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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政策滞后及其社会消弭机制
一

陈 华

摘要 教育政策滞后是教育行政效率和教育问题解决过程的重要表征，它不仅受主客观因素

的影响，而且具有完整的过程意义，并且和教育政策环境存在动态联系。从过程属性看，教

育政策滞后的形成因素包括表达与传播的势力偏差、价值认识的局限性和数据信息支持的缺

失，同时受到社会、学校和制度等环境因素的影响。教育政策滞后现象的消解，需要在完善

政府决策机制的同时建立起必要的社会消弭机制，促进民间力量参与教育决策和政策实施过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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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政策滞后是教育行政系统中存在的普遍现象，也是教育行政效率和教育问题解决过

程的重要表征。如何正确认识和分析教育政策滞后现象，对于提高政府教育决策的质量和水

平以及社会对于教育政策的理解和参与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在政府决策科学化不断推进、

社会参与程度不断提高的今天，深刻认识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分析教育政策滞后的基本原

理及其消解途径，对于解决教育改革与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一、教育政策滞后的概念属性

教育政策滞后现象不仅受到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而且各种影响因素在教育政策制定

与执行过程中相互作用，并同教育政策环境建立起动态的联系。

（一）教育政策的双重滞后现象

在社会生活或学校实践中涌现出来的许多教育问题，从最初的积聚，到引起教育决策层

的重视，再到相关政策的出台和执行，都有一个过程。这就导致教育政策活动中普遍存在着

滞后现象。滞后是一个时间意义上的相对概念，指一个现象或事物与另一密切相关的现象或

事物相对而言的落后迟延所造成的一种不协调状态。教育政策滞后包含两层含义，一方面是

指教育政策相对于教育实践问题而言存在滞延，政策落后于实践，此为教育政策的供给滞后；

另一方面是指教育实践活动相对于教育政策而言存在滞延，实践落后于政策，此为教育政策

的执行滞后。这两种滞后现象是交错存在的。

（二）教育政策滞后的主客观因素

在教育政策滞后现象的背后，既有不可避免的客观因素的影响，也有可以避免或化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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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认识或利益关涉等人为因素的影响。对于两个方面的影响因素，学界现有两种解释，一

种是客观时滞论，一种是主观滞后论。客观时滞论强调，教育政策供给对政策需求的滞后反

应是不可避免的，这是由教育政策运行程序的客观特点所造成的；主观滞后论认为，教育政

策过程并非一个完全客观的过程，其中必然涉及到人的因素，教育政策的本质功能是重新界

定和分配利益，在利益的重新界定与分配中必然引起各利益群体的冲突与博弈而导致教育政

策的滞后。

（三）教育政策双重滞后的过程意义

从已有的研究框架来看，教育政策滞后研究主要集中在客观上的时滞论和主观上的利益

博弈论，是一种相对静止的影响因素分析，而对造成教育政策滞后的原因缺少过程性的原理

分析，尤其是对于通过何种方式、手段或建立何种机制来干预、消弭这种教育政策滞后，更

是缺少深入系统的研究，也就降低了理论研究成果对教育实践的指导意义。在此，需要将教

育政策滞后现象置于教育政策从制定到执行的完整过程之中，探讨和分析滞后成因，并尝试

建立相应的社会消弭机制。

教育政策制定的基本路径是遵循“从社会诉求到政府决策这样一个基本过程（所谓问计

于民和收集民意）”，教育政策执行的基本路径是遵循“从政府到社会的路径”，“是把政府有

关的意图、目标和方案贯彻于基层社会的过程”。[1]可以说，教育政策是否制定得好，关键

取决于政府是否及时、全面和真实地反映社会的要求；而教育政策是否实施得好，关键取决

于社会能否理解、支持和顺应政府的意图和方案。因此，如果政府与社会两方的信息和意愿

不能顺畅地沟通并达成一致，将会造成教育政策在程序上的阻滞，发生教育政策供给或执行

的滞后状况。教育政策活动中意愿和信息的传达包括“上传”与“下达”两个部分。“上传”

是指由教育实践中的问题产生的政策的需求如何被表达，从而使教育问题进入教育政策议

程；“下达”是指教育政策制定出台之后如何被传播，从而使教育政策被政策执行主体知悉、

理解、支持和遵循。在教育政策制定与执行的过程中，上传下达的成功涉及三个要件，一是

良好的政策意愿表达与政策传播，二是价值认识的认同，三是数据信息的技术支持。这三个

方面是一体的，任何一个要件的缺失都会导致教育政策的阻滞。

教育政策滞后现象不仅具有过程属性，而且这些过程属性又必然是发生在一定的环境状

态中，并与各个环境要素之间发生密切的相互作用。教育政策滞后的过程属性和环境属性是

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二、教育政策滞后的过程性归因分析

从教育政策滞后的过程属性看，造成教育政策滞后的主要因素包括表达与传播的势力偏

差、价值认识的局限性和数据信息支持的缺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