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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李宜江编著的《高等教育法规概论》从教学对象的需求出发，将教育法学的基本体系与我国现行的有
关高等教育法规的内容结合起来。
通过学习本课程，不仅对我国的高等教育法规有所了解，逐步形成良好的教育法律意识，而且在教育
教学过程中依法施教，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本书主要是为了适应安徽省高校教师岗前培训的需要而
编写的，也可作为高等教育学、教育学等相关专业学习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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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2.问题进入议事日程 现实中常会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即有些问题很早就被提出，但却迟迟
不能引起政府的兴趣，上不了官方的议事日程，更不用说成为政府的政策；而另一些问题，一经提出
很快就能引起政府的重视，并制定出了相应的政策。
这其中究竟是什么在起作用？
问题如何引起官员们的注意？
他们如何作出抉择？
政府的议事日程如何确定？
一个建议怎样才可能水到渠成？
这些问题给我们的启发是：政策研究仅仅关注分析政策问题还不够，还要分析如何使政策问题进入政
府的议事日程。
否则，问题可能从一开始就遭遇坎坷命运，甚至永远也成为不了政策。
 3.政策目标的确认 当问题进入议事日程之后，通常决策者并不是立即设计政策方案，而是先确定政策
目标。
政策目标实际上体现了决策者的政治倾向及价值偏好，同时也反映了他对这一问题认识的程度。
他会思考：为什么要解决这一问题，解决到什么程度，解决了对谁有利，解决了会引起什么后果，不
解决又会引起什么后果，是一揽子解决还是分步解决，等等。
在思考这些问题时，决策者脑海中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相互交织，但显然前者成为影响后面决策方案
选择的关键因素，任何决策者都不愿将与自己价值标准相冲突的问题带进政策的领域。
 4.政策方案的设计和选择 方案设计是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最重要环节。
政策问题一旦被提上政府的议事日程，大致的政策目标也确定了，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要设计政策方案
了。
这时候要做的事包括：对原来的政策问题做出更细致的界定；对问题的原因进行更精确的分析；确认
行动的原则；考虑有可能采取的各种基本措施；将可能采取的各种措施综合起来，形成一个初步的方
案；对方案进行可行性论证；选择最终的方案，等等。
 5.政策的合法化 教育政策制定出来后，并不意味着政策制定过程已经完成，还有一个政策合法化的过
程。
“政策合法化是指经政策规划得到的政策方案上升为法律或获得合法地位的过程。
它由国家有关的政权机关依据法定权限和程序所实施的一系列立法活动与审查活动所构成。
”①政策合法化的主要内容包括政策内容合法，决策过程合法和政策本身的法律化。
 （二）教育政策执行的基本步骤 教育政策执行的过程可分为政策理解、制订执行计划、组织落实、
政策宣传、具体实施、监督检查、政策执行计划的调整、执行总结、巩固提高等几个重要阶段。
 1.政策理解 当某级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接到贯彻执行某项教育政策的通知或指令时，就意味着执行的
过程即将开始。
此时政策执行者首要的工作是理解政策。
政策理解的目的，不仅要深刻理解政策的目标、精神、含义、内容等细节，而且还需要政策执行者对
政策形成认同与共识。
没有政策执行机构及其成员对教育政策的深刻而正确的认识，没有他们对政策的认同与共识，甚至许
多执行者对政策有错误的认识和理解，或各有看法、相互矛盾，要使教育政策能得到积极、正确、顺
利的贯彻执行，就很困难。
 2.制订执行计划 一项教育政策方案，往往只是提出确定目标和实现目标的基本原则和大致轮廓，是比
较抽象的。
为了有效地实施政策，还必须在这些比较原则的政策指导下，再结合具体实际情况，对总体目标进行
分解，编制出具体的执行工作计划，明确任务的范围，合理地组织人力、物力、财力，确定实施步骤
，安排进度，规定期限，将政策进一步具体化。
 3.组织落实 组织落实就是为政策执行建立一定的工作部门和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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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落实得如何，直接关系到政策目标的实现程度。
一些常规性的教育政策，在执行时可以通过原有的执行机构加以落实，但一些非常规性的或以前从未
涉及的教育政策，则可以组建专门的工作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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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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