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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新时代的社会背景下，与经济高速发展的状况相比，我国在教育上存在的不公平问题亟需解决。教育

不公平问题和如何保障教育公平近年来一直是社会热门话题。本文结合近五年的国家数据年鉴(2014年
~2018年)，从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和教育机会不平等这两大教育不公平现象对东西部的教育经费、学校

设施、师资力量和弱势群体教育机会等进行对比分析。造成教育不公平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本文基于

教育不公平的现象，从经济、政策和社会这三方面对导致教育不公平的原因进行了初步探析，并提出了

相应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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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social background of the new era, compared with the stat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unfair problems in education in my country urgently need to be resolved. The problem of 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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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r education and how to guarantee the fairness of education have become hot topics in society. 
This paper combines the National Data Yearbook (2014~2018) of the past five years, from the two 
major educational inequalities, such as unequal distribution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and unequal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 to the educational funding, school facilities, teachers and vulnerable 
groups of the East and West.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 The reasons for 
educational unfairness are also multi-faceted. Based on the phenomenon of educational unfair-
ness, this article makes a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the causes of educational unfairness from the 
economic, policy and social aspects,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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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变成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求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在

新的时代背景下，国家和社会都更加关注人的发展，教育的核心是培养人，关注人的发展就需要关注教

育的发展。教育公平不仅是教育领域的研究话题，也是社会公平的子概念，在现有的关于教育公平研究

中，我国学者普遍认为公平是相对的和客观的，教育公平的内涵和特征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教育

公平是社会基本价值观念的反映，其核心原则是教育机会均等[1]。 
西方社会对教育公平的研究起步很早，已经深化到教育质量和教育结果的高度上。科尔曼认为我们

追求的是一种无限接近的机会均等，并不是绝对的均等；胡森将教育机会均等的内涵总结为起点均等论、

过程均等论和结果平等论[2]，麦克马洪在讨论教育公平问题时强调教育公平不仅需要关注同一时代的，

还需要关注代际之间的教育公平问题。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教育公平成为社会学和教育学共同关

注的重点话题，现有的研究已经从法学、教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学科视角进行了深入研究，本文

基于近年来有关教育公平的有关研究，结合国家数据年鉴，从经济、政策和社会因素这三方面对教育不

公平现象和原因进行剖析，并从经济、政策、社会这三个维度提出促进教育公平的对策。 

2. 教育不公平现象 

教育公平不等同于教育平等，教育平等强调等同、一致，教育公平则更侧重于强调合理，具有相对

性。褚宏启认为教育公平包含教育配置的平等原则、教育资源配置的差异原则和教育资源配置的补偿原

则三个合理性的原则[3]。充足的教育资源是实现教育公平的物质基础，这种物质基础则成为教育机会平

等的前提。当下我国的教育不公平形势较为严峻，东西部地区的中小学教育中教育经费、学校设施和师

资力量等教育资源严重分配不均的现象亟需改善。 

2.1. 教育资源分配不均 

教育资源主要包括教育经费、学校设施、教师等，教育公平虽不是追求绝对教育资源的平等，但

各地区教育资源的严重分配不均定会影响整个地区的教育质量，更违反了我国宪法所规定的“教育公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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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体现在教育经费分配不均上，根据国家教育部统计年鉴最新数据(2014~2018)，国家财政性教育

经费逐年递增，2018 年，我国对教育的经费投入总计 461,430,000 元，与 2014 年相比，增加了一亿多经费

投入，但不同地区之间的中小学办学条件存在差距，本文收集了 2014 年至 2018 年各省份的中小学办学

条件，办学条件包括危房数量、绿化面积、教工宿舍面积、多媒体教室、平板电脑数量等内容[4]，最后

文章选取“危房数量、图书册数、实验室数量和多媒体教室数量”四个维度，并按照东西部地区将各省

份的办学条件进行分析，结果如表 1 所示。 
 

Table 1. Statistics table of conditions for running schools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n Eastern and Western China 
from 2014 to 2018 
表 1. 东西部地区 2014~2018 年中小学办学条件统计表[4] 

办学条件 地区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危房数量 

东部小学 15,175,776 9,131,007.78 6,870,475.79 5,216,445.79 2,869,999.15 

西部小学 56,917,459 34,074,651.24 25,686,414.01 19,605,396.95 10,622,319.25 

东部中学 113,822,397 68,127,082.53 51,371,163.58 39,207,557.46 21,244,638.5 

西部中学 30,285,673 18,247,812.57 13,724,832.25 10,425,865.98 5,739,311.5 

图书数量 

东部小学 915,251,297 983,532,887 177,568,279.3 1,160,885,517 1,222,885,050 

西部小学 394,344,249 423,228,613 91,799,107.18 467,483,765 491,511,939 

东部中学 622,264,824 662,108,311 706,683,928 759,754,954 803,929,097 

西部中学 301,362,049 320,164,168 335,934,499 346,588,613 360,099,153 

实验室数量 

东部小学 8,984,310 9,510,755.38 10,544,851.21 11,457,830.71 12,411,182.76 

西部小学 4,093,527 4,548,277.75 5,126,726.21 5,767,082.65 6,265,444.04 

东部中学 15,730,885 16,578,576.24 17,632,068.03 18,946,283.61 20,352,312.33 

西部中学 6,582,082 7,074,976.76 7,752,049.52 8,392,041.43 8,929,221.84 

多媒体教室 
数量 

东部小学 686,156 810,485 223,668 1,099,172 1,192,924 

西部小学 234,746 303,728 58,295 495,172 563,850 

东部中学 412,969 460,692 507,841 566,902 616,342 

西部中学 153,444 185,268 220,834 253,728 278,956 

 
东西部地区加强了对学校的改建力度，校园中的危房问题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改善。就东部地区而言，

这五年，小学危房面积减少了近 81.1%，中学危房面积减少了近 81.34%。西部地区小学危房面积减少了

81.34%，中学危房面积减少了近 81.05%。就危房改造方面，东西部地区差距不大。另外，2014 年，东部

中小学所拥有的图书册总量比西部中小学的图书多 841,809,823 本，而到了 2018 年时，东部中小学的图

书册比西部中小学图书多 1,175,203,055 本；在实验室数量和多媒体教室数量方面，东西部之间的差距不

仅没有得到改善，反而差距一直在拉大。 
教师是教育过程中可以对学生进行直接作用，对教育质量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教师是影响学生的

核心人员，朱跃龙将教师角色定位为未来生活设计者、知识体系建构者、课程教学研究者和人际关系艺

术家[5]；钟铧则将教师角色定位为合作和指导者、心理保健员、信息资源的设计者和查询者、研究者、

学习者等[6]。东西部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还体现在师资力量上，如图 1~4 所示。 
2014 年至 2018 年我国整体师资力量有了很大提高，研究生以上学历的教师明显增多，高中以下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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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师人数持续减少，但是在整体提高的背后，我们也不难发现东西部师资力量上存在明显差距。我国

东部地区的小学教师在 2014 年时研究生以上学历占教师总数量的 0.66%，2018 年时研究生以上学历的教

师占总数量的1.76%，而西部地区小学教师在2018年时研究生以上学历占总教师数量的比率还不到0.6%。

东西部教师学历的差距可以管中窥豹一般地显现出师资力量的悬殊，对整个地区的影响都是持久的。 

2.2. 教育机会不平等 

石中英在《教育公平的主要内涵与社会意义》一文中就教育公平的内涵做出了深度剖析，指出在教育

活动中，教育公平指的是受教育者都能够受到平等地对待，并且在去的学业成就和就业前景方面拥有平等

的机会[7]。就统计出来的数据而言，我们发现现实的教育中呈现出“优者愈优、差者愈差”的趋势。主要

表现在城乡教育机会不平等、东西部学生教育机会不平等、弱势群体教育机会不平等。本文选取的是通过

辍学率来窥测教育机会，本文将基础教育的适龄儿童定为 7~17 岁，并对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进行分析。 
 

 
Figure 1. Statistics of primary school teachers with a graduate degree or above 
in Eastern and Western China 
图 1. 东西部小学教师研究生以上学历统计图 

 

 
Figure 2. Statistics of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with high school education 
and below in East and West China 
图 2. 东西部小学教师高中以下学历统计图 

https://doi.org/10.12677/ae.2020.105108


张玲 

 

 

DOI: 10.12677/ae.2020.105108 644 教育进展 
 

 
Figure 3. Statistics of the postgraduate qualifications of middle school teachers 
in East and West China 
图 3. 东西部中学教师研究生以上学历统计图 

 

 
Figure 4. Statistics of teachers with high school education below middle school 
in East and West China 
图 4. 东西部中学教师高中以下学历统计图 

 
如表 2 所示，在农村，中小学适龄儿童共 9,159,840 人，辍学人口共 48,873 人，辍学率达 0.53%，在

城市，中小学适龄儿童共 4,012,390 人，辍学人口有 8997 人，辍学率为 0.38%，另外，农村的中小学辍

学中有女生占 41%，而城市辍学人口中女生比例为 38%。可见，农村与城市儿童在受教育机会上是不平

等的，农村学生的辍学率高于城市学生，并且在农村学校中由于性别导致的教育不平等问题更为突出。 
 

Table 2. Demographic table of urban and rural 7~17 age group dropouts 
表 2. 城市与农村 7~17 岁年龄段辍学人口统计表[8] 

 合计 男 女 辍学合计 男 女 

农村 9,159,840 4,917,066 4,242,774 48,873 28,840 20,033 

城市 4,012,390 2,124,945 1,887,445 8997 5578 3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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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宁在《论我国教育不公平现状、原因及解决》一文中认为我国东西部地区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是

不均等的，西部的高中入学率比东部低 7.1%，大学入学率比东部低 8.7% [9]。这种现象在 2014~2018 的

数据年鉴中也有所体现。省份之间，尤其是东西部地区高校数量差异大，地区的生源保护更是减少了西

部学生进他省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西部的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远远小于东部地区的学生。 
残疾学生是弱势群体的一部分，让残疾学生有学可上也是教育公平的体现，发展特殊教育不仅关乎

教育公平问题，更是社会进步和国民素质提高的重要标志，彰显一个国家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提升。随

着我国特殊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已有越来越多的地方师范院校开始增设特殊教育专业，满足形势发展

的需要。然而，由于我国特殊教育的对象一直是残疾人中的盲童和聋哑儿童，20 世纪 80 年代后才开始

有了弱智儿童，以后一直以盲、聋、弱智三类残疾儿童为教育对象，我国的特殊教育专业实际就是盲、

聋、弱智三类残疾儿童的特殊教育。国家一直在完善我国特殊儿童的教育，根据教育年鉴数据，我国不

仅增设了高等院校的特殊教育专业，还加大了各省份特殊学校的财政经费，从根本上支持特殊教育，完

善特殊教育所需要的软硬件、提升适合特殊教育的教师队伍等。 
如图 5 所示，全国加大了对特殊教育的投入力度，特殊教育的学校建设、资金投入都有所提升，五年间，

全国增加了 152 所特殊学校，增加了一万名特殊教育专任教师。以 2018 年数据为例，全国共有特殊学校

2152 所，其中近二分之一分布在东部的十个省、市、直辖市，西部特殊学校在总数量的占比中不足五

分之一，特殊学校数量的背后更是师资和教育经费的支持，可见，东西部特殊教育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 
 

 
Figure 5. 2014~2018 China special schools 
图 5. 2014~2018 年度我国特殊学校情况图 

3. 教育不公平的原因探析 

3.1. 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东西部教育差距的拉大 

据国家统计网统计的 GDP 数据中，2019 年，前 5 名分别是广东、江苏、山东，均为东部地区，而

排名后三名的分别是宁夏、青海、西藏。东部与西部的整体贫富差距依旧存在，义务教育阶段已经免除

了学杂费，但是在一些偏远地区，人们依旧存在多一个人在家就多一个劳动力的观点，并且有些贫困人

家依旧无法承担上学的几百元费用。老少边穷地区适龄子女的入学问题尚未完全解决，“控辍保学”的

标语在西部山区依旧随处可见。经济原因甚至成为西部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拦路虎，早点步入社会、早

点为家庭减轻负担的心声使得这群孩子被迫中止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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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城乡发展差异导致了城乡教育的差距 

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决定了教育质量，近年来，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聚心助力乡村振兴，通过学校标

准化建设、教育帮扶、教育创强、教师支教、城乡互助共同体等一系列措施，努力改善乡村学校的办学

条件，基本解决了乡村孩子的入学问题[10]。虽然乡村学生的入学问题得到了基本解决，但其与城市学校

的差距依然存在，这种差距既表现在办学条件上，又在教育理念、教育管理、师资力量、校园文化等方

面表现得更为突出。可以说，城乡教育的差距说到底就是教育软实力的差距。 

3.3. 政策执行不到位阻碍了教育公平 

教育政策执行不到位主要表现在教育经费投入不足、经费投入不均方面，近年来，义务教育经费是

都是从政府财政经费中支出，由政府统筹管理，并且从中央到地方一层层按比例进行分配，而经济发展

速度缓慢，条件比较落后的贫困地区分配的财政拨款有限，只能维持的日常运转，在改善教育、提高教

育质量等方面缺少足够的支持。基层政府领导由于对其承担的责任认识不到位，依赖于市场在经济中的

调节，导致教育经费投入不均问题严重，东西部之间、城乡之间、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之间、普通群体

教育和弱势群体教育之间的差距形成了马太效应，严重阻碍着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公平。 

3.4. 重男轻女思想等社会因素的阻碍 

我国教育不均衡发展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性别不平等，部分家庭重男轻女的思想依旧存在，重男轻

女思想直接导致男女生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一些家庭甚至会剥夺女性的受教育权。根据 2010 年全国第

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 15 岁及 15 以上的文盲人口种，男性占比 2.52%，女性占比 7.29%。在受教

育程度统计表中，我国未接受完义务教育(初中及初中以下学历)共 291,456 人，其中男性占 46.6%，女性

占 53.4%；未能接受初中教育的女性比男性多 13.4% [8]。可见与男性相比，我国女童教育依旧存在低入

学率、高辍学率的现象。 

4. 促进教育公平的对策 

教育公平一直是教育发展过程中的基本理念和价值导向，并且同属社会公平范畴，是社会公平在教

育领域的具体表现，是人们对教育理想的美好追求[11]。具体到如何解决问题，首先需要弄清教育投入与

教育质量的关系，据研究表明，教育与教育质量之间呈正比[12]，这就要求政府首先要加大对教育的投入

力度。就国库司最新的数据统计，2019年度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38,874亿元，其中教育科目支出 34,913
亿元[13]，占比约 14.6%。相比 2012 年财政性支出达到 4%是一个质的提升。其次，要营造公平正义的社

会大环境，各级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门应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高度，将适龄儿童接

受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教育作为目标，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特别要以大力提高农村地区、经济欠发达

地区、少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的教育水平为重心，进一步加大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的支持力度，

不断提高保障水平。营造公平正义的社会大环境就需要切实解决好城乡教育的不平等，社会需要构筑关

心关爱农村教育的良好氛围。还要为农村贫困家庭大学毕业生顺利就业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教育扶贫

工作是精准扶贫体系中的重要内容，发挥着“授人以鱼且授人以渔”的长效扶贫功能，是优质教育资源

均衡化的有效手段。教育扶贫已经成为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可以为贫困人口提供重要的获致

性特征，从而阻断贫困代际传递[14]。 
另外，需要完善相关法规保障教育公平，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拨款可以帮助学校建设、引起设备和加

强教师培训，但是对于改变贫困学生的家庭却微乎甚微。可以建立健全更完善的法规，加强对贫困学生

的补助，缓解家庭的教育压力；其次，针对贫困地区的入学分数线可予以自主划线的优惠政策，教育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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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后的农村和西部地区要想在短时间内赶上非常困难，教育公平强调相对性，对教育落后的地区实施补

偿性的原则更是教育公平的体现，为了均衡这种教育不公现象，我们应当对落后地区的学生给予一定的

高考加分或者按照一定比例的录取名额；另外，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教育也是教育公平问题的一个重点，

各地政府根据当地残疾人数量和分布，开设特殊学校，增加普通高校对残疾学生的录取名额，让更多残

疾人能够接受高等教育；大力扶持特殊教育教育学院，保证师资力量，为残疾人提供更系统全面的教育

[15]。解决好留守儿童、流动儿童、贫困儿童、孤残儿童等特殊群体的入学问题，保证所有儿童都能享有

均等的受教育权利。 
最后，社会媒体应充分发挥舆论导向作用：中央的教育经费和地方财政拨款在有些情况下，很难满

足落后地区和残障学生的教育发展需求。这就需要社会的力量。社会上基金会的捐助、企业和个人的捐

助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财政的不足，推动了教育公平的实现。我们需要将这种正能量持续传播并放大。媒

体可以对弱势群体的教育进行专题报道，甚至可以拍成纪录片进行网络推广，将弱势群体的生活学习情

况带入公众视野，引起社会的关注。在信息化的时代中，正确的舆论宣传是公益资助的眼睛，能够让更

多的人关注并帮助弱势群体的教育问题并促使教育公平。 
总之，我国中小学教育在教育资源和教育机会方面存在教育不公的问题，教育更是与经济、政治和

文化息息相关，只要各级政府和全社会共同努力，从改进乡村教育、振兴西部教育等多方面共同着手，

一定能够推进我国教育公平建设，实现教育的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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