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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叶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曳强调多元协同共治是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模式遥互联网时代的发展促进教

育的重大变革袁同时也推动了教育治理体系的革新遥 文章结合回归论知识观和公共治理理论袁分析了野互联网+教育冶中

知识主体多元化与治理主体多元化之间的天然联系尧差异与协调方式遥 研究发现袁知识生产主体多元化和知识传播主体

多元化袁为教育治理主体多元化提供了天然的基础袁同时也加剧了教育治理对象的进一步复杂化遥 针对以上研究发现袁

文章提出了构建野互联网+教育冶多元共治模式的建议院首先需要坚持政府在教育治理中的主导地位袁并借由大数据保证

多元主体的全面在场曰其次以知识主体多元化带来的治理体系扁平化应对治理对象的复杂性曰再次通过加强行业社会

组织建设提升各类主体参与共治的积极性曰最后知识主体的多元性为自治能力的提升带来基础性的保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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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 言

2019年 10月 31日袁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四中全

会通过 叶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

问题的决定曳渊以下简称叶决定曳冤袁其中袁对教育治理体

系与教育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出了新要求曰同年袁中共

中央尧国务院印发的叶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曳中为教育

治理体系改革提出了发展方向袁即院依法治理尧政府主

导尧学校自治尧多元共治四个方向遥 从治理理论来看袁

从管理发展到治理袁最为核心的变化就是治理主体的

多元化曰从野互联网+教育冶理论来看袁互联网时代的知

识观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袁其中知识生产和传播主体

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遥 治理理论和野互联网+教育冶理

论都是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础性理论袁讨论这两

个领域中野主体多元化冶的联系和区别袁将对构建野互

联网+教育冶多元共治模式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遥

二尧中国治理理论的核心院

政府主导下的多元主体

渊一冤治理理论源于西方袁中国学派日渐成型

治理理论兴起于上世纪 90年代袁詹姆斯窑罗西瑙

因出版叶无政府的治理曳被视为治理理论创始人之一袁

其指出院野治理是一种全新的公共管理机制袁与传统的

统治有着重大区别袁治理中从事管理活动的主体未必

是政府袁治理的实现并非依靠国家的强制力冶[1]遥格里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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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托克则提出五个论点袁 尝试将治理理论系统化袁包

括院野一是治理的体制和主体来自政府但又不限于政

府曰 二是治理模糊了社会和经济问题的边界和责任曰

三是治理明确肯定在管理社会公共事务中各机构之

间存在权力的依赖曰四是治理的实现依赖于由多元主

体构建的自主网络曰五是治理的权力源不再只是依靠

政府的行政权力遥 冶[2]有学者对西方治理理论的诞生评

论道院从其野出场的原初语境来看袁强调国家退场是基

本一致的诉求冶[3]遥

20世纪末我国政治学尧管理学领域开始引入西方

治理理论袁俞可平在对西方系列治理理论进行介绍之

后袁将治理与统治的区别总结为两点院首先二者的本

质区别就在于权威主体的不同袁统治意味着政府是唯

一的权威主体袁但治理则是复合型的权威主体袁包括

公共机构尧私营机构以及两者之间的合作曰其次权力

运行的向度不同袁统治的权力运行方向总是自上而下

的袁野治理则是一个上下互动的过程冶袁 对公共事务的

管理需要通过多方的合作尧协商尧博弈等方能实现[4]遥

2013年袁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将野推进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冶纳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

标曰2019年袁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叶决定曳袁全面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遥 野治理冶之所以能够

由一个西方概念发展为中国的基本治国理念袁根本还

是依赖于治理理论中国学派的日渐成熟遥中国治理理

论的核心观点主要集中在以下两方面院一是必须坚持

治理体系的国家逻辑袁多元主体并不意味着野政府失

灵冶或野国家回退冶袁治理需要权威引领袁否则各主体依

然是一盘散沙袁难以发挥合力袁国家则是担任这一权

威引领角色的首选袁正确发挥国家在治理体系中的权

威引领作用袁是野实现社会公正尧提高市场效率尧培育

社会自治冶的基础性保障 [3]曰二是集中统一的党政结

构袁即野在治权构成方面袁呈现为执政党通过政治领导袁

在组织和意识形态层面深刻塑造并融入中国特色的政

府体系冶袁野从而实现了治理的主导性与基础性尧战略性

与常规性尧 绩效合法性与程序正当性的有机结合冶袁同

时野兼具治理弹性和功能机制的复合性冶[5]遥中国经济和

社会的高速发展尧 政府在面对紧急事件时的高效袁用

实践证明了中国治理理论的科学性和先进性遥

渊二冤政府主导下的多元协同是公共治理的基本

范式

治理理论的研究范畴是由治理主体尧 治理对象尧

治理方式和治理过程四个部分组成袁四个部分间的基

本逻辑是院为应对治理对象的复杂化袁需从根本上变

革治理主体结构袁并由此衍生出治理方式和治理过程

的变化遥 因此袁治理理论研究的核心或逻辑起点是关

于治理主体结构的变革袁变革的方向则是由野一元冶到

野多元冶袁从野集权冶到野分权冶遥从学界的普遍认识来看袁

多元治理主体更加强调主体间地位的平等和治理中

互动尧协商和博弈的过程曰多元共治的格局则是指由

野政府尧非政府组织尧公民等各个子系统之间构成开放

的整体系统冶[6]袁其中院非政府组织包括以企业为代表

的市场性盈利组织袁 也包括各类非盈利的社会性组

织曰公民则既包括公民个体袁也包括公民自发形成的

群体性组织等遥

教育治理属于公共治理的范畴袁 教育本身强调对

教育公平的价值追求袁教育治理的对象也日益复杂化袁

因此袁由教育行政管理向教育治理的转型也成了发展

趋势遥 基于公共治理理论袁教育学界也对教育治理展

开了讨论遥 关于教育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内涵袁褚宏启

提出袁教育治理的突出特征是多主体参与袁涵盖野政府

部门尧各种非政府组织尧各种社会团体尧私人部门尧公

民个人冶等[7]遥 孟繁华等提出袁教育公共治理需要建立

野国家力量尧 市场力量和公民社会力量相互博弈和均

衡的体制袁其价值逻辑是重建良好的教育生态冶[8]遥 基

本与公共治理理论中涉及的治理主体范畴保持一致袁

即政府尧市场尧社会遥具体包括院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袁在

野简政放权尧厘清权责尧创新监管尧减少过多干预冶的改

革中发挥其在治理中的主导作用[9]曰以学校为代表的

公立机构袁一方面需要除作为利益攸关方参与到协同

共治中袁另一方面也需要作出野从他治到自治袁从依附

到自主冶的变革[10]曰以民办学校尧教育服务供给企业为

代表的私营机构袁除了在政府监管和市场规律共同作

用下发挥治理主体作用袁也需要通过建立行业组织等

方式形成合力袁参与到教育公共治理当中曰社会组织

及个体袁则是通过利益表达尧智力支持等多种方式参

与到教育治理中[10]遥

三尧回归论知识观知识主体多元化的

内涵与启示

回归论知识观是关于互联网时代知识变革的一

种认识袁知识的回归是指互联网中的知识正在野从精

加工的符号化信息回归为全部的人类智慧冶袁 并由此

野颠覆了传统知识生产的精英模式和知识传播的学校

模式冶[11]遥 回归论知识观主要包括以下内涵院一是知识

生产主体的变化袁野全谱系的知识不能只由少数知识分

子生产袁必须依靠全人类的力量冶曰二是知识的动态生

成性袁知识生产周期大大缩减袁不一定要经历符号化尧

文字化的过程曰三是知识生产方式的变化袁出现了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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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式协作网络尧通过群智汇聚这种新的知识生产方

式曰四是知识分类体系的变化袁从割裂性的学科分类

走向综合化尧交叉化[11]遥 回归论知识观中强调的知识

主体多元化袁为治理理论中的主体多元化尧对象复杂

化与对象的自治进一步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新的启示遥

渊一冤知识主体多元化的两重内涵

回归论知识观中知识主体多元化有两重内涵袁即

知识生产主体的多元化和知识传播主体的多元化遥

1. 知识生产主体多元化

野两次工业革命促成了耶市场崛起爷袁互联网则毫

无疑问地促成了真正的耶社会崛起爷冶[12]袁知识生产模

式也随着工业革命的进程实现了进化遥卡拉雅尼斯和

坎贝尔提出袁 知识生产模式经历了模式 1到模式 2袁

再到模式 3的变革遥 其中关于知识生产主体的变化院

模式 1中知识生产主体为学术性大学袁既包括以科学

研究为主的大学袁 也包括以人文艺术为主的大学曰模

式 2中知识主体则由野大学一元冶转变为野大学尧产业尧

政府多元冶袁其中产业包含商业袁同时涵盖创新型经济

和创新型产业曰模式 3中袁则新加入了野公众冶袁即野基

于媒体尧基于文化的公众以及公民社会遥 关于大学要

产业要政府要公众多元知识生产主体间的关系袁模式

3采用了基因螺旋模型进行了形象的描述袁四螺旋体

现了多元主体在复杂的交互中不断地迭代创新袁共同

完成知识的生产[13-14]遥

互联网时代的知识生产主体多元化袁尤其是由传

统的精英生产转变为大众生产袁对政治尧经济尧社会尧

教育等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遥 野广泛参与的民主

化的知识生产方式使得普通民众掌握知识的能力不

断增强袁进而使知识精英与普通民众间的耶知识鸿沟爷

呈现缩小之势噎噎知识生产的民主化逐渐延伸至政

治和管理的民主化的过程冶[15]遥 知识生产主体的多元

化也改变了传统的精英教育大众这种单向知识传递

方式袁野精英冶 也要不断学习由公民社会生产的知识袁

因此袁教育中原有的野教化冶之义越来越弱化袁野学习冶

之义则将越来越强化袁教育正逐渐发展为一种野有计

划尧有意识尧有目的和有组织的学习冶[16]袁知识生产主

体的多元化是带来这种教育本质性变革的原因之一遥

2. 知识传播主体多元化

回归论知识观提出院由于知识的动态生产性袁野知

识的生产和进化过程也是知识传播的过程冶曰 由于知

识生产方式的变革袁野直接导致了知识传播方式的变

革袁这种传播方式从根本上颠覆了知识先生产后传播

的流水模式冶[11]遥 传统的知识生产要传播流程中袁两个

过程之间存在明显的边界袁精英生产知识袁知识汇聚

到学校袁再由学校进行知识的传播袁学校担任着野学习

代理冶渊Learning Agent冤的主要角色遥 随着互联网时代

的发展袁信息通信技术带来信息传递的高效尧高速和

多渠道袁 线性的传播方式向网络化的传播方式转变袁

以学校为主体的知识传播方式也产生了巨大的变革遥

首先是知识生产者本身即可开展知识的传播袁不

一定需要通过学习代理作为传播桥梁遥网络媒体为知

识生产者提供了便捷的尧 直达公众的知识传播途径袁

社交网络尧自媒体等互联网应用的高速发展袁大大缩

短了知识传播的路径和传播的周期遥更为典型的就是

野群智汇聚冶的知识生产过程袁每一位参与者均同时兼

具知识的生产者尧传播者尧学习者多重身份袁知识在生

产的过程中即已传递给他人袁同时获取他人生产的知

识进一步更新迭代生产新的知识遥

其次是学习代理将逐渐由机构转变为个人遥学习

代理的职能是汇聚知识尧 传播知识袁 在知识经济 1.0

时代中袁学习代理主要是由机构来担任袁包括学校尧培

训机构尧教育产业尧非盈利组织等遥 知识经济 2.0 时

代袁强调去中心化的发展趋势袁个人将慢慢取代机构

成为学习代理的主流[17]遥 互联网应用发展日新月异袁

除了以 MOOCs为代表的网络课程袁其他音频尧视频等

应用也发挥着巨大的知识传播作用袁野知识付费冶商业

模式的兴起则更体现了个人学习代理所发挥的巨大

作用袁野大 V冶野大主播冶野大 UP主冶等可以拥有百万尧千

万级的粉丝袁 远远超过了一所学校所拥有的学生数

量遥知识传播主体的多元化将彻底颠覆传统的以学校

为主的知识传播模式遥

渊二冤知识主体多元化是教育治理主体多元化的

天然基础

首先袁知识主体多元化为治理主体多元化提供了

智力基础遥 政府或精英阶层对知识的垄断袁大多数的

平民仅能通过少量的途径渊教育或媒介冤来获取知识袁

创造知识更是难以企及袁由此带来的必然结果则是少

数人对多数人的野统治冶遥 要从野统治冶发展为野治理冶袁

前提条件则是更多的阶层尧个体具备了参政议政或自

治的基本能力袁互联网时代的知识主体多元化是将原

有垄断于政府和精英阶层的知识回归到了大众手中袁

野草根冶的全面发展也带来了其参与治理能力的提升袁

为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提供了基础性的智力支持遥

其次袁多元的知识主体将作为利益攸关者参与到

教育治理过程中遥教育治理是对知识生产和知识传播

体系的治理袁按照公共治理理论中所强调的所有利益

攸关者均应作为治理主体参与到治理过程中袁那么在

互联网时代多元化的知识主体袁包括政府尧学校尧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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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尧个体等袁都属于利益攸关者范畴袁均应作为治理

主体参与到教育治理过程中遥 这也是两个野主体多元

化冶之间存在的内涵重合袁即多元化的知识主体亦是

多元化的教育治理主体遥

渊三冤知识主体多元化加剧了教育治理对象复杂

化

从目前教育治理领域的研究或实践来看袁关于教

育治理的对象袁更多理解是将其窄化到了学校这个范

畴袁教育治理现代化中强调的多元协同治理则是更集

中在讨论政府尧市场尧社会如何更好地参与到学校治

理过程中袁或者学校如何提升自治能力遥 互联网时代

的知识回归论颠覆了知识传播的学校模式袁知识生产

和知识传播主体的多元化带来了教育治理对象的复

杂化袁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院

第一个层面是教育治理对象由公立部门拓展到

私营部门遥 叶反思教育曳中提出袁教育不再局限于野公共

产品冶范畴袁其原因之一是野私营部门越来越多地参与

教育冶 野私营部门参与教育的规模尧范围已渗透到教

育事业的方方面面冶[16]遥 市场化是满足需求多样化的

重要路径袁私营部门参与到教育服务过程中袁弥补了

公立教育在满足个性化需求方面存在的不足袁 包括院

民办学校尧课外辅导机构尧社会培训机构尧互联网教育

产业等袁针对不同的群体尧不同类型学习需求提供教

育服务袁市场化进程也逐渐证明完全市场化并非良性

发展之路袁同样需要市场尧政府和社会多元协同袁方能

实现私营教育服务机构的有效治理遥 因此袁教育治理

对象由单一的学校向私营部门的拓展袁是教育治理对

象复杂化的第一个层面遥

第二个层面是治理对象由正规教育拓展到非正

规尧非正式教育遥 叶反思教育曳报告中对教育进行定义

时指出袁野教育可以理解为有计划尧有意识尧有目的和

有组织的学习冶袁既包括野一定程度制度化的正规教育

和非正规教育冶袁也包括野虽然有意识和有计划的尧但

其制度化程度较低的非正式教育冶[16]遥 如果说正规教

育发生场所为各级各类学校袁非正规教育可能更多地

发生在各类培训机构袁非正式教育则更为复杂袁可能

发生在工作场所尧地方社区或日常生活中遥 知识主体

的多元化袁 使得知识的传播越来越多地发生在非正

规尧非正式教育和学习过程中袁教育治理对象中非正

规和非正式教育的占比将逐步增大袁进一步带来教育

治理对象的复杂化遥

第三个层面是教育治理对象由机构拓展到个人遥

野知识经济 2.0冶特征之一是院学习服务供给者将由机

构逐渐转变为个人[17]曰回归论知识观中强调野基于互

联网袁草根人群直接分享知识袁使人类的智慧传播不

同于传统的知识生产和知识传播过程袁 具有时效性尧

丰富性尧个性化等新特征冶[11]遥

回归论知识观中强调的多元知识主体袁显然存在

知识主体同时兼具治理主体和治理对象的双重身份袁

如学校尧教育产业尧提供教育服务的非营利性组织或

个体等袁这种身份重合的现象也是公共治理理论中强

调野自治冶的理论基础遥

四尧野互联网+教育冶多元共治模式

图 1 野互联网+教育冶多元共治模式

公共治理理论中的多元协同共治与回归论知识观

中的知识主体多元化相结合袁为构建野互联网+教育冶

多元共治模式提供了基础遥在讨论前需要明确以下边

界院首先本文所提及野互联网+教育冶是泛指互联网时

代的教育袁 无论是当前的互联网教育产业中推行的

MOM模式渊线上线下相融合冤袁还是学校教育领域中

利用互联网野打破学校围墙冶的发展趋势袁很难以线上

或者线下来作为教育类型的划分界限袁 因此袁野互联

网+教育冶 的治理并非专门指代对某一种特殊类型教

育的治理袁 而是泛指对互联网时代的教育整体治理曰

其次袁本文所构建的治理模式袁侧重于对治理主体尧治

理对象的讨论袁并通过分析其交互关系对治理方式进

行了讨论袁但并未对技术层面的治理方法和过程进行

系统化论述遥

渊一冤政府主导下的多元主体协同院大数据的全样

本性保证决策时的多元主体在场

治理区别于统治的根本在于分权袁但分权并不意

味着完全的平均主义袁中国治理理论已经详细阐述了

野只有国家才能承担治理体系中的权威角色袁 只有在

国家的正确引领下才能激发各主体参与治理的动力袁

并发挥其协同治理的合力冶[3]遥 因此袁政府主导是多元

协同治理的基本前提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袁核心就是要建立政府尧市场尧社会的协同机制院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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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尧社会通过参与式民主尧协商式民主等多种形式袁参

与到政府的决策中曰政府对市场的宏观调控尧政府对

社会的治理创新则是形成三方协调互动的重要手段遥

治理被认为是实现价值与效率的有效手段袁也是

治理所追求的基本精神遥野以各种形式进行分权, 以实

现行政过程中的民主决策和参与执行, 以期价值得到

维护曰 以各种治理方式及其组合应对治理对象的复

杂尧动态和多样性质, 以期效率的实现遥 冶[18]多元主体

参与决策是对民主价值的追求袁但充分协调多元主体

的利益必然导致效率上的损失袁公共管理理论也是在

调和这对矛盾中不断地发展和进步遥从治理理论产生

之初所倡导的野国家回退冶袁到野元治理冶理论重新凸显

国家的地位袁再到中国的成功实践向世人展示国家治

理现代化发展方向袁都体现了治理对于价值和效率之

间的最佳平衡点的追寻遥

互联网的发展为治理带来了新的发展方向遥有学

者提出袁野在过去的 100 年间袁政府机构设置经历了韦

伯模式要新公共管理模式要数字治理模式这三种模

式的变革冶[19]曰大数据与公共治理之间野属性或特点彼

此契合尧 匹配袁 成为二者互动合作的内在推动力袁因

此袁大数据可以耶驱动爷这一轮公共治理变革袁可推动

治理理论的多元尧协同尧效能尧善治目标冶[20]遥 全样本性

是大数据的基本特性之一袁所谓大数据的全样本性是

相对于抽样数据而言袁在传统的治理过程中袁利益攸

关者利益述求表达机制多数都是通过抽样调查的方

式来完成袁 严谨的抽样虽然能够代表普遍性的利益袁

但由于调查工具本身的主观性以及样本数量的局限

性袁并不能将每一个利益攸关者的述求考虑到决策当

中遥 大数据从来源上看袁涵盖了经济尧社会等各个领

域袁从样本数量上来看是全样本的客观数据袁大数据

辅助下的决策是综合来自市场或是社会尧来自机构或

是个体所有利益攸关者的信息袁由此保障了多元治理

主体在决策过程中的野虚拟在场冶袁既体现了治理过程

中各主体的公平尧协商尧博弈袁也降低了各主体野实际

在场冶的成本遥因此袁大数据驱动完美契合了治理追求

价值与效率平衡的精神遥

渊二冤应对治理对象的复杂性院知识主体多元化推

动治理体系进一步扁平化

知识主体多元化带来了教育治理对象的复杂化袁

在增加治理难度的同时袁也为治理提供了机遇院野利用

多元性袁确认并重新理解社会分歧曰建构多元性袁以此

拓展解决公共问题的路径冶[12]遥 管理体系的扁平化是

应对管理对象复杂化的有效途径之一袁扁平化的组织

体系是对传统科层制结构的改革袁 是一种更加开放尧

高效的管理组织体系结构遥

知识主体多元化推动了治理体系的扁平化遥知识

主体多元化意味着公众获取知识和信息的能力增强袁

由此促进公众政治参与能力尧政治对话能力尧自我管

理能力等全方位的增强袁野这一趋势将推动现代社会

科层制管理形式逐渐转向扁平型组织结构冶[15]遥 知识

主体的多元化袁 改变了传统社会的金字塔型结构袁精

英与公众间知识鸿沟的不断缩小袁公众不断具备了与

精英对话的能力袁公众的政治理解能力尧参政议政能

力也将不断增强袁这也是最终能够形成扁平化治理体

系结构的基础条件之一遥

实现组织体系扁平化的另一个基础条件则是信

息通道的快捷和畅通遥 传统科层制结构中袁管理信息

无论是从野塔尖冶传至野塔底冶袁还是自下而上的信息传

递袁都需要漫长的过程且伴随着传递过程中的信息损

耗遥互联网社会中袁信息通信技术高度发达袁社交媒体

日新月异袁都为治理体系扁平化创造了条件遥 无论是

疫情期间中央召开 17万人共同参加的视频会议袁还

是某国元首的野推特治国冶袁以及互联网中的基层舆情

登上野热搜冶袁引起高层的快速反应等袁都是典型的治

理体系扁平化案例袁管理信息精确尧高速尧高效地传

递袁金字塔压平为老百姓与高层的直接对话袁这种全

新的治理体系是应对治理对象复杂性的有效措施遥

渊三冤提升参与共治积极性院行业社会组织的发展

是关键

在长期的治理实践中袁利益攸关者参与治理的意

愿和能力一直是影响治理效果的重要因素袁 因此袁激

励多元主体参与共治和提升其参政议政能力是治理

能力现代化的重点和难点遥 在图 1中袁企业和个体是

各类主体中相对更难参与共治的主体袁但它们作为教

育服务的供给者袁 具体地参与到了一线教育实践中袁

对于教育基层实践尧教育行业发展尧乃至整个社会的

学习生态具有直观的认识和充分的发言权遥针对企业

可以加大自发的行业组织建设袁针对个体则加大各类

社会组织建设袁通过野集体冶的力量袁能激发其参政议

政的积极性袁通过建言献策尧与政府对话尧协商等多种

方式袁参与到教育公共治理中曰另外袁作为利益攸关

方袁机构和个体的发展权益需要通过各种渠道进行诉

求表达袁透过行业组织和社会组织也能规范诉求表达

的方式尧增加诉求表达的力度袁使多元主体真正参与

到野互联网+教育冶治理服务结构中[21]遥

渊四冤提升自治能力院知识主体多元化提供基础性

保障

教育治理对象自治能力的不断提升袁不仅仅是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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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表征袁 同时也是完善治理

结构的基础条件袁 进而推动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的

进程遥知识主体多元化带来的教育治理对象复杂化袁

需要对象进一步加强自治而形成良好尧 自洽运行的

复杂体系曰 知识主体多元化为机构或是个人教育治

理对象袁在政治理解尧参政议政尧自我发展等能力的

提升方面提供了知识储备曰互联网的发展尧知识存储

的网络化袁逐渐形成了发达的社会网络袁机构尧行业尧

个体通过自发形成的组织网络将进一步提升其自治

能力遥

叶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曳提出袁野提升学校的自主

管理能力冶是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袁就当前阶段而言袁具体可以包括以下

措施院一是加强学校章程建设袁创新章程实施的保障

机制曰 二是推进学校管理层面的多元参与机制建设袁

社会公众尧家长尧教师等多元主体应参与对学校事务

的监督尧评价与问责曰在依法治校的基础上袁逐步完善

学校法律顾问制度与法律救济制度袁由此保障学校依

法自主办学的权益等[22]遥

随着人民对个性化教育需求的不断增加袁教育产

业发展迅猛袁包括营利性的民办学校尧社会培训机构尧

校外辅导机构尧在线学习供应商等袁教育或学习服务

市场从一种对公共教育事业的补充袁逐渐壮大为不可

忽视的教育力量遥 作为产业袁其主要调整机制是市场

竞争机制袁同时作为专门提供教育服务的产业也应受

到教育行政部门的监管遥 另外袁也应培育行业性的社

会组织袁一方面能提升与政府对话的地位袁更好地参

与到教育公共治理事务中曰另一方面也通过加强行业

自律袁提升自治能力遥

对于除机构以外提供教育尧 学习服务的个人袁目

前来看还属于治理的野盲点冶袁无论是教育领域的立法

或是教育行政的监管都鲜有涉及遥 当然袁目前大多数

独立提供教育尧 学习服务的个人都依附于互联网平

台袁均是在具体的平台规则的约束下以及遵循某种商

业模式规律下的个人行为遥由于野与生俱来冶的互联网

属性袁自发形成的社会组织网络通过同行间或与平台

之间的协商与博弈袁以此实现自治能力的不断提升遥

五尧结 语

关于教育治理的研究袁往往都是对公共治理理论

向教育场域的直接迁移袁 实践的创新高于理论的创

新遥通过对知识主体多元化与治理主体多元化这对概

念的探析袁在两者互证的同时袁实际也显示出了互联

网时代教育治理理论的独特边界遥知识主体多元化必

然会影响到国家治理尧公共治理以及社会治理的方方

面面袁但是知识主体是教育治理的专门对象袁知识主

体多元化将成为教育治理理论创新的突破口袁成为教

育治理实践中结构性改革的切入点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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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mphasizes that a multiple co-governance is an

important model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education governance system. The development in the Internet era

promotes great reforms of education, and also promotes the reform of the education governance system.

Combined with the regressive view of knowledge and theory of public governanc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natural connection, differences and coordination between the pluralism of knowledge subjects and

governance subjects in "Internet + education". It is found that the pluralism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subjects and knowledge dissemination subjects provides a natural foundation for the pluralism of education

governance subjects, and at the same time further complicate the objects of education governance. In

response to the above finding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to build a pluralistic co-

governance model of "Internet + education". First of all, it is necessary to uphold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the government in education governance and guarantee the full presence of multiple subjects by big data.

Secondly, the governance system brought by the pluralism of knowledge subjects should be flat to deal with

the complexity of governance objects. Thirdly, by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the industry, the enthusiasm of various subjects to participate in co-governance is promoted. Finally, the

pluralism of knowledge subjects provides a basic guarantee for the improvement of self -governance

capa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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