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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新疆２００２－２０１３年相关统计数据，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城乡义务教育资源配置得到了

一定程度的优化，差距在逐步缩小并整体上趋于均衡。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专任教师的学历层次和职称等

级农村仍普遍低于城镇，且高学历和具有中高级职称专任教师数量城乡间有显著的差异；生均公用经费水

平和图书藏量农村小学仍低于城镇；建立校园网的学校占总数的百分比城乡差异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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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作为一种制度型公共产品，决定了教

育机构之间和教育群体之间应该公平地分享资源，

并最终落实 到 受 教 育 者 对 教 育 资 源 的 分 配 和 使 用

上。长期以来，我国公共教育资源尤其是优质教育

资源的配置明显地向城市倾斜，使城乡教育的差距

不断拉大。２００１年 国 务 院 颁 布 《关 于 基 础 教 育 改

革与发展的决定》，要 求 因 地 制 宜 调 整 农 村 义 务 教

育学校布局，政策实施的初衷是为了实现教育资源

的合理配置与优化重组，扩充优质教育资源，实现

规模效益，从而促进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十多年

来，农村学校布局调整工作在全国范围大规模地展

开，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也存在不少问题，２０１２

年９月国务院办公厅出台 《关于规范农村义务教育

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要 求 各 地 重 新 审 视 农 村 学

校布局调整的过程，并叫停盲目撤并农村学校，严

格规范撤并程序和行为。一时间，对学校布局调整

政策实施效果的评价莫衷一是。

学校布局调整从经济学角度可解释为与学校地

理空间变动相关联的教育资源配置过程，其不仅涉

及学校地理空间的变动，更影响到教育设施 设 备、

生源、师资、经费等 要 素 流 动 和 重 新 配 置。［１］布 局

调整中为了扩大办学规模，对农村学校的撤并便是

基于经济理性的逻辑，通过资源的最佳配置实现经

济利益的最大化。那么，在持续的学校布局调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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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教育资源是否得到空间上合理和相对均衡地

配置，政策实施 的 效 率 是 否 随 时 间 呈 单 调 递 增 趋

势，客观审视和分析政策实施期间城乡义务教育资

源的变动态势可以为其提供佐证。

本文以新疆为例，使用义务教育发展的宏观数

据测度２００２－２０１３年义务教育资源配 置 的 均 衡 状

况和动态变化。本文数据资料主要来自历年教育部

财务司发布的 《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和新疆自

治区教育厅发布的 《新疆教育统计年鉴》。

一、学校布局调整中城乡义务教育在校生规模

的变动态势

新疆学校布局的变化过程可以追 溯 至２０世 纪

８０年代，从普通小学数量 开 始 减 少，２００１年 农 村

学校布局调整政策正式执行之后，减少速度逐渐加

快。据 《新疆教育统计年鉴》相关数据的计算结果

显示：２００２－２０１３年间农村小学减少２６１７所，年

均减少２３８所；农村普通初中减少７９０所，年均减

少７２所。随着大量农村中小学校的 撤 并，义 务 教

育阶段学龄人口大量地从农村向城镇转移，促使城

乡间教育资源的流动和重新配置。

２００２－２０１３年 全 区 小 学 在 校 生 数 逐 年 减 少，

２０１３年较２００２年减少了４６．５４万人，平均每年减

少４．２万人。城镇 小 学２００２－２０１０年 在 校 生 数 缓

慢增加，从２０１１年开始增幅加大，到２０１３年达到

１０１．９２万人，相比２００２年增加了３９．３１万人；与

之相对应的，农村小学在校生数２０１０年 之 前 逐 渐

减少，之后 大 幅 度 减 少 到２０１３年 的８７．５２万 人，

较２００２年减少了三分之一。

全区普通初中在校生数在这１２年 中 呈 现 先 增

长后减 少 的 态 势，２００２－２００６年 逐 年 缓 慢 增 加，

２００７年开始逐渐减少，２０１３年相比２００２年减少了

１４．８万人。从 城 乡 来 看，城 镇 普 通 初 中 在 校 生 人

数２０１０年 前 一 直 缓 慢 增 加，之 后 增 幅 加 大，到

２０１３年 达 到 ６１．４６ 万 人，相 比 ２００２ 年 增 加 了

２３．８９万人；农 村 普 通 初 中 在 校 生 人 数２００６年 以

前逐年增加，之后开始减少并减幅逐年加大，２０１３
年减少 为３０．３９万 人，相 比２００６年 减 少 了４４．０９
万人。

二、城乡义务教育教师资源配置的变动态势

（一）师资队伍数量结构的变化：生 师 比 整 体

下降，农村低于城镇水平

教师是学校发展的关键要素，也是任何其他资

源都不能替代的第一教育资源，适当的教师数量是

扩大教育规模和提高教育质量的重要保证。“生师

比”这一指标不仅可以反映出学校规模的大小和人

力资源利用效率，也可间接反映学校的办学质量。

表１　２００２－２０１３年新疆城乡义务教育的生师

比对比情况

年份
小学 初中

城镇 农村 全国 城镇 农村 全国

２００２　１６．７０　 １８．２６　 ２１．０４　 １５．４４　 １６．７０　 １９．２５

２００３　１６．６８　 １７．５６　 ２０．５０　 １５．８０　 １７．０４　 １９．１３

２００４　１７．０８　 １６．１８　 １９．９８　 １５．８２　 １６．４０　 １８．６５

２００５　１７．５２　 １５．２５　 １９．４３　 １５．０６　 １５．０８　 １７．８０

２００６　１７．８５　 １４．６２　 １９．１７　 １４．７０　 １４．５４　 １７．１５

２００７　１８．０５　 １４．２７　 １８．８２　 １４．４１　 １３．６０　 １６．５２

２００８　１８．１２　 １３．８１　 １８．３８　 １４．５３　 １２．５３　 １６．０７

２００９　１７．６６　 １３．３５　 １７．８８　 １３．９３　 １１．７１　 １５．４７

２０１０　１７．２８　 １３．１０　 １７．７０　 １３．４７　 １０．９０　 １４．９８

２０１１　１５．７５　 １２．６７　 １７．７１　 １２．２５　 １０．２２　 １４．３８

２０１２　１５．４８　 １２．５４　 １７．３６　 １１．８１　 ９．７０　 １３．５９

２０１３　１５．１８　 １１．９２　 １６．７６　 １１．４４　 ９．３８　 １２．７６

　　表１呈现了２００２－２０１３年新疆城乡义务教育

生师比的统计数据，从中可以看到，新疆农村小学

生师比与全国平均水平都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但

前者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由２００２年 与 同 期 全 国

平均水平 相 差２．７８人 到２０１３年 相 差４．８４，差 距

也在逐步扩大。城镇小学生师比呈现先增后降的态

势，后从２００８年的１８．１２回落到２０１３年的１５．１８，

但２００３年以后其生师比水平均高于农村；１２年中

新疆城乡普通初中生师比与全国水平也都呈现下降

趋势，且都低于全国水平。农村初中生师比下降幅

度大于城镇，从２００２年 高 于 城 镇１．２６到２０１３年

低于城镇２．０６。总体来看，学校布局调整的１２年

中，新疆城乡中小学教师教育教学的负担都在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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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轻，相对全国和城镇生师比水平来说，农村中小

学教师资源的利用效率还比较低。

（二）师资队伍学历结构的变化：教 师 学 历 普

遍提升，但城乡高学历教师数量差异显著

学历结构 是 衡 量 教 师 队 伍 水 平 的 一 个 重 要 标

志，可以反映教师业务素质的高低以及未来发展的

可能，也直接影响教育质量的提升。从城乡专任教

师的学历情况来看，２０１３年较２００２年城乡小学高

中毕业及以下学历专任教师比例明显降低，分别比

２００２年 降 低 了３６．１４和４７．６１个 百 分 点。农 村 小

学专科和本科学历的教师比例与城镇小学本科及以

上学历的教师比例都明显上升，２０１３年较２０１２年

分别增加了４７．６和３５．９个 百 分 点，说 明 这１２年

中城乡小学专任教师学历有普遍提高。但城乡小学

高学历专任教师数量有显著的差异，城镇小学本科

以上学历教师比例由２００２年高于农村３．９１个百分

点增加为２０１３年高于农村２０．５个百分点；城镇和

农村普通初中专任教师的学历都有明显地提升，学

历合格率 分 别 由２００２年 的９６．２７％、８９．９％上 升

为２０１３年的９９．７８％和９９．４４％，本科学历教师的

比 例 也 大 幅 度 增 加，城 镇 初 中１２年 中 提 高 了

３８．８２个 百 分 点，农 村 初 中 增 加 了３６．３８个 百 分

点，但整体来看城镇初中专任教师的学历层次普遍

高于农村。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在 《关于深化教

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提到的 “２０１０
年前后，具备条件的地区力争使小学和初中阶段教

育的专任教师的学历分别提升到专科和本科层次”

的学历标准，未来新疆尤其是农村地区教师学历提

升工作仍比较艰巨。

（三）师资队伍职称结构的变化：高 职 称 教 师

增加，但城乡中高级职称教师占比差距明显

教师的职称结构是衡量学科层次和人才培养层

次的重要尺度，其反映出教师队伍学识水平和胜任

教育教学工作的能力层次。合理的教师职称结构有

利于保持整个队伍较高的工作效率和创造力。表２
对比呈现了２００２年和２０１３年新疆城乡中小学专任

教师职称结构的相关数据，如表所示，新疆中小学

高级 职 称 的 专 任 教 师 队 伍 不 断 壮 大，２０１３年 较

２００２年小学和 普 通 初 中 具 有 高 级 职 称 教 师 增 加 了

２４３３５和１１７６８人。但城乡小学高职称教师所占比

例相差１７个百分点；普通初中高级和中级职 称 专

任教师数量也不断增加，１２年间分别增加了１１４９８
和６８７７人，但城乡高级职称教师所占 比 例 变 动 很

小，中 级 职 称 教 师 所 占 比 例 的 城 乡 差 距 更 是 由

２００２年 的２．３６个 百 分 点 大 幅 增 加 到２０１３年 的

３９．１６个百分点。可见，农村中小学还需要进一步

提升教师队伍的教学和研究水平，尽快培育大量中

青年教师成为学科骨干，以促进农村教育质量快速

提升。

表２　２００２年与２０１３年 新 疆 城 乡 义 务 教 育 专

任教师职称结构对比

小学 初中

小学高级

及以上

小学一级

及以下

中学

高级

中学

一级

中学二级

及以下

２００２ 年

教 师 总

数 （单

位：人）

２９８２７　 １０２６０８　 ２５３３　 １８７８８　 ４４３６２

农村教

师占比
５５．７％ ７６．３％ ２４．８％ ４８．８％ ７１．１％

城镇教

师占比
４４．３％ ２３．７％ ７５．２％ ５１．２％ ２８．９％

２０１３年

教 师 总

数 （单

位：人）

５４１６２　 ８６３９９　 １４０３１　２５６６５　 ４６４１３

农村教

师占比
４１．５％ ５９．０％ ２６．９％ ３０．４％ ４４．９％

城镇教

师占比
５８．５％ ４１．０％ ７３．１％ ６９．６％ ５５．１％

　　三、城乡义务教育财力资源配置的变动态势

（一）财政性预算内生均教育经 费 的 变 化：大

体呈现逐年增长，２００６年以后增幅加快

义务教育发展水平与教育经费的投入有着密切

的关系，财政性预算内生均教育经费可以反映政府

的财政资 金 对 教 育 发 展 的 支 撑 力 度。表３呈 现 了

２００２－２０１３年新 疆 城 乡 中 小 学 教 育 财 政 性 预 算 内

生均经费的对比数据，从中可以看出，城乡中小学

预算内生均经费整体上呈现逐年增长的态势，２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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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开始新疆实施了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

农村中小学经费增长速度加快，农村小学预算内生

均经费超过了城镇，截至２０１３年已高 于 城 镇 小 学

１１．５６个百分点；２００６年以后农村初中生均经费增

长的幅度也逐年加大，由２００５年每生１８２２．４元快

速 增 长 为 ２０１３ 年 的 １６３５３．２ 元，年 均 增 长

３１．５６％，高于 城 镇３．８７个 百 分 点。以 上 分 析 可

见，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有力地促进了

义务教育经费投入的增加和城乡财力资源的均衡。

表３　２００２－２０１３年新疆城乡义务教育财政性

预算内生均教育经费对比

年份

小学 初中

农村

（１）
城镇

（２）
（１）／（２）

农村

（３）
城镇

（４）
（３）／（４）

２００２　１１１６．３　１３８８．３　８０．４％ １４２１．１　１７４５．５　８１．４％

２００３　１２２１．５　１４１２．９　８６．５％ １４７０．２　１５９４．５　９２．２％

２００４　１４８３．６　１６７１．７　８８．８％ １３９２．９　１７８０．５　７８．２％

２００５　１７４４．８　１７７９．０　９８．１％ １８２２．４　２１２８．７　８５．６％

２００６　２１５３．１　２０６６．２　１０４．２％ ２５９４．３　２６５４．８　９７．７％

２００７　２６３４．８　２５９１．２　１０１．７％ ３０９８．３　３６４８．３　８４．９％

２００８　３７３２．９　３７１２．９　１００．５％ ４５４０．４　５３３４．４　８５．１％

２００９　４６６４．７　４５２３．９　１０３．１％ ７３７８．９　６４８８．４　１１３．７％

２０１０　６２０８．８　５８８５．５　１０５．５％ ８８３５．２　８０３５．０　１１０．０％

２０１１　８０２５．５　７７４４．８　１０３．６％１１０８５．０　１２３４９．０　８９．８％

２０１３　１１３２７．１　１０１５３．３　１１１．６％１６３５３．１　１５０４３．９　１０８．７％

　　 （二）财政 性 预 算 内 生 均 公 用 教 育 经 费 的 变

化：逐年增长，但农村生均水平需提高和稳定

财政性预算内生均公用经费的投入水平直接关

系到学校日常教育教学活动的正常开展。由表４所

示，预算内生均 公 用 经 费 大 体 呈 现 逐 年 增 加 的 态

势，但城乡小学生均公用经费差距仍较为明显，截

至２０１３年农 村 小 学 仅 相 当 于 城 镇 水 平 的７６．７％；

农村初中生均 公 用 经 费 的 变 化 不 太 稳 定，波 动 明

显，２００７年较之以前有所下降，之后又快速上升，

２０１０年有所下降，之 后 又 大 幅 度 上 升，２０１３年 高

于城镇水平。由 此 可 见，１２年 间 新 疆 城 乡 中 小 学

校公用经费的投入都有较明显增加，但农村中小学

生均公用经费的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和稳定，以有

效保障农村义务教育教学质量的稳步提高。

表４　２００２－２０１３年新疆城乡义务教育财政性

预算内生均公用经费对比

年份

小学 初中

农村

（１）
城镇

（２）
（１）／（２）

农村

（３）
城镇

（４）
（３）／（４）

２００２　 ４３．０　 １４１．１　３０．５％ １１０．０　 ２３１．４　４７．５％

２００３　 ６２．６　 １４６．７　４２．７％ １４２．２　 ２４３．０　５８．５％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２５．３　８９．０％ １７４．５　 ２８２．１　６１．９％

２００５　２８４．９　 ２９５．４　９６．５％ ４１４．１　 ４７８．３　８６．６％

２００６　３２２．７　 ３０７．８　１０４．８％ ５８７．４　 ６９２．８　８４．８％

２００７　４２０．１　 ４９１．５　８５．５％ ５３６．８　１０２８．７　５２．２％

２００８　９３４．３　 ９６３．２　９７．０％ １４５０．５　１５０２．６　９６．５％

２００９　１０８４．８　１１８５．６　９１．５％ ２９２０．７　１９５１．２　１４９．７％

２０１０　１０７９．１　１２５１．７　８６．２％ ２７８７．５　２０６６．１　１３４．９％

２０１１　１６０４．９　２２２９．４　７２．０％ ３５８８．７　４６６６．７　７６．９％

２０１３　２１２７．８　２７７３．４　７６．７％ ５３１７．３　５２８１．５　１００．７％

　　四、城乡义务教育物力资源配置的变动态势

（一）生均办学设施的变化：各指 标 水 平 趋 于

均衡，但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办学设施 中 的 硬 件 设 备 是 学 校 重 要 的 物 力 资

源，如学校的校舍面积、运动场馆、图书资料、实

验室设备等其他有形资源，是学校顺利开展日常教

育教学工作的重要保障，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学校

的办 学 规 模 和 实 力。统 计 结 果 表 明，２００２年 到

２０１３年，新疆城乡中小学生均办学条件明显改善，

且差距不断缩小。从生均校舍建筑面积来看，城镇

小学 由２００２年 多 于 农 村 小 学０．３７平 方 米／生 到

２０１３年少于１平 方 米／生，城 镇 初 中 由２００２年 少

于农村初中０．５７平方米／生到２０１３年多于０．５９平

方米／生；城乡生均图书藏量 的 差 距 明 显 缩 小，目

前来看，城镇小学生均１４册，比农村 小 学 生 均 多

２册，城镇初 中 生 均２６册，城 乡 初 中 生 均 册 数 相

当；城乡中小学生均仪器设备总值 由２００２年 分 别

相差１５５元和５３８元到目前的大体均衡。根据 《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义务教育学校办学基本标准》的规

定：城市小学校舍生均建筑面积根据学校班级数的

不同，大 体 应 每 生５．２～６．８平 方 米，农 村 每 生

１４



４．５２～６．３５平 方 米；生 均 藏 书 小 学 不 少 于２０册，

初中不少于３０册。按照这一标准，目 前 城 乡 小 学

的生均校舍建筑面积和城乡中小学的图书藏量有待

于进一步增加。

（二）信息化资源的变化：城乡生 机 比 差 距 缩

小，但建立校园网学校占比差异明显

以计算机、网络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作为一种新

兴的教 育 资 源，对 教 育 发 展 有 革 命 性 的 影 响。２１
世纪以来，新疆教育信息化建设快速推进，城乡生

机比差距明显缩小，建立校园网学校的绝对数量也

大体呈现逐年增加的态势，城乡中小学信息化的基

本条件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从当前的相对占比来

看，２０１３年城镇 小 学 中 建 立 校 园 网 的 学 校 占 其 总

数的３２％，农村小学中仅有６．５％的学校建立了校

园网；城 镇 初 中 有３７．９％的 学 校 建 立 了 校 园 网，

但农村初 中 只 有１４．６％，城 乡 差 距 都 比 较 大。另

外，城乡中小学专任教师接受过信息技术相关培训

的人数也 相 差 很 大，据２０１３年 的 统 计 数 据 显 示，

新疆城镇 小 学 为１０８５３人 次，农 村 小 学 仅 为４１５６
人次；城镇初 中 为１２２７２人 次，农 村 仅 为３０９０人

次。当前，教育信息化发展仍然面临着一些深层次

问题，如农村地区信息化基本环境建设尚未全面实

现，农村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亟待提升，信息技

术与教育教学的融合仍不够深入，优质教育资源的

开发模式和有效应用机制尚未形成等。［２］

五、结论与建议

学校布局调整政策实施期间，城乡中小学数量

和生源大幅度变化，新疆城乡义务教育资源也发生

了流转 和 重 新 配 置。整 体 来 看，１２年 间，新 疆 城

乡义务教育资源配置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优化，特别

是农村地区中小学的人力、财力和物力资源的配置

水平有大幅度的提高，城乡义务教育差距逐步缩小

并整体上趋于均衡。当然，实证分析也发现城乡义

务教育资源配置中仍存在问题，具体表现为：城镇

中小学专任教师的学历层次仍普遍高于农村，且城

乡中小学高学历专任教师数量有显著的差异；农村

中小学生均公用经费水平和图书藏量有待进一步提

高；建立校园网的学校占其总数的百分比城乡差异

明显，城乡专任教师中接受过信息技术相关培训的

人数也相差较大。

鉴于以上表现，当前应进一步统筹城乡教育资

源的均衡配置，实施学校标准化建设，不断优化城

乡间和城镇内部的教育布局结构，使学校布局和教

育资源的空间配置更加合理和有效。在统筹学校布

局方面，应根据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人口变化预测

和教育承载力，统筹布局区域内城乡学校，增加对

保留农村教学点的投入，保证其教育教学的正常开

展；在统筹教师资源配置方面，应统一城乡编制标

准，扶持农村学校师资培训，提升教师的职后培训

与素质能力，以改革措施激励义务教育阶段校长教

师在城乡间、学校间交流轮岗，提高教师队伍质量

与整体水平；在统筹财力资源配置方面，规范教育

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对薄弱地区和学校的财政

支持力度，明确各级政府对义务教育的投入问责和

投资效益；在统筹办学条件资源配置方面，落实义

务教育学校办 学 的 基 本 标 准，推 进 标 准 化 学 校 建

设，加大对农村薄弱学校建设的改造力度。改善城

乡学校信息化基础设施，稳步推进农村学校宽带网

络、数字教育资源、网络学习空间建设，通过信息

化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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