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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教育法律体系架构

法律体系是指一国全部现行法律所构成的内部和谐一

致、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而教育法律体系则是按照教育

内涵和形式将多种与之相关的法律法规组成的系统。根据

教育法律的效力和立法程序的不同，中国现行教育法律体

系架构可分为纵向架构和横向架构。

1.1 教育法律体系的纵向结构

根据不同适用范围和效力等级，纵向上将中国的教育

法律分为以下五个层级。

1.1.1 宪法教育相关条款

宪法是中国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是制

定其他法律的依据，一切法律、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

它规定了中国教育的基本目的、社会性质、结构体系、办

学体制，规定了公民拥有受教育的义务和权力，规定了宗

教与教育的彼此关系等内容，宪法主要是为教育立法提供

了法律依据，从而将宪法规定的教育原则通过教育法律予

以实施。任何形式的教育法规都不能与宪法的教育原则相

抵触，否则便是违宪。

1.1.2 教育法

由第八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在 1995 年通过的《教

育法》，它作为中国教育法律体系的第一层级，是以宪法

为基础制定的基本法律，作为教育法律体系的“母法”，

自然而然便是中国教育事业改革和发展的根本大法。它规

定了中国教育的基本性质、方针和基本原则以及教师、学生、

学校等各主体的规定等，是教育部门内部之间以及教育部

门与其他部门外在协调联系的基本准则，也是制定其他教

育法规的基本依据。

1.1.3 部门教育法

它作为中国教育法律体系的第二层级，是以宪法和教

育法为指导思想和理论依据、以及确立的原则制定编写的

单行部门法，它用于调整某类教育或教育的某一具体部分

的教育法规。根据社会主义教育需要及结合我国实际国情

进展，中国已经先后制定并实施的部门教育法分别有《学

位条例》《义务教育法》《教师法》《职业教育法》《高

等教育法》和《民办教育促进法》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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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教育行政法规

它是为了落实实施教育法和各部门单行法而制定的规

范性要求。作为中国教育法律体系的第三层级，它在立法中

主要是针对某一类教育管理事务规定进行相关的行为规则，

而非针对某个具体的事件和问题作出的详细规定。此外，对

教育法和各部门单行法未规范明确的问题，也可以由教育行

政法法规作出相关规定，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

法实施条例》等，总而言之，它是与教育法律和其他法律相

配套的。

1.1.5 地方性的教育法规

为贯彻国家的教育法律和教育行政法，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的人大或其常委会和有地方立法权的人民代表大会

及其常委会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需要而制定的规范性文

件。如〈海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办法〉等，

地方性的教育法规一般具有较强的时效性和实操性，并能根

据社会发展情况及时修正，因此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1.2 教育法律体系的横向结构
教育法律体系的横向结构是指“按照它所调整的教育

关系的性质或教育关系的构成要素不同，划分出若干个处于

同一层级的部门法，形成教育法规调整的横向覆盖面”[1]，

在现行的教育法体系框架下，例如，为明确对民办教育、高

等教育、职业教育、义务教育、教育的实施着教师以及学位

的相关规定等，中国在《教育法》这一教育基本法律的统领

下分别实施制定了《民办教育促进法》《高等教育法》《职

业教育法》《义务教育法》《教师法》《学位条例》六个部

门法（单行法），以上基本涵盖了教育相关的方方面面。

2 高度教育法规在我国教育法律体系中的意义

高等教育承载着培养高层次人才，发展尖端科技、提

高科学知识水平的重要使命，是提高社会主义现代水平的重

要能量来源，是实现人才强国、科教强国重大工程的有力保

障。经过六十多年的努力，中国已建成了一个学科门类齐全、

形式多样，涵盖从专科、本科、硕士研究生到博士研究生、

博士后教育的相互配套，具有较大规模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

体系。根据 2020 年教育部教育统计报告显示，“全国共有

普通高校 2738 所，各类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 4183 万人。高

等教育毛入学率 54.4%，比上年增加 2.8 个百分点 [2]”。

《高等教育法》作为管理指导全国高等教育系统的专

门法律，于 1998 年 8 月经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次年 1 月开始实施。23 年

前通过的这部法律，也是继《教育法》颁行之后又一部重

要的教育法律，开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法治化建

设道路，为我国高等教育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保驾护航，

“该法律是我国高等教育最具系统性、权威性和指导性的 

法律”[3]。

《高等教育法》结合了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

来我国高等教育实践发展中的宝贵经验，以及借鉴国外高等

教育发展中沉淀下来的先进经验，制定出了符合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高等教育法律法规。它明确了我国高等教育的性

质、方针和任务，规定了高等教育的设立总则，高等学校的

设立和组织活动、高等教育投入和条件保障等高等教育管理

体制以及高等学校教师和学生的权利义务等内容，充分体现

了宪法和《教育法》的基本精神，它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实现依法治教，实现人才强国、科教兴国的伟大战略具

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3 健全高等教育法规的探析

截至目前，《高等教育法》已经历经了 2015 年和 2018

年两次修订，高等教育法规已逐渐趋向完善，但是在实践中

仍存在不少问题需要进一步改善，尤其是 2019 年 10 月，王

晨副委员长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作高等教育法执法检

查报告时曾指出“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法律中的一

些规定已经与实际不相适应，需要与时俱进、不断完善 [4]”。

针对当前存在的高等教育体系不完善，学术委员会职

责牵领作用不明显等问题，建议从以下两方面继续完善。

3.1 完善中国高等教育法律体系
当前中国高等教育领域有《高等教育法》和《学位法》

两个独立平行的部门教育法规，高等教育法可看着是按照

教育层次进行的划分，而学位法是对教育中涉及到的某个具

体环节进行的明确，且学位相关工作只有高等教育才涉及，

本身应该就是高等教育的主要内容，如此对两个包含关系的

立法内容进行独立平行制定法律容易造成主次不分，且高等

教育法和学位法分属于两个不同部门管理，更容易造成多头 

管理。

因此建议考虑在《高等教育法》立法修正中将“学位

条例修订”或者“学位法立法”相关内容在《高等教育法》

中体现并明确，或者是单设“学位”一章，这样更利于清晰

立法界面、节约管理资源。

3.2 明确学术委员会的牵领作用
《高等教育法》第四十二条明确了高等学校设立学术

委员会审议学专业设置、教学、科学研究计划方案、调查、

处理学术纠纷等职责，但在实践中，除了设立学术委员会之

外，高等院校还设有教学委员会和学位委员会。这三者的关

系并没有相关法律的明确规定，导致有些高校呈现的是并列

关系，有些高校呈现的是上下关系，如果采取上下关系，这

显然更符合高等教育法的相关要求；如果采取并列关系，学

位委员会及教学指导委员会与学术委员会之间的权力边界

不明确，容易导致越权或者混淆的现象，从而相应的要求无

http://www.moe.gov.cn/s78/A02/zfs__left/s5911/moe_620/tnull_318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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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实施。因此，为避免造成不同委员会之间的定位混淆，有

必要统一制定规范，用于突出强调学术委员会作为校内最高

学术机构，充分明确在高校的教学、学风、学科等方面的决

定作用。

因此建议考虑在《高等教育法》立法中明确学术委员

会的牵领作用，其他专业委员会则从属于学术委员会，这样

更利于进一步发挥学术委员会核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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