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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基础教育管理体制的 
沿革及其对改革的启示 

⑧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潘晓婷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基础教育体制改革取 l 

得了重要进展，新的基础教育行政体制的雏形在某些 J 

地区初步形成，开始在基础教育行政中发挥积极的作 I 

用Ⅲ。基础教育体制改革是整个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 ： 

的关键，它关系到基础教育的各个层面，牵涉到社会 l 

发展的众多领域。因此，如何坚持和完善基础教育体 l 

制的改革是我国当前面临的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 
I 务

。 『 
I 

一

、对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些认识 l 

基础教育体制是指一个国家在特定的历史阶段 ! 

建立起来的基础教育机构及其有效运行的基础教育 l 

规范体系的统一体。它是由基础教育的机构体系与基 l 

础教育的规范体系所组成的。前者是实体，后者是实 I 

体运行的机理 。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应包括教育 I 

行政体制与学校内部管理体制两大范畴，其中，教育 I 

行政体制解决的是中央与地方、政府与教育行政部 l 

门、政府与学校等的关系问题，学校内部管理体制主 ： 

要包括决策体制、执行体制、咨询体制和监督反馈体 l 

制，它所解决的是学校内部运作及其各种管理关系问 f 

题[31。本文所研究的对象侧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础 ： 

教育行政体制的沿革及对改革的启示。 l 

我国基础教育体制改革伴随着管珊极力与责任 I 

的下放乃至下放至乡镇 ，又逐步向县级政府乃至省级 I 

政府“回归”进行的。总体而言，当前我国基础教育体 l 

制体现出社会性与自身规律性的统一、稳定性与多变 } 

性的统一、静态与动态的统一、实体与程序的统一等 I 

特点 。 ： 

二、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进程及趋势 I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础教育体制改革的思想主 l 

要体现在以下几个阶段性文件中，1985年 ，中共中央 · 

颁布了 《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 《决 f 

定》)，对我国基础教育管理体制作了明确的规定：“基 

础教育管理权属于地方。除大政方针和宏观规划由中 

央决定外，具体政策、制度、计划的制定和实施，以及 

对学校的领导、管理和检查，责任和权力都交给地 

方。”这就明确了基础教育的地方管理权限。本次教育 

管理体制改革的基调是：中央向地方放权，政府向学 

校放权。《决定》指出，在教育事业管理权限的划分上， 

政府有关部门对学校“统得过死，使学校缺乏应有的 

活力；而政府应该加以管理的事情，又没有很好地管 

理起来。”这次改革为我国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拉开 

了序幕，对后来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1986年，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规定“义务教育事业，在国务院 

领导下，实行地方负责，分级管理”，以法律的形式明 

确基础教育领域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管理权力划分 ，但 

对具体权限上比较强调中央级教育行政的管理，比 

如，义务教育的教学制度、教学内容、课程设置以及教 

课书的审定等等均由国务院政府来确定，而对地方的 

职责权限相当模糊[31。199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进一步明确了“地方负责，分 

级管理”这一原则。为了适应 卜四大提出的建立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 

发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以下简称《纲要》)， 

《纲要》指出：“深化中等以下教育体制改革，继续完善 

分级办学、分级管理的体制。”基础教育领域通过不断 

完善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体制，逐步打破了过去由 

国家包揽办学、过度集权的体制。本阶段基础教育管 

理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是解决政府的缺位问题，在 

“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以县 

为主”的管理体制。这次基础教育体制改革扩大了地 

方办学的自主权，有效地调动了地方办学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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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增强了地方办好基础教育的责任感，但在“地 l 

方负责”的职责权限的具体落实上还有一些障碍。I 

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则又一次为 { 

上述教育管理制度提供了法律保障。1999年6月 l3 1 

日，中央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 l 

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提出了“根据各地实际，加 I 

大县级对教育经费、教师管理和校长任免等方面的统 一 

筹权”。2001年5月29日，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基础 l 

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在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 I 

上，对农村基础教育给予了特别关注，明确提出“要进 ： 
一 步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实行在国务院领导 l 

下，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体制”。这 1 

次决定将原来的基础教育由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省、l 

地、县、乡四级管理的体制，改革为由地方负责、分级 I 

管理，省、地、县三级管理为主的体制。2003年，《国务 l 

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把农村教 l 

育当作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要求大力发展农村教 ： 

育，加大各级政府的投入，完善经费保障机制，对经济 I 

困难家庭的学生进行补助。2005年，国务院下发了 l 

《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通知》，提出 ： 

了2006年在西部地区、2007年在全部农村地区义务 l 

教育免费的目标，并确立了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 I 

机制。2005年，教育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进义务 J 

教育均衡发展的若干意见》，加大了对农村学校和薄 l 

弱学校的支持力度，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政策在实践 l 

中得到切实落实。2006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I 

义务教育法》明确了义务教育的公益性、普及性和免 

费性H。2007年，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教育是民族振 l 

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为了实 I 

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 - 

伟目标，这一阶段的基础教育行政管理体制围绕“教 I 

育公平”这一主题进行，并不断地发展完善，重点是如 I 

何促进农村义务教育事业的公平与发展。 

从近30年我国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实践的效 

果来看，由“地方负责、分级办学、分级管理”体制的确 

立、完善，到全面系统地落实“以县为主”，基本符合我 

国的国情和社会的发展。改革逐步把权力下放给地 

方，让地方政府能从当地的实际出发，制定适合本地 

区的教育措施，从而提高了各地的教育质量和办学效 

率。这正是体制改革的初衷所在。当然，这一系列的改 

革也有其不合理的地方，如：对基础教育“以县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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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教育的扶贫基金，在财力上向贫困地区倾斜，帮 f平性，加大了基础教育的城乡差距、地方差距和阶层 

助这些地区发展基础教育【司。第二，加强县(市)政府统 I差距【11]。因此，在基础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中，应科学 

筹、监管力度，明确各部门的权力和职责，以免出现交 l地划分各级地方政府教育部门的职责权限，努力做到 

叉管理和空档管理的问题，提高教育资源的利用率， 职责分明，权限清楚；政府要加大微观方面的放权，将 

并不断地完善体制。第三，在管理权限上，明确县级教 }具体的运营权力移交给学校；此外，各级教育行政部 

育、人事、财政等有关部门的责任，合理地协调各部门l门要转变职能，由过去的指导角色转为现在的服务角 

之间的关系，提高办事效率。第四，政府要通过政策引 一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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盏 孚 釜 ’j—簟—_ 誓圈豳圈_  围和限度问题。为了更好地调动地方办学的积极性，!■■■■圈■■叠圈圈■—■■圈■■■■■■■一 
提高我国基础教育的质量和效率，促进基础教育体制 l 

改革的有效实施，1985年，在《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 1 

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提出“简政放权”，究竟权力下 } 

放的范围有多广，限度有多宽，却没有作出明确的规 i 

定。权力过于集中不利于调动地方办学的积极性，但 1 

是权力的下放，也不是放得越多越好。在基础教育管 l 

理方面，放权由地方负责，投入方面政府缺位十分明 ： 

显，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教育的公共性、公益性和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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