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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从宁波市经济社会现状着眼，在充分肯定宁波市教育成就的同时，通过细致的对比，分析了宁波市

在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化发展方面存在的若干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改进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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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教育均衡发展，是指在一定的行政区域内，如

一个县、市，甚至一个省范围内，在教育硬件（指校舍、

设备、经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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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实现公民受教育权利的平

等和公平。均衡发展的最终目标，就是要合理配置教育

资源，办好每一所学校，教好每一个学生。就其内涵来

说，主要包括三个层面：一是区域之间的均衡发展；二

是区域内部学校之间的均衡发展；三是不同群体之间的

均衡发展，特别应当关注弱势群体的教育问题。为全面

了解宁波市在实现基础教育均衡发展方面的情况,我们

教育二组对此组织了专题调研,并对进一步做好这项工

作提出了意见建议,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宁波市基础教育均衡方面存在的问题及

原因分析 
（一）地区间的不均衡 
由于经济发展状况的差异，中心城区与边远地区、

山区海岛之间在教育理念、经费投入、教育保障等诸多

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距。 
（二）学校间不均衡 
即使在同一县市同一地区同类学校间，也存在着明

显的不均衡。最典型的现象便是“择校热”愈演愈烈，

导致了教育不公平，严重影响了政府形象和教育形象。

所谓教育乱收费，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这种校间不均衡

和择校需求所引起的。这种不均衡的形成，既有 20 世纪

80 年代评定重点学校后，把资金、设备、师资等一系列

优惠政策向其倾向后所形成的历史原因，也有学校管理

水平差异导致的问题，更有现行政策不力的原因（如招

生政策、对各类学校的支持政策、师资配备上的倾向性，

等等）。 

学校间的不均衡，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经费投入不均衡。由于历史欠债较多，近年来，

政府在校舍改造、设备更新、设施维护等方面的投入采

取了分批实施，分步推进的办法，使得学校间的硬件建

设差距甚大。有些学校得到了几千万乃至上亿元的投入，

已经全面进入了现代化学校；而有些学校，因为种种原

因，每年只有十万二十万的维修经费，校舍全面老化，

教学条件已远不能满足教学之需。 
二是师资不均衡。教育的关键在教师。当前学校之

间的差距，最主要的还是体现在师资上的差距。城乡之

间、重点学校与一般学校之间教师的素质、待遇均有很

大的差距。特别是收入上的差距，导致了农村地区和一

般学校优秀教师进不来、留不住，给师资水平的提升带

来了困难。由于这种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城乡之间、区

域之间、学校之间师资水平参差不齐，导致了教育教学

质量的不均衡。 
三是生源不均衡。由于校舍、师资、投入等的不均

衡，同类学校之间的生源质量相差悬殊。有些学校可以

十里挑一乃至百里挑一，有些学校却面临生源不足。一

些著名的重点学校校长每到招生时节便成了“杨白劳”，

手机不接，办公室无人，甚至有家难回。而条件差的学

校校长却到处找米下锅，为生源不足四处奔波。而生源

质量的差异，又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学校的教学质量，加

剧了这种校际的不均衡，产生了明显的“马太效应”。

因此，这不仅导致了“择校热”愈演愈烈，也助长了招

生大战逐年升级。 
四是体制上的不均衡。目前政府对待公立学校与民

办学校的重视程度尚有差距，民办学校的教师承受更大

的压力，却不能享受到某些公办学校教师可以享受到的

政策和待遇。尤其是由于历史原因，一些所谓的“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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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学校和名校办的“民校”，在享受公立学校校舍、

设备、师资的同时，也在享受民办学校的高收费待遇，

这是一种非常不公平的现象。 
（三）不同人群间的不均衡 
农村薄弱地区孩子与城市孩子间，家庭条件好的与

家庭条件差的孩子间，健康儿童与残障儿童间的受教育

情况都存在着明显的差距。近年来，由于外来务工人员

大量进入宁波市，其适龄子女读书问题也成为政府迫切

需要解决的一大问题。目前，宁波市外来务工人员子女

处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已有 24 万人。目前，尚有近 3 万人

无法接受最起码的义务教育，有近一半人无法在条件较

好的公办学校接受教育。对上述这些孩子，如何确保其

享受普通市民的受教育权，使其逐步也能接受优质教育，

也是政府的职责所在。 
二、推进宁波市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对策 

根据党和国家对教育的总体要求，我们认为，推进

基础教育均衡化发展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需要我

们持之以恒地不断努力。为此，提出如下建议，供政府

及有关部门决策时参考。 
（一）要提高对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认识 
均衡发展是一种新的教育发展观，是今后一段时期，

我国基础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战略性指导思想，必将

成为我们制定教育政策遵循的重要原则和评价基础教育

工作的重要标准。保证受教育者接受基础教育所必需的

校舍、设备、师资等基本条件，均衡配置教育资源，是

让全体适龄儿童少年享受平等教育的基本体现，这应该

成为各级政府和全社会追求的理想和目标，也是地方政

府部门义不容辞的责任。 
（二）继续加大对各级各类学校的投入 
经费不足是教育发展不均衡的主要原因，市政府要

检查、督促各县市区政府努力做到教育经费的足额、到

位，努力办好每一所学校。在保证办学条件、师资水平

相对均衡的情况下，要鼓励学校特别是基础相对较差的

学校办出特色、办出亮点，使每一个孩子都有其发展的

空间。教育个性化、办学特色化不仅是国际基础教育发

展的大趋势，而且是实现教育更高层次的均衡发展，改

变中小学“千校一面”，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需要。均

衡发展不是搞平均主义，也不可能企望长期存在的问题

立即得到解决。政府应该立足于在同一地区范围内更好

地解决群体之间教育公平问题，更加重视解决弱势群体

的教育问题，在经费投入和资源配置上，强化对困难地

区和薄弱学校的政策倾斜，少搞“锦上添花”，多搞“雪

中送炭”。应该像 20 世纪八十年代抓重点学校建设一样，

制订相关政策，采取必要措施，规范拨款方式，确保基

础较差的学校能够尽快发展。要关注外来务工人员子女

的学习问题，使这些新宁波人也能在宁波这片蓝天下更

加健康地成长。 
（三）不断提高教师待遇，逐步改进教师培训和管

理机制 
提高全体教师的教育水平是确保教育均衡发展的关

键。当前，建议市政府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第一，要真正落实《教师法》规定的中小学教师实

际收入达到公务员同等收入水平。要抓紧贯彻落实国务

院《关于义务教育学校实施绩效工资的指导意见》，提

前制订非义务段基础教育教师的绩效工资方案。可以在

教师柔性流动的基础上，逐步试行教师的刚性定期轮换

制，使教师在一个区域内可以有序流动。特别要鼓励特

级教师、名教师和年青教师到农村或薄弱学校去支教。

对此，要从政策上给予更大的倾斜，为教师赴山区、海

岛从教提供精神和物质上的高待遇，逐步缩小城乡之间

师资的差别。 
第二，全面实施教师资格制度。认真做好中小学在

职在岗教师的资格认定工作，尽快做到教师持证上岗。

坚决辞退不具备教师资格和不能履行岗位职责的人员，

清退代课教师，精简、压缩中小学非教学人员，进一步

优化教师队伍。 
第三，强化教师有针对性的继续教育，构建“菜单”

式的培训模式。每年由教师培训机构根据教师教学需要，

制订出《“按需培训”课程指南》。 
（四）研究、改进现行高中段招生政策，努力使每

所学校都能招收到较好的生源，提高每一所学校的办学

积极性 
对义务段学校，要坚持划区招生，并逐步减少择校

生的数量；高中段学校，也可以尝试把名额分配到初中、

拉大各志愿间扣分值等办法，来逐步缩小各学校之间的

生源差异。在这方面，杭州等兄弟地市的一些做法，值

得我们借鉴。 
（五）对非公非民的办学机构应尽快改制 
特别对国家明令禁止的“名校”；办“民校”和“国

有民办”学校，要尽快明确其性质，或“归公”或“转

民”，使同类学校能在同样的政策环境下公平竞争。 
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均衡性，由于教育基础的

差异，城乡之间、学校之间的差距是客观存在的。因此，

教育在同一水平的均衡发展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实现。均

衡发展，只能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政府、教育行政部门、

学校乃至教师、学生，只有从实际出发，在原有基础上

确定各自均衡发展的策略、政策措施直至具体方法，才

能保证教育在不同层面，通过不同途径不断地、一步一

个脚印地从较低层次的均衡发展向更高的目标迈进，促

进教育整体、快速、均衡的发展。 
（责任编辑 裴 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