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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阶段基础性办学条件的
区域差异研究

———基于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评估合格县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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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陕西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陕西 西安710062)

摘 要:运用2013-2016年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评估数据,从场地、设施、师资三个维度,对八大综合区

基础性办学条件的均衡程度与发展水平实证研究发现:初中阶段基础性办学条件总体均衡程度高于小学,区

域间场地和设施条件均衡程度高于师资条件。东部沿海地区小学和初中之间的均衡程度相差最小,西北地区

小学的基础性办学条件绝对值高且均衡程度高,长江中游地区小学、初中的基础性办学条件绝对值低且均衡

程度低。东北地区小学、初中设施条件的绝对值低但均衡,场地条件和师资条件绝对值高但均衡程度低。西

南地区、黄河中游、北部沿海、南部沿海四个地区的小学、初中各类指标绝对值较低且均衡程度相差较大。推

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下阶段应从优化顶层设计、健全制度保障、强化政府责任、缩小区域差距、改革经费制

度、改善办学条件、优化师资队伍等方面着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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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是维护教育公平与提升教育质量的基础性工程,是当前教育领域综合改革

的战略性任务,同时也是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重要体现。为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

纲要(2010-2020年)》和《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关于义务教育要“率先

在县(区)域内实现城乡均衡发展,逐步在更大范围内推进”的决策部署,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

室在2013年初启动了全国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督导评估认定工作。截至2016年底,已有1824
个县通过督导评估认定,占全国总数的62.4%,其中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广东、福建等7个省

(市)所有县级单位全部通过国家督导评估认定[1]。开展督导评估以来,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取得

了突破性进步。但全国范围内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评估合格县的总体发展水平如何,不同区域间教育

均衡水平是否存在差异,尤其在事关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能否持续的基础性办学条件方面,尚缺乏实证

性的数据支撑。基于此,本研究通过收集国家教育督导检查组汇总的各地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

评估数据,从场地、设施、师资三个维度,对当前义务教育阶段各区域办学条件差异进行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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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角度研究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水平是近年来学术界的热点议题。一是全国范围内义务教育

均衡发展水平研究。如曾满超[2]等人对中国义务教育的资源利用和配置不均衡状况进行的描述性

统计分析;常斌[3]对中国省际间义务教育发展差异的测度与聚类分析;凡勇昆[4]等人基于对东、中、
西部8省17个区(市、县)实地调查开展的义务教育资源配置均衡程度实证研究;朱德全[5]等人通

过对14省546所中小学的实证调查,结合2010-2014年义务教育发展的宏观数据和典型案例对

中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状况的研究等。二是区域内跨省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水平研究。如祁占勇[6]

等人基于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检查反馈意见》对我国西北地区义

务教育均衡发展水平的研究;李玲[7]等人对我国西部地区六个区县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水平

的研究;杨令平[8]等人对西部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现状的实证研究;雷万鹏[9]、李鹏[10]等人对中

部地区义务教育发展现状的实证研究等。三是省域内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水平研究。如肖新成[11]

对江西省地区间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差距的研究;张旺[12]等人对吉林省40个县(市)义务教育发展

水平的比较分析;宗晓华[13]对东部某省义务教育投入的县际差距与影响因素的研究等。四是关于

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策略研究。范先佐[14]等人认为,实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关键是实行省级

统筹,让省级政府成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最主要的财政责任承担者,重点确保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工

资福利待遇的不断提高。彭泽平[15]等人认为应从教育经费投入、办学条件、师资水平三方面,推进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韦吉飞[16]等人利用纵贯数据,评估了教育统筹权漂移对城镇化进程的影响,
建议城乡教育统筹发展与城镇化进程协同推进。上述研究对本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与启示价值,
但是与本研究在数据来源、研究范围、分析框架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

二、数据来源与处理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国家教育督导检查组汇总的各地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检查数据,数
据包括生均教学及辅助用房面积、生均体育运动场馆面积、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每百名学生拥有

计算机台数、生均图书册数、师生比、生均高于规定学历教师数、生均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教师

数等八项指标,每个指标的小学、初中全县平均值及其对应的差异系数,以及小学、初中的综合差异

系数,其中综合差异系数是八项指标差异系数的平均值。本研究认为,这八项指标涵盖了学校场

地、教学设施、师资条件等教育均衡发展的基础性指标,是义务教育持续性均衡发展的关键要素。
该指标由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标准研究”课题组设计,经过了大量的调研和测

算,评估标准具有较强的科学性[17]。数据的收集经历了区县自下而上提交、专家组实地审查核实、
督导检查组官网公开信息等过程,数据来源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二)数据处理

在截至2016年通过均衡督导检查的1824个县级单位中,32个区县的反馈意见没有公布在国

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官方网站,除去小学、初中全县均值和差异系数等四类数据不完整的区

县,共有1670个数据完整区县。由于国家教育督导检查组在公布上述四类数据时,没有同步公布

各区县参与均衡检查涉及的学生数量,无法通过以各区县平均值乘学生数量这一权重方式计算八

大区域各类指标加权值,只能通过四类数据总和与参加均衡检查区县数计算八大区域各类指标算

术平均值。
为计算八大区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综合差异系数,本研究采用层次分析法(AHP),对152位

高校教师、中小学校长、教科研机构研究人员进行八项指标的重要性调查,采用yaahp软件对八项

指标的重要程度赋值,统计得出各指标权重如下:生均教学及辅助用房面积权重12.80%、生均体育

运动场馆面积权重5.40%、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权重6.30%、每百名学生拥有计算机台数权重

5.70%、生均图书册数权重7.90%、师生比权重25.80%、生均高于规定学历教师数权重18.30%、生



均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教师数权重17.80%。本研究将各子指标差异系数与权重相乘,从而得

到该指标经赋值后的差异指数,最后将相关指标汇总,得出八大区域的学校场地、教学设施、师资三

大维度综合差异系数。
(三)区域划分

本研究采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地区协调发展的战略和政策》提出的区域划分办法,将我国

大陆划分为四个板块八大综合经济区。四个板块即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八大综合经济区即东北

综合经济区、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东部沿海综合经济区、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黄河中游综合经济

区、长江中游综合经济区、西南综合经济区、西北综合经济区(以下分别简称东北地区、北部沿海、东部

沿海、南部沿海、黄河中游、长江中游、西南地区、西北地区)。其中,东北地区包括黑吉辽三省,北部沿

海包括京津冀鲁四省市,东部沿海包括江浙沪三省市,南部沿海包括闽粤琼三省,黄河中游包括晋陕

豫蒙四省区,长江中游包括鄂湘赣皖四省,西南地区包括云贵川渝桂五省市区,西北地区包括甘宁藏

疆青五省区,八大区域样本县级行政区分别为143、204、195、221、281、299、215、112个,合计1670个。

三、研究结果与发现

(一)八大经济区域间场地条件的差异分析

场地条件包括生均教学及辅助用房面积、生均体育运动场馆面积(以下分别简称教学及辅助用

房面积、运动场馆面积)两个指标。统计发现,各地区教学及辅助用房面积的差异系数均低于运动

场馆面积,表明各地区教学及辅助用房面积的均衡程度高于运动场馆面积的均衡程度。分地区分

学段来看,西北地区小学、初中教学及辅助用房面积,以及初中运动场馆面积三个指标的差异系数

均为最低,分别是0.453、0.312、0.431;东部沿海小学运动场馆差异系数最低0.602;北部沿海小学、
初中教学及辅助用房面积,以及小学、初中运动场馆面积四个指标的差异系数均为最高,分别是

0.509、0.433、0.737、0.593。从场地条件的综合差异系数来看,西北地区小学、初中的场地条件综合

差异系数均为最低,分别是0.093和0.064,北部沿海小学、初中的场地条件综合差异系数均为最

高,分别为0.106和0.088,区域间场地条件综合差异系数相差不大。
表1 不同区域场地条件差异系数与绝对值

生均教学及辅助用房差

异系数与面积(m2)

小学 初中

生均体育运动场馆差异

系数与面积(m2)

小学 初中

场地 条 件 综 合 差 异

系数

小学 初中

东北综合经济区 0.489 0.393 0.687 0.523 0.100 0.080
4.186 5.001 12.538 15.913

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 0.509 0.433 0.737 0.593 0.106 0.088
3.877 4.825 9.820 11.468

东部沿海综合经济区 0.476 0.430 0.602 0.539 0.094 0.085
4.363 6.428 7.459 12.182

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 0.497 0.390 0.647 0.524 0.099 0.079
4.304 5.732 7.738 10.528

黄河中游综合经济区 0.506 0.378 0.674 0.507 0.102 0.077
4.251 5.111 7.866 9.742

长江中游综合经济区 0.504 0.409 0.644 0.501 0.100 0.080
4.191 5.473 6.746 9.640

西南综合经济区 0.458 0.344 0.633 0.451 0.094 0.069
4.357 4.739 8.012 9.490

西北综合经济区 0.453 0.312 0.631 0.431 0.093 0.064
4.738 5.232 11.514 11.528

全国平均值 0.490 0.390 0.657 0.511 0.099 0.078
4.255 5.328 8.506 10.942

    注:场地条件两个维度四列数据中,每个区域每项数据横向上分为两行,第一行为差异系数,第二行为绝对平均值

从表1可以看出,八大经济区场地条件各指标的绝对平均值存在明显差异。教学及辅助用房



面积方面,小学最低是北部沿海3.877m2,最高是西北地区4.738m2,东北地区、北部沿海、黄河中

游、长江中游低于全国平均值;初中最低的是西南地区4.739m2,最高是东部沿海6.428m2,东北地

区、北部沿海、黄河中游、西南地区、西北地区低于全国平均值。运动场馆面积方面,小学最低的是

长江中游6.747m2,最高是东北地区12.538m2,东部沿海、南部沿海、黄河中游、长江中游、西南地

区低于全国平均值;初中最低的是西南地区9.490m2,最高的是东北地区15.913m2,南部沿海、黄
河中游、长江中游、西南地区低于全国平均值。

综合差异系数和绝对值可以发现,对于场地条件而言,小学学段西北地区绝对值高且均衡,东
部沿海和西南地区绝对值低但均衡,东北地区绝对值高但均衡程度低,长江中游、北部沿海、南部沿

海、黄河中游绝对值低且均衡程度低;初中学段西北地区绝对值高且均衡,西南地区、南部沿海、黄
河中游绝对值低但均衡,东部沿海、东北地区绝对值高但均衡程度低,北部沿海、长江中游绝对值低

且均衡程度低。
(二)八大经济区域间设施条件的差异分析

设施条件包括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每百名学生拥有计算机台数、生均图书册数(以下分别简

称设备值、计算机台数、图书册数)三个指标。统计发现,各地区图书册数的差异系数是设施条件三

个指标中最低的,设备值的差异系数最高,表明各地区图书册数的均衡程度高于计算机台数和设备

值的均衡程度。分地区分学段来看,西北地区小学、初中设备值的差异系数均为最低,分别是0.432
和0.331,小学设备值差异系数最高的是黄河中游0.533,初中设备值差异系数最高的是东部沿海

0.438;小学计算机台数差异系数最低的是东部沿海,最高的是长江中游,初中计算机台数差异系数

最低的是西北地区,最高的是南部沿海;小学图书册数的差异系数最低的是北部沿海,最高的是东

部沿海,初中图书册数的差异系数最低的是西北地区,最高的是东部沿海。从设施条件的综合差异

系数来看,东北地区小学、西北地区初中的设施条件综合差异系数最低,分别是0.071和0.050,黄
河中游小学、南部沿海初中的设施条件综合差异系数最高,分别是0.082和0.071,区域间设施条件

综合差异系数相差不大。
表2 不同区域设施条件差异系数与绝对值

生均教学仪器差异系数

与设备值(元)

小学 初中

百名学生拥有计算机差

异系数与台数

小学 初中

生均图书差异系数

与册数

小学 初中

设施条件综合差异

系数

小学 初中

东北综合经济区 0.444 0.386 0.370 0.301 0.263 0.233 0.071 0.061
1772.977 2301.408 13.006 15.453 30.161 37.554

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 0.526 0.404 0.409 0.304 0.223 0.215 0.075 0.061
992.718 1387.884 13.082 13.930 29.983 41.244

东部沿海综合经济区 0.474 0.438 0.289 0.313 0.302 0.307 0.072 0.070
1878.137 2476.027 14.654 19.066 28.891 41.064

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 0.484 0.416 0.458 0.382 0.292 0.284 0.080 0.071
1159.288 1720.846 10.459 13.067 25.432 35.194

黄河中游综合经济区 0.533 0.408 0.423 0.333 0.288 0.257 0.082 0.067
1159.208 1626.803 11.149 13.014 25.029 35.424

长江中游综合经济区 0.513 0.418 0.460 0.369 0.275 0.254 0.081 0.069
932.018 1355.639 9.211 11.057 23.787 32.764

西南综合经济区 0.514 0.404 0.405 0.272 0.276 0.194 0.079 0.058
1260.234 1615.240 8.933 10.959 23.738 32.024

西北综合经济区 0.432 0.331 0.402 0.242 0.263 0.182 0.072 0.050
1747.116 2076.582 12.443 13.351 23.958 30.543

全国平均值 0.498 0.406 0.408 0.323 0.275 0.246 0.078 0.065
1264.324 1747.730 11.320 13.460 26.121 35.708

  注:设施条件三个维度六列数据中,每个区域每项数据横向上分为两行,第一行为差异系数,第二行为绝对平均值

从表2可以看出,八大经济区设施条件各指标的绝对平均值存在明显差异。生均教学仪器设

备值方面,小学最低是长江中游932.018元,最高是东部沿海1878.137元,北部沿海、南部沿海、黄
河中游、长江中游、西南地区低于全国平均值;初中最低是长江中游1355.639元,最高是东部沿海

2476.027元,北部沿海、南部沿海、黄河中游、长江中游、西南地区低于全国平均值。每百名学生拥



有计算机台数方面,小学最低是西南地区8.933台,最高是东部沿海14.654台,南部沿海、黄河中

游、长江中游、西南地区低于全国平均值;初中最低是西南地区10.959台,最高是东部沿海19.066
台,南部沿海、黄河中游、长江中游、西南地区、西北地区低于全国平均值。生均图书册数方面,小学

最低是西南地区23.738册,最高是东北地区30.161册,南部沿海、黄河中游、长江中游、西南地区、
西北地区低于全国平均值;初中最低是西北地区30.543册,最高是北部沿海41.244册,南部沿海、
黄河中游、长江中游、西南地区、西北地区低于全国平均值。

综合差异系数和绝对值可以发现,对于设施条件而言,小学学段东部沿海、东北地区、西北地区

绝对值高且均衡,北部沿海绝对值低但均衡,长江中游、南部沿海、黄河中游、西南地区绝对值低且

均衡程度低;初中学段西北地区、东北地区绝对值高且均衡,西南地区、北部沿海绝对值低但均衡,
东部沿海绝对值高但均衡程度低,长江中游、南部沿海、黄河中游绝对值低且均衡程度低。

(三)八大经济区域间师资条件的差异分析

师资条件包括师生比、生均高于规定学历教师数(以下简称高学历教师数)、生均中级及以上专

业技术职务教师数(以下简称专业教师数)三个指标。统计发现,各地区专业教师数的差异系数是

师资条件三个指标中最高的,各地区师生比、高学历教师数这两个指标的差异系数相差不大。分学

段分地区来看,东部沿海小学、西南地区初中师生比差异系数最低,分别为0.218、0.242,小学和初

中师生比差异系数最高的均为东北地区,分别为0.475、0.365;东部沿海小学、初中生均高于规定学

历教师数的差异系数均为最低,分别是0.212和0.234,东北地区小学、初中高学历教师数的差异系

数均为最高,分别是0.463和0.363;东部沿海小学和初中专业教师数的差异系数均为最低,分别为

0.309和0.280,东北地区小学、长江中游初中专业教师数的差异系数最高。从师资条件的综合差异

系数看,东部沿海小学、初中师资条件综合差异系数均为最低,分别是0.150和0.155,东北地区小

学、初中师资条件综合差异系数均为最高,分别是0.300和0.228,区域间师资条件综合差异系数相

差比较明显。
表3 不同区域师资条件差异系数与绝对值

师生比差异系数与

比值

小学 初中

生均高于规定学历教师

差异系数与数量

小学 初中

生均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

职务教师差异系数与数量

小学 初中

师资条件综合差异

系数

小学 初中

东北综合经济区 0.475 0.365 0.463 0.363 0.519 0.375 0.300 0.228
0.086 0.113 0.081 0.096 0.059 0.082

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 0.324 0.294 0.322 0.292 0.462 0.347 0.224 0.191
0.063 0.086 0.057 0.073 0.034 0.056

东部沿海综合经济区 0.218 0.243 0.212 0.234 0.309 0.280 0.150 0.155
0.060 0.090 0.056 0.084 0.040 0.066

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 0.310 0.274 0.292 0.281 0.382 0.335 0.202 0.182
0.059 0.086 0.053 0.070 0.043 0.060

黄河中游综合经济区 0.442 0.345 0.429 0.345 0.518 0.376 0.286 0.220
0.071 0.096 0.067 0.078 0.035 0.052

长江中游综合经济区 0.363 0.341 0.348 0.341 0.454 0.378 0.238 0.218
0.058 0.090 0.051 0.066 0.037 0.063

大西南综合经济区 0.310 0.242 0.303 0.245 0.419 0.311 0.212 0.163
0.061 0.078 0.056 0.062 0.033 0.047

大西北综合经济区 0.393 0.268 0.375 0.270 0.483 0.334 0.257 0.179
0.073 0.087 0.068 0.070 0.036 0.048

全国平均值 0.352 0.300 0.341 0.300 0.442 0.345 0.233 0.194
0.065 0.090 0.060 0.074 0.039 0.059

  注:师资条件三个维度六列数据中,每个区域每项数据横向上分为两行,第一行为差异系数,第二行为绝对平均值

从表3可以看出,八大经济区师资条件各指标的绝对平均值存在明显差异。师生比方面,小学

最低是长江中游0.058人,最高是东北地区0.086人,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南部沿海、长江中游、西
南地区低于全国平均值;初中最低是西南地区0.078人,最高是东北地区0.113人,北部沿海、南部

沿海、西南地区、西北地区低于全国平均值。生均高于规定学历教师数方面,小学最低是长江中游

0.051人,最高是东北地区0.081人,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南部沿海、长江中游、西南地区低于全国平



均值;初中最低是西南地区0.062人,最高是东北地区0.096人,北部沿海、南部沿海、长江中游、西
南地区、西北地区低于全国平均值。生均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教师数方面,小学最低是西南地

区0.033人,最高是东北地区0.059人,北部沿海、黄河中游、长江中游、西南地区、西北地区低于全

国平均值;初中最低是西南地区0.047人,最高是东北地区0.082人,北部沿海、黄河中游、西南地

区、西北地区低于全国平均值。
综合差异系数和绝对值可以发现,对于师资条件而言,小学学段西北地区绝对值高且均衡,东

部沿海、南部沿海、西南地区绝对值低但均衡,东北地区、黄河中游绝对值高但均衡程度低,北部沿

海、长江中游绝对值低且均衡程度低;初中学段东部沿海绝对值高且均衡,西南地区、西北地区、南
部沿海、北部沿海绝对值低但均衡,东北地区、黄河中游绝对值高但均衡程度低,长江中游绝对值低

且均衡程度低。
(四)八大区域义务教育基础性均衡发展的综合分析

本研究采用层次分析法,通过专家调查得出八项指标的权重值,并求出不同区域小学、初中基

础性办学条件的综合差异系数。总体来看,各地区初中基础性办学条件综合差异系数均低于小学,
表明各地区初中办学条件均衡程度高于小学。分地区分学段来看,小学综合差异系数最低是东部

沿海0.369,最高是黄河中游0.493;初中综合差异系数最低是西北地区0.300,最高是长江中游

0.390,各地区小学综合差异系数大于初中,表明在小学学段东部沿海义务教育办学条件均衡程度

最高,黄河中游均衡程度最低;初中学段西北地区均衡程度最高,长江中游均衡程度最低,各区域间

小学办学条件的均衡差异高于初中。

四、研究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聚焦义务教育基础性办学条件的区域间差异。研究发现,初中阶段基础性办学条件总

体均衡程度高于小学,并且在场地、设施、师资三个子维度上均衡程度都高于小学,其中东部沿海小

学和初中之间的均衡程度相差最小。西北地区小学的基础性办学条件绝对值高且均衡程度高,长
江中游小学、初中的基础性办学条件绝对值低且均衡程度低。东北地区小学、初中设施条件的绝对

值低但均衡,场地条件和师资条件的绝对值高但均衡程度低。西南地区、黄河中游、北部沿海、南部

沿海四类地区的小学、初中各类指数绝对值都较低,且均衡程度相差较大。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

统计的通过督导评估的区县中,西北地区有43个区县仅有一所初中参加抽检,且纳入本研究的样

本数量最少;东北地区有16个区县仅有一所初中参加抽检,南部沿海和长江中游地区分别有5个

区县仅有一所初中参加抽检,北部沿海和黄河中游地区分别有2个区县仅有一所初中参加抽检,西
南地区有1个县仅有一所初中参加抽检。各地区通过均衡检查的合格区县数量,参加均衡检查区

县的样本学校数量都会对最后结果产生影响,其中对西北地区、东北地区、长江中游的影响尤为明

显。而沿海地区部分区县因其发展水平较高而“免检”,未参加均衡合格检查,势必又会降低该地区

在本研究中的整体得分。
从场地、设施、师资条件三个子维度来看,各区域间场地条件的均衡程度差异并不大,区域教学

及辅助用房面积的差异系数均低于运动场馆面积,表明各区域教学及辅助用房面积的均衡程度高

于运动场馆面积的均衡程度,且运动场馆面积的区域内部差异要大于教学及辅助用房面积的区域

内部差异。各区域设施条件的均衡程度差异也不大,区域图书册数的差异系数是设施条件三个指

标中最低的,设备值的差异系数最高,表明各区域图书册数的均衡程度高于计算机台数和设备值的

均衡程度,而设备值的区域内部差异也大于计算机台数和图书册数的区域内部差异。可见国家在

教育财政方面的宏观调控还是卓有成效的,但教学仪器设备值上还需进一步统筹。从师资条件来

看,各区域师资条件的均衡程度差异比较大,尤其在专业教师数方面的差异非常显著,专业教师数

的区域内部差异也很大。由此可见,即使是已经通过义务教育督导评估检查的区县,师资配置不均



衡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
(二)对策建议

1.优化顶层设计,制定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整体规划。一是结合时代发展趋势制定义务教育整

体发展规划,把握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等国际趋势,新型城镇化、人口

老龄化等国内形势,科学规划、分类指导,统筹推进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教育发展。二是推

动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向省域、区域均衡拓展。随着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评估合格县的比例不断提高,
县域内义务教育城乡差距和校际差距已明显缩小,省域和区域义务教育的差距正逐渐成为义务教

育均衡发展的主要矛盾,需要及早谋划省域内、区域间更大范围的均衡发展路线图。三是推动义务

教育基础性均衡向优质均衡迈进,在确保场地、设施、师资等基础性办学条件均衡发展同时,推动各

地义务教育由基础性均衡转向优质均衡,从资源层面的外延均衡转向质量提升的内涵均衡,最终办

成公平有质量的义务教育。

2.健全制度保障,完善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长效机制。一是完善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立法,对学

业负担、就近入学、学业评价、办学自主权等事关均衡发展问题法制化,适时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

学校法》,细化学校标准化建设指标,推进学校依法办学,全面落实《义务教育法》关于“促进义务教

育均衡发展”要求。二是强化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监测与督导,制定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监测指标与办

法,依托第三方机构开展教育质量监测,及时公开教育质量监测结果。加强教育督导机构和队伍专

业化建设,规范教育督导过程和结果使用办法,形成督政、督学、评价监测“三位一体”的教育督导体

系。三是强化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问责,发挥人大、政协等立法机关和社会公众等问责主体的作用,
在问责方式上综合总体考核与专项考核,终结性考核与阶段性考核等形式,推动各级政府、各类学

校切实履行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责任。

3.强化政府责任,构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治理体系。一是强化各级政府职能。中央政府除了

制定相关政策法规和标准体系外,还应致力于维护教育公平和底线均衡;省级政府要履行区域发展

规划、资源配置、队伍建设、省级和中央财政资金使用上的统筹职能,开展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评估与

督导;地市级政府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中扮演承上启下角色,既要落实上级政府相关政策法规,又
要指导辖区县级政府教育工作,合理配置本层级教育资源;县级政府作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直接

责任者,履行保障教育经费投入、改善学校办学条件、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等职责;乡镇政府则要督促

适龄儿童按时入学[18]。二是构建政府、学校、社会组织、市场、公民等多主体参与的义务教育均衡

发展治理体系,尤其要发挥民间组织、公民个体在教育规划、教育投入、质量评价等环节中的作用,
实现对教育公共事务的协同治理。

4.缩小区域差距,推动区域间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一是基于不同义务教育发展水平分类施

策。对义务教育发展水平领先地区,要以实现教育现代化为目标,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对
通过义务教育均衡评估检查地区,要在巩固成绩基础上继续发展,防止这些地区出现滑坡;对尚未

通过均衡评估检查的“硬骨头”地区,要举全力攻坚各薄弱环节[19]。二是推动长江中游、黄河中游、
西南地区等区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除了推动上述地区经济发展以完善“造血”功能外,还要加大财

政转移支付力度,对上述地区教育发展进行“输血”。三是对义务教育发展薄弱地区实行精准帮扶。
本研究发现,在总体义务教育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仍存在着相对滞后区县,而在中西部地区也

有发展水平较高区县。因此,不能简单根据东部、中部、西部或特定省份制定扶持政策,而应根据特

定区域教育发展实际精准帮扶。

5.改革经费制度,夯实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财力保障。一是上移教育经费统筹层级,全面落实

教育经费“三个增长、两个比例”法定要求,在教师工资福利、设备购置与维修、校舍维护和学校办公

等领域,加大中央和省级政府的统筹权,扩大中央和省级财政中的教育支出。二是实行弹性均等化

的义务教育经费政策,细化义务教育经费保障的范围、标准、类型和测算办法,从而实现场地、设施

和师资等基础性办学条件的均等化保障。同时建立弹性化扶助体系,根据不同地区财力差异,考虑



不同地区的办学成本,建立弹性化补助机制。三是在标准化学校建设、教师绩效工资等重点领域向

财政困难地区加以倾斜。在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达到GDP比例4%前提下,中央财政应将新增义

务教育经费重点投向财政困难地区,减少贫困地区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的配套比例,切实解决教师绩

效工资和津补贴、标准化学校建设等问题。

6.筑牢底线标准,改善薄弱地区薄弱学校办学条件。一是筑牢基础性办学条件底线标准。确

保学校场地、教学设施、师资条件等基础性办学条件“底线达标”是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首要任务,
各地需要遵循统一的底线标准,再兼顾地区差异与区域实际。这就需要国家尽早出台《学校法》,以
此明确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建设的底线标准。二是继续实施全国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义务教育学

校标准化建设工程、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中西部地区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等专项行

动,改善薄弱地区学校教学用地、图书资源、信息化设备、功能室建设等办学条件。三是提高现有资

源使用效益,新建学校要坚持“科学预测、合理规划、厉行节约”原则,重点将有限资源用于贫困地区

和薄弱学校改造。建立城镇化背景下区域学龄人口变动的科学监测机制,通过乡村小规模学校和

教学点建设等途径利用好农村已有教育资源。

7.优化师资队伍,破解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关键瓶颈。一是保障教师工资和各项福利待遇,稳
步提高教师收入水平。这是增强教师职业吸引力,维护教师队伍稳定,激发教师工作热情与职业幸

福感,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的重要举措。二是通过定向培养、公费师范、特岗计划、银龄讲学

计划等方式,增加现有教师存量,落实教师编制和职称评审向贫困地区和薄弱学校倾斜政策,解决

部分地区教师数量不足问题。三是提高已入职教师专业化水平。一方面完善城市与农村、偏远地

区与内地之间的教师交流任职制度,借助人才流动的优化机制,平衡城乡之间、学校之间的师资差

距,带动薄弱地区和学校教师专业成长。同时,深入实施国培计划等教师在职培训,提高教师队伍

整体素质和专业化水平。四是借助互联网技术建立优秀师资网络共享平台,以网络同步教学、在线

指导等方式扩大优秀教师的教学服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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