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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教育

发展尤其是义务教育公平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推进义务教育公

平不仅是民生为本执政理念的重要体现，也是国际社会追寻的共同价值。我国义

务教育公平推进，不仅凸显目前在我国社会城乡二元结构下对消除城乡教育发展

差距的共同目标，也体现了对区域尤其是县际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不同追求，并

在微观角度最终反映了对致力于缩小校际差距的不懈努力。义务教育普及水平提

高和入学机会增加是义务教育公平发展的重要内容，而义务教育经费投入均衡程

度、办学条件和教师队伍等资源在全国和各省份的城乡、县际和校际配置均衡程

度则是反映义务教育公平推进的核心内容。 

对于我国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实际状况而言，随着新增教育经费用于农村

等政策的实施，我国农村和贫困地区教育经费投入水平大幅提高，基本办学条件

明显改善，公共教育投入的县际差距明显小于财政支出的县际差距。但从保障教

育教学质量、提高教师队伍水平的关键性因子看，在教学仪器设备值水平、高水

平教师配置水平、教职工人均收入等方面的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依然较大。比较

来说，县际差距要远大于城乡差距，但县域内各项指标的校际差距最大，择校问

题积重难返。 

对教育公平的研究，许多研究者大都停留在定性描述与理论分析上，定量研

究较少。本书研究我国义务教育公平推进状况突出实证特色，以义务教育城乡、

县际和校际教育资源均衡配置视角切入，依托全国教育事业统计和经费统计数

据，运用分组倍率、城乡倍率、基尼系数等数理分析方法，选取入学率、高一层

学历教师比例、生均预算内事业费、建网学校比例等核心内容指标，从全国和各

省份两个层面，对 2002 年以来我国在义务教育经费投入、办学条件、教师队伍

公平等方面的资源配置状况进行系统的实证分析与检验，力图使读者能够全面系

统地了解和掌握我国义务教育公平推进的进展程度及问题，并提出推进义务教育

公平的构想与建议，为政府继续推进教育公平和实施有效举措提供决策参考，为

公共监督和科学评价教育公平进步及努力程度提供政策支持。 

研究我国义务教育公平推进的目的何在？这是本书第一章研究的内容。在我

国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仍然存在诸多问题情况下，教育公平是党和政府执政理念

的重要体现，是各级政府努力推进和着力落实的重点工作。首先研究义务教育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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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推进的宏观背景形势和实证价值及理论应用创新意义所在，能够为读者明确本

书研究的出发点，为了解本书研究指向提供必要的目标线索。 

义务教育公平推进在概念内容上涵盖落实平等受教育权和机会、平等的教育

条件的供给，以及提供相对均等的高质量教育等，说明如何通过多唯度划分和简

要分析各类核心指标以清晰界定教育公平的实证研究内容，并阐述等分组倍率、

等分组差值、城乡倍率、基尼系数等测度方法的数理分析原理，对于读者进一步

阅读本书后续内容提供基本的认识基础。这些内容是本书第二章所研究探讨的。 

推进教育公平的目标要符合国情和国家战略，应与经济社会发展同步，应着

重体现质量和促进人的发展，并主要取决于政府基本公共服务职能的落实。无论

上述这些国际社会的共同认识和做法，还是我国政府举全国之力实施各类重大工

程项目，及公共财政支撑、对口支援、督导评估等制度化对策安排，都体现了不

同国家背景下，对义务教育公平推进的共同认识和价值判断。因此，本书第三章、

第四章综述探讨了国际社会如何推进义务教育公平的，及历史上我国政府采取了

哪些政策举措推进教育公平，归纳分析哪类做法、认识可以提炼升华，哪些经验、

方法可以借鉴吸收，为未来进一步推动我国义务教育公平发展提供典型的经验性

判断和积累。 

义务教育公平推进是个历史进程。2000 年我国在九个发展中人口大国率先

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且近年小学净入学率一直达 98%、初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

97%，为世界全民教育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未来，义务教育发展面临实现从关

注普及到提高、从数量到质量、从升学到生存发展的战略转变。本书第五章研究

我国义务教育普及水平经历了怎样的历史进程，以及阐明在发展中人口大国中达

到何种程度的率先提高，并对适应国际社会对高质量全民教育的要求所面临的严

峻任务进行了较为透彻的分析。 

现阶段缩小差距、均衡配置教育资源是推进义务教育公平的重要手段。全国

义务教育资源总体均衡配置进展明显，但许多方面差距问题仍旧突出。这个判断

来自于本书第六章的研究结果。为什么说农村义务教育学校生均拨款增长快于城

镇，事业费城乡、县际差距进一步缩小，而公用经费和教职工人均年收入水平城

乡、县际差距却依然较大；同样，农村中小学在合格师资、校舍建筑面积和计算

机配置水平等基本办学条件有了何种程度的改善，使得城乡、县际差距明显缩小，

而高水平教师、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和建网学校比例等城乡、县际差距却依然较

大，且大到何种程度。上述内容都在第六章将进行比较详细的分析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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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资源在全国层面的总体均衡配置程度，根源于各省份的义务教育资

源配置状况。各省份义务教育经费投入、办学条件和教师队伍等资源配置均衡程

度进展明显，但某些方面城乡、县际差距依然明显，甚至部分资源配置差距有所

扩大，这是本书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将着力阐述的结论。这三章分别试图用

数据分析结果说明：在投入方面，为什么会得出绝大多数省份小学事业费和公用

经费城乡、县际差距均有缩小，多数省份初中事业费县际差距呈扩大态势，以及

多数省份教职工收入县际差距有不同程度扩大等结论；在办学条件方面，为何形

成多数省份的除建网学校比例外，生均校舍面积、生均仪器设备值、每百名学生

拥有计算机台数等指标城乡、县际差距都逐年缩小，但中西部地区省份水平较低、

差距较大等观点；在教师队伍方面，多数省份小学初中的教师合格率、中高级职

务教师比例城乡、县际差距均有缩小，多数省份小学高一层学历教师比例的城乡

差距依然较大，初中城乡、县际差距呈扩大趋势，以及中西部地区代课教师比例

依然较高等上述认识是如何总结、得出的。 

总体看，本书的前九章主体内容针对全国和各省份义务教育公平推进状况进

行了多维指标的实证分析，对国际社会和我国政府推动教育公平的努力做了总

结，并对我国义务教育资源配置均衡程度提出了若干基本判断和认识。最后一章，

即第十章提出了推进教育公平发展的构想与建议，主要探讨如下方面：围绕义务

教育公平推进需要确立怎样的战略思路、目标与重点；如何加快法规、机制的健

全完善和标准化、信息化建设；从哪些方面致力于科学发展、改革创新；如何强

化监测和督导作用促进义务教育公平发展。 

在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前院长胡瑞文、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陈国良

顾问指导下，本书主体内容是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 2007 年度基本科研业务专项

资金课题——《中国教育公平推进研究及数据库建设》（课题批准号：GY200703）

课题组全体成员集体讨论、集成创新的最终成果，也是上海市教科院智力开发研

究所在长期从事国家基础教育监测工作中不断探索的结晶。本书第一章由董业

军、祝新宇执笔，第二章主要由董业军、刘菊香执笔，第三章由杜瑛执笔，第四

章、第五章、第六章由张振助执笔，第七章由李芙蓉执笔，第八章由付炜执笔，

第九章由王秀军执笔，第十章由杜晓利执笔，全书由张珏、张振助统稿、审定。

上海市教科院智力开发研究所茅鸿祥、邱国华、王红、杨晓凤等老师都参与了研

究讨论、设计以及数据的分析处理工作。 

对于本书中的疏漏、错误之处，恳请读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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