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经济快速增长与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思考 

文/侯丽萍 张卫宇 

   我国在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必须坚持经济增长与基础教育均衡发展间
的统筹兼顾。因为随着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是必然的趋势和世界共同的潮
流。 
   一、我国基础教育发展不均衡的现状分析 
   教育发展不均衡是世界各国教育发展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制约一个国家教育发展和实现教育
现代化的瓶颈。我国基础教育主要表现在区域间的非均衡发展、学校间的非均衡发展和城乡间的非
均衡发展。究其原因有历史的、经济的、文化的、国家政策导向的等多方面的因素，其中最重要的
是国家教育的财政体制与政府的教育政策取向。  
   首先，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财政体制是造成教育发展不均衡，尤其是校际发展不均衡的重
要原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在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渠道，增加教育
投入总量的同时，却忽视了教育经费分布的均衡与公平。其次，政府的教育政策取向人为地拉大了
学校间的差距。政府教育政策扶优创先的思想与思维方式，使得政府始终对重点学校关爱有加。 
第三，经济的原因，教育发展要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各地区间
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势必会造成各地区之间基础教育发展的不均衡。第四，历史的原因。很长的时
期内，中国的教育就存在着城乡、东部和西部的巨大差距。第五，一些地方在办学指导思想上对基
础教育均衡发展关注不够，没有树立起面向所有学校、面向所有学生的观念。 
   二、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意义 
   基础教育均衡发展是指在一定的行政区域内，如一个县、地区、或省的范围内，在教育硬件
投入方面，实现国家及地方政府投入的相对均衡，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办学条件的标准化、均衡化，
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初步实现公民之间受教育权利的平等和公平。因此，基础教育均衡发展体
现的是一种公平与公正的理念，这不仅是世界教育发展的潮流，而且是教育现代化的核心理念。基
础教育均衡发展是实现教育公平的必然要求，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三、经济快速增长与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的关系 
   21世纪我国是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展时期，也是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快速变化的时期，也是社
会矛盾最为突出的时期。因此，经济社会的发展必须坚持科学的发展观，通过构建和谐社会，让各
利益群体共同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才能保持中国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地发展。 
   基础教育均衡发展是我们一贯追求的目标, 我国通过实施与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等措施,加大
了对中西部地区的财政支持力度,这种积极财政政策不仅推动了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而且改善了基
础设施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的状况，促进了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教育投入不断增加，办学
质量不断改善、素质教育不断深化，中小学布局更趋合理，教育资源配置更加优化，等等。但相对
于快速经济增长为现代人带来的种种发展机遇，却远远无法满足现代人对高质量基础教育的企盼和
需求。反过来，经济快速增长对于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更是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和作用。具体表
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经济的快速增长能有效解决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过程中教育资源供给短缺的问题。改革
开放至今，在我国大部分地区，尤其是发达地区，基础教育发展不均衡的最明显表现就是广大受教
育者接受高水平高质量教育的需求与其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众所周知，当前出现的一批高水平高
质量的教育资源，是政府以十分有限的财政经费支持少数重点学校的结果。这在当前市场经济机制
配置人力资源及就业竞争日益激烈的新形势下，根本无法满足人人都想享受高水平高质量的教育资
源的需求。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本办法就是通过加快经济增长的进程，提高生产力，促进经济的长足
发展，从而大幅度增加教育经费。 
   其次，经济的快速增长能有效解决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过程中人力资源合理配置的问题。在城
乡存在较大差别的情况下，要想实现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想让农村学生和城市学生享受水平相同
的基础教育，就必须对有关教育的人力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只有借助经济的快速增长使农村城市
化，才能有效地解决人力资源合理配置的问题。 
   第三，经济的快速增长能有效解决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过程中弱势群体对子女受教育问题的认
识误区。基础教育均衡化进程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公民受教育权利的公正和公平问题。经济基础决
定上层建筑，唯有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提高了，才能真正提高他们的思想认识，尤其是对子女受教
育问题的认识(作者单位：秦皇岛外国语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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