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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社会转型与办学体制创新》是本人主持的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课题的研究成果。
参加本课题研究的成员有邵文其、洪仙瑜、李云贵、管培红、金仙高、潘金珏、胡志林、王建敏等同
志，他们分别是从事幼儿、小学、中学教育管理工作的校长。
本课题组成员大多参加了“椒江教育股份制理论与实践研究”。
从1997年开始，他们大胆地迈出_r改革的步伐，对这一富有挑战性的课题进行实践探索，当“资本的
寻利性与教育的公益性”悖论还未找到政策的注释时，校长们如摸着石子过河去寻找体制上存在的不
足。
他们坚信只要有利于椒江教育的发展，有利于满足老百姓的教育需求，就要去试去闯；哪怕是坎坎坷
坷，荆棘丛生，他们忍受着切肤之痛走自己的路，五年的研究历程饱受了风风雨雨。
在风雨兼程中没有经验可直接移植，也没有现成的政策可以支撑。
这对充满改革热情的实践者来说，肩上扛着的不仅仅是校长的责任，更多的是改革中与旧体制碰撞的
种种反冲力，但校长们在这种身心负重下挺了过来⋯⋯椒江这块教育热土，的确是一个冒险者的乐园
，是一个开拓者的香格里拉。
《社会转型与办学体制创新》这一命题，是我们课题组成员长期探讨、争论不休的话题，也是我们在
改革实践中碰到的必须完成的现实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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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相对独立性。
在社会转型时期，学校有了自身的小块经济利益，学校的办学机制随即以“教育规律”加“成本一收
益法则”来运行，有了新体制的萌芽，同时，同旧体制相连的脐带又没有完全剪断，学校的性状尚未
根本转变，离一个独立的办学实体还相距甚远。
在这种情况下，学校行为既不是完全独立的，也不是完全依附于国家，而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相对”一词带有很大的伸缩性，使独立性的范畴可大可小。
一般来说，学校行为独立性的大小，取决于国家对学校扩权的多少。
　　第二，一定的执行性和一定的决策相结合。
在社会转型时期，学校行为既不是完全的执行性行为，也不是完全的决策性行为，而是一定的执行性
和一定的决策性相结合的教育行为。
这是因为在社会转型期间，还没有实现完全的政校职责分开，国家虽然对学校扩大了自主权，但仍然
能够在许多重大决策上干预学校的办学行为和日常管理。
　　第三，有限的开放性。
在社会转型时期，学校行为既不是完全封闭的，也不是完全开放的，而具有有限的开放性。
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以后，学校有一定的招生自’主权，可以在一定范围内面向市场，根据市场需要
办学，并在完成国家的招生计划任务后参与“国有民办”的管理和部分自筹经费的招生。
在这个范围内，学校是对外开放的。
但是，学校又没有形成一个全面开放的系统。
由于国家干预学校的办学和管理，采用行政手段下达指令性计划，学校还不能完全独立自主地从事教
育教学活动。
学校只能在国家允许的范围内实现有限制的部分开放。
　　第四，学校行为的短期性。
在社会转型时期，由于学校自主权的扩大，学校这一教育主体的利益追求被合法化；同时，对利益的
强调也快速地强化了利益的个体化，社会个体在教育行动领域中更趋于从自身利益的角度来作出选择
。
这些因素在客观上促使学校行为存在两种并存的趋势：一是学校教职工要求尽可能提高工资、奖金和
福利待遇；二是学校要求扩充招生规模，求得自身发展。
两者的交互作用，必然导致办学主体对经济利益的过分追求，致使部分学校和个人不顾办学条件具备
与否，只顾眼前利益而不顾整个社会的长远需求，盲目办学。
其结果自然是教育资源的配置失当、教育质量的难以保证和教育失序的产生。
　　社会转型期学校行为的这些特点，一方面能产生合理的学校行为，另一方面又必然导致学校普遍
的异常行为和教育失序，诸如学校的扩张冲动、相互攀比、追求短期行为、学校领导追求行政级别的
提升、学校追求行政建制的升格，等等。
学校之所以产生异常行为，主要在于：由权力中心供给的教育制度体制尽管受到学校对教育制度体制
创新需求的影响，但不能决定教育制度体制的意愿供给。
学校在执行权力中心供给的教育制度体制时，常常会使实际教育制度体制供给偏离意愿教育制度体制
供给，这为教育失序提供了生存的空间。
主要表现在：学校的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决定其对教育制度体制的需求与权力中心供给的教育制度体
制存在着较大差异，而目标的差异必然会导致学校的教育制度体制需求与教育制度体制供给的不一致
性；当学校对教育制度体制的需求与权力中心的意愿教育制度体制供给不一致时，学校常常会对权力
中心供给的教育制度体制作出符合其自身利益的理解，以机会主义的态度实施权力中心供给的教育制
度体制。
这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做法常常使实际教育制度体制供给偏离意愿教育制度体制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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