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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与教育公平

李 湘 闫 丽 芳 裴 沛 赵洪秋

党 的十八大报告 中指 出 ：

“

面 向 未来 ， 深人贯彻落 实科学发展观 ， 对坚持

和发展 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重 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 意义 。

”

科学发展观

第一要义是发展 ， 核心是 以人为本 ， 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 ， 根本方法是

统筹兼顾 。 其 中 以人 为本是 以 最广 大人 民 的 根本 利 益 为本 ， 做到一切 为 了 人

民 、 发展依靠人 民 、 发展成果 由 人 民共享 。 在 阐述社会建设 问题时 ， 党 的 十八

大报告把努 力办好让人 民满意的教育放在 了 首位 ， 并强调教育公平 ：

“

大力 促

进教育公平 ， 合理配置教 育 资 源 ， 重点 向农村 、 边远 、 贫 困 、 民族地 区倾斜 ，

支持特殊教育 ， 提高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资助水平 ， 积极推动农 民工子女平等接

受教育 ， 让每个孩子都能成 为有用之才 。

”？ 这是教 育领域落实科学发展观 的

重要任务 。

一

、 以 人 为 本 ， 让每 个 孩子 都 能 成 为 有 用 之 才

“

让每个孩子都能成为有用之才
”

， 这是写进 中 国共产党十八大报告 中 的
一

句掷地有声 的话 ， 充分体现 了 以人为本 的教育理念 。 这是 以人为本 的科学发展

观对 中 国教育的根本要求 ， 是实现教育公平 的根本 目 地 。

① 胡钸 涛 ： 《 坚定不移沿着 中 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前进 ， 为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 而奋 斗 ） ， 《 人 民 日

报 》 ２０ １ ２ 年 １ １ 月 ８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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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 ， 必须坚持教育 的公益性 和普惠性原则 ， 努力 实现

教育公平 ， 尤其是义务教育 。 教育公平是指按照社会广泛认可 的公平合理的标

准 ， 不 同 民族 、 性别 、 家庭背景 、 地 区 的学生能够平等地接受教育 。 它包括人

学机会的公平 ， 受教育 的过程 中 质量和 条件 的公平 ， 以 及接受教育对个人发展

前景影 响 的公平等 。 通过公平的教育可 以提髙弱 势群体 的综合素质 ， 帮助他们

实现社会价值 ， 所 以公平 的教育对社会公平 、 社会和谐的实现有重要意义 。 只

有提供公平的教育 ， 才有可能
“

让每个孩 子都能成为 有 用之才
”

。 比 如 美 国 出

台 《 不让一个孩子掉 队法 》 ， 通过额外 的教育拨款来 帮 助那些 赶不上正常教学

计划 与 家庭贫 困 的学生 ， 最大程度地做到不让一个孩子掉队 。 因 此 ， 教育公平

是社会提供给受教育者成才 的一个基础 和前提条件 。 国 家实施科教 兴 国 战略 、

人才强 国 战略 ， 必须通过教育提供源源不断 的人才 ， 必须通过公平 的教育来保

证人人成才 。 在教育领域 ， 以 人为本就是要 以每个孩子为本 ， 为他们提供公平

的教育 。

二
、 发 展 成 果 由 人 民 共 享 与 教 育 公 平

目 前 ， 我 国 已 经全 面普及 了城 乡 免费 义 务教育 ， 从根本上解决 了适龄儿童

少年
“

有学上
”

的 问题 。 但是随着经济发展 和人 民生活 水平 的提高 ， 人 民不断

增长 的高质量教育需求 与供给不足的 矛盾成 为 了 主要矛盾 。 人们
“

上好学
”

的

要求 日 益强烈 ， 而 目 前我 国 的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却 远不能满 足人 民 的愿望 ，

所 以 才会 出现 中小学生 的
“

择校
”

现象 。 值得注意 的是 ， 现在这种择校潮 已 经

由 城市发展到农村 ， 甚至导致某些农村 中小学校生源不足 。 随着改革开放 以 来

经济 的增长 ， 国家对教育加大 了 投人 ， 许 多学校尤其是城市学校及某些
“

重点

学校
”

的办学条件得到 了极大 的 改善 ，

一些人
“

上好学
”

的需求 得 到 了 满 足 。

这也就是说 ， 这种发展的成果并非 由 大多数人共享 ， 在城 乡 教育之间 ， 它偏 向

了城市 ； 在 区域教育之间 ， 它偏 向 了 重点学校 ； 在贫 富之间 ， 它偏 向 了 中 高收

入人群 。 这对 占 中 国 人 口 多数 的农 民及其弱 势人群来说 ， 显然是不公平 的 。 这

暴露 出 教育发展不均衡的深层次矛盾 和教育 的不公 。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 的基石 。 把实现好 、 维护好最广大人 民根本利益作为

党和 国 家一切工作 的 出 发点 和落脚点 ， 保障人 民各项权益 ， 不断在实现发展成

果 由 人 民共享 、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取得新成效 ， 这是党的十八大 的要求 。 今

天我们说发展成果 由 人 民共享 ， 首先就要将成果 惠 及 到 大 多 数人 。 教 育 部指

出 ， 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成为新时期教育发展 的
“

重 中之重
”

。 正如 ２ ０ １ ２ 年

《 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义 务教育均衡发展 的 意 见 》 所指 出 的 ， 推进 义 务 教育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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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发展 ， 重点是着 力 提升农村学校 和薄弱 学校办学水平 ， 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

量 ， 努力 实现所有适龄儿童少年
“

上好学
”

。 这对于 坚持 以 人为本 、 促进人 的

全面发展 ， 解决义务教育深层次矛盾 ， 促进教育公平 、 构建和谐社会 ， 提升 国

民 素质 、 建设人力 资源强 国 ， 意 义重大 。

三 、 统 筹 兼 顾 与 教 育 资 源 的 均 衡 配置

促进和 实现教育公平 ， 根本措施在 于合理配置教育 资源 。 由 于历史原 因 ，

我 国 的教育在 区域之间 、 城 乡 之 间 、 学校之间 ， 办学水平 和教育质童还存在 明

显差距 。 不均衡也是不公平 ， 这种 不利 于教育协调 可持续发展 的不均衡现象 ，

应该 以科学 的态度逐步解决 。

城乡 之间 、 区域之 间 、 学校之间教育发展 的不均衡 。 我 国 的城乡 二元结构

是历史形成 的 。 城 乡 差距的存在 ， 农村的经济发展相对落后 ， 这是导致我 国农

村学校教育落后于城市 的根本原 因 。 农村 的学前教育和义务教育在办学条件如

教学设施 、 教师资 源等方面与城市学校相 比存在 巨大反差 。 因此 ， 在教育质量

方面 ， 农村学校义务教育的质量 与城市也是无法相 比 的 。 农村学生考取高等学

校尤其是重点院校 的难度 ， 远远大于大城市 的学生 ， 接受高等教育 的学生 比例

远远低于城市的学生 。 据某些重点高校的统计 ， 近年来农村学生所 占该校学生

比例较从前是降低 的 。 区域之间 的不均衡主要是指我 国东部地区 与 中 、 西部地

区教育 （ 并非 只是义 务教育 ） 发展 的不均衡 。 学校之间 的不均衡主要表现在重

点学校与非重点学校之间教育发展 的不均衡 。

教育资源及其配置的不均衡 。 教育发展 的不均衡 ， 教育资源及其配置 的不

均衡是重要原因 。 教育经费是办学 的重要条件 ， 教育经费是指 中 央和地方财政

部 门 的财政预算 中 实际用于教育 的 费用 ， 包括教育事业费 （ 即各级各类的学校

的人员经费 和公 用经费 ） 和教育基本建投资 （建筑校舍和购置大型教学设备的

费用 ） 等 。 教育经费在各 区域间及各学校 间配置不均衡 。 在教育事业费投入水

平上 ， 东部地区属 于髙投人和较髙投人地 区 ， 占 明 显优势 ； 中部地 区属 于 中 等

投人地 区 ， 居 中 ； 而西部地 区属 于较低和低投人地区 ， 投人最少 。 教育经费在

各学校 间 配置不均衡主要表现在 同
一 区域 同级同类教育 中 的教育经 费在不 同学

校 间 配置不均衡 。 教育经费 向重点学校倾斜 ， 拉大 了学校 间 差距 。 教育经费对

教师 、 设备 、 图 书 、 校舍等办学条件和教育质童有直接影响 。

教育 的均衡发 展 ， 师 资 力 量 的 均衡配置 是 关键 。 目 前城 乡 之 间 、 区域之

间 、 学校之间教育发展的不均衡 ， 教师资源 的分布不均衡也是重要原 因 。 在各

级各类学校 中 ， 优质 的教师资源多集 中于东部经济发达地 区 ， 集 中 于城市 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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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 集 中 于重点学校 。 因 为这些地 区 和学校更容易 有充足 的 资金和 良好的 条

件吸引 并 留 住优秀教师来任教 ， 而农村 、 西部地 区及非重点学校 的优秀教师资

源却相对缺乏 。

教育机会 的不平等 。 教育公平不仅是教育 资源 的均衡 ， 还要求教育机会 的

公平 。 仅就高等教育阶段来看 ， 目 前我 国 髙 校招 生制 度还存 在 着政策性 弊端 。

髙考招 生体制一直 以 省 为单位独立进行 ， 招 生政策 和 录取标准 由 自 己 情况而

定 ， 因此不可避免地 出 现省与 省之间 的不公平 。 因 没有充分考虑到各地 区经济

状况和文化教育 因 素 的差异 ， 没有 区别对待 ， 形成 了较大 的不公平性 。 在人学

机会 的分配上 ， 国 家不是依据各省实 际参考人数分配录取名 额 ， 而是依据高校

向其所在地 区 录取较多名 额 和优先照顾城市考生 的原则 ， 很 多成绩优秀 的学生

成为 了这种制度 的牺牲 品 。 而在一些经济发达 的地区 ， 如北京市 ， 考生 以普通

地区
“

二本
”

的分数就可进入 到 当 地一所不错 的学校 。 所 以 ， 每在高 考前 夕 ，

常常会 出 现大批的高考移 民大军 。 高考公平 与否直接影响 到个体接受髙等教育

的机会 ， 关系到 千百万人 的前途和命运 ， 受到社会各方面 的关注 。 对此 已 有学

生 向 教育部提 出 质疑 ， 这反映 了 人们对教育公平 的呼声 。

以人为本 ， 是 以最广大人 民 的根本利益为本 ， 教育公平是人 民对教育 的要

求 。 《 国 家 中长期教育改革 和 发展 规划 纲要 （ ２０ １ ０ 

—

２ ０ ２ ０ 年 ） 》 将均衡发 展作

为义务教育发展的 战略性任务 。
２ ０ １ ２ 年 ， 《 国 务 院关 于深入 推进 义 务教育均衡

发展 的意见 》 出 台 ， 提 出 的基本 目 标是 ： 每一所学校符合 国 家办学标准 ， 办学

经费得到保障 。 教 育 资 源 满 足 学 校 教 育 教 学 需 要 ， 开 齐 国 家 规定 课 程 。 到

２０ １ ５ 年在有条件的地方解决学 校宽带接入 问 题 ， 逐步 为农村学校 每个班级配

备多媒体教学设备 。 率先在县域 内 实现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 ， 县域 内学校之

间差距 明 显缩小 。 到 ２ ０ ２ ０ 年 ， 实现基本均衡 的县 （ 市 、 区 ） 比例达 到 ９ ５ ％ 。

改善教师资源 的初次配置 ， 采取有效措施 ， 吸 引 优秀高校毕业生 和志愿者到农

村学校或薄弱学校任教 。 对长期在农村基层和艰苦边远地 区工作 的教师 ， 在工

资 、 职称等方面实行倾斜政策 ， 在核准 岗 位结构 比例时 ， 将高级教师 岗 位 向农

村学校和薄弱学校倾斜 。 完善社会保障 制 度 ， 维护农村教师社会保障权益 。

①

教育部还将促进高校招生考试公平作为落实党的十八大梢神 的举措 ， 提 出 了 推

进各地落实进城务工人 员 随迁子女接受义 务教育 后 在 当 地 参加 升学考试 的 办

法 。 完善 国家扶贫定 向 招 生计划 实施政策 。 优化 资 源配置 ， 统筹 安 排招 生 计

划 ， 继续 向农村 、 边远 、 贫 困 、 民族地 区倾斜等工作方案 。 各级政府是促进教

① 《 国 务院关于深人推进义 务教育均衡发展 的意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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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公平 的责任人 ， 国 务院要求省级政府要建立有力 的公开 问责 的义务教育均衡

发展推进责任机制 ， 加强对教育公平政策实施的组织领导和督导评估 。 为落实

国 家教育规划纲要 的要求 ， 教育部与 ２ ７ 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 签署 了推

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备忘录 ， 明 确 了 分地 区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 目 标和任

务 。 中 国 正在 向教育公平 的 目 标迈进 。

十年树木 ， 百年树人 ， 教育是一个永恒 的话题 。 教育公平是一个伴随着经

济发展和社会 民主化逐渐扩大和深人 的过程 ， 我们 应遵循科学发展观的精神 ，

大力 推进教育公平 ， 使 中 国 的教育事业持续协调健康发展 ， 使 中 国社会更加公

平 ， 更加 和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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