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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从国家到地方层面日益增强对幼儿园空间布局的重视，如何解决空间布局与适龄人口的均衡性

问题是教育资源合理布局的关键。该研究以重庆市两江新区为例，在构建两江新区幼儿园空间数据库的基

础上，借助GIS软件采用泰森多边形分析方法、标准差椭圆分析方法识别服务区及空间分布，在获取各服

务区人口数据基础上开展均衡性分析。结果显示：两江新区幼儿园呈带状集中分布在大石坝街道–双凤桥

街道区域，公办幼儿园仅占民办幼儿园数量的1/5；两江新区幼儿园分布总特征是公办分散、民办集聚；

两江新区幼儿园分布的重心在鸳鸯街道和回兴街道交界处的中心，分布的主要方向是“西南–东北方向”；

双湖街道、人和街道、石马河街道等区域的均衡性较差，需不断优化全区的幼儿园布局。该研究认为，

应加大幼儿园布局调整，提升公办幼儿园比例和提升均衡性。该研究从空间规划角度探索了解决当前学

前教育所面临的困境的办法，有利于促进学前教育资源的公平，为重庆市幼儿园空间布局优化提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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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increasing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e spatial layout of kindergartens from the 
national and local levels. How to solve the balance between the spatial layout and the school-age 
population is the key to the rational distribution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Taking Liangjiang New 
Area of Chongqing as an example, based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patial database of kindergartens 
in Liangjiang New Area, the study uses the Tyson polygon analysis method and the standard devia-
tion ellipse analysis method to identify the service areas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based on GIS soft-
ware, and carries out the balance analysis based on the population data of each service area. The re-
sults show that kindergartens in Liangjiang New Area are distributed in a belt-like manner in the area 
of Dashiba sub-district-Shuangfengqiao sub-district. Public kindergartens only account for 1/5 of 
the number of private kindergartens; the gene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istribution of kindergartens 
in Liangjiang New Area are that the public-run kindergartens are scattered and the private-run kin-
dergartens are concentrated; the distribution center of kindergartens in Liangjiang New Area is at 
the junction of Yuanyang sub-district and Huixing sub-district, and the main distribution direction is 
Southwest-Northeast direction; the balance of Shuanghu sub-district, Renhe sub-district and Shimahe 
sub-district is poor, and the kindergarten layout of the whole district needs to be continuously op-
timized.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the layout of kindergartens should be adjusted to increase the 
proportion of public kindergartens and enhance the balance. The research explores the solutions to 
the difficulties faced by preschool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planning, which is con-
ducive to promoting the fairness of preschool education resources and providing suggestions for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spatial layout of kindergartens in Chongq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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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二胎政策”的开放，学前教育资源已经不能满足需求。“入园难”所反映出的问题本质是学

前教育资源供需问题。具体表现在：数量上的不足和空间分布的不均[1]。国外学前教育均衡性研究的重

点是学前教育公平，研究的范围主要集中在如何对“弱势群体”的扶持，对投入与回报的研究，对如何

提高学前教育的质量的研究。不少国家都是通过以政府立法的形式来确保和促进学前教育均衡持续、健

康发展，比如《美国儿童早期教育法案》[2]、《瑞典学前学校法》[3]、《葡萄牙学前教育法》[4]、《澳

大利亚儿童保育法案》[5]、《英国儿童法案》[6]等；国内对学前教育均衡发展的直接研究相对较少，更

多学者研究内容注重国家政策、体制、立法、财政投入和幼儿教师等方面，也有学者对如何促进区域学

前教育发展进行过实证研究，如廖浩然、孟香云等对学前教育均衡化发展做了相关的现状调查与对策分

析[7] [8]。孙柳青等从城乡专职幼儿教师的学历、职称、师幼比三个方面对幼教资源配置对城乡学前教育

均衡发展的影响进行过研究[9]。一些研究者以重庆市、河南省某县、福建省、扬州市、江苏省等区域的

学前教育均衡发展实例为研究对象，不仅是简单的案例研究，而且同时对“学前教育均衡发展”的内涵

和意义进行了探讨。如闫寒《河南省 Z 县学前教育质量均衡发展研究》一文中，紧扣核心概念，在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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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引用具体理论作为佐证，对学前教育均衡发展及趋势等方面进行了探讨[10]。 
目前对幼儿园与适龄人口的均衡性研究几乎空白，本文提出幼儿园与人口的均衡性研究方法，基于

幼儿园空间点位构建服务区，分析幼儿园与服务区之间的匹配关系[11]；基于幼儿园空间点位构建标准差

椭圆，分析幼儿园在区域内的整体趋势和分布重心；基于统计年鉴测算以街道为行政单元的 2019 年 3~6
岁人口数量，在此基础上测算各服务区的适龄人口数量；在此基础上，分析各服务区适龄人口应建幼儿

园数量与目前各服务区内实际幼儿园数量之间的均衡性，达到合理匹配服务区幼儿园数量与适龄儿童数

量的目的，为下一步幼儿园空间优化配置提供参考。本文将以重庆市两江新区为例，总结出两江新区学

前教育资源在空间布局上的问题，并提出优化建议，以期对“入园难、就近入园”的状况有所帮助。 

2.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区概况 

两江新区成立于 2010 年 6 月，是我国第三个国务院批准的新区，位于重庆主城区长江以北、嘉陵江

以东，包括江北区、北碚区、渝北区部分区域，规划总面积 1200 km2。两江新区区域内缙云山、中梁山、

铜锣山、明月山呈南北向平行分布，属于典型的山地城市，地形起伏度大。两江新区是欧亚国际物流大

通道的枢纽地区、中国发展战略转型的热点地区、长江上游地区的金融中心和创新中心、中国内陆地区

第一个国家级开发开放新区。目前在重庆市乃至全国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其作为西部地区和长江上

游地区经济中心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增强，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和带动作用日趋明显，2010~2015 年 GDP
从 1001 × 108 元增至 2020 × 108 元，年均增长达 17.5% [12]。 

2.2. 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的幼儿园数据来自网上公开数据(http://jz.tcmap.com.cn/edu/1/index130_1.html)。该网站详

细列出了重庆市所有区县的幼儿园名录，包括其名称、所属区域、具体地址、办园性质、质量等级、是

否普惠、联系电话等信息。根据重庆市教育委员会发布的幼儿园园所目录整理，综合提供的幼儿园等级、

办园性质、经纬度坐标、所属街道等数据，在 GIS 软件中对属性信息进行空间匹配，以此建立重庆两江

新区幼儿园的空间数据库，涉及公办幼儿园 68 所、民办幼儿园 334 所。借助 GIS 软件空间分析方法对重

庆市两江新区幼儿园空间布局进行空间分析。 

3. 研究方法 

3.1. 构建幼儿园服务区 

泰森多边形最早由俄国数学家在 1908 年提出，并扩展到了高阶泰森多边形，1911 年，荷兰气象学

家泰森运用泰森多边形通过为一气象观测站划分最近区域来研究和观测降水的区域分布[13]。泰森多边形

是在现有空间点的基础上，对区域进行平面划分，划分出的区域数量与空间点数量相同，且区域无重叠

和交叉，一个空间点对应一个区域，任意一个区域中，任意点到该区域空间点的距离均小于该任一点到

其他空间点的距离，某个泰森多边形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某个空间点(在地理上即某个设施)的影响范围。 
本研究分析中采用幼儿园作为空间点生成泰森多边形，分析居民点与幼儿园之间的关系，落在某幼

儿园的泰森多边形区域内的居民点距此幼儿园的距离最近[14]。因此，我们可以根据泰森多边形的这个特

点，为幼儿园划分服务范围。 

3.2. 构建标准差椭圆 

研究采取标准差椭圆分析方法对重庆市两江新区幼儿园的空间分布重心和主要分布方向进行定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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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首先测量一组点或区域的 x 和 y 方向上的标准距离，依据这两个测量值可以定义椭圆的轴线(包括

所有要素分布)，定义椭圆的轴是以平均中心作为起点对 x 坐标和 y 坐标的标准差进行计算，因而形成的

椭圆称为标准差椭圆，最主要的是计算两个差异最大的正交方向的标准离差，结果输出主要是由长轴/短
轴长度、旋转角度决定。根据标准差椭圆的分布可以判断要素的分布是否属于狭长型，判断特定方向，

标准差椭圆使要素分布的方向性变得更为明确[15]。 

3.3. 服务区适龄人口计算 

适龄人口计算主要根据研究年份 2019 年前 6 年的人口数据(幼儿园最大年龄一般 6 岁)，根据

2013~2018 年每年统计年鉴中人口数量和出生率，通过人口数与出生率乘积测算得到不同年份出生的人

口数，依次得到 2019 年 3 岁、4 岁、5 岁、6 岁人口数。比如 2013 年华新街道人口总数为 79,222 人，出生

率为 9.645‰，那么 2019 年华新街道 6 岁儿童为 764 人。 
在 GIS 软件中，用图层属性表中字段的几何计算功能可以得到街区、服务区的面积。用街道适龄人

口比街道面积得到适龄人口密度，假设街道范围内的每个服务区适龄人口密度相同。用服务区面积乘以

所属街道适龄人口密度得到服务区适龄人口数。街道交界处存在学校服务区跨街区的情况，计算人口时

将多边形街道边界拆分，然后所属街道的适龄人口密度乘以面积相加得到该服务区适龄人口数。 

3.4. 均衡性指数 

均衡性指数根据服务区适龄人口所需幼儿园数量减去服务区内幼儿园数量，服务区适龄人口所需幼

儿园数量根据《幼儿园建设标准》中对幼儿园规模的规定：“幼儿园规模根据服务范围的生源情况分 3
个等级；6 班(小于等于 180 人、9 班(270 人)、12 班(360 人))”[16] [17]。本研究选取规模 6 班(180 人)和
最大规模 12 班(360 人)来研究两江新区幼儿园与其服务区适龄人口的匹配情况，分析不同规模下幼儿园

与适龄人口匹配程度的变化。 

4. 结果与分析 

4.1. 幼儿园空间分布 

 
Figure 1. Spatial location distribution map of kindergartens in Liangjiang New Area 
图 1. 两江新区幼儿园空间位置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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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江新区幼儿园整体主要呈带状分布在大石坝街道为起点向东北方向延伸至双凤桥街道(见图 1)，主

要集中分布在大石坝街道、观音桥街道、华新街道、五里店街道、石马河街道、龙山街道、龙溪街道、

龙塔街道、天宫殿街道、回兴街道、回兴街道和双龙湖街道、双凤桥街道交界处。龙兴镇、铁山坪街道、

玉峰山街道、木耳镇等区域幼儿园分布较少。 

4.2. 服务区划分结果分析 

两江新区幼儿园服务区划分范围如图 2 所示，由于服务区内一般为 1 个幼儿园点位分布，因此在幼

儿园较为集中的区域其服务区范围相对缩减。其范围大小表示目前该幼儿园应该服务的范围，因此在幼

儿园稀疏区域幼儿园服务的半径很大，对应的服务压力也相应增大，同时适龄儿童上学路途成本和路途

安全风险都显著提高。 
根据服务权属来看，两江新区幼儿园分布总特征是公办分散、民办集聚。在石马河街道、龙山街道、

龙溪街道、五里店街道、观音桥街道、大石坝街道、华新街道、江北城街道民办幼儿园集聚，公办幼儿

园分布较少。在木耳镇、古路镇、石船镇、龙兴镇、复盛镇等主要是公办幼儿园分布。民办幼儿园主要

集中分布在经济较为发达的镇街，西南部仅有较少的幼儿园布局，主要是由于这些街道经济条件发展较

好，对幼儿园的吸纳率高。同时，两江新区东北部因受交通、人口、地形等因素影响，大部分的公办幼儿

园分布在经济较差的镇街，主要是办园时间较久的公办园分布，且服务区范围大部分比民办幼儿园大很多。 
 

 
Figure 2. Distribution map of service area and ownership of kindergartens in Liangjiang New Area 
图 2. 两江新区幼儿园服务区及权属分布图 

4.3. 标准差椭圆测算结果分析 

标准离差椭圆法主要是对两江新区幼儿园空间分布重心和主要分布方向进行量化表达。标准离差椭

圆法主要计算两个差异最大的正交方向的标准离差，其形状主要由长轴长度、短轴长度和旋转角度三部

分决定。标准离差椭圆中心为幼儿园空间分布重心，它标示出了幼儿园空间分布的平衡点；长轴和短轴

揭示了幼儿园空间分布的方向性差异，其中，长轴代表幼儿园空间分布的主要方向。两江新区幼儿园分

布的重心在鸳鸯街道和回兴街道交界处的中心(见图 3)，两江新区幼儿园分布的主要方向是“西南–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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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椭圆覆盖的范围是两江新区的老城，商业中心，经济发展好。椭圆覆盖以外的区域属于两江新

区的正在发展的新城，幼儿园分布较少。 
 

 
Figure 3. Distribution map of standard deviation ellipse and center of 
gravity of kindergartens in Liangjiang New Area 
图 3. 两江新区幼儿园的标准差椭圆及重心分布图 

4.4. 服务区适龄人口测算结果分析 

将各服务区适龄儿童人数按照自然断点法分为少、较少、一般、较多、多 5 个等级。从图 4 中可以

发现，适龄人数多的为双龙湖街道附近的深红色服务区，其适龄儿童人口数量达到 3220 人，其次是粉色

的人和街道、石马河街道、回兴街道、双凤桥街道等街道内服务区，适龄人口数量分布达到 1460 人、1373
人、1113 人、980 人。总体上，两江新区服务区适龄人口数的分布基本和幼儿园分布的走向一致。 

 

 
Figure 4. Distribution map of the calculation results of the age-appropriate 
population in each service area of Liangjiang New Area 
图 4. 两江新区各服务区适龄人口测算结果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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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均衡度测算结果分析 

幼儿园建设标准将幼儿园规模划分了 3 个等级，选取了规模 6 班(180 人)和最大规模 12 班(360 人)来
研究两江新区幼儿园与其服务区适龄人口的匹配情况，匹配结果用服务区适龄人口所需幼儿园数量减去

多边形内幼儿园数量表示。 
图 5 中幼儿园规模从 6 班(180 人) (图 5(a))到 12 班(360 人) (图 5(b))，随着幼儿园规模的扩大，绿色

斑块和红色斑块的数量也在变大，表明服务区内幼儿园与适龄人口匹配程度也在发生变化。本文根据《民

办教育促进法》的有关规定，把教育部门办、集体办、其他部门办三种类型幼儿园统称为公办园。公办

园享有政府的投资和支持，办学质量较高、规模较大，在硬件和师资配备上相对民办园也都更有优势。

根据重庆市幼儿园规模的统计，公办园规模较大，办学规模达到 12 班的基本都是公办幼儿园，部分公办

幼儿园规模小于 12 个班；民办幼儿园规模小，部分民办幼儿园规模小于 6 个班，部分民办幼儿园规模大

于 12 班。民办幼儿园规模参考图 5(a)，公办幼儿园规模参考图 5(b)。图中深绿色表示该板块适龄人口数

量达不到一所幼儿园的人数标准，存在教育资源浪费的情况；绿色表示区域学龄人口与幼儿园基本匹配；

红色代表该板块适龄人口数量超过匹配一个幼儿园的人数标准，表明该区域幼儿园分布不足。图 5(b)中，

双湖街道幼儿园按服务区适龄人口匹配情况来看，幼儿园分布明显不足，需配备 17 所幼儿园。人和街道

需配备 8 所幼儿园，石马河街道需配备 7 所幼儿园。双凤桥街道需要配备 5 所幼儿园。双湖街道、人和

街道、石马河街道人口密集，幼儿园短缺，并且是民办幼儿园集聚，需要建立优质公办幼儿园。 
图中幼儿园规模从 6 班(180 人)到 12 班(360 人)黄色等级始终只有一个，且斑块较少，新老城区都有

分布。绿色等级由 3 个变成 5 个，红色等级由 3 个变成 5 个，且斑块较多，说明幼儿园分布不足的区域

更多，更严重。 
 

 
(a)                                        (b) 

Figure 5. Distribution map of calculation results of the balance degree of kindergartens under different scales ((a) Private; 
(b) Public) 
图 5. 不同规模下幼儿园均衡度测算结果分布图((a) 民办；(b) 公办) 

5. 结论与讨论 

5.1. 优质资源幼儿园数量少且分散，民办幼儿园集聚 

根据本文研究，两江新区公办幼儿园仅有民办幼儿园数量的 1/5，并且在两江新区新城、老城范围分

散分布。根据距离衰减定律，越往外扩散，优质幼儿园的示范影响力就越小，不利于整个区域学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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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的提升。民办幼儿园过度集聚在经济发达地域，造成教育资源的浪费，应控制其无序竞争。为实现

幼儿园空间布局的均衡性，建议政府在双龙湖街道、人和街道、石马河街道、双凤桥街道等镇街新建公

办幼儿园，或者收购观音桥街道、华新街道等镇街的优质民办幼儿园改为公办幼儿园，以发挥优质教育

资源的示范作用。同时，政府应加强对民办幼儿园的调控和监管力度。 

5.2. 幼儿园数量总体分布不足，老城区缺口大 

在幼儿园服务区与适龄人口规模匹配方面，幼儿园总体数据分布不足，不能满足双龙湖街道、人和

街道、石马河街道、回兴街道、双凤桥街道等镇街的适龄人口需求。源于这些镇街是两江新区目前的经

济文化中心，且大部分为老城区，商业发达且基础设施较为完善，人口基数大导致人口密度大。2015 年

全面二孩政策开始实施必然引起适龄人口数量变化，根据姚引妹等人对适龄儿童数量的预测和分析研究，

学龄前儿童总量呈倒“N”字形变化，学龄前儿童在 2017 年到 2020 年属于回升阶段，2020 年达到巅峰

值 5124 万人左右[18]。所以在幼儿园空间布局规划时，应充分考虑幼儿园服务区与适龄人口的匹配程度。

科学测算服务区内适龄儿童人口分布，合理设置幼儿园，满足新增人口。 

5.3. 改革办学体制，提高公办幼儿园比例 

根据目前研究两江新区分布情况为民办集聚且数量较多，公办幼儿园少且分散。应新建公办幼儿园，

比如目前幼儿园分布较少且适龄人口较多的双龙湖街道新建公办幼儿园，打破目前民办幼儿园数量较多

的局面；政府收购龙塔街道、观音桥街道等镇街办学水平低、规模小且运营困难的民办幼儿园，以此提

高公办幼儿园的比重，从体制层面上解决“入园难”的问题，同时有助于均衡两江新区公办和民办幼儿

园的分布格局。 
研究结果显示，两江新区幼儿园呈带状集中分布在大石坝街道–双凤桥街道区域，公办幼儿园仅占

民办幼儿园数量的 1/5，大部分服务区适龄人口数量匹配幼儿园数量低于目前各服务区实际幼儿园数量。

总体上存在总量不足、空间分布不均、服务范围不合理、优质园分散、民办园过度集中、教育公平难以

实现等问题。为此，本研究因地制宜提出了两江新区幼儿园配建标准、改革办学体制、提高公办幼儿园

比重等建议。从空间规划角度探索了解决当前学前教育所面临的困境的办法，促进学前教育公平，为重

庆市幼儿园空间布局优化提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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