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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70年义务教育的
发展历程与成就

———兼及普及教育

廖 其 发
(西南大学 教育学部,重庆400715)

摘 要: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70年间,我国义务教育及相关的普及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大略经历了以下

几个发展阶段:推行普及教育特别是普及小学教育(1949-1976年);重新酝酿与起步实施义务教育(1977-
1990年);加速推进义务教育(1991-2000年);全面普及义务教育(2001-2010年);基本实现义务教育均衡

发展(2011至今)。其间虽有曲折,但每一个阶段都有非常显著的进步。到现在,我国已经全面普及九年义务

教育,基本实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与此相应,我国国民基本素质得到了全面提升,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

各方面的发展变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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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至今70年间,我国义务教育及与此相关的普及教育取得了举

世瞩目的巨大成就。这里所说的“义务教育”是“根据国家法律规定对适龄儿童实施一定年限的普

及的、强迫的、免费的学校教育”[1]1896。也就是说,义务教育有三大基本特征:普及性、强迫性、免费

性。在这三大特征中,普及是根本,或者说普及一定年限的教育是实施义务教育的主要目的,而强

迫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免费是实现这一目的的保障。要全面反映新中国义务教育的发展历史

及其历史渊源,需要兼及新中国的普及教育。下面分阶段就新中国义务教育及普及教育的发展历

程与所取得的成就略作论述,以便为人们了解相关情况和思考相关问题提供参考。

一、推行普及教育特别是普及小学教育(1949-1976年)

在清末和民国时期,我国推行了义务教育及与此相关的普及教育,但由于时局动荡等原因,这
一努力收效甚微。“旧中国80%以上的人是文盲,农村中文盲的比重更大。全国学龄儿童入学率

通常在20%左右。”[2]78

从新中国成立开始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结束这一段历史时期,虽然其间有些曲折,但
总体来说,党和政府为提高人民文化水平,比较重视推行普及教育。早在1949年9月通过的具有

临时宪法意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就提出:“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普及教育。”[3]436

此后中央在一些与教育密切相关的重要文件中如中共中央、国务院1958年9月发布的《关于教育

工作的指示》都将普及教育特别是普及小学教育作为我国社会和教育发展的重要任务。在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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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共中央在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非常明确地提出了普及小学义务教育的任务,全国上下也为此

做了努力。在1958年至1960年的“教育大革命”期间,不仅提出要普及小学教育,还提出要大力发

展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争取在十五年内普及高等教育的过高目标。在70年代前半期,中央不仅

十分重视普及小学教育,甚至试图普及初中教育乃至高中教育。
当时中央教育主管部门和地方党委、政府及地方教育行政部门为完成中央提出的普及教育的

任务,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动员工作和组织工作,政府也为此提供了基本的保障条件。
一是注重教师队伍建设。总体来说,当时比较注重吸纳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加入中小学教师

队伍,并为他们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及相关福利,使他们能够安心工作。如为公办教师提供固定编

制、按时足额发放基本工资、提供廉租房甚至免费住房、免费医疗、定期休假等福利待遇,为民办教

师提供基本的生活补助费或以其他措施保障其基本的生活条件。同时注意通过加强师范教育和在

职教师培训等措施来提高教师队伍质量。但“反右”“文革”等运动对教师队伍建设也造成了许多非

常不利的影响。
二是以公办为主、民办为辅的方式为学校提供经费及物质方面的支持。当时城市的学校和农

村公办中小学主要由政府投资建设和维持,厂矿企业农场林场由本单位出资举办子弟学校。乡村

民办中学小学特别是村小主要依靠社队集体和农民的力量来办理,政府提供一定的帮助。在五六

十年代,在乡村干部和教师的带领下,利用寺庙、宗祠等公共建筑或民众让出的房屋作为学校教室、
农民捐出自己家中吃饭的桌凳作为学校的课桌凳等方式,因陋就简,几乎村村办起了小学。到

1970年前后,社队出钱出物出力为乡村学校修建了土墙青瓦的虽然仍旧简陋但比此前正规的新校

舍。通过这些努力,使当时的学校具备了基本的办学条件。
三是采取多种措施提高普及率。当时实行了低学费政策,每生每期学费初小一般1.5元,高小

一般2元,初中一般3元,寄宿制初中生当时一个月大约需要4~6元的生活费。当时对贫困家庭

的学生,实行减免学费和补助生活费的政策,每个贫困学生的学费可全免或半免,寄宿贫困生每月

最高可获得2.5元生活补助费。当时学校教师在开学前都要深入学生家庭,动员适龄儿童入学。
乡村学校还根据需要,在正规学校之外,举办了巡回教学点、可移动教学点,方便儿童就近入学。这

些措施,有助于提高入学率或教育的普及率。
四是采取多种措施提高学校的办学水平。如当时中央制定了学校规程或条例,以规范学校办

学。通过检查、评比、提倡新的教学思想与方法等措施来提高中小学的教育教学质量。
通过多方面的努力,这一时期我国普及教育发展比较迅速,成绩比较显著。
第一,教育特别是小学教育的普及程度逐步提高。在1952、1956、1958、1965、1976年这几个有

代表性的年份,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分别为49.2%、62.6%、80.3%、84.7%、96.0%。也就是说,尽
管其间经历了一些反复,但到1976年,我国已经达到初步普及小学教育的水平。在这20多年中,
许多超龄儿童也进入了学校学习。如前面提到的这几个年份小学超龄儿童数占在校生总数的比例

分别为26.9%、24.0%、20.3%、12.3%、19.1%[2]1024。也就是说,当时小学的毛入学率较高,儿童的

受益面较大。在1969年到1976年期间,我国初中累计招生11320.6万[2]1001。有人依据国家统计局

公布的户籍人口及其他相关因素推算出对应年份的1957年至1964年出生儿童的总数为16369万

人[4]。也就是说,在1969到1976年期间,我国初中毛入学率平均大略为69.16%,这说明这一时期

我国初中阶段的教育也有一定程度的普及。
在1976年,我国小学在校生为15005.5万人,是解放前最高年份2368.3万人的6.34倍[2]1024。

当年初中在校学生数为4352.94万人,是解放前最高年117.80万的36.95倍[2]1001。可以说,通过20
多年的努力,我国普及小学教育及初中教育的工作所取得的成绩比较显著。

第二,办学条件有较大的改善。如到1976年,我国有小学104.43万所,是解放前最高年28.93
万所的3.61倍;有小学专任师528.9万人,是解放前最高年86.4万人的6.12倍[2]1021-1022。1976年有

初中131617所,是解放前最高年2612所的50.39倍;有初中专任教师203.5万人,是解放前最高



年的5.7万人的35.70倍[2]1000-1002。
上述成绩的取得,对当时及此后我国国民文化水平的提高、社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这一时

期普及小学教育和初中教育所作的努力,所积累的办学条件及办学经验,也为后来普及九年义务教

育奠定了基础。
当然,这一时期存在经费紧张、师资水平偏低、校舍不足、教学实验条件与图书不足、小学特别

是初中普及程度偏低、办学质量偏低等以后普及义务教育需要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当时政治运动

较多,尤其是出现了“文化大革命”那样较长时间的动荡、经济上出现了“大跃进”的失败等问题,对
普及教育冲击较大,否则我国当时普及教育的发展肯定会更快更好一些。

二、重新酝酿与起步实施义务教育(1977-1990年)

从1977年到1990年期间,是我国进一步普及小学教育并重新起步实施义务教育的时期。
一是继续推行普及教育和重新实施初等义务教育。在这一时期的头几年,我国积极推行普及

教育。如在1979年、198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多次要求加快普及小学教育,有条件的地方可以进

而普及初中教育。与此同时,义务教育研究和实施在中断20余年之后,又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
我国学术界从1978年开始积极研究义务教育,社会热心人士当时也积极倡议国家实施义务教育。
在学术界的倡导和社会有识之士的推动之下,1982年12月4日我国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宪法》提出“普及初等义务教育”[5]。这是我国继1956年之后重新将实施义务教育作为国家的重要

任务,在新中国义务教育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是提出实行九年义务教育。1985年5月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进一

步提出“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同时对义务教育的性质、实施义务教育的意义作了论述,对实施义

务教育的步骤、领导管理、队伍建设、经费体制等作了原则性的规定[6]2286。这一《决定》提出的普及

九年义务教育(简称“普九”)的任务和相关安排,延长了义务教育年限,提高了义务教育要求,使我

国义务教育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三是颁布《义务教育法》。为保证义务教育的顺利实施,1986年4月12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简称《义务教育法》)。该法规定“国
家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并对义务教育的发展方向、相关各方的权利与义务、管理体制、经费体制、队
伍建设等做了原则性的规定[6]2414-2415。这一教育法律的制定和颁布,把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建立在专门

法律的基础上,从而使普及义务教育有了专门法律的保障,使我国的义务教育走上了法制的轨道。
为贯彻落实《义务教育法》与中共中央普及义务教育的相关精神,当时中央教育行政部门、地方

党委和政府出台了配套法规,同时进行广泛动员,采取了各种具体措施来普及义务教育,全国民众

特别是农村农民积极出钱出力支持义务教育。
经过全国上下各方面的努力,全国普及义务教育特别是普及初等义务教育取得了比较显著的

成绩。
第一,小学普及率上升,辍学率下降,初中教育有一定程度的普及。到1990年,全国小学学龄

儿童入学率达97.83%,比1976年提高了1.83个百分点。当年在校生辍学率为2.36%,这是新中

国成立41年来辍学率的最低点。除城市已经基本普及义务教育外,经省级政府检查,基本普及初

等义务教育的县达1589个,占全国总县数的82.8%。以城乡总体计算,基本普及初等义务教育地

区的人口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的90%[7]152。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当时普及初等义务教育或小学义

务教育的成绩比较显著。到1990年,初中的毛入学率为66.7%[8]17,虽然入学率可能略低于1970
年代前期,但也达到了一定水平。

第二,办学条件明显改善。如1990年小学教职工总数624万人[7]101-102,比1976年增加59.9万

人;普通初中专任教师247万人[7]100,比1976年增加了43.5万人。1990年小学、初中专任教师学

历合格率分别为73.9%、46.5%,比可查记录的1985年分别提高13.3和21.2个百分点[7]100[9]1。



但是,这一时期在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方面也还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小学五年巩固率或保留率

较低。在1990年时,小学五年保留率仅为71.4%[10]70。其次,初中的普及程度或入学率较低。再

次,体制不顺,保障不力,以至于义务教育学校校舍破旧拥挤、教学设施与图书资料不足,开始出现

长期拖欠教师工资的问题。可以说,要在20世纪最后十年基本实现“普九”这一目标,当时还有很

大的困难需要克服。

三、加速推进义务教育(1991-2000年)

1991-2000年是我国加速推进义务教育、义务教育得到快速发展的时期。
一是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被列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中之重”。在这一时期,党和政府特别重视

义务教育工作。如1992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提出,“到本

世纪末,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简称“两基”)。1993年2月,中共中央、国
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再次提出,我国90年代要在全国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

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1994年6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召开的第二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进一步

确定“两基”为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重中之重”。这样,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成了我国在20世纪90
年代重要的战略任务。

二是中央教育主管部门加大了规范和指导义务教育的力度。为了实现中央所确定的20世纪

90年代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目标,1992年3月14日,经国务院批准,原国家教育委员会(简称

“国家教委”)正式发布施行《<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1993年3月8日,原国家教委下发了《普及

九年义务教育评估验收办法》。1994年9月1日,原国家教委下发了《关于在90年代基本普及九年

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实施意见》。这些文件确立了“分区规划、分类指导”的普及义务

教育原则,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对各地实施义务教育的具体目标、原则、步骤、办法、深化管理体制

改革和教育教学改革、加大经费投入、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加强实施义务教育的领导管理、监控、评
估和验收等问题进行了较具体的规定,这对各地实施义务教育有重要的规范和指导作用。

三是相关各方采取了多方面的推进措施。为了推进和巩固义务教育工作,中央和地方党委、政
府采取了逐步增加对义务教育的投入、同时实行多渠道筹集义务教育资金、深化教育教学体制改

革、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开展东西部对口支援、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支持、加大对贫困学生的扶持、加
强考核、评估和验收等措施来推进义务教育工作。当时社会各界积极集资办学、捐资助学,学校努

力动员学生入学、克服各种困难完成教育教学任务。
通过各方努力,到20世纪末,我国义务教育取得了重大进展。
第一,义务教育的普及程度显著提高。到2000年底,全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地区人口覆盖

率达到85%,“普九”验收的县(市、区)总数达到2541个(含其他县级行政区划单位156个)[10]71。
全国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达99.1%[10]78,比1990年增加1.3个百分点;小学五年巩固率为

94.5%[10]71,比1990年提高了23.1个百分点。全国初中毛入学率达到88.6%[10]72,比1990年提高

了21.9个百分点。初中学生三年保留率为90.1%[10]77,比1990年增加了7.3个百分点。这些数据

或许有少量水分,但可以肯定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我国义务教育的普及程度大大提高,实现了

党的十四大提出的在20世纪末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目标。
第二,义务教育阶段的办学条件大大改善。如到2000年,小学教师的学历合格率达96.9%,比

1990年增加23个百分点;初中教师的学历合格率为87%,比1990年增加了40.5个百分点。全国

普通中小学校舍建筑面积113402平方米,比1990年增加41714平方米[10]72[7]92。中小学危房率明

显下降,从1993年到1999年,小学由2.09%下降到0.72%,中学由2.02%下降到0.7%,已经“普
九”的地方,实现了“最好的房子是校舍”和办学条件标准化的目标[11]88-115。

当然,当时我国义务教育也还存在不少问题需要解决。首先,义务教育的普及程度特别是巩固

程度有待进一步提高。如全国小学四年级到初中按时毕业率在1999年时只有76.64%,意味着这



批学生中23.36%的人除了少量留级而外,大部分中途流失[11]88-115。其次,办学重心过低,导致政府

义务教育投入不足,民众负担过重,义务教育负债累累,长期大面积地拖欠教师工资。再次,管理体

制不完善,致使以权谋私、任人唯亲、用人不当、拖欠、克扣和挪用教育经费等现象时有发生。此外,
各地各校发展差距巨大,学生难以享受公平的义务教育。上述问题的存在,阻碍了我国义务教育的

进一步发展,故还需要改革。

四、全面普及义务教育(2001-2010年)

从2001年到2010年是我国义务教育体制与机制改革取得历史性突破、真正实现全面普及义

务教育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党和国家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来改革和推进我国的义务教育工作。
一是进行普九攻坚战。在2001年5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等重

要文件中,除了强调一般地区巩固“普九”成果、大中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提高“普九”质量而外,特
别强调打好贫困地区“普九”的攻坚战,并具体提出西部地区要在2008年左右完成攻坚任务。为

此,2004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教育部等部门制定的《国家西部地区“两基”攻坚计划(2004-
2007)》,对西部“普九”及扫除青壮年文盲方面的攻坚工作进行了具体的部署。为顺利完成“普九”
攻坚任务,国家还实行了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
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特岗教师计划等有助于攻坚任务完成和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支持

工程。所有这些支持性政策的实施,对全国顺利完成“普九”任务起了重要作用。
二是先后实行“一费制”和“两免一补”的政策。此前义务教育的普及率之所以难以达到很高水

平,其原因很多,但首要的原因是义务教育学生及其家庭的教育经费负担较重,很多贫困家庭的学

生不得不因此而辍学。为减轻和规范学生的经费负担,2001年2月经国务院批准,教育部、国家计

委、财政部下发了《关于坚决治理农村中小学乱收费问题的通知》,规定从2001年起,农村贫困地区

中小学义务教育阶段试行“一费制”收费办法。当时规定的学校最高收费限额为:农村小学每生每

年120元、农村初中每生每年230元。到2004年底,全国31个省份都正式下发了“一费制”实施办

法,从而全国全面地推行了“一费制”。与此同时,对部分贫困学生免收学杂费,提供免费教科书,为
贫困寄宿学生补助生活费(简称“两免一补”)。这些政策的实施,对缓解部分贫困家庭学生的就学

困难有重要帮助,但难以彻底解决问题。
为彻底解决义务教育学生经济负担问题,2005年12月国务院在《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

保障机制改革的通知》中决定:“全部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对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

教科书并补助寄宿生生活费。”[12]752006年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进一步规定:“实施义务教育,不
收学费、杂费。”“各级人民政府对家庭经济困难的适龄儿童、少年免费提供教科书并补助寄宿生生

活费。”[13]到2008年秋季,全国城乡全面实行了“两免一补”政策。“两免一补”政策的全面实施,许
多贫困家庭学生再也不会因为经济困难而失学或辍学,从而有力地推动了义务教育的全面普及。

三是全面实施“以县为主”的义务教管理体制。在上世纪90年代,我国因为义务教育管理重心

过低而出现了许多问题,当时虽然也有文件提到实行“以县为主”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但并没有真

正落实,致使相关问题久拖不决。2001年5月29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

定》强调: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实行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体

制”。其中规定,普及义务教育的主要责任、教职工工资的发放、校长与教师的管理、教育教学工作

的指导等都集中到县[14]62。此后在其他相关文件中也有类似规定。在教育部的一再督促下,相关

各方经过几年的博弈,到2004年底,全国绝大部分省份基本实现了“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
四是实行新的农村义务教育保障机制。为解决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办学经费困难的问题,国家

曾经实行了多项支持性工程,解决了许多贫困地区义务教育的燃眉之急。为了比较彻底地解决这

一问题,2005年12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通知》决定将农

村义务教育纳入政府财政保障的范围,并具体确定了中央和地方政府按不同地区、不同项目的负担



比例。如“免学杂费资金由中央和地方按比例负担,西部地区为8∶2,中部地区为6∶4;东部地区

除直辖市外,按照财力状况分省确定。免费提供教科书资金,中西部地区由中央全额负担,东部地

区由地方自行承担。补助寄宿生生活费资金由地方承担”[12]755。2006年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也
对中央和地方义务教育财政负担的比例做了专门规定。这些法规实施后,加大了中央和省级政府

对于义务教育经费投入的责任,保障了义务教育经费稳定的来源。此后不仅“两免一补”所需经费

和学校公用经费都能足额到位,而且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还对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债务进行了清理

和偿还,多数地方义务教育教师工资能够足额发放。由于义务教育经费有了基本保障,大大地减轻

了学校的负担或压力,使学校有条件以主要精力来抓义务教育的普及和质量的提高。
五是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这一时期采取多种措施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如建立和完

善保障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公共财政、统筹教师资源、实行义务教育学校就近入学制度、加强薄弱

学校建设,加大对农村地区、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的支持力度,保障流动人口子女、特殊儿童、农
村女童的就学权利等。

此外,这一时期还采取了其他措施来推进义务教育的发展。如继续加强对义务教育工作的督

导检查与评估,进一步调整中小学布局结构,加强教师的配备和培训,保障义务教育教师工资按期

发放并实行绩效工资制度,积极推行素质教育,实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等。
通过各方面的努力,这一时期我国义务教育取得了巨大进步。
第一,义务教育实现全面普及。截至2010年底,全国2856个县(市、区)全部实现“两基”,全国

“两基”人口覆盖率达到100%[15]168。其中,到2010年,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达到99.70%,比

2000年提高了0.6个百分点;初中阶段毛入学率100.1%,比2000年提高了11.5个百分点[16-17]。这

些数据意味着这一时期国家“普九”攻坚工作顺利完成,义务教育实现了全面普及。
第二,办学条件得到非常显著的改善。如到2010年,我国小学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率99.52%,

比2000年提高了2.6个百分点,初中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率98.65%,比2000年提高了11.65个百分

点。小学生师比17.70∶1,初中生师比14.98∶1,比2000年分别降低4.51、3.25个百分点。全国普

通中小学校舍建筑面积141751万平方米,比2000年增加了28349平方米[16-17]。
尽管这一时期我国义务教育进步巨大,但也还存在需要进一步提高义务教育普及和巩固的水

平与均衡发展水平、需要进一步理顺相关体制和提高办学质量等问题。

五、基本实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2011年至今)

从2011年至今是我国义务教育在全面普及的基础上全面提高水平、基本实现均衡发展和城乡

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的时期。早在2010年7月,中央发布的指导我国2010年到2020年期间教育

改革和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简称“规划纲

要”)就提出:我国2010年到2020年义务教育的核心任务是“巩固提高九年义务教育水平”“推进义

务教育均衡发展”[15]5。此后,我国根据《规划纲要》的规划和教育的发展变化,主要做了以下一些推

进义务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工作。
一是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为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国

务院于2012年9月发布了《关于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对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

展的指导思想、基本目标、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均衡配置教育资源、合理配置教师资源、保障义务教

育阶段农村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留守学生、特殊儿童、需要特别照顾的儿童等特殊群体平等地

接受义务教育、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加强和改进学校管理、加强组织领导和督导评估等问题进

行了论述和规定[18],这对我国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此后中央在一些重要的

教育文件中一再强调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或均衡优质发展,并对相关的体制机制提出了要求。
为贯彻执行中央关于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要求,教育部在每年的教育工作安排中,都

将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作为重要任务来加以安排,同时采取了多方面的措施来全面贯彻落实中



央的相关要求。其中,在2011年和2012年教育部与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建设兵团

签订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备忘录,建立了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长效机制。各级地方党委和政府

按照中央的要求,根据本地实际,也采取了多方面的创造性的措施来推进城乡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
为贯彻落实党的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精神,着力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矛盾仍然突出、乡村优质教育

资源紧缺、教育质量亟待提高、城镇教育资源配置不适应新型城镇化发展、大班额问题严重等问题,

2016年7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对
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工作目标、主要措施、组织保

障等问题进行了论述和非常具体的规定[19],这对于各地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

有重要的指导和规范作用。此后中央的一些重要文件如2018年10月18日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

九大所作的政治报告、2019年3月5日李克强同志在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

作报告都提出了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的要求。教育部在2016年后每年的工作安排都将

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作为主要的工作任务之一来加以部署和落实,各地也为此做了多方面的

努力。
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与均衡发展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但更注重城乡义务教育各方面的

统一,以彻底解决城乡义务教育之间的壁垒或二元对立。
二是全面改善贫困地区薄弱学校的办学条件。促进城乡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和一体化发展的

瓶颈是贫困地区薄弱学校的建设与发展。为解决这方面的问题,2013年12月教育部和国家发展

改革委员会与财政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的意

见》,对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的重要意义、指导思想、实施原则、实施范围

与主要目标、重点任务、实施措施等进行了具体的论述和规定[20]。此后几年,教育部等相关部门都

将改善贫困地区薄弱学校的办学条件作为重要的任务加以落实。
三是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为进一步统筹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推

动义务教育事业持续健康发展,2015年11月25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

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对进一步完善城乡特别是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意义、总体要求、主
要内容、实施步骤、组织保障等问题进行论述和比较具体的规定[21]。与2005年12月确定的农村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相比,既继承了中央和地方分类别、按比例负担义务教育经费、加大中央和

省级政府投入等经费保障机制,又力图解决以前遗留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有关政策不统

一、经费可携带性不强、资源配置不够均衡等问题。这对于进一步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保
障贫困地区学生和各类特殊学生的就学权利、提高义务教育普及水平和办学质量有重要作用。

四是全面加强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建设。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一体化发展

的短板是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的办学条件。为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国务院办公厅于

2018年4月印发了《关于全面加强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建设的指导意见》,就全面加

强乡村小规模学校(指不足100人的村小学和教学点)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建设的指导思想、基本原

则、主要目标、统筹学校布局规划、改善办学条件、强化师资建设、强化经费保障、提高办学水平、加
强组织领导等问题进行了论述和规定[22]。这一文件的发布与实施,对于农村学校特别是乡村小规

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建设水平的提高、更高水平地实现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一体化发展

有重要作用。
此外,这一时期还采取了其他一些措施推进义务教育的发展。如改革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引

导学生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推进课程与教学改革,以提高义务教育培养质量;
进一步明确地方政府的教育权责,推进向地方、学校适当放权,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进一步转

变管理方式,强化规划、标准的制定与实施,加强和改进教育督导与测评,综合运用法规、政策、公共

财政、信息服务等多种手段加强和改善义务教育管理。
通过全国上下的努力,我国义务教育在这一时期达到了较高的发展水平。



第一,义务教育普及与巩固水平进一步提高。如在2018年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达99.95%
的历史高位,比2010年提高0.61个百分点;全国初中阶段毛入学率100.9%,比2010年提高0.8个

百分点,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全国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94.2%,比2010年提高了4.5个

百分点[16,23]。
第二,师资水平和待遇进一步提高。一是生师比进一步下降。如到2018年,小学生师比为

16.97∶1,比2010年缩小0.73个百分点;初中生师比为12.79∶1,比2010年缩小2.19个百分

点[23,16]。二是教师学历水平大幅度提高。2018年,全国小学专任教师中,本科及以上学历教师比

例为59.1%,比2010年提高了35.4个百分点;2018年全国初中专任教师中,本科及以上学历教师

比例为86.22%,比2010年提高了22.1个百分点[23-25]。三是教师队伍待遇进一步改善。全国不仅

能够按时全额发放教师基本工资及绩效工资,而且贫困地区教师还得到了生活补助费。到2018年

底,725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实现了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全覆盖[26]。
第三,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布局更趋合理,大班额比例显著下降。通过进一步的布局调整,到

2018年,全国共有小学16.18万所、初中学校5.20万所,分别比2010年减少9.92万所、0.29万所。
小学校均规模为639人、比2010年扩大约253人,初中校均规模约895人,比2010年约减少67
人[16,23]。这意味着小学小规模学校大大减少,初中巨校进一步减少。与此同时,经过多年的积极努

力,56人及以上大班额占总班数的比例持续下降,到2018年小学降为6.49%,初中降为8.62%[23]。
其中,2018年大班额、超大班额数量比2017年分别减少了18.9%和48.7%,为近10年来最大

降幅[26]。
第四,义务教育学校硬件条件获得极大改善。如2018年普通小学(含教学点)设施设备配备达

标的学校比例情况分别为:体育运动场(馆)面积88.47%,体育器械配备94.23%,音乐器材配备

93.89%,美术器材配备93.70%,数学自然实验仪器93.72%,分别比2010年提高32.99、42.04、

45.34、46.06、39.10个百分点。初中设施设备配备达标的学校比例情况分别为:体育运动场(馆)面
积92.58%,体育器械配备95.91%,音乐器材配备95.45%,美术器材配备95.21%,理科实验仪器

95.64%,分别比2010年提高23.05、27.91、33.05、33.54、21.09个百分点。此外,2018年接入互联网

的学校比例小学为97.82%、初中为86.22%[16,23]。可以说,进步非常显著。
第五,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一体化发展达到了较高水平。到2019年1月,因国家积极支

持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94%的学校达到20条底线要求。92.7%
的县级单位实现义务教育基本均衡,16个省份整体通过国家认定”[26]。也就说,我国虽然还需要努

力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一体化发展的水平,但这一工作已经有了良好的基础。
此外,经过多年努力,我国义务教育质量具有一定基础[27],体制与机制进一步完善。当然,这

两方面也还存在一些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六、结束语

经过70年的努力,我国义务教育及与此相关的普及教育取得了十分巨大的成绩,我国从一个

小学入学率通常只有20%左右、文盲率80%以上的教育弱国变成了全面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

普及高中阶段教育、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教育强国。与此相应,我国国民素质较新中国成立时已经有

了极其巨大的变化。

70年来,我国在实施义务教育及普及教育方面积累了许多经验教训,从中可得到以下主要启

示: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是普及义务教育的前提;理顺义务教育办学体制与管理体制是义务教育顺

利发展的保证;实行真正意义的免费教育是义务教育得以普及的关键;积极改善义务教育教师待

遇、提高义务教育教师素质是提高义务教育普及程度和办学质量的基础;加大国家和省级政府对于

义务教育经费的投入是顺利普及义务教育的保障;提高依法治教的水平是义务教育健康发展的根

本;持之以恒地提高和巩固义务教育的普及程度、增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



展水平,提高义务教育质量是义务教育发展的核心任务;坚持分区规划、分类指导、分步实施,大力

扶持贫困地区、薄弱学校、弱势群体,注重督导与评估是实施义务教育的基本策略;随着国家实力的

增强而逐步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并改革其培养体制与机制,是义务教育的发展方向[2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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