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革开放 30 年 我国教育法律法规体系基本形成 

 

教育法制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依法治教是落实依法治国基本

方略的具体体现，对促进教育改革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党的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国，建

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1999 年九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依

法治国基本方略写入了《宪法》，成为重要的宪法原则。党的十六大和十七大把全面落实依

法治国方略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目标之一。为全面推进依

法治教、依法行政提出了新的目标和任务。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一贯重视教育法制建设。1985 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

革的决定》要求，“在简政放权的同时，必须加强教育立法工作”。1993 年《中国教育改

革和发展纲要》系统提出了教育法制建设的目标和任务，明确要求“加快教育法制建设，逐

步走上依法治教的轨道”。1999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

的决定》进一步强调指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根本上要靠法治、靠制度保障”，并对完

善教育立法、推进各级政府及其部门依法行政、加大教育执法力度、深入开展普法宣传教育

和加强教育法制工作机构建设等问题，提出了更加明确、具体的要求。1999 年印发的《教

育部关于加强教育法制建设的意见》进一步强调了依法治教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提出依法治

教是 21世纪我国教育事业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的必然要求。30年来，教育法制建设工作取

得巨大成绩，依法治教、依法行政水平大大提高。 

  一、大力推进教育立法工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 

  教育立法是教育法制建设的基础性工作，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必然要求。改革

开放以来，以推进教育改革与发展为核心，大力推进教育立法工作，使教育从无法可依，到

教育基本的、重要的方面都做到了有法可依，基本形成了由教育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和地方性教育法规、规章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法律法规体系，为教育事业的改革和

发展，为学校和师生合法权益的保护，提供了坚实的法治基础。 

  一是中央层面立法。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了《学位条例》（1980年）、《义务教育法》

（1986年，2006年修订）、《教师法》（1993年）、《教育法》（199年）、《职业教育法》（1996

年）、《高等教育法》（1998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2000年）、《民办教育促进法》（2002



年）共 8部专门的教育法律，以及《未成年人保护法》（1991年，2006年修订）、《预防未成

年人犯罪法》（1999年）等与教育密切相关的法律。 

  国务院制定了十多项教育行政法规。具体包括：《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1981 年）、

《全国中小学勤工俭学暂行工作条例》（1983年）、《高等教育管理职责暂行规定》（1986年）、

《普通高等学校设置暂行条例》（1986 年）、《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暂行条例》（1988 年）、《幼

儿园管理条例》（1989 年）、《学校体育工作条例》（1990 年）、《学校卫生工作条例》（1990

年）、《扫除文盲工作条例》（1993年）、《教学成果奖励条例》（1994年）、《残疾人教育条例》

（1994年）、《教师资格条例》（1995年）、《中外合作办学条例》（2003年）、《民办教育促进

法实施条例》（2004年）。 

  教育部在法定权限内，制定了《中国汉语水平考试办法》、《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实施办法》、

《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等部门规章。经过几次规章清理工作，现行有效的规章有

72 项。我部制定规章紧紧围绕着教育改革发展的工作需要，例如，为促进民办教育发展，

规范民办学校管理，制定了《民办高等学校管理若干规定》、《独立学院设置与管理办法》；

为加强学校安全工作，制定了《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等。 

  二是地方层面的立法。我国各地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在立法上实行统一而又分层次

的立法体制。各地一方面坚持法制统一原则，另一方面因地制宜，结合地方实际与需要，制

定了符合地方教育规划与发展的地方性法规与规章。例如，江苏省制定了《江苏省幼儿教育

暂行条例》、《江苏省职工教育条例》、《江苏省中小学生人身伤害事故预防与处理条例》等 9

部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四川制定了《四川省义务教育条例》、《四川省教学成果奖励办法》、

《四川省社会力量办学条例》等 8部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目前，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

单列市共制定了 200多部地方性法规和规章。 

  2007年《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的通知》，明确提出

加快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法律体系。推进《教育法》、《教师法》、《职业教育法》、《高

等教育法》和《学位条例》的修订工作，适时启动《学校法》、《考试法》、《终身学习法》、

《学前教育法》和《教育督导条例》的起草工作。目前,《教育督导条例》正在加快起草进

程。 



  二、积极转变行政管理观念和管理方式，依法治教、依法行政水平大大提高 

  依法行政作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和建设社

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重要意义。国务院对推进依法行政高度重视。1999 年国务院颁布《国

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决定》，明确提出“要把依法行政作为关系改革、发展、稳定

大局的一件大事，真正落实到行政活动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2003 年上一届政府成立

后，温家宝总理明确提出做好政府工作的三项基本准则：一是科学民主决策；二是依法行政；

三是加强行政监督。2004年，国务院发布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确立了用十年

左右的时间基本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宏伟目标，进一步明确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指导思

想、基本原则和基本要求、主要任务和措施，是新时期指导各级政府和政府各部门依法行政

的纲领性文件，充分表明国务院坚持执政为民，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坚定决

心，对进一步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教育部认真落实《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决定》、《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

等有关规定，全面推进依法治教、依法行政，充分运用法制手段推进教育事业改革与发展，

努力实现教育法治。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完善工作机制。2004 年成立了部主要领导任组长的推进依法行

政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教育系统推进依法行政工作。2007 年进行了调整充实，明确下设依

法行政工作办公室和政务公开工作办公室。2005 年，印发《教育部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

工作的实施意见》（教政法〔2005〕3号），明确教育行政部门推进依法行政的指导思想、目

标、具体措施等。 

  二是，完善决策机制，推进民主决策、科学、依法决策机制的形成。2004 年印发《教

育部工作规则》，根据讨论与研究问题的重要程度，明确党组会议、部务会议、部长专题会

议集体讨论范围和制度；实行重要决策和规范性文件的法律审查制度。同时，成立了由知名

专家组成的教育政策与法制专家咨询组，为教育部重大决策和法律、法规、规章草案提出咨

询意见。 

  三是，转变政府职能，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自 2002 年来，经国务院决定，教育部

共取消审批项目 40项，改变管理方式的 5项。取消和调整审批项目总数达 45项，占项目总



数的 54.9%。2005 年，教育部发布《实施教育行政许可若干规定》（教育部令第 22 号），对

实施教育行政许可的程序、责任做出具体要求。同时，统一规范行政许可实施主体、法律文

书、专用印章、内部程序等各个环节。 

  四是，大力加强教育行政执法工作，维护正常的教育秩序。随着《行政诉讼法》、《国家

赔偿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许可法》等法律的出台和教育法律法规的逐

步完备，在进一步推动教育立法工作的同时，教育行政部门更加重视教育行政执法工作。一

些地方教育行政部门根据教育行政执法职责和任务的需要，完善相应的执法机构和队伍，保

证教育法律法规规定的执法任务落到实处。普遍加强了对学校收费和招生活动的监督，及时

查处和纠正办学活动中的违法违规行为；完善对民办学校、中外合作办学活动的指导和监督；

规范和指导留学中介服务机构，加大查处留学中介服务机构违法行为的力度，创造良好的教

育环境。 

  五是，加强政务公开，依法接受监督。为实施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范教育部政

府信息公开工作，制定了《教育部机关政府信息公开实施办法》（教办〔2008〕2号）。2004

年 8月，成立了教育政务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大力加强教育部门户网站建设，进一步加

快教育政务信息化步伐，为政务公开提供技术平台与支持。近年来重点加强了行政许可项目、

教育收费、教育重大项目招投标、干部选拔任用、高等学校办学状况、招生就业等事项的公

开工作。 

  六是，大力加强教育申诉案件和行政复议案件的处理工作，注重依法保护学生、教师、

学校以及民办学校举办者的合法权益，形成和谐的教育环境。2005 年修订《普通高等学校

学生管理办法》，对高校内部学生申诉制度进一步完善。按照《行政复议法》的规定，2003

年至 2008年 8月底，共收到行政复议申请 131件，受理并做出行政复议决定的 33件，并对

一些典型案例进行研讨和督办，取得较好的成效。 

  三、依法治校扎实推进，普法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依法治校是依法治教的重要组成部分。1999 年发布的《教育部关于加强教育法制建设

的意见》明确要求“积极推进依法治校”。2003 年，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加强依法治校工

作的若干意见》（教政法〔2003〕3号），对推进依法治校的重要意义、指导思想、工作目标、



具体措施以及组织领导进行了具体规定。2004 年在全国开展了依法治校示范学校的推荐、

评选工作，共在全国选出 158所大中小学校，作为依法治校的示范校。国务院转发的《国家

教育事业“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进一步明确和落实各级各类学校的法律地位，完善学

校法人制度，建立和完善现代大学制度。建立健全办学规范、管理有序、监督有效、保障安

全的学校内部管理制度”。依法治校工作的开展，进一步明确了学校与教育行政部门的关系，

推进学校法治理念的树立，规章制度的完善，合法权益的保护，办学效率的提高，教学秩序

的维护，具有重要意义和现实作用。在教育行政部门的指导和推动下，各级各类学校普遍依

法完善了学生学籍管理、学生申诉和权益保护的规定，建立健全学生与学校争议解决机制和

机构，规范学生申诉程序，保证了每一个学生申诉案件都能及时、依法得到处理。实践证明，

依法治校在提高学校管理水平、推进素质教育、建立现代学校制度方面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 

  按照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的要求，从 1985 年开始，教育部先后制定、实施教

育系统“一五”、“二五”、“三五”、“四五”等四个五年的普法规划工作，2006 年开

始实施“五五”普法规划。各地教育行政部门也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相应的普法规划和计

划，并通过编写普法教材、举办普法培训班、开展知识竞赛、举行教育法律宣传月等活动，

广泛深入地开展教育普法活动。“一五”普法规划实施以来，教育系统集中抓了以下工作：

一是抓住重大教育法律出台的时机，进行教育法律的集中宣传。特别是 2006 年新修订的《义

务教育法》通过后，教育部和各地采取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许多地方都是由党委、人大、

政府、政协“四套班子”组织的培训，政府各职能部门和中小学校长都参加了学习与培训。

《义务教育法》的宣传与培训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为义务教育法的顺利实施创造了良好条

件与环境。二是抓好教育行政部门领导干部、公务员和各级各类学校校长、教师的普法工作。

做到教育领域的领导干部率先学法、知法、用法，把法制教育列为教育行政干部和校长、教

师培训考核的重要内容。三是抓紧青少年学生的法制宣传教育。2002 年教育部会同有关部

委制定了关于加强青少年学生法制教育工作若干意见。2008 年，会同有关部委印发《中小

学法制教育指导纲要》。各地普遍强化学校法制教育第一课堂的主渠道作用，推进“法律进

校园”，山西、吉林、重庆、辽宁、河北等省实现法制教育计划、课时、教材、师资“四落

实”；海南、广东、云南等许多省中小学建立健全法制副校长或者法制辅导员制度。海南省

17所高校建立了法制副校长、法制辅导员制度。  



  总之，我国教育法律法规体系的不断完善和依法治教、依法行政、依法治校进程的不断

加快，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确定了国家的教育方针、教育

优先发展的战略思想，有力地促进我国教育事业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解决，对我国教育的改革

和持续、健康、科学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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