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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战略构想以来，义务教育

均衡发展问题备受关注。从去年春天起，我们上海教育科学研究

院的科研人员有幸参与了首份国家教育督导报告的研究，对全国

及各地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状况进行了系统分析与评估，做了一

些力所能及的工作。督导监测的初步实践增强了我们对教育监测

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对如何做好教育监测工作、服务均衡发展有

了一些体会，在此向各位领导和代表作一简要汇报。 

一、从均衡督导实践看加强教育监测工作的重要性 

2005 年的国家教育督导报告，从经费投入、办学条件和教

师队伍三个方面，对全国 2800 多个县区义务教育公共资源配置

均衡状况进行了初步监测。结果显示，“十五”期间，义务教育

均衡发展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差距依然较大，推进义务教育均衡

发展，做好教育监测工作不仅必要而且紧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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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督导监测发现：均衡发展取得显著进展 

“十五”期间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农村义务教育工作，西

部地区“两基”攻坚战略全面推进，“新增教育经费主要用于农

村”等重大政策和“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等一系列重大

工程的实施，对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政府加大农村投入力度，生均拨款的城乡差距有所缩小。

2000-2004 年，全国小学、初中生均预算内事业费的城乡之比均

由 1.5∶1 缩小为 1.2∶1，全国有 29 个省的这一差距有不同程

度的缩小。 

办学条件明显改善。农村校舍增加较快，大部分省生均校舍

面积城乡基本相近。农村中小学校现代教育技术装备水平进一步

提高，其中初中计算机台数增加 60%，建网学校数增加一倍。 

教师学历合格率差距进一步缩小。2004 年，初中教师学历

合格率的城乡差距缩小到 4.2 个百分点。2002-2004 年，全国有

15 个省初中教师学历合格率县际差距缩小了 5个百分点以上。 

2、督导监测揭示：差距依然过大，问题仍很突出 

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取得显著进展的同时，我们也发现义务

教育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资源配置不均衡的问题仍很突出。 

中、西部地区生均拨款水平过低，省域内县际差距较大。2004

年，西部地区初中生均预算内事业费平均为 1017 元、生均预算

内公用经费平均为 121 元，还不足东部的 60%和 40%。值得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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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中部地区生均拨款的平均水平甚至低于西部。一些县生均

预算内公用经费严重不足，“保运转”问题较为突出。2004 年全

国尚有 700多个县区小学生均预算公用经费在 30元以下，有 900

多个县区初中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在 50 元以下；全国有 2/3 省

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的县际差距在 10 倍以上。 

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差距较大。2004 年，农村小学、初中生

均仪器设备值普遍偏低，不能满足基本教学要求，城乡之比分别

为 2.9∶1 和 1.4∶1。省域内县际差距各地平均都在 9倍以上。

1/3 以上省还在扩大。 

高水平教师城乡间、地区间配置很不均衡。2004 年，全国

农村小学高级教师、农村初中一级及以上职务教师的比例分别比

城市低 8.9 和 14.5 个百分点；有 28 个省初中的县际差距超过

20 个百分点。 

3、实践表明：加强教育监测必要且紧迫 

监测的初步实践表明，推进义务均衡发展还有不少问题有待

深入研究，比如社会广泛关注的校际过大差距问题、教育教学质

量的均衡问题、教师素质与配置的均衡问题等等，受多方面因素

的制约目前尚未进行系统的分析与监测。然而我们欣喜地看到，

最近中央投入相当财力致力于建立义务教育保障机制、通过增设

农村学校教师特设岗位的国家举措来进一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

发展。不少地区的党委和政府明确提出“不让一个孩子掉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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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每一个学生”、“办好每一所学校”，均衡发展的理念正在

变成行动，反映了我国各级党委和政府贯彻落实中央提出的和谐

社会目标。 

国家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一系列重大决策和工程项目的

具体实施，各地均衡发展理念的普遍实践，广大人民群众对于教

育公平和公正的愿望的实现，急需建立科学的义务教育监测长效

机制。 

二、开拓创新，建立可持续均衡发展的监测体系 

实践中我们深切体会到，我们要特别关注影响各地进一步推

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突出问题，尤其是对那些尚未达到基本办

学标准和投入要求的地区，首先要解决“抬高底部”、确保运转；

要解决部分地区学校教学仪器设备水平过低和差距过大的问题，

以及教师素质和业务水平差距悬殊问题，作为有效化解“择校热”

和推进素质教育的重要前提。从根本上解决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问

题需要各级政府和全社会的长期努力，需要开拓创新，建立义务

教育可持续均衡发展的监测体系与保障制度。 

1、建立义务教育可持续均衡发展的监测与保障制度 

均衡监测的导向与激励机制、预警与报警机制、政府主导和

社会广泛参与监督机制为主要内容的监测体系与保障制度建设，

对于提高基础教育宏观管理水平、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意义

重大且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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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衡监测的导向与激励机制。正面引导、鼓励并支持各地不

断提高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水平，是当前加快教育监测制度建设的

基本要求，其核心是形成和强化义务均衡发展的导向与激励机

制：一是通过基础教育监测制度所特有的标示作用，充分发挥基

础教育监测对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正面导向功能，鼓励各地党委

和政府坚定不移地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二是鼓励各地从实际

出发，改革创新，大力提升本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水平；三是

充分体现分类指导和分地区推进的要求。 

均衡监测的预警与报警机制。充分发挥监测体系特有的警示

功能，义务教育均衡监测的预警与报警机制特别关注以下三个方

面：一是对公共资源配置未达到基本办学条件标准的地区，提出

预警或报警；二是对资源配置或教育发展存在过大差距、或差距

明显扩大的地区，提出预警或报警；三是对资源配置失衡、教育

发展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义务教育与其他教育发展不协

调、或不协调状况长期得不到明显转变的地区，提出相应的预警

或报警。 

均衡监测的政府主导和社会参与监督机制。为了更为全面、

系统、客观地反映全国及各地义务教育发展的实际情况，在数据

信息系统建设的同时，应充分依托相关的专门工作机制（如督导

制度等），争取多部门或机构的共同参与；各级政府需要及时向

社会公开义务教育均衡监测的数据信息与监测结果，并形成和落

实向同级政协、人大定期报告制度；基础教育监测工作要体现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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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专家、学校和科研机构、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广泛听取社会

各界的意见，尤其要关注百姓对学校、对教育的满意程度。 

2、探索符合国际趋势和具有我国特色的监测方法 

新时期我国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发展出现了诸多新的情

况，新形势迫切需要我们加强宏观管理、科学决策和政策调控的

能力建设，迫切需要建立符合国际发展趋势、体现我国特色的义

务教育监测体系和监测方法。 

建立完善的监测指标体系。从推进全国及各地义务教育均衡

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我们感到特别需要在深入研究、广泛调研

和先期试验的基础上，进一步调整和完善义务教育监测指标体

系，在选用更为科学、更能反映教育发展实际的教育指标的同时，

需要考虑选择一批反映义务教育发展环境、体现教育与社会经济

协调发展、以及人民群众满意程度等方面的指标，近阶段要特别

关注反映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我国农村义务教育保障机制的

落实、农村师资队伍建设、学生学习生活、农村教育教学质量等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中的重大问题。 

形成广覆盖的数据信息平台与信息的快速反应机制。我们应

当认真研究并借鉴国内外经济、人口和社会等领域系统统计与抽

样调查有机结合的成功经验，设计科学的抽样框架，形成有足够

覆盖面、有典型代表性的区县、学校监测布点，建立完善的全国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监测网络。在全面、系统和动态反映义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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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均衡发展状况的同时，如何在全国和省两级建立起基础教育全

局性重大问题信息的快速反应机制，使教育决策更加科学有效，

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研究和运用科学的监测方法。为了能够多视角、多层面科学

监测全国及各地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情况，需要采取动态与静态

监测相结合、点面监测相结合、软硬件监测相结合、定量与定性

监测相结合、义务教育内外部监测相结合的方法，充分反映义务

教育发展的社会经济环境、全国及各地义务教育发展和变化情

况、义务教育内部的现状和发展变化情况以及义务教育相关政策

的执行落实等状况。 

三、努力做好监测工作，为基础教育健康发展服务 

我们将按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进一步完善全国及各地区义务

教育均衡发展的宏观监测体系，尤其要关注义务教育质量的均衡

发展问题，这是世界各国和我国至今都在努力探索的一个共同性

问题。我们将认真研究各国成功的经验，认真调研我国各地区在

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缩小教育差距方面的成功经验，解决广大百

姓高度关注的教育质量问题的监测办法，包括教师资源配置的均

衡监测问题，促进均衡监测服务于深化基础教育的内涵发展。 

党中央国务院确定了“十一五”发展的战略目标，凝聚全社

会力量着力构建和谐社会，教育部作为积极推进基础教育可持续

均衡发展的战略举措，近期在上海成立了“教育部基础教育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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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是完善我国基础教育决策和监测制度的一项重要举措，

对加强国家基础教育宏观管理、促进基础教育分类指导具有重要

意义。“监测中心”将为国家提供全国基础教育发展重大问题的

基础信息，为国家基础教育宏观管理和政策制定提供决策支持服

务；在教育部指导下，为地方政府部门提供基础教育监测与发展

问题的信息与咨询服务。“监测中心”将注重能力建设，积极开

展基础教育监测相关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的政策研究，及时研

究世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基础教育发展的最新进展和政策

动向。 

我们深感所肩负的任务艰巨、责任重大。我们决心按照教育

部领导对监测中心的要求，紧紧围绕全国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

中心，针对热点难点问题，积极开展监测工作，努力建设一个全

国性高水平的为基础教育科学决策服务的监测中心；要进一步加

强队伍建设，充实科研力量，努力构建一支政策水平高、服务质

量好、战斗力强的科研团队；要进一步依靠各地教育管理部门、

学校和科研院所，共同努力，开拓创新，以更好的精神风貌、更

富有成就的工作成果，为全国基础教育的决策做好服务。为此，

我们衷心期望得到各地教育行政部门的指导、帮助和支持，也愿

意竭诚为各省市服务，努力开创我国基础教育监测工作的充满生

机活力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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