入辑的学术传统，对当今高等教育、基础教育、民办教育等领域出现的教育法范畴
的新问题和新走势，进行了科学、深入并富有前瞻性的探讨。
在高等教育部分，对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校规制定过程、现代大学制度、高校行政化及公立大学
法人地位等问题进行了阐释。
在基础教育部分，对义务教育有鹇保障的法律分析、公立学校自治的法理基础及制度设计、普通高行
“三限”政策及学校安全法律责任的立法现状等问题进行了关注。
在教育法理论部分，对于受教育权的性质与内容、残疾人受教育权的法律保障、教育平等权与合理差
别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在民办教育部分，对营利学校及其法律属性进行了探讨。
在案件聚焦部分，对陈颖诉中山大学案例给予了特别关注。
最后，刊登了对美国教育法领域的中小学随机药物检查、中小学法律地位、大学“章程”等问题的介
绍，希望借引为完善我国相关立法提供建设性建议。
引外，本辑特稿对教育法律思维进行了全面面又深刻的诠释，对于探寻教育法学思维特点和固有范畴
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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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由于是从大学的外部着眼，人们所关注的自然是大学所受的外部控制和影响，冲破单一控
制的格局、实现控制主体的多元化自然就成为改革的首选。
据此，人们所进行的多次改革或者是限于中央国家机关之间或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集权”与
“分权”，或者是实施科层式治理的同时采取市场式治理模式。
前者只是权力的转移，大学并无办学自主权可言，大小事物依然要按上级指示办理，不敢越雷池一步
；后者只是权力的分化，即制约大学的主体出现了国家与市场的结构分化，大学同时承受了政府与市
场的双重压力，自主性依然处于缺失状态，虽然权力的分化也给大学带来了自由活动的空间和机会，
但同时也使大学的办学走向无序与混乱。
可见，无论是权力的转移还是权力的分化都无助于大学自主性的提升。
正因为如此，中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在权力的分配上，常常是“放”了想“收”，“收”了又想
“放”，时而“放”，时而“收”（孟明义，1985），陷人了“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两难困境，
走不出“放权”与“收权”的怪圈。
可见，这种外部性向度的思维方式对落实和扩大中国大学的办学自主权显得无能为力。
 其实，这种外部性的思维方式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严重缺陷。
简而言之，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过于强调外部因素对大学办学自主权的决定作用，人为地切割掉了探究大学自主性的内部向度。
这种思维方式在理念层面的展开，就是认为只要政府放权了大学自然就有了自主性，外部性问题的解
决可以一劳永逸地改变大学缺乏办学自主权的状况。
有时虽然也注意到大学自身在落实办学自主权方面的作用，但也只是强调大学的自我控制、自我约束
。
这种思维方式在实践层面的展开，也就只能是在外部矛盾得到某种程度的消解，大学内在的自主性并
未得到相应的增强，更不用说根本改观。
二是由于对大学内在自主性缺乏意识，大学在极力摆脱政府单一控制（其实并未真正摆脱）的同时，
又落人市场经济的陷阱。
大学与市场的结盟似乎给大学注入了“活力”，似乎使大学具有“去行政化”的特质。
实质上在这“活力”与“去行政化”的背后，却是政治意识形态以一种更巧妙的方式实现对教育的影
响（欧阳教等，1994）。
落实办学自主权所诉诸的“多元控制”，最后演变为市场经济与政治的双重挤压，以学术创造为己任
的大学所创造的不再是知识而是知识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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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教育法制评论(第9辑)》对教育法律思维进行了全面而又深刻的诠释，对于探寻教育法学思维特
点和固有范畴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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