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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与教育

不 同地区义务教育均等化

发展比较分析
——

基 于江 苏 、 湖 南 、 西藏部分地 区 的考察

黄晓勇 赵 凡

【提 要 】
当 前我国 义务教育发展不 均衡主要体现在 区 域之 间 、 城 乡 之 间 、 学校之 间 。 受经济发展水

平限制 ， 东部 、 中部 、 西 部的 义务教育水平差距明 显 ；
同
一区域 （

一般指县 ） 城 乡之 间 、 不 同学校之间 的

办 学 水平和教育质量差距也很大 。 义务教育 均等化不 同 于 平 均 主义 ， 是一种相对公平 ， 允许有 差 别存在 ，

但要将差 别控 制在合理 的 范 围 内 。 中 央政府应该进
一

步 明确各级政府在 义务教育方 面 的职权 ，
加 大转移 支

付力度 ， 并在 转移 支付 中 明确 用 于 义务教育 的 经 费 。 地方政府 以县为 单位制定 符合该县 的
“

义务教 育学校

现代化办学达标标 准
”

， 制 定教师 交 流机 制 ， 保 陣相 对贫 困地区 的 义 务教 育软 、 硬件 水平 ， 不 失为 目 前推

进义务教育 均 等化的
一种 可行办 法 。

【关键词 】 义务教务 均等化 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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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 、 过程公平 、 结果公平 。 也就是要保证适龄儿童都
—

、 弓
Ｉ胃有相等的开始其学 习生涯的机会 ； 平等的享受公共教育

，、

资源 ； 而且每个学生在完成义务教育时获得大致相 同 的

、

我 国 〈（乂务教育法 》 明确规定乂务

Ｊ

育是

，

家必

２
学业成就 。

０） 但是 由于 中国经济发展极不平衡 ， 区域差距
予 以保障的公益性事业 ， 国家将

＾
务教育全面纳人财政

过大 ， 实现这样的均等化还不现实 。 根据可操作性科尔
ｆｔ障范围 。

义务教育经费投Ａ实 彳Ｔ国 地方各
曼教育理论 ， 教育均等化包括两个似 ：

—纖向公平 ，

民政府根据职责共同负担 ’ 省 、 自 治区 、 直辖市人民政
即保证在同－教育行政区域 （中醜基本单位为县或区 ）

府负 Ａ ｉｔｋ胃 巾
帷个学生誠得鱗教育麵分配 ；

二是纵向公平 ，

ｂｐ对那些为满足基本教育不得不耗费更高成本的教育行
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臟使得义务教育均等化成減

躯域 ， 应该给与更細麵和关注 。
② 本文认为 ， 均等

Ｍ ＩＥ
化作为

—种价值 目标 ， 体麵是公平正义 ， 但不同于平均
义缺失是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最 主要 因 索 ’ 而教宵不公主义 。 均等化是

一

种相对公平 ， 允许有差别存在 ， 但要将

平是其它不公平的起点 ， 会让教育资源相对 较少的地Ｋ細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 。 如何确定合理醜围 ， 根据罗

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 推进义务教育均等化 已 经成为摆
在党和政府面前的

一项重要议题
。

？＾＾Ｈ／
－① 胡华棚 、 吳梅 、 阅兰钧 ： 《促进 我国义务教 育公平 的财政投

乂务教育又被称为强迫教育 和免费乂 务教 ｆｔ ’ 具４人对策分析 》
，

《 经济研究导刊 》 第 １ ００ 期 ．

强制性 、 免费性 、 普及 性的特点 。 而均 等化就是 均衡 、 ② 刘尧 ： 《 教宵增值评价的教育公平追求
一

从科 尔曼报告谈

平等的意思 。 有的学者认为义务教育均等化要做到起点起 》 ， 《 江苏教ｆｆ 》
（教育管理版 ） ２０ １

２年第 １ ２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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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斯的正义理论 ， 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安排应能使它们符知 》 ， 对义务教育的
一些基本标准作 出 了规定 。

合地位最不利的人的最大利益 。 由 此可行的办法就是制定＿

＿Ｉ

－ ＇

义务教育达标标准 ， 特别是财政经费投人标准 ， 用来娜
二、 不同地区地方财政与义务

教育资源相对妙地区的教育投Ａ＊平 。教育均等化情况介绍

当前我国义务教育发展不均衡主要体现在区域之间 、

士 洲

限于人力 、 物力 ， 课题组只选择了江苏省南Ｍ市 、 湖
间

＝＝＝日〗 ＾
南省长沙市 、 西藏墨竹工卡县三个城市进行 了考察 。 江苏

賊务教育发展水平在全国是名列前茅的 ， 其经济发展水

平和人口密度在东部沿海地区也有一定代表性 ； 湖南省无
＾

１ ＝＾２

°

ｖｉｉ５１＾１ｍａｔ
论从人口还是面积都是 中部地区的一个大省 ， 其义务 教育

上述 教

二Ｓｆｆｆｔ

推
水平和经济发展状况也能反映出 中部地区的突 出特征 ； 西

藏自治区既代麵部地区也代表民族 自 治区和边境地区 ，

务教育均衡发社有
Ｊ

同做法 。 在实地考察的細上 ’

藤中反映这些地区义务贿的突出 问题 ， 因此被作为考

２
文按照东 、 中 、 西二大区域分别选择江苏 、 湖南 、 西藏

［胃 （

－

） 江苏省市义务教育均等化考察情况

１ ９％ 年 ， 江苏餘成了鉢普及尬义練育 、 棊
ｉｔ
－

本扫除青壮年文細历史任务 ， 成为全醉先实现
“

两

二 、 国 家义务教育均等化
＊

＂

睹＿分 。 ２０ ０７料
、

細岭 Ｔ
＇

江赫隨職

＾
■

＾
－

Ｆ （ｒ＾：

ｒ５
ｉ ｒｉ

Ｉ

ｉ

＾

化教育建设指标 ， 将义务教育发展情况列人考核验收 的

核心指标 。 ２０ １ １ 年与教育部签署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备

２００ １ 年 １ 月 １Ｈ ， 江泽 民同志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忘录 》
，
明确 了落实 《义务 教育法 》 ， 推进义务教育均衡

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布 ： 中 国如 期实现 了基本普及九年义务发展的 目标与任务 。
２０ ） ２ 年修订了 《义务教育法 江苏 实

教育和基本扫除靑壮年文盲的战略 目标 。
①

自 此 ， 中 国 义施办法 》 ， 对 义 务 教 育 的 均衡发 展 做 出 了 法 规规定 。

务教育发展思路有 了 新变化 ： 从效率优先转而更加关注
２ ０ １２ 年 １ １ 月 ， 在 国 务院 义务教育改革出 台之后 ’ 江苏

教育公平问題 。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 国家修订 《义 务 教育法 》省 出 台 了 《关 于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 意见 》 ， 提 出

第
一

次 以法律 的形 式提 出
“

促进义 务教育 均衡发 展
”

。

义务教育耍上
一个新水平 ， 实现优质均衡发展 。 随后各

２００ ７ 年 ， 党的十七大报告 中提 出
“

优化教育机构 ， 促进
市也 出 台 了 《义务教育发展的改革规划 》

， 建立 了县级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

，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首次写进了 党的水平 的￥

全国代表大 会报告之 中 。
２０ １０ 年 ７ 月 ， 国务 院颁布 的 立 ， 资源共享等情况作 为评价地方教育水平的重要指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 １ ０
？

２０２０ 》 中再
标 。 ２ ０１ ３ 年 ５ 月 ， 教育部专家组初步评估 ， 张家港 、 常

次提到了
“

推进义务教育職发展 ， 均衡发展是义务Ｓ熟 、 太仓三市达到了 国家规定的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

育的 战略性任务 。

”

２０ １ １ 年 １ １ 月 ， 中 国所有县级行鮮
县市 区评估 的认定标准 。 到 目 前 ， 江苏 已 有 ８ １ 个 县

位和省级行政区全部通过普及九年义 务教育和扫除青 ！Ｈ： （￥ 、 Ｅ ）胃

年文盲麵雜收 ，
人 口覆盖率达到 １ ００％ 。

② 温家宝在
＃申报全 国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 （市 、 区 ④

全国教师工作暨
“

两基
”

工作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指 出 ：


“

要把教育发展的重点放到提高质量 、 促进均衡发展上来 ，① 人 民网 ： 《 〈 中华人民共和 国义务教育法 ＞颁布实施 十五周

加快实现基本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 。

”③
２０ １２ 年 国务院发年 回 阵 》 ’２〇〇 １ 年 ４ 月 Ｉ ８ 曰 ’ｈ ｔｔ ｐ ：／／ｗｗｗ．

ｐ
ｅｏｐ ｌｅ．

布 《关于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麵意见 》 ， 明确义务
② 面完成普 及

教育均衡发 展指导思想和基本 目 标 ’ 并提 出具体意见 。

义务教育和扫除青壮 年文盲 目 标之 际 》
， 《 辽宁教育 》 ２０ １ ２

２０ １ ２ 年 １ 月 ， 教育部发布 《 县域义 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年第 ２ ４ 期 。

评估暂行办法 》 ， 决定建立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评③ 中 央人民政府网站 ： 《温家 宝在全 国教师工作暨
“

两基
”

工

估制度 ， 开展对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 （含不设 区 的 ２０ １ ２ ＃ ９ｊ７０ ’ｈｕ Ｐ ：／／

．

丄从
― ＾？ Ｄ２ ，丄

ｗｗｗ ．ｇｏｖ．
ｃ ｎ／ ｌｄｈｄ／ ２ 〇 １ ２

—

０９ ／ ０９ ／ ｃｏｎｔ ｃｎｔ
＿２ ２２ ０２ ５ ３

．ｈ
ｔｍ ０

市 、 市辖区和 国家划定的其他县级ｆｔ政 区划单ｋ ， ＷＴ
④ 人 民网 ： 《 江苏已有 ８ １ 地 申报全 国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

统称县 ） 的督导检査和评估认定工作 。 ２〇１ ２ 年 ７ 月 ， 国县 》 ， ２０ １ ３ 年 ５ 月 １ ９ 日 ，
ｈｕｐ ：ｚ７

ｊ
ｓ ．

ｐｅ ｏｐ ｌｃ ＿ ｃｏｍ ． ｃｎ／ｈ
ｔｍｌ ／

务院发布 《 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

十二五
”

规划 的通 ２０ １ ３ ／ ０５ ／ １ ９ ／ ２ ２ ８７ ８６ ．ｈ
ｔｍ 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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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晓勇 赵 凡 ： 不同地区义务教育均等化发展比较分析
——

基于江苏 、 湖南 、 西藏部分地区的考察

１ ？ 成功经验公开摇号的方式确定 。 严格査处义务教育学校采取变相

①科学配置教育资源 ， 实施义务教育办学标准化的面试和笔试的行为 ，
严格査处各类违规分班行为 。 严

２０ １ ２ 年江苏制定 了 《江苏省义务教育学校现代化办厉禁止学校与社会机构联合开展奥数等与升学挂钩 的培

学标准 》
， 推进学校标准化建设 ， 统

一

规划基础设施建训 ， 推进初髙中分试 ， 努力建立健全有利于初 中均衡发

设 ， 统
一配置教学设备 ， 使县域 内 中小学生基本享受 同展 ， 有利于减负的体制 。 尽快形成省辖区初 中 、 高 中规

等水平教育 ， 让农村学校和城市学校在办学标准上做到定的分班 ， 规范管理体制 。

一

样 。 在软件方面建立 了教师和校长地区交流制度 。 明⑤妥善处理随迁子女 和 留 守儿童人学 ， 办 好特殊

确校 长在同
一学校任期不得超过两届 ， 骨干教师按照教教育

师总体人数的 １ ５％的 比例进行交流 。 城区的中小学老师江苏逐步建立了 以居住地学龄人口为基准的义务教

评比高级职务职称 ， 必须有在农村学校或在贫困学校任育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机制 ， 落实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教经历 。 将热点高中 ７０ ％以上的招生指标均衡地分配到在流人地就学的同城 、
同等待遇 。 尽力满足进城务工人

区域内每一所初 中 ， 由所在初 中择优推荐 。 鼓励城市学员随迁子女的义务教育 ， 在公办学校不能满足的 情况

校共同体建立集团化办学体制 ， 完善农村义务教育学校下 ， 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解决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

的布局化调整 。 集 团化办学是集团 内部统一师资配置 ，女在依法举办 、 政府保证的民办学校接受义务教育 。 把

统一管理教学 ， 统一将优质教学资源全覆盖 ， 集 团 的
一关爱农村 留守儿童工作 纳人社会创新体系 ， 构建学校 、

体化 ， 办学模式多样化 。 例如南通市海安县 ， 实施义务社会 、 家庭各界广泛参与的关注体制 ， 优先满足农村 留

教育教师师 生均衡控制 ， 对 ８ ３０ 多位教师实行 电脑派守 的儿童进人寄宿制学校学 习 。 按照普通 中小学公共经

位 。
７ １ ％ 的师生将有新的学校 ， 而且请 １０ ０ 多位社会人费的 ６

？
８倍标准 ， 为特殊教育学校 申请教育经费 ， 办

士到现场监督 。 另 外 ， 即使像南京这样的相对发达城好每一所特殊教育学校 ， 促进教育公平 。

市 ， 学生择校情况也不突出 。⑥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

②提高教学质量 ， 建立评价体系各级政府把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的思想在全社会各界

坚持德育为先 、 能力 为重 、 全面发展 、
继续开展义广泛宣传 ， 使之能够家喻户 晓 。 同时加强义 务教育的行

务教学质量和反馈 ， 指导各地改进课堂教学和教学管理 ，政改革 ， 逐步提髙义务教育均等化 。

健全以课堂标准和学生能力发展为主 的学业质量评价体２ ． 突 出 问题

系 。 引导学校按照教育规律和学生成长规律实施教育教①农村学校的基础设施问题

学 。 引 导社会建立正确 的教育观 、 质量观和人才评价体通过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改革 ， 成功解决 了农村教师

系 。 引导学校创立更加宽松的教育环境 ， 賦予各地在创工资 、 学校运转等问题 。 但农村学校 的基础设施建设经

新办学模式 、 教学模式和育人模式方面更多的 自 主权 。费问题还没有相应的机制 和制度 。
江苏虽然从 ２０００ 年以

努力培育先进教育办学特色 。 与教育部教育质量技术检来 ， 先后投人 ４００ 多个亿推动农村校舍建设工程和
“

三

测中心合作 ， 每两年对江苏省的基础教育进行
一

次评估。新
一

亮
”

工程 （新课桌 、 新板発 、 新讲台 、 台灯 ）
， 但是

③大力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没有形成长效机制 ， 经费没有 固定来源 。 房子是有使用

省教育厅每年都对中小学教师进行培训 ， 每年选派年限的 ， 按 ３０ 年计算 ， 平均每年就会有 ３％的折 旧 ； 课

２００ ０ 名教师 出国培训 ， 而且在加 拿大 、 澳大利亚和英国桌使用年限大概是 ６ 年 ， 而且每年都会产生维修费用 ，

建立了 ４ 个教师培训基地 。 同时加强选拔 中小学教师的按一个学校 ６ 个班计算 ， 每年大概要 ５
？

６ 万元维修费 ；

教师新 秀 、 教师能人 、 学科带头 人 ， 实施名 师培养 工学校 的信息化建设 ， 买个投影仪就要数千元 ；
学校食堂

程 ． 鼓励设置 名师工作室 ， 充分发挥名 师 的传帮带作不允许盈利 、 不允许承包 ， 食堂工作人员没有编制 ， 其

用 。 大力加强农村教师队伍建设 ， 加强农村优质教师的工资发放也是
一

笔不小的开支 。 这些费用靠公用经 费是

补充机制 ， 对全省农村教师进行新的全员 培训 。 在教师远远不够的 ， 公用经费只够解决粉笔 、 水电费等问题 。

基本工资问题上 ， 主要让他们在农村生活得很体面 ， 让②区域不平衡问题

他们有职业荣誉感 ， 让他们有上升的职业通道 。 力争到江苏省义务教育发展均等水平是全国的
一

个缩影 ，

２０２ ０ 年 ， 每所乡镇初中和小学都能够拥有特级教师 。苏南 、 苏中 、 苏北差距明显 。 苏南包括苏州 、 无锡 、 常

④严格规范学校管理州 、 南京等已经达到 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 也就是韩国的

全面落实教育部的文件精神 ， 公办学校坚持免费就水平 ； 而苏北
一

些贫 困地区还达不到全 国的平均水平 。

近人学 ， 合理化学校施教区 ， 保证施教区生源数量和学虽然省里加大 了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 ， 但

校的教育规模基本适应 。
有空余名额时采取公开报名 和也仅能做到托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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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湖南省市义务教育均等化考察情况可能 ， 为农村教师营造了 良好的工作生活条件 。

一是依

湖南省是最早推动义务 教育均 等化的几个省份之法保证教师各种待遇 。 县财政全额保障了 教师 的工资 、

一

， 各级党委 、 政府都非常重视义 务 教 育工作 。 早 在津补贴 、 养老保险金 、 医疗保 险金 、 住房公积金 、 绩效

２００ ６ 年 ， 湖南省委第九次党代会就明确提出
“

建设教育工资等待遇 。 ２０ ０５ 年起 ， 为全县教师发放 了１
３ 个月 补

强省
”

的战略 目标 ；
２０ ０７ 年 ， 省委省政府做出 了 《关于助工资 ，

２０ ０７ 年 ？ ２００ ９ 年底为 全县每位教 师发 放 了

！〇！ 设教育强省 的决定 》 ， 将推进义 务教育 均衡发展 作为 １０ ００ 元奖金 ， ２０ １ ０ 年增加 到 ２０ ００ 元奖 金 。
二是 实行

四个诹点计划之
一

；
２０ ０ ８ 年省政府又专 门颁发了 《关于

“

三个倾斜
”

， 鼓励教师安心农村教育 。 即 实行农村教 师

推进义务教育 均衡发展 的意见 》
， 同年 省教 育厅制定 了岗位津贴 、 职务评审 、 评优评 奖

“

三 个倾斜
”

的 政策 。

《湖 南省义务教育学校办学标准 （试行 ） 》
；

２０ １０ 年省委从 ２ ００ ９ 年起 ， 实行农村教师 岗位津贴 ， 村 片小教师 每

省政府再次颁发了 《关于进
一

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人每月 ３ ００ 元 ；
２ ０ １ １ 年 ， 这两 项将分别达 到 １ ２０ ０ 元 和

的意见 》
；

２ ０ １ １ 年与教育部签署 《义务教 育均衡发展备４ ００ 元 。 实施绩效工资后 ， 坚持 向 农村教 师倾斜 ， 农村

忘录 》 ， 是第
一批与教育部签约的中部省份之

一

。村片小教师每人每月 倾斜 ２００ 元 ， 农村初中 、 农村 中 心

１ ． 成功经验完小教师每人每月 倾斜 １ ００ 元 。 ５是想方设法解决农村

①党政重视 ， 转变观念教师住房 。 从 ２ ００ ６ 年起 ， 按照
“

政府统筹 ， 个人垫 资 、

湖南省各级党委 、 政府历来重视义 务教育工作 ， 义产权公有 、 以息抵租 、 周转使用
”

的原则 ， 县里开始 全

务教育合格学校建设是省委 、 省政府建设教育强省 的重面实施农村 中小学教师公转住房建设工程 ， 两年多建成

大举措 ， 每年纳人省政府为民办实事项 目 ， 强力推进项 ３５０ 套住房 ；

２０ ０９ 年开始又进行
“

周转房
”

建设 ， 几年

目实施 。 各级党委 、 政府的主要负 责人亲 自 抓落实 ， 促下来 ， 全县共计投人 ４ ００ ０ 多万元 ， 建房 １ １ ０ ０ 套 ， 解决

进相关职能部 门 大 力支持 ， 密切 配 合 ， 统筹实施 。 在了２００ ０ 多名教师的住房 问题 。
①

“

普九
”

目 标实现之后 ， 将老百姓
“

上好学
”

的需求提２ ． 突出 问题

上议事 日 程 ， 不断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①经费投人区域差距明显

＿依据经济发展水平 ， 将湖南省 １ ４ 个市 州分成湘 东

２〇〇 ９ 年 ’ 经市政府批示同意 ，

＾
沙市教育局 与银行北 （包括长沙 、 株洲 、 湘 潭 、 岳 阳 ） 、 湘 中 （衡阳 、 娄

合作获得大额贷款授信额度 １ ５ 亿元 ， 由 政府担保还本底 、 常德 、 益 阳 ） 、 湘南 （郴州 、 永州 ） 和大湘西 （邵

付息 。 按照
“

集 中打捆 、 分校使用 、 长期贷款 、 基准利阳 、 张家界 、 怀化 、 湘西 自 治州 ） 四个大的 区域 。 义务

率 、

－

次签 约 、 按需到位 、 依法依规 、 双控监管
”

的原＇

教育发展水平最好的是湘 东北 ， 最差的是大湘西 。 拿长

则使用 。 所有贷款资金上报政府批示后投放 ， 支出 严肖 沙市芙蓉区和娄底市 比较 ， 不论是经费总额 、 生 均经费

实行双控管理 。 贷款资金使用情况经 国 家审计署 、 市审还是生均固定资产数 ， 差距都很大 。 ２００ ６ 年芙蓉 区义务

计局等各级审计检査 ， 受贿定 。 贷款资金本金 由教育
教育经费达到 ２ ２５ ７３ 万 元 ， 人均 ６ ９７４ 元 ， 而委 底市分

费附加负
＾
偿还。

别是 ７ ９０５ 万元和 １ ０６ ２ 元 ， 是芙蓉区的 ３５ ％ 和 １ ５％ 。 小

？
“

三种模式
’ ’

扩充优质教育资源学隨 ， 长沙市生均固定 资产是 １ ２０ １ １ 元 ， 最低醜西
麵探索对 ａ雜、 魏賴 、 纏關 ：賴式

市仅 力 长沙＿ ２ １ ． ７２％
； 神隨 ， 长 沙 市 达 到 了

扩充优质资源 。 对 口 帮扶模式就是名 校 帮扶弱校 ， 省级
１ ３乃 ８ 元 ， 最低的怀化市为彻元 ， 相差近 万元 。 经济

示范性 中学帮扶公办初级中学 ， 建立
‘ ‘

统
－

管理 、 相＃ｇ为落后的麵順县因 中 央和省级财政重点 支持 ， 情
独立 、 资源共享 、 各具特色

”

的办学机制 。 委托管理模况反而好 谢丨巾ｇ／Ｔ由
？

？

式是名 校管新校 。 为避免新建配套学校成为薄弱 学校 ，

将所有新鮮勸省示范巾 学进行賴魏 ， 通过示范臟队獅水平主要願獅队細麟结构 、 年

龄结构和学历水平结构表现出 来 ， 而且小学阶段差距明
发？ 。 捆雜賺錄名歸动农校 ， 触群校变成

贴于初巾隨 。 小学隨 ， 各細 具有树高 级以 上
Ｋ优质学校的

“

二 校
”

、

“

三校
”

， 其法人为
一校校长 。

两校所有资源捆绑在
一起 ， 如师资调配 、 课程管理 、 考

核奖惩等 ， 加快农校在办学思想 、 管理水平 、 教学质量
① 凤凰网 ： 《建合格学校成均衡发賊突破 口 》 ’２ ０ １ １ 年 ３ 月 ２ ６

与城区学校 的接轨
＇ 、２

日

６＾
：

６＝：＾
．＿／ ｇｕｎｄｏｎｇ細１－２ ０ １ １

－

０３ ／

④提髙农村教师待遇 ， 稳住农村教师队伍② 曾鹏飞 ： 《湖南义务教育区域均衡发展探析 》
，

《 ｉｌ 南省情要

湖南泸溪县是 国家级贫 困县 ， 近年来 ， 县里尽
一切报 》 ２ ０ ０ ７年第 ４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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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晓勇 赵 凡 ： 不同地区义务教育均等化发展 比较分析
——基于江苏 、 湖南 、 西藏部分地区的考察

职称 教 师 的 比重 差 异 明 显 ， 最 髙 的 湘 潭 市 达 到 了Ｕ

７ １ ． ２４％
，
最低的湘西州仅有 ４ ４ ． ５８％ 。 湘东北和湘中地四 、 综合分析和对策建议

区水平基本一致 ， 但湘南和大湘西地 区水平明显低于以

工 ｎ
？二 通过对比分析三个地区的情况 ， 可以得 出 以下结论 ：

上两个区域 。 各市 ３ ０ 岁 以 下教 师 比重差异 显著 ， 最低， １ 入
、
， 々

ｒ ， ｎ ／Ｕ ． ，ｎ ｒ １ 〇 ０
／ ＾ ｊｊ，
１ ． 在 两基 目标全面实现Ｗ后 ， 教育公平成为乂务

教育发展下
一个阶段的主要眺 中 央政府 已经认识到这

具有

”
Ｕ上子历 的小子教 师 ｔ匕

，

Ｓ

Ｊ

Ｓ

＝
沙

〒ｆ点并且出 台了
－

些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政策文件和战
２ ２ ． ９ ２％ ， ？低的縣界仅＠２ ． ２８％ 。 Ｓ

Ｓ
子刷 、子 ｜ ｉ

［

略删 ， 各地施触逐步歡練育均等化纳人重要议
师比 ｔ依据 ｉ

ｘ域 极分化 ａｎ 湘 东北的长 、 株 、

事 日程 。 老百獅教育公平的要求越来越强烈 ， 这
一

点大
潭和
＾
肺眶奸省 内雛地ｅ 。

城細瓶比巾小獅她村瓶離表雜更为明显 。

（
Ｈ

）２ ？ 酿院和教育部出 台的有关义务教育经麵规定
在西麵考察 由于有西藏华泰龙矿业公司的大力支ｅ经 比较详细 ， 而且国家规定义务教育以县为主的管理

持 ’ 考察深ａ到了拉萨市下＿竹１卡ｍ＿ ｐｍ县
体制后 ， 各地义务教育经费大部分都 由县级政府负责落

甲玛 乡小学进行了座谈访问 ， 掌握了 西藏义务教育最＃实 ， 鋪经济发展水平和财力制约着义务教育的发展水
胃％

‘

？ ８１ 。

平 。 分税制后 ， 中央政府税收占全国 ５０％ 以上 ， 但义务

截至 ２０ １ １ 年底 ， 西藏 自 治 区 ７３ 个县 （市 、 区 ） 全
教育经费只承担了１ ５ ％左右 ；

省级政府转移支付能力有

部实现
“

两基
”

目 标 ，

“

两基
”

人 口 覆盖率达 １ 〇〇％ 。限
；
县级政府承担了大部分投人 ， 财政压力很大 ， 特别

２０ １ ２ 年 ９ 月 ６ 日 ， 教育部与西藏人民政府正式签署 了是经济落后地区 。

《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备忘录 》
， 西藏成为最后

一

批与教育３ ． 江苏 、 湖南 、 西藏三地各级政府都积极推进当地

部签署备忘录的省份之
一

， 并于 当年制定 了 《西藏 自 治的义务教育均 等化 ， 落实 国家政策 ， 各 自 出 台 了符合当

区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评估实施办法 》 。地情况的财政政策 ， 加大 了财政投人 ， 取得了
一

定 的成

１
？ 成功经验绩 ， 同 时 ，

三个地区也 面临 不同的 问题和 困难 。 江苏省

① 中央财政支付转移义务教育水平整体较高 ， 但Ｋ域差距明显 ； 湖南省几个大

中央从 １ ９８５ 年开始拨出 专款对西藏义务教 育阶段城市发展较好 ， 城乡差距 、 区域差距都很大 ；
西藏 自治 区

的农牧 民子女 实 行包吃 、 包住 、 包学 习 费的
“

三包政整体相对落后 ， 但省 内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问题不突出 。

策
”

。 ２０ １ ３ 年秋季学期起 ， 西藏 自 治 区将
“

三包
”

政策４ ． 区域差距 明显 。 江苏省的整体义务教育水平高 于

标准提高 为 ： 二类区每 生每学年 达到 ２６ ００ 元 ， 三类区湖南 ， 湖南又高于西藏 ， 差距主要体现在硬件水平和师

每生每学年达到 ２ ７０ ０ 元 ， 四类 区及边境县每生每学年资力量 ， 投人水平差距不明显 ， 这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

达到 ２ ８８０ 元 。
②是相适应的 。 在同

一

省域内 ， 不同区域的义务教育发展

②地方企业资助学校水平也符合此规律 。 例如江苏省 的苏南地区明显高于苏

地方企业不仅对当地的经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 而北 ， 湖南省的湘东北明显高于湘西 ， 西藏的 中心城区周

且对当地的义务教育支持 帮助也很大 。 拿 甲 玛小学为边明显高于偏远地区 。

例 ， 华泰龙公司每年资助小学 ２０
？

２５ 万元 ， 大大缓解
５

？ 县域 内差距各地不同 。 县域内差距主要是城乡差

了小学的财政压力 。 学校教师的工作服装和学生校服都距和校际差距 。 城乡 差距方面 ， 从大到小依次是湖南 、

由华泰龙公司援助 ， 公司每逢教师节等重大节 日还派人江苏 、 西藏 ，
经济相对落后和经济发达地区没有 中部地

来学校慰问 。 更为重要的是公司每年在当地都公开招募Ｅ明Ｓ 。 校际差距方面也是如此 。

 、

高 中毕业生 ， 让当地农牧民认识到上学的重要性 ， 明 白基于上述结论 ， 本文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

±学可 ｊｙ改变命
１ ？ 进一步明确各级政府在义务教育方面的职权 。 现

２ ． 突出 问

＂

题

°

据 当地从教人员介绍 ， 西藏义务教育水平整体是很


落后的 ， 特别是硬件 ， 和内地差距很大 ， 另外师 资力量① 曾鹏飞 ： 《湖南义务教育区域均衡发Ｍ探析 》 ． 《湖南折情要

还不够 。 偏远地 区农牧民还存在适龄儿童失学问题 ， 主报 ＞） ２ 〇〇７ 年３ ５

＼
期 。

要原因是家长认识不到位 ， 虽然上学对于家庭来讲 已经
②

巧
牧

ｔ
女

；

；
［：

》 ， ２０
１ ３年３月 ２ ６Ｈ ，

ｈｕｐ ：／ ／ｗｗｗ． ｍｏ ｅ． ｇｏｖ．
ｃ ｎ／ ｐｕｂ

没有成本 ， 但家长还是以 家里缺少劳动力 为由 不让孩子ｎｄ／ｂｕ ｓ ｉｍＷｈ
ｔｍ ｉｎ 丨 ｅ ｓ／ｍｏ ｅ／ Ｍ ５ １ ４ ７ ／２ ０ １ ３ ０３／

上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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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经费投人 由 国务 院和地方各级政府依据职责共学校的基础建设和教师待遇 问题 。

同负担 ， 各级政府分项 目按 比例分担农村义务教育经费５ ． 地方政府以县为单位制定符合该县 的
“

义务教育

的财政体制无法体现各级政府 的职责和权力 ， 各级政府学校现代化办学 达标标准
”

， 制 定教师交流机制 ， 保障

分抱没有统
一的规定 和标准 。 义务教育是全民教育 ， 中央相对贫 困地区的义务教育软 、 硬件水平 。

政府应该承担更大责任 。 日 本的省 、 县 、 乡 、 町各级政府６ ． 以学校 的基本支出 核算生均公用经费 。 目前 县级

职贞划分明确 ， 教师工 资全 由 中央政府承担 。 建议在 《义财政
一

般以学生数来确定学 校的公用经 费 ， 而且城 市与

务教育法 》 中 明确各级政府责任 ， 同时加大 中央政府转移农村标准一样 。 这就导致 了
一些学生人数很少 的农村或

支付力度 ， 并在转移支付中明确用于义务教育的经费。山区学校的公用经费难 以保证其基本支出 。 建议各县根据

２ ． 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改革 。 ２ ００６ 年建立农村义当地经济发展状况 、 学校开支状况 ， 以确保基本开支为前

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 后 ， 为整个义 务教育机制改革奠 定提 ， 确定不同学校的公用经费 ， 以保障学校正常运转 。

了制度性基础 ， 基本解决 了农村义 务教育阶段教师工资％

问题和学校运转问题 ， 但还没有覆盖学校建设的方方面五、 结语

面 ， 比如校舍维护 、 桌椅维修 、 食堂运营 、 校车问题等￣＋

等 》 还需要进—步强化和深化改革 ， 健全经费保障机制 。总

＾

， 推进乂 均 等化的任 务 比 实
ｆ

“

两
＾

基
”

３ ． 解决区域发展不均衡问题 ， 除 了财政转移支付

外 ， 还要进行产业转移 。 经济水平是社会发展的基础 ，

＿ 、 城乡 间 、 学校 间不均衡的矛盾 比较突 出 。 推进 ^

经济发展不起来 ， 义务教育质量很难提升 。 政府 的＿域 内 义 将

，
着缩

ｆ

校际间办学水
Ｉ

差

转移支付ｒ能翻不低于雜标准 ， 要航缩小眺差 ｆ
、 贿麵ｍ■賺城 乡

ｆ
体化

距 ， 首先要缩小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 。賴 、 ＿化进＿全过程 ’ 将伴＿决区域经济 发

４ ． 中 央要加大对 中部农村地区 的扶持力 度 。 从东 、

不平衡问腦全过程 。 推进 义务教育均等化也是
一

项 系

中 、 西三大区域来看 ， 东部駆 （例如江苏 ） 的 义务教
麵社会工程 ’Ｓ要政府及 社会力量全力 配合 ， 只 有 从

育经费中 央政府投人所 占 比例 已 经很小 ， 西部駆 （例

如西藏 ） 中 央历来投人很大 ， 都可以 维持现状 。 只有 巾

部地区 （例如湖南 ） ， 特 別是农村地区发展 义务教 育财＝

政压力很大 。 有的獅年教育投人已经 占 全县财政收ａ

的 ７ ０％ 以上还不能满足脉 而且不可持续 。 农村学生ｊ
书记 、 教

＾

士生 导师 ；
趙凡 是 中 国社会

大量流向城市 ， 造成城市学校拥挤 、 农村学校薄弱 的现科

＝
研 究生 教务处讲 师

状 。 建议 中央政府投人专项资金解决中部农村地 区 中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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