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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生与抉择》

内容概要

　　民办教育的发展在短短的三十年间，取得了如此巨大的进步和发展，是与民办教育的法制建设息
息相关的。同时，民办教育的法制建设是建立在民办教育的实践基础上，并随着民办教育的不断实践
和发展逐步完善起来，并为民办教育的发展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叶齐炼编写《重生与抉择：中国民
办教育法制建设》的目的是研究自改革开放以来，民办教育法制化的进程，探讨民办教育法制化进程
的得失，为今后民办教育的进一步法制化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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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言第一章  中国私立教育发展的历史  第一节  中国古代私学的发展    一、先秦、秦朝时期    二、汉魏
晋南北朝隋唐时期    三、宋元明清时期    四、中国古代私学的历史作用  第二节  中国近代私立教育    一
、教会学校    二、国人自办私立学校  第三节  中华民国时期(1911—1949)私立教育    一、中华民国时期
教会教育的发展    二、中华民国时期国人自办教育的概况  第四节  新中国成立后(1949—1956)私立教育 
  一、私立教育的发展    二、私立教育的管理和改造第二章  民办教育法制建设的背景、基本概念与理
论  第一节  我国的法制建设    一、中国奴隶制社会的法制    二、中国封建社会法制的发展    三、半殖民
地半封建社会的法制    四、新中国的法制体系  第二节  我国的法律体系和教育法律体系    一、我国的
法律体系    二、我国的教育法制体系  第三节  民办教育法制建设的背景    一、政治体制的改革    二、经
济体制的改革    三、科技体制的改革    四、教育体制的改革  第四节  教育功能的新认识    一、教育是提
供公共产品的特殊行业    二、教育是提供准公共产品的特殊产业    三、教育是提供私人产品的特殊产
业  第五节  三个基本概念    一、社会力量办学    二、私立教育和私立学校    三、民办教育和民办教育机
构第三章  民办教育法制建设的初始阶段——法律地位的确定  第一节  民办教育兴起的状况    一、催生
民办教育的直接因素及早期发展状况    二、民办教育早期发展特点  第二节  民办教育法律地位的确立   
一、《宪法》赋予了公民和社会组织办学的权利    二、确立了民办教育的地位    三、行政法规对民办
教育的规范    四、国务院的政策法规对民办教育的规定  第三节  地方性民办教育政策法规    一、北京
市    二、贵州省    三、山东省    四、上海市    五、海南省  第四节  民办教育法制建设初始阶段的成绩和
不足    一、取得的成绩    二、存在的不足    三、困扰民办教育法制建设的问题第四章  民办教育母法的
确立  第一节  民办教育的规模与特点    一、民办教育的快速发展阶段    二、民办教育发展的状况和特
点    三、民办教育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第二节  《教育法》    一、民办教育的母法    二、部门规章对民办
教育的规范    三、社会对民办教育法制建设的关注  第三节  地方立法    一、地方性法规与政府规章    二
、地方性立法解决的主要问题第五章  专门法规治理的阶段  第一节  民办教育的发展    一、基本概况    
二、存在问题  第二节  民办教育的国家法规    一、民办教育的国家政策法规    二、《社会力量办学条
例》的法学意义  第三节  地方立法    一、地方立法概况    二、地方立法的特色  第四节  民办教育专门法
规的局限    一、“社会力量办学”概念的局限性    二、强化了“管理”，弱化了与公办教育同等的法
律地位    三、未解决民办教育管理体制的矛盾    四、合法权益难以保障    五、征收各种税费阻碍其发
展    六、与有关法律的冲突第六章  民办教育的理论探讨  第一节  立法的时机、法律的名称    一、立法
能否促进民办教育的发展    二、法律名称及适用范围的确立  第二节  立法的必要性、法律的调整范围   
一、立法的必要性    二、法律的调整范围    三、界定“民办教育”  第三节  调整民办公办学校及政府
之间的关系    一、公办学校与民办学校    二、转制学校、假民办学校与假公办学校    三、政府和民办
学校的关系  第四节  关于投资与回报    一、“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理解    二、学校产权的划分    三、学
校收费标准的规定    四、投资回报的尺度    五、投资的模式第七章  国外私立教育立法的借鉴  第一节  
国外私立教育    一、国外私立教育发展的概况    二、国外私立教育发展的趋势  第二节  国外私立教育
立法概况    一、法国《国家与私立学校关系法》    二、日本有关私立学校的法规    三、韩国《私立学
校法》  第三节  国外私立教育法制建设的借鉴意义    一、国外私立教育立法宗旨与行政管理    二、国
外私立学校、学校法人的设立与撤销    三、国外私立学校的校内管理    四、国外私立学校经营者、校
长、教师资格及社会保障    五、国外私立学校校产及财务管理    六、国外私立学校的赞助    七、给我
国民办教育立法的启示第八章  民办教育的国家立法  第一节  《民办教育促进法》的审议    一、名称的
变更和立法宗旨    二、法律调整对象的确定    三、授权国务院制定营利性的培训机构管理办法  第二节 
民办教育的公益性问题    一、民办教育的公益性与合理回报的关系的表述    二、第一次审议时的争议   
三、“合理回报”与“适当补偿”的争议    四、第三次审议时的争议    五、最终形成的法律规定  第三
节  对民办教育的管理与民办学校办学自主权    一、内部管理体制    二、办学自主权    三、“亲属回避
制度”    四、救济途径  第四节  民办学校产权    一、产权归属的规定    二、法人财产权    三、财产处理
权  第五节  教师与受教育者的合法权利    一、对民办学校教师、受教育者合法权利的规定    二、建立
受教育者权利申诉制度  第六节  广泛征求社会对草案的意见    一、立法调研    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
注第九章  民办教育法制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第一节  民办教育的新发展    一、民办教育新的发展状况    
二、民办教育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第二节  民办教育的国家立法《民办教育促进法》    一、民办教育国
家立法的进程    二、《民办教育促进法》的主要内容    三、《民办教育促进法》的意义    四、《民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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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促进法》存在的不足  第三节  民办教育的国家行政法规——《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    一、
《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的立法任务    二、立法过程    三、对民办教育发展的积极影响    四、存
在的不足  第四节  民办教育的地方立法    一、《民办教育促进法》颁布后的地方立法    二、地方立法
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不足第十章  对我国民办教育法制建设的总结  第一节  民办教育法制建设进程中解
决的问题    一、明确了民办教育的公益性目的    二、规范了行政管理体制    三、规范了民办学校的内
部管理体制    四、明确了民办学校存续期间的产权  第二节  完善民办教育法制化建设建议    一、继续
完善民办教育的立法，促进民办教育的健康发展    二、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宏观调控    三、规范和完
善民办学校的内部管理体制    四、充分落实民办学校的办学自主权，促使民办学校依法办学    五、积
极培育社会中介组织参与对民办教育的管理结语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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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办教育的发展在短短的三十年间，取得了如此巨大的进步和发展，是与民办教育的法制建设息息相
关的。同时，民办教育的法制建设是建立在民办教育的实践基础上，并随着民办教育的不断实践和发
展逐步完善起来，并为民办教育的发展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叶齐炼编写《重生与抉择——中国民办
教育法制建设》的目的是研究自改革开放以来，民办教育法制化的进程，探讨民办教育法制化进程的
得失，为今后民办教育的进一步法制化提供借鉴。

Page 5



《重生与抉择》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