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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教育服务均衡发展现状与对策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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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型城镇化教育服务全面均衡的发展，对于城镇居民来讲，主要指每位居民接受教育的机会均等，并且在

德、智、体、美、劳各个方面全面发展；对于学校等教育机构来讲，主要指无论是地区还是学校之间给予的教育资源是平衡

的；对于社会来讲，就是指通过教育培养出来的劳动力与社会发展达到一个平衡。当前，新型城镇化教育服务均衡发展

中存在学校布局不均衡、教师资源不均衡、教育经费不均衡等发展问题。应对的主要措施是：加快学校调整，建设一批农

村寄宿制学校；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建立校长教师流动机制；加大经费投入，建立均衡发展保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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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明确指出：“合理配置教育资源，重点向农村地区倾斜。
推进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加强农村中小学寄宿制学校建设，提高农村义务教育质量和均衡发展水

平，加强农村教师队伍建设。”［１］教育改革是社会主义建设非常重要的领域，改革的一切重要措施都要

围绕着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总目标，更好地促进教育公平，使得每一所学校都达到基

本办学条件，要统筹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加快发展农村教育，改善办学条件，提高教育质量［２］。

因此，教育服务均衡发展既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基础，也是新型城镇化的目的所在。在新型城镇化背景

下，教育均衡发展存在哪些问题、怎样实现城镇教育均衡发展，需要我们关注和思考。

１　新型城镇化中教育服务均衡发展的基本特征
何为新型城镇化？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显示，２０１３年末，我国城镇化达到５３．７３％，在２０１２年的时

候，城镇化只有５２．６０％，与２０１３年相比增长了１．１６％。我国城市人口数量在２０１１年的时候第一次超
过农村人口数量，同时我国成为了最近３０年来城镇化速率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在城镇化速率增长的
基础上，我国新型城镇化坚持以人为本，通过新型化工业推动城市化发展，坚持多方面推动城市的发展

实现城市的生态化、城市的现代化以及农村的城镇化，全方面提升城镇生活，坚持科学发展、环境友好、

社会和谐、城乡一体、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建设路子。

何为教育服务？一般来讲，服务就是指劳动所提供的一种特殊的使用价值，这种劳动它的价值是作

为一种服务活动而存在的［３］。由于服务自身所具有的特点，因此与其他服务产品有所区别：一是复杂

性与多样性。教育服务的对象是人的心智，因为心智是一个特殊且复杂的对象，因此教育服务是长期且

复杂的。二是需求者的主动性。教育服务除了提供教育的“生产者”外，还需要有教育的“消费者”，比

如在课堂中，教师一直在课堂上传授知识，而学生如果没有主动参与互动，没有给老师一定的反馈，那么

这样的教育服务就是失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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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教育均衡发展？《现代汉语大辞典》和《辞海》都对“均衡”作出了解释。“均衡”可以理解为

“平衡”的意思，具有两层意思：从哲学上看，就是矛盾的相对统一，也就是运动的物质存在着相对的静

止与平衡；从宏观上看，就是一个物体各个部分承受的质量或者与其它力是相等的。实际上，“均衡”包

含“平衡”和“均等”两种含义，其中“均衡”的先决条件是“均等”，因此只要包含了均等就会包含平衡，

总的来讲，均衡就是均等和谐、分配公平。城镇化中教育服务均衡发展，对于城镇居民来讲，主要指每位

居民接受教育的机会概率是相等的，并且在德、智、体、美、劳各个方面全面发展；对于学校等教育机构来

讲，主要指无论是地区还是学校之间给予的教育资源是平衡的；对于社会来讲，就是指通过教育培养出

来的劳动力与社会发展达到一个平衡。

２　新型城镇化中教育服务均衡发展的现实问题
２．１　学校布局不均衡

城乡学生的规模与分布以及城市、农村人口的密度和总量的变化受到了多方面的影响，包含农村向

城市人口的流动、义务教育的学龄人口变化。在２０１２年的时候，农村小学招生人数同比２０１１年下降了
２．８个百分比，只招收１２３１．６万人；在２０１２年的时候，农村初中招生比２０１１年下降６．６个百分比，只
招收１０８８．８万人。与此同时，２０１２年，农村小学生在校数量比２０１１年下降４．３个百分比，只有７００７５
万人；２０１２年农村初中人数比２０１１年下降８．５个百分比，只有３３２２万人。“村无小学，乡无初中”的局
面在很多地方出现，由于缺乏系统规划，使得全国中小学大班额（人数超过５６人）现象突出。
２．２　教师资源不均衡

从职称上看，根据《国家教育督导报告 ２００８》，我国各省城乡教师比例差距过大，农村的初中一级教
师比例远远低于城市，其中有将近２７个省的差距比例达到了１０个百分点甚至更多。我国东部如浙江、
西部重庆以及中部地区山西都是一级教师差距比较大、农村教师比例低的省。除此之外，根据国家教育

督导团发布的报告，我国小学中高级职务教师比例达到４８．２％，其中城市远远高于农村将近９．５个百
分点。初中中高级职务教师所占比例达到了４８．７％，其中城市高于农村１９．２个百分点。

从学历上看，所学专业与所教课程不对口的情况也比较多。在中学，学历合格教授语、数、外、美、体

的老师有将近１／３所教课程与所学专业不对口，农村超过４０％，城市超过２０％；在初中学校，学历不合
格的老师与学历合格的老师其专业与所教课程的对口率达到了５８．２％，城市高于农村。２０１２年，全国
有５０８个县的外语教师总共不超过１００名，西部山区平均每１０所学校才有１名音乐教师，中西部以及
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初中美术、计算机以及音乐三门学科的教师平均每校都不足１名，这种教育资源分配
不均衡的现象导致国家规定的课程部分学校无法正常开课。当前，我国城乡教师存在着分配不均的情

况，城市教师还有超编的现象，农村教师不足，这是现如今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

２．３　教育经费不均衡
我国教育经费总投入方面与其他国家相比，比例明显偏低。与此同时，我国义务教育阶段教育经费

投入在城乡间的分配明显不均，虽然我国对农村教育的经费逐渐加大，但总体上来看，我国的教育依然

还是向城市学校倾斜。从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所整理的数据（如表１～表２
所示）可以看出，在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支出、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支出两个方面，城镇的中小学明

显高于农村的中小学。

表１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我国城乡中小学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支出 单位：元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２年　　　　　　

小学 初中 小学 初中 小学 初中

城镇 １０１２．５１ ５２１３．９１ ４９６６．０４ ６５４１．８６ ６１２８．９９ ８１３７．００

农村 ３８０２．９１ ４８９６．３８ ４７６４．６５ ６２０７．１０ ６０１７．５８ ７９０６．６１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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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我国城乡中小学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支出 单位：元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２年　　　　　　

小学 初中 小学 初中 小学 初中

城镇 ９２９．８９ １４１４．３３ １３６６．４１ ２０４４．９３ １８２９．１４ ２６９１．７６

农村 ８６２．０８ １３４８．４３ １２８２．９１ １９５６．６６ １７４３．４１ ２６０２．１３

３　新型城镇化中教育服务均衡发展的主要对策
第一，加快学校调整，建设一批农村寄宿制学校。农村教育要城镇化，要加大农村中小学布局结构

调整的力度，可以进一步优化教育资源；农村教育要现代化，可以制定农村标准化办学制度；城乡教育要

一体化，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协调发展。建议撤并一些规模较小、生源萎缩、基础设施差的学校，建设一些

高标准的寄宿制学校。寄宿制学校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有效地解决好农村留守儿童的上学问题。

学校经费来源除了通过政府对农村寄宿制学校政策保障或企业帮助，还可以通过社会参与捐款和校友

发起捐助等其他渠道筹集资金，建立一批标准化的学生宿舍，从而解决学生的住、食等生活问题，逐渐完

善农村学校的配套设施，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学校教育的作用，使家长放心、学生安心。

第二，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建立校长教师流动机制。一方面，为了使城乡之间教师调配制度化以及

实现教育资源配置合理化，可以建立合适的教师补充交流机制，这样可以使城乡教师相互交流。城市的

优秀骨干教师到教育薄弱的乡镇农村学校支教，农村学校定期派出优秀教师去城市学校学习，这样相互

学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教师的素质以及教学质量。另一方面，为了有效提高教师工作的积极性，

可以建立合适的教师交流激励机制，并且将教师的交流情况与职称和绩效挂钩。与此同时，建立健全教

师培训机构，通过培训、定期考核等方式优化教师队伍的学历以及专业能力；大力促进人事制度改革，在

教育薄弱的农村学校建立起中小学校长聘任制度以及考核制度，对所有校长统一进行考核，提高校长专

业化水平，提升校长的管理能力，对城镇薄弱学校和农村学校校长队伍的建设要特别加强，重点建设。

第三，加大经费投入，建立均衡发展保障机制。在有效提高义务教育公平和保障基本教育经费供给

的前提下，教师的基本工资由中央政府拨款负担，校舍的修建经费由省级政府拨款负担，学校的正常运

转经费由县级政府拨款负担。同时，政府对学校的补助经费应当根据学校的实际情况进行分配，提高困

难学校的补助，逐渐缩小城乡之间的教育经费差距。同时，政府对各学校应该一视同仁，不能因是重点

学校而区别对待；针对教育薄弱的农村义务教育地区应当加大经费投入，使得每位享有相同的教育资

源，义务教育学校应当对学生一视同仁；以学生人数作为标准，进行教育经费拨款。只有在政府的推动

下，农村教育质量才会稳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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