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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论述类文本阅读（9分，每小题3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

教育公共服务的方式：民主协商对话

受传统公共行政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起来的公共教育体制，都是由政府举办并向社

会提供教育服务的，因而具有强烈的国家垄断色彩。公民在向国家纳税之后，只能无条件地接

受由政府设立的公立学校提供的教育服务，他们对于公立学校提供的教育没有任何发言权，只

能被动地接受。此外，由于政府的垄断，公立学校的办学完全根据政府的计划进行，而不必直

接面对学习者的选择和同行的竞争，对于家长和学生的教育需求可以置之不理。针对政府垄断

学校教育供给的局面和政府漠视家长和学生教育需求的状况，新公共管理理论提出“社会公众
是政府顾客”的理念，坚持“顾客至上”。认为政府的职责就是根据“顾客”的需要提供回应性的教
育服务，要尊重并赋予顾客应有的权利，坚持“顾客导向”，以“顾客满意”为宗旨。

然而，新公共服务理论也认为，与政府互动的并不简单地是顾客，同时还是公民。与政府直接

交易的人的确可以被视为顾客，但从政府那里接受一种职业服务——例如教育——的人则可以
恰当地被称之为当事人、公民。公民不只是顾客，他们是“所有者或主人”。正因为接受政府服
务的人是“所有者或主人”，而不单纯是“顾客”，因此，有权参与决定政府提供哪些公共服务。
提供什么样的公共服务，以及以什么方式提供公共服务等等，而不单单是处于服从、被动接受

的地位。换言之，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应该坚持民主协商对话的方式。这就要求公共管理者积极

回应公民的要求，倾听公民呼声，方便公民选择，鼓励公民参与，部门绩效评价以公民为主体

等。

教育领域的民主协商对话要求公民成为教育政策制定和实施的主体，让公民来参与教育决策的

制定，让公民和政府共享政策制定的权由；关注教育政策的回应性，建立公民表达教育利益和

诉求的畅通渠道，培养公民的教育责任意识。实践还证明，只有注重教育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中

的公众参与，政策制定才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政策的实施才具有效力。对政府而言，则应该

致力于搭建舞台。建立各种行之有效的、与公众的沟通对话机制、社情民意反映机制和公众民

主参与的决策机制，以确保政府与公众进行无拘无束、真诚的对话，共商教育公共事务应该选

择的发展方向，而不只是政府官员或公务员在主观臆想。只有这样，教育的公共利益属性才能

实现。

另外，作为教育公共事务当事人的公民有责任主动关注教育发展状况，参与政府的教育管理活

动，在活动中推动教育的发展，促进社会资源的有效整合，从而实现教育效能的最大化。通过

政府与公众良好的沟通对话机制，通过与政府的全面接触，通过这种各方力量都能参与公共政

策的计划和决策的机制，可以使政府部门及时了解到公民的教育需求、愿望和抱怨，获得大量

反馈信息，提高政府对外在环境的敏感度和回应性，更好的改善教育公共产品和服务。同时，

还可以提高公众对公共事业的参与热情，满足公众的尊重需求和表现需求，也使公众加深对政

府的认知、理解和忠诚感，形成政府与公众互相理解、互相支持的氛围。

因此，在构建服务型政府的新背景下，教育的公共服务性要求各级政府及教育行政机关以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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