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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公益诉讼

———受教育权的诉讼保护路径探析

◆何恺欣

(广西大学法学院, 广西 南宁５３０００４)

【摘要】诉讼通常被认为是合法权益被侵害时用以救济的最终防线,在教育领域同样适用.教育公益诉讼有助于我国

教育法律体系的构建与完善,进而推进教育制度改革,促进我国教育体系的良性发展.当前,正值教育法典被我国纳

入立法工作计划之际,可以参照已有的公益诉讼立法基础、教育单行法中的相关规定以及教育诉讼司法实践经验对教

育公益诉讼进行初步构建.在教育相关法中增设各种类型的教育公益诉讼的条文,并通过司法解释明确立法论证与

程序设计,调剂好教育公益诉讼与其他公益诉讼间的关系并处理个中衔接,从而构建出系统、具体的教育公益诉讼制

度,加快教育体系的建设,助力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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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２０１２—２０２１年十年间，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建档立卡

贫困家庭学生的辍学人数大体上呈下降的趋势，全国中、小

学教育入学率与巩固率均维持在９９．８％以上。 以 N 市为

例，从２０１３年开始，N市(包含下辖区县)学前三年毛入园

率逐年增加，至２０２１年增加到了７．９３％，九年义务教育巩

固率总体也呈上升趋势，至２０２１年增加到了７．９４％。 高中

阶段毛入学率同样也在逐年增加，但上述三个教育阶段的入

学率与巩固率仍未达到１００％。 这表明单从 N 市来看，接

受学前教育及完成九年义务教育的适龄儿童并没有达到《义

务教育法》所规定的预期标准，适龄儿童能否完成相对应的

教育阶段以及其受教育权的完整实现，仍然受到诸如地区经

济发展水平不平衡、教育资源分配不均、适龄儿童的家庭状

况及其父母存在单一化、扁平化、浅显化的教育观念等因素

的制约。 其中相对典型与突出的是父母疏于子女入学的问

题以及学校、老师等主体违反“双减”政策，妨害适龄儿童

完整享有受教育权的问题。

诉讼救济路径是为适龄儿童受教育权提供后盾保障的最

后一道防线，以受教育权为核心的教育法律体系在我国已有

相应的建立基础和长足发展，但由于受教育权本身内涵与外

延的特殊性，导致教育领域的公益诉讼程序应当以何种方式

推进，仍然缺乏确定、系统的构建模型。

一、受教育权诉讼保护路径的现实困境

(一)受教育权的法律性质及其可诉性

受教育权是由宪法确定的基本权利，但是受教育权不仅

仅是公民的基本权利，还是一项社会权利。 受教育权法律

关系不仅是宪法法律关系，还应该包括行政和民事层面的内

涵，这样区分层面和类型不仅因为受教育权本身就具备多种

形式，更重要的是借以确定当它受到侵害时，应当采取何种

救济方式和侵权责任。 宪法因其根本性、概括性与原则性

决定了司法裁判时法官不能援引宪法条文作为裁判依据，但

这并不代表受教育权不具有可诉性。 相反，宪法基本权利

需要规范化、具体化的配套法律体系实现当本身受到妨害时

的法律救济。《义务教育法》的颁布，规定适龄儿童必须接

受义务教育，将义务教育的公益性从立法层面确立了下来，

国家强制力在此过程中起到了保障作用，进一步明确了义务

教育是一种由国家强制力保障推行的公益事业。

(二)现实的泥潭——教育诉讼形式

我国《义务教育法》与《未成年人保护法》均规定父母

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履行监护义务，保障未成年人接受并完

成义务教育，不得使接受义务教育的未成年人辍学。 教育行

政部门有权对于不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法定监护人进行批

评教育或采取行政处罚。 但受教育权的救济途径局限于此，

并没有法律对何种主体有权将不送子女上学的家长诉诸人民

法院以寻求司法救济，更遑论制定了相对完整的用以配套实

施的诉讼程序。 在实践中，并非没有过相关部门及社会团体

将此类父母诉诸法院，申请人民法院以强制执行的方式，督

促家长或者其他监护人送子女上学接受义务教育的情况。 例

如，２０２１年１月，西宁市湟中区田家寨镇人民政府法院将一

对不送女儿上学的家长告上了法庭。 父母因正在就读初三的

女儿成绩不理想，将她带走一起出去打工，长达一学期。 有

关部门在了解这一情况后曾多次尝试与该家长沟通调解，但

对方态度恶劣，丝毫没有认识到不送子女上学是违法行为。

沟通无果，有关部门和组织为保证学生的受教育权不受侵

害，遂将向人民法院起诉家长，最终经法官的庭前调解，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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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方才明白自己的错误所在，女儿最终得以重返校园。 此案

被认为是该法院承办的第一宗教育民事公益诉讼案件。

在以往类似的司法实践中，这类问题通常被分在民事诉

讼或行政诉讼领域中。 然而，原告必须与案件具有直接利

害关系是我国《民事诉讼法》与《行政诉讼法》皆明确规定

的主体适格条件，也就是说在现有民事、行政诉讼原告理论

的背景下，并不存在着与不法行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主体。

诸如乡镇村委会、教育行政机关、学校、相关法人与社会团

体，包括辍学学生的其他亲属等主体与实施这些违法行为的

家长之间，在法律上也不具有直接利害关系。 因为这些可

能提起诉讼的主体只是为了保护适龄儿童的受教育权、维持

保障九年义务教育的执行，而诉讼主体自身的权利并没有因

为那些拒不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行为受到侵害，这些主体

的私权利没有受到侵犯。 因此，无论发生在教育领域中的

诉讼是何种类型的诉讼，起诉的当事人都不是适格原告。

除了上述案件外，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而法院大多依靠

庭前调解、宣读《未成年人保护法》和《义务教育法》及对

家长进行批评教育、罚款等方式督促未将孩子送去上学的家

长积极履行监护义务，从而保障辍学儿童的受教育权，然而

这样的判决虽然合乎情理，但依旧缺乏相应完整、具体的教

育诉讼法律体系支撑。 父母应当尊重子女的受教育权，使

其按时接受、完成义务教育，同时，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权

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处于九年义务

教育阶段的绝大部分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

力人，他们的合法权益应当由法定监护人予以保障。 但如

果充当保护者角色的父母矛头转变为侵害者，原本应当被保

护的受教育权遭到了监守自盗的威胁，适龄儿童受教育权的

保障更无从谈起。

二、教育公益诉讼概念辨析

(一)公益诉讼

公益在概念上与私益相对应，其本意为社会公共利益或

者公共利益事业公益提供保护，可以反映出法治的发展程

度，而通过诉讼方式维护公益是现代社会的鲜明特征。 私

益诉讼顾名思义，是指具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主体为了保护个

人的私益而提起的诉讼，与公益诉讼最大的区别在于私益诉

讼其出发点和归宿均是维护个人利益。 公益诉讼则是与私

益诉讼相对称而存在的，是指依照法律规定的主体，为了维

护国家或社会公共利益，针对违法行为而向法院提起的诉

讼。 公益诉讼的原告不一定与案件具有直接利害关系，提

起诉讼的主体并不特定。

(二)公益诉讼法律制度发展沿革与现状

我国现行的民事与行政两大诉讼法已通过修订，先后将

公益诉讼制度在法律层面确定下来，并且具有相应的司法解

释对司法机关在审理公益诉讼案件时所需执行的详细流程与

各项规定作出规定。 这现行法对于我国受教育权的诉讼保

护路径提供了法理导引和构建参考。

表１　我国公益诉讼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梳理

颁布年份 法律文件 条款与内容 阶段意义

民事公益诉讼领域

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２４日 «民事诉讼法»

第５３条:明确在环境保护、消费者权

益保护等领域,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

关组织在发现损害公共利益行为时可

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民事公益诉讼首次在我国以法律的

形式确定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１７日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等

六部法律

第１０６条:相关组织和个人在未成年

人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可以代为起

诉,其中涉及公共利益的,人民检察院

有权提起公益诉讼

进一步明确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等六

个领域发生涉及危害公共利益的事

件后,可以由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

诉讼,但仍缺乏具体诉讼程序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３日修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两高”«关

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等司法解释

第２８２~２８９条:包含提起民事公益诉

讼的条件、管辖、调解等具体程序内容

为人民法院审理民事公益诉讼案件

提供了确定的程序要求,标志着我

国民事诉讼法律制度走向成熟

行政公益诉讼领域

２０１７年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２５条:在生态环保、资源保护、食品

药品安全等领域,人民检察院依职责

可以对侵害公共利益的行为提出检察

建议,在行政机关怠于履行职责时,人

民检察院可以依法提出诉讼

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在法律中正式确

定,同时明确行政公益诉讼的主体、

受案范围、前置程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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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公益诉讼背景下的教育公益诉讼

教育的本质是培养人才，作为一项公益事业可以从侧面

反映出我国的综合实力。 公民是教育事业的受益者，同时

更是贡献者。 诉讼作为权利救济最后的防线，对于受教育

权来说亦是如此，建立教育公益诉讼制度符合时代特征，也

顺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 教育公益诉讼可以被解读为公

益诉讼在教育领域的本地化表现，它与我国各项已被法律确

定的公益诉讼相类似，应当从法律的角度加以构建和规制。

由于受教育权的双重属性，需要在保护私益实现的同时保护

国家和社会利益，教育公益诉讼不仅可以基于已给当事人造

成实际损害而成立，还可以成立于存在损害发生的可能、尚

未给当事人造成实际损害的案件中。 教育公益诉讼是公民

受教育权诉讼保护中相对合理的路径，在起诉主体、条件、

目的、所救济的权利与其他公益诉讼并无本质区别。 具体

而言，是指依法有权提起诉讼的主体对发生在教育领域内违

反宪法和教育法律法规，从而对国家及社会公共利益产生危

害的行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审理裁判的诉讼

制度。

三、我国教育公益诉讼的构建

(一)教育公益诉讼的立法方式

构建教育公益诉讼制度，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立法上的问

题。 ２０２１年，我国已将教育法典的编纂工作纳入２０２１年度

立法工作计划中。 目前，采用以受教育权为核心，参照

《民法典》总—分结构进行教育法典的思路设计已在学术界

达成共识。 笔者认为，教育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可以参照

现有《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具体规定，在教育法典中铺设单

独一章法律责任，对教育公益诉讼的原则加以规定，同时出

台司法解释，就教育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受案范围、管

辖、证据、调解等程序问题进行具体规定。

(二)使教育行政执法与教育公益诉讼紧密衔接

诉讼是保护受教育权行使、保障九年义务教育制度实行

的重要绳索。 然而诉讼保护路径仅是最后防线，并不能取

代学校、教育行政机关、教育机构等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和

参与。 教育行政执法仍是保障失学儿童快速复学最便捷的

途径。 诉讼路径往往周期长、成本高，若一味追求通过诉

讼路径来解决问题，很可能会适得其反，影响适龄儿童的受

教育权。 试想，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受教育权遭到侵

害，无法与同龄人一般按照正常的时间与流程接受教育、完

成学业本就会对个人的成长路径的产生不利影响，如果因为

过长的司法流程导致失学儿童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及时救

济，那么教育公益诉讼将会背离初衷，适得其反。 因此，

负有监督、管理职能主体，如学校、失学儿童家庭所在地的

有关部门与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共同参与，让受教育权的

行政保护、社会保护与诉讼司法保护形成有效衔接，使教育

公益诉讼与其他救济手段形成合理、高效的权益保护有机

整体。

四、结束语

受教育权的保护对于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意义尤为重

要，建立教育公益诉讼制度符合时代特征，同时，也顺应了

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 我国各领域中现行的公益诉讼制度

与域外公益诉讼经验都给教育公益诉讼的建立提供了理论引

导和经验参考。 显而易见的是，保护适龄儿童、青少年的

受教育权免于侵害，保障九年义务教育制度的实行，保护社

会公众的利益，推进我国教育事业的建设，需要各方主体与

多种救济手段一同携手为其保驾护航。 笔者认为，当前建

立教育公益诉讼的需求较为迫切，可以先从最棘手、突出的

问题切入，借鉴我国其他领域的单行法中有关公益诉讼规

定。 在教育法典的编纂中法律责任一章增设若干条款，明

确规定各种类型的教育公益诉讼制度，通过司法解释教育公

益诉讼的具体程序加以设计，协调处理好教育行政公益诉讼

与教育民事公益诉讼之间的衔接，以形成一套有机联系的教

育公益诉讼制度，推进我国教育体系的建设，促成教育事业

的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１]李卫国．教育公益诉讼的法理解析与制度完善[J]．广西社会科学,

２０２２(０２):１２Ｇ２０．

[２]崔玲玲．教育公益诉讼:受教育权司法保护的新途径[J]．东方法

学,２０１９(０４):１３８Ｇ１４９．

[３]尹力．教育公益诉讼:受教育权利司法保障新进展[J]．教育理论与

实践,２００８(２８):２０Ｇ２４．

[４]周航．受教育权民事救济的类型化研究[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

育科学版),２０２１,３９(０６):８８Ｇ９８．

[５]任海涛．教育法典分则:理念、体系、内容[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２０２２,４０(０５):６３Ｇ７６．

[６]张睿哲,王梦飞．教育行政公益诉讼探析[J]．华北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１,２１(０３):１１Ｇ１６．

[７]吴燕,余莉,顾丽琛．未成年人检察公益诉讼新领域探索的实践与

思考———未成年人保护法视域下的路径选择[J]．中国检察官,

２０２１(０５):６６Ｇ６９．

[８]孙霄兵,刘兰兰．论以受教育权为核心制定教育法典[J]．华东师范

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２０２２,４０(０５):８Ｇ１６．

[９]祁占勇．学前教育阶段受教育权实现的国家限度研究[J]．湖南师

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２０１９,１８(０３):５７Ｇ６２．

[１０]范履冰．我国教育公益诉讼制度的建构探析[J]．现代法学,２００８

(０５):１５９Ｇ１６６．

作者简介:

何恺欣(１９９４－),女,汉族,辽宁锦州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http://www.tcpd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