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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视角下的高校管理》

内容概要

《行政法视角下的高校管理》以教育、民主、法治的关系研究为出发点，对高等学校的管理问题进行
了系统的研究，主要内容包括：我国的教育行政法，高校和政府的法律关系，高校章程的法律研究，
高校章程的制定程序，高校学生管理的法律研究，高校教师管理的法律研究，高校后勤管理的法律研
究，高校的法律责任及司法监督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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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高校的教育行政法研究第一节 我国的教育行政法一、教育行政的产生和发展二、教育行政体
制的不同模式三、我国的教育行政体制第二节 我国的教育行政法律关系一、法律关系的含义及特征二
、教育法律关系的含义及特征第三节 高校和政府的法律关系一、政府的概况二、现代政府与学校的关
系三、政府与高校关系的不同种类四、我国政府与高校关系中存在的现实问题五、政府与高校关系的
理想模式第四节 教育行政管理法治化的价值及其发展一、教育行政管理的价值二、教育行政法治化的
价值三、我国教育行政法治的发展历程四、教育行政管理发展的必要性五、我国教育行政法治发展的
方向第二章 高校章程的法律研究第一节 高校章程概论一、高校章程的定义二、高校章程的意义三、
高校章程的特征第二节 高校章程的历史沿革一、我国高校章程的历史沿革二、国外高校章程的历史发
展第三节 高校章程的主要内容一、高等教育法的规定二、国外高校章程的基本内容三、国内高校章程
的主要内容四、我国高校章程应该具备的内容第四节 高校章程的制定原则一、高校章程制定原则的概
论二、高校章程制定应该遵守的基本原则第五节 高校章程制定主体的主体资格一、有关我国高校章程
制定主体的几种观点二、国外高校章程制定主体三、我国高校章程制定主体及制定权的实施方式第六
节 高校章程的制定程序一、高校章程制定中存在的问题二、我国高校章程制定程序的实践三、我国高
校章程制定程序的理论探讨第三章 高校的法律地位研究第一节 学校的权能分析一、学校的权利义务
二、公办学校与民办学校的界定三、公办与民办学校不同的法人制度与法律关系第二节 学校的法律地
位一、公立学校的法律地位二、私立学校的法律地位第三节 我国高校的法律地位一、我国现行法律关
于高校法律地位的规定及缺陷二、国外关于高校法律地位的规定三、明确高等学校的行政主体地位第
四章 高校学生管理的法律研究第一节 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一、学校与学生法律关系概述二、学校
与学生法律关系的典型观点三、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第二节 高校对学生的管理权一、高校对学生管理
权的法律规定及缺陷二、高校管理权的特征、内容及性质三、高校学生管理权与学生私权的冲突第三
节 高校对学生管理权的监督及完善一、高校管理权的监督二、高校管理权的完善第五章 高校教师管
理的法律研究第一节 教师的法律地位一、教师的权利和义务二、高校教师的法律地位第二节 教师与
高校、学生的法律关系一、教师与高校的法律关系二、教师与学生的法律关系三、相关案例分析第三
节 高校教师管理制度的完善一、完善高校教师管理的法律制度二、规范发展教师申诉制度三、在管理
中贯穿“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第六章 高校后勤管理的法律研究第一节 高校后勤管理社会化概述
一、后勤社会化的内涵二、学校后勤社会化的基本特征三、后勤社会化的必要性与意义第二节 高校后
勤社会化的法律关系分析一、后勤产业的经济关系二、校内市场与校外市场的关系三、服务双方的契
约关系第三节 高校后勤社会化的架构一、后勤社会化的三个阶段二、后勤社会化的运行机制第七章 
高校的法律责任及司法监督研究第一节 高校的法律责任一、法律责任的内涵及分类二、法律责任的构
成要件及免责条件三、我国教育法确定的法律责任第二节 高校管理的司法监督研究一、对高校管理行
为进行司法监督的可行性二、把高校管理行为纳入司法监督的重要意义三、对高校管理行为司法监督
的判断标准四、对高校管理行为司法监督的具体内容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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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而我国的法律又没有对所有者、经营者与管理者进行区分，这就使得公立学校在参与民事活动时，无
法独立地承担民事责任。最后在管理学校内部事务上，作为事业单位的公立学校的自主权无法真正落
实，这也导致在行政法上，公立学校的行政主体地位难以确立，学生和教师的合法权益也无法通过法
律诉讼的方式得到有效的救济。因此，公立学校的事业单位性质以及事业单位法人的定位面临着愈来
愈大的身份危机与挑战：首先，事业单位的含混性、模糊性以及不确定性，影响了大众对事业单位本
身的理解。作为事业单位和事业单位法人的公立学校，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公立学校与政府之间混沌
的关系一直是困扰高等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问题，公立学校事业单位的性质在法律上到底处于什么地
位？是何种法律主体？是民事主体，还是行政主体？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给我国公立学校的发展以及
司法审查带来了很多麻烦。公立学校能否成为真正的行政主体，能否成为法庭上的被告？公立学校应
该保持多大的自主性或独立性？如何在所谓的自由裁量权与保护广大学生、教师以及工作人员的权利
之间寻找最佳的平衡点？这些问题在法学界与教育界引起了很大的争论，但至今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
解决。其次，从事业单位内部的分化来看，随着事业单位的改革，事业单位的经费来源已经多样化，
这表明事业单位以及分化成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有的已经由原来的国家核拨经费转制为自主经营、
自负盈亏的独立法人，尽管事业单位的身份没有改变，但可以同时申请企业法人的营业执照；有的已
经摆脱了对行政机构的附属，成为相对独立的事业单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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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行政法视角下的高校管理》是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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