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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研究新探索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王善迈  
 

  在一切社会资源中，人力资源是首要的、能动的资源。教育是人力资源开发、利用、提升的

基本途径和基础。教育不仅可以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是一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

重要基础，同时也是保持社会稳定，构筑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正规的三级教育是教育的主体，

其中，基础教育即初等和中等教育是三级教育的基 础。基础教育属于国民素质的教育，关系着
一国国民素质的水平和提高，从而关系着国家教育和经济与社会的长远持续发展，关系着社会的

和谐与稳定。  
  我国基础教育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基本上扫除了青壮年文盲、基本上普及了九年义务教

育，高中阶段的教育快速发展，正处于迈向普及的过程中。由于历史的、社会经济发展和政策的

原因，我国的基础教育发展进程中，公共教育资源的配置在区域间、城乡间、学校间、社会不同

群体间严重不均衡，从而导致基础教育在数量质量上严重的不均衡。它影响了教育公平和社会公

平，进而影响着教育乃至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健康发展，影响着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已经成为社会、

媒体和政府决策者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  
  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基础教育应否均衡发展？如果基础教育目标定位为均衡发展，什么是

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应如何度量和评价基础教育均衡发展？对于我国基础教育不均衡的现状

应如何认识、评价和处理，应采取何种对策推进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这既是基础教育发展的重

大理论问题，也是基础教育发展的重大政策问题和实践问题。基础教育尤其是其中的义务教育是

政府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公共财政的重要职能，政府和财政应采取何种制度和政策缩小

基础教育在区域间、城乡间、学校间、群体间的差别，推进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急待解决。  
  由人民教育出版社新近出版、翟博所著的《教育均衡论》一书，从中国实际出发，在调查研

究的基础上，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理论、制度、政策和实践上对上述问题

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和系统全面的回答，尤其对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理论依据、社会价值、内涵界

定、度量和评价指标进行了有价值的探索和创新。这对于推进此类问题的学术研究，对于基础教

育发展战略和政策、教育财政制度建设，乃至教育管理体制改革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