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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农村教育在国家的战略发展中被提到重中之重的地位，但是在现实中处于三重边缘化的境遇。
因此，揭示农村教育的真实现状、探索农村教育落后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是一项极具现实意义的
课题。
　　问题决定方法。
《教育卸责问题研究：基于农村教育实践的考察》研究的核心问题是教育卸责现象的归因及其解决对
策。
围绕这一问题有两条主线：一是各种卸责现象在农村教育中的具体表现；二是对教育卸责问题进行剖
析和解决。
前者决定了调查研究法；后者决定了文献研究法的使用。
《教育卸责问题研究：基于农村教育实践的考察》运用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委托一代理理论，分析农村
教育调研中发现的各种卸责现象，剖析教育卸责产生的缘由，并尝试设计一系列激励和约束机制使教
育委托人和代理人的目标趋向一致，从而使国家的教育利益达到最大化。
　　农村教育中存在三层委托一代理关系：农民作为“初始委托人”将其子女接受教育的权利及所需
资源委托给中央政府和教育部经营管理，教育部作为“代理人”提供满足其教育利益的服务，具体来
说就是制定既能满足城市又要兼顾农村家长利益需求的教育政策；中央政府和教育部再层层委托各级
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来执行各项教育政策，提供地方公共教育产品；农村学校作为“最终代理人”落
实中央和地方的教育政策，为农民提供其子女所需的教育服务。
　　在这些复杂的教育委托一代理链条中，每一层的教育代理人都向委托人负责，由于委托一代理链
条多，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由于各种监督和激励制度不完善，经常发生“道德风险”和“逆向
选择”两种主要的委托一代理问题。
　　在第一层委托一代理关系中，《教育卸责问题研究：基于农村教育实践的考察》通过分析新中国
成立以来教育部制定的教育投入管理体制、教育方针及课程政策文本中的价值取向，揭示教育政策的
制定存在没有满足公共利益的合法性危机。
这是由于教育官员的“经济人”属性使他们与其他人一样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在将自己子女的教育
利益作为首要考虑时，容易出台倾斜城市的教育政策。
作为“初始委托人”的农民在权利缺失的情况下，没有监督的动力和途径。
　　在第二层委托一代理关系中，中央制定的有关教育投入、人事制度改革以及课程改革等各项教育
政策在地方执行中受到种种阻滞，这是由于中央和地方责、权、利不统一；现行的财政体制和税费改
革又面临着陷入“制度供给陷阱”的危险，“官本位”文化使财政供养人口庞大等诸多因素造成的。
　　在第三层委托一代理关系中，中央教育政策制定没有充分体现公共利益，并且在地方执行受到阻
滞。
在这双重压力下，农村学校危机四伏，如学校生存重负难堪、教师罢课、学生辍学、新课改问题丛生
等。
这些问题的产生与学校管理落后、教师素质低、激励不足以及地方官员没有切实地履行教育责任有着
密切关系；同时，农村学校的教师的生存处境面临着各样艰难，这些艰难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这层
关系中的卸责。
　　正视教育行政官员和学校管理者的“经济人”属性，消解各级教育代理人刻意制造的信息不对称
，需要建立完备的利益表达机制，并且使教育问责成为一项行之有效的约束机制，通过信念伦理和责
任伦理的结合规避教育卸责的根源，从而走出农村教育面临的“囚徒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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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不能设想教师与校长享有同样的权利，因而也不能要求教师与校长负起同样的责任。
在人们的各种责任之中，职业责任、社团责任、亲属责任、公民责任等角色责任，都应该遵循责权对
等的原则；在人与人之间的商品交换和其他各种交换活动中，也应该遵循责权对等的原则。
这一原则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和较强的操作性，所以在社会生活中起着主导作用。
责权对等原则实际上是契约观念的体现。
契约的本质是平等主体之间的互利关系。
因此，履行契约赋予的责任就是对他人平等权利的尊重，是对人与人之间互利关系的尊重。
从广义来说，整个社会就是一个通过社会契约联结起来的整体。
在这种契约中，每个公民放弃一定的权利以维护社会的安定和秩序，而这种安定和秩序本身又是保障
个人权利的必要条件。
因此，履行自己的法律和道德责任，就是对这种社会契约的遵守。
　　教育权利已经有了法律保障，但通过法律保障的权利存在两个问题：它少于教育应当拥有的权利
；这些有限的权利也常是教育还没有真正获得的权利。
在教育权力和权利之间的冲突没有处理好的情况下，教育卸责就不可避免：　　1.公权力的扩张导致
公民私权利的侵害　　“权力总是趋向于无限地扩张，而权力扩张的最大受害者是人权。
”因公权力扩张造成个人权利侵害，在教育领域中乱收费问题就是一例。
　　2.公权力的私化导致公民私权利的侵害　　教育行政部门行使权力应当公而不私。
运用权力谋取私利或部门利益是公权力私化的主要表现。
例如，乡镇政府领导在“以县为主”前常常在人事关系上利用手中的权力安插亲友当教师，培植唯命
是从的农村学校校长。
　　3.公权力的怠用导致公民私权利的侵害　　权力行为的目的不在于权力主体的个人利益而在于公
共利益，弃权必使公共利益受损，有违权力设立的初衷，所以权力不可放弃。
很多教育行政官员抱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消极态度对待本应用来造福于民的权力，不能出台
积极有效治理教育问题的政策法规，使公民教育权利不能得到有效保障。
例如，乡镇政府对待辍学问题不采取任何积极行政手段进行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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