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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法律关系的含义及其界定
□蒋少荣

本
文认为, 要科学地界定教育法律关系, 必须清楚

地认识教育法律关系的特殊性, 认识清楚教育

法律关系究竟是在哪个层面上提出的, 其特殊

性表现在哪些方面, 究竟是什么。它与同类法律关系相

比, 要获得对教育法律关系含义的科学知识, 还必须清

楚地认识教育关系与其他法律关系, 如与刑事法律关

系、合同法律关系、侵权法律关系和行政法律关系等的

关系。

一、教育法律关系的特殊性

教育法律关系作为一类特殊的法律关系, 其特殊

性表现在法律关系客体的特殊性上。与其他的法律关

系不同, 教育关系的客体包含教育性行为。所谓教育性

行为, 就是指行为结果影响教育活动的组成要素的行

为。教育活动的基本组成要素有教育目的、教育者、教

育内容、受教育者、教育环境和教育结构。所以, 所谓

的教育性行为也就是其行为结果会影响教育目的、教

育者、教育内容、受教育者、教育环境和教育结构的行

为。教育性行为根据行为主体与教育活动基本组成要

素之间的关系可分为两种基本类型, 分别为直接教育

性行为和间接教育性行为。直接教育性行为指行为结

果会对教育活动基本组成要素产生直接影响的教育性

行为。例如, 教师的教学活动、教育机构聘任教师的行

为、招生行为等教育性行为, 都会直接影响教育性活动

的一个或几个基本组成要素, 是直接教育性行为。间接

教育性行为指行为结果会对教育活动基本组成要素产

生间接影响的教育性行为, 间接教育性行为通过影响

直接教育性行为对教育活动基本组成要素产生影响。

例如, 国家教育行政机关依据义务教育法审查义务教

育教材的行为就是合法的间接性行为, 如果社会组织

和个人对教育机构实施非法干涉, 则这种干涉行为就

是不合法的间接教育性行为。

客体包含教育性行为是教育法律关系不同于其他

法律关系的根本特点。这一特点能够将教育法律关系

同其他法律关系区分开来。教育法律关系从根本上讲,

要实现法律对教育领域的社会关系的调整, 实现国家

对教育的控制。以教育性行为为客体的法律关系, 确定

了教育性行为的主体、教育性行为主体的权利和义务。

通过确定教育性行为的主体、权利和义务 , 国家就在相

当大的程度上通过法律决定了谁从事教育, 如何从事

教育, 从而实现了国家对教育的控制。所以说, 客体包

含教育性行为的法律关系能够实现法律对教育领域的

社会关系的调整, 并实现国家对教育的控制。

教育法律关系的特殊性不体现在法律关系主体的

特殊性上。从表面上看, 学校、教师、学生和教育行政

机关等法律关系主体与教育有较大的关系。所以, 人们

常常容易产生一种误解, 以为这些法律关系主体参加

的法律关系就是教育法律关系。实际上, 学校、教师、

学生和教育行政机关等经常参与的法律关系并不总是

教育法律关系。这些法律关系主体参加的有相当一部

分不包含教育性行为, 不会对教育活动组成要素产生

影响 , 不会实现国家对教育的控制, 从而不属于教育法

律关系。例如, 如果一个学校与生产教具的厂家签订一

项购销合同, 则建立在该合同之上的法律关系只是普

通的民事法律关系而不是教育法律关系, 实现的是法

律对商品交换领域的社会关系调整而不是对教育领域

的社会关系的调整, 实现的是国家对商品交换的控制

而不是对教育的控制。再如, 如果一个教师因故意杀人

而触犯刑法, 在公诉人和该教师之间就结成了刑事法

律关系而不是教育法律关系, 应由刑事诉讼法而不是

由教育法调整。这种刑事法律关系不包含教育性行为,

不能实现法律对教育领域的社会关系的调整和国家对

教育的控制。

教育法律关系的特殊性也不体现在法律关系性质

上。从性质上看, 教育法律关系包含多种性质的法律关

系。教育法律关系既包括法律关系主体权利义务不对

等的行政性质的法律关系, 又包括法律关系主体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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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对等的民事性质的教育法律关系。例如, 在教材审

查中, 教育行政机关与学校结成的教育法律关系就是

行政性质的教育法律关系。在这一法律关系中, 教育关

系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是不对等的。其中, 教育行

政机关只享有审查教材的权利, 而不用履行义务, 学校

则只履行义务, 而不享有权利。在受教育者交费就读于

社会力量举办的教育机构中接受教育时, 双方结成的

法律关系就是民事性质的。在这一法律关系中, 教育机

构有教育受教育者的义务, 同时也有权利收取相当于

教育成本学费的权利, 受教育者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交

费的义务, 双方的权利义务对等。

教育法律关系的客体包含教育性行为, 并不等于

教育法律关系的客体只包含教育性行为。教育法律关

系的客体还包含除教育性行为以外的其他法律关系客

体。例如, 在受教育者交费就读于社会力量举办的教育

机构中接受教育时, 双方结成的法律关系的客体就不

只包含教育性行为。除教育性行为外, 这一法律关系的

客体还包括学费。

二、教育法律关系与其他法律关系的关系

要正确理解教育法律关系的含义, 不但应该理解

教育法律关系的特殊性, 还应理解教育法律关系与其

他法律关系的关系。

教育法律关系与行政法律关系的关系。教育法律

关系与行政法律关系之间的关系从性质上讲, 是交叉

性的。行政法律关系是国家机关与其行政行为的相对

人之间结成的一种以行政权力为其主要内容的法律关

系。行政法律关系有两大特点: 其一是其成立上的法定

性, 或叫他治性。行政法律关系与民事法律关系不同,

它不是由当事人的意志表示为设定的, 而是由法律直

接规定的。法律关系任何一方主体都无权决定其权利

义务。其二是其权利义务关系上的不对等性。在行政法

律中, 行政机关一方只享有权利, 不履行义务, 相对人

一方则只履行义务, 不享受有权利。教育法律关系中有

相当一部分法律具有行政法律关系的特点, 属于行政

法律关系。教育法律关系与行政法律关系是交叉的, 二

者交叉形成的法律关系是教育行政法律关系, 教育行

政法律关系兼具教育法律关系和行政法律关系的特

点。从法律关系本质角度讲, 它的客体包括教育性行

为。从法律关系的产生和权利义务关系上讲, 教育行政

法律关系具有法定性和权利义务不对等的特点。

教育法律关系与合同法律关系的关系。教育法律

关系与合同法律关系之间也存在着交叉。合同法律关

系是民事法律关系的一种, 它是指法律关系主体经由

意思表示设立的民事法律关系。合同法律有两大特点:

其一是法律关系产生上的意思自治的特点。合同法律

关系不是由法律直接规定的, 而是由法律主体的法律

行为设定的。法律关系的主体、客体和内容都取决于法

律双方主体的约定。法律关系主体可以自由处分自己

的权利义务, 基本不受法律约束。其二, 此类法律关系

双方主体的权利义务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对等的 (赠与

合同关系除外 )。合同法律基本是交易性质的, 法律关

系的双方主体都享有权利并履行相当的义务。在教育

法律关系中, 也有相当一部分法律关系从性质上讲属

于合同法律关系。教育法律关系与合同法律关系的交

叉形成了教育合同法律关系。教育合同法律关系既有

教育法律关系的特点, 即客体包含教育性行为, 又具有

合同法律关系的特点, 即产生于法律关系主体的意思

表示行为并且权利义务对等。

教育法律关系与侵权法律关系的关系。侵权法律

关系是指公民或法人的法定权利受到侵害以后, 在侵

权主体和法定权利受到侵害的法律关系主体之间发生

的法律关系。侵权法律从性质上讲是保护性的, 不同于

由法律予以直接规定的调整性法律关系。侵权法律关

系的作用主要在于对受到破坏的调整性法律关系进行

法律上的救助, 以实现法律关系主体的合法权或对其

受到侵害的权利进行法律上的补救。侵权法律关系可

分为两类, 分别为行政侵权和民事侵权。侵权法律关系

是法定的教育关系遭到破坏后的法律结果, 侵权法律

关系可以弥补被破坏的教育法律关系。侵权法律关系

是教育法律关系的一个重要制度保障。如果教育法律

关系受到破坏时, 没有相应的侵权法律关系作为保障,

教育法律关系则不能切实地实现。

教育法律关系与刑事法律关系的关系。刑事法律

关系是指法律关系主体触犯刑法以后, 该法律关系主

体和公诉人 (有时也可以自诉, 但刑事诉讼一般由公诉

人提起)之间结成的法律关系。刑事法律关系从性质上

讲也是保护性的, 对受到破坏的正常社会关系进行补

救。教育法律关系受到严重破坏后, 其法律上的结果就

是刑事法律关系。刑事法律关系也是一种补救受到破

坏的教育法律关系的法律关系, 是教育法律关系的制

度保障。刑事法律关系对维护正常的教育法律关系, 维

护符合国家意志的教育社会关系, 起着不可缺少的保

障作用。

蒋少荣,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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