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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教育公平，夯实和谐社会的坚实基础‘

吴正俊，俞 萍

1皿庆工商大学径济贸肠学院，皿庆 40006”

    【摘要」实现教育公平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谙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既是和谙杜会的

基本雷要，也是构建和谙社会的重要途径.目前，教育发展中事实上的不奋平已成为构建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降碍.必须加级教育奋平的保库措施建设，确保教育奋平的发展，推进和

请社会发展。

    【关键词〕教育公平。和谙社会;保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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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
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和谐社会的主要内

涵。其中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价值取

向，它意味着权利的平等、分配的合理、机会的均等
和司法的公正。社会公平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是衡量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尺度，也是构建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的深厚基础，主要体现在基本生活、医

疗、教育等领域。而教育公平是起点的公平，是社

会公平在教育领域的延伸和体现，是发展的根本保

证。公平享受教育权利是社会公平之本.是人的一

项基本权利，能够从最根本意义上保障和谐社会公

平与正义目标的实现。2O06年4月，国务院总理

温家宝在重庆考察时强调指出:体现社会公平最主
要的就是教育的公平，特别是对贫困家庭的孩子来

说，教育是他们改变生活的重要途径.

    一、教育公平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具有不

可替代的作用
    “和谐社会”是人民生活提高、国家兴盛的时代

需求，是民心所望的目标.建立和谐社会，社会公

平是基础，而教育公平则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一环，

没有教育公平就难以实现社会的和谐。

    (一)教育是一种潜在的生产力.是构建和谐社

会的基础

    教育本身是一种潜在的生产力，它能提高劳动

人口的素质，把可能的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的生产

力，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随着科技广泛应用于生

产，教育对提高劳动生产率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现在劳动力的再生产要依靠教育，把科学技术

的成果转移到生产中要靠教育，特别是二战以后.

由于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科技人员的培养，劳动

力质量的提高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起着决定

性的作用。日本企业界很早就明确认识到:国际的

经济竞争就是技术竞争，而技术竞争又成为教育竞

争.世界银行研究表明:劳动力受教育的平均时间

增加一年，国内生产总值就会增加9写。据舒尔茨
计算，教育资本在增加国民收人中作出的贡献的比

率为33.9%。日本、前苏联、美国的经济发展中，教

育给他们带来的利益分别达到25%、30%、33%.
    高品质的教育是一个长期的行为，对教育的投

资在许多年后会发挥出效益.。西方技术功利主义

学派认为，教育是促进经济增长、社会变迁和个人
发展的有效手段;教育能培养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知

识和手段的熟练劳动力。美国智囊机构兰德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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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教育研究报告的主要结论是:教育公平，能
够给政府创造巨额的财政收人，给社会带来巨大的
经济效益。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教育对

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强大，对个人生存和家庭幸
福的影响越来越大，成为国家和人民关注的重点。

社会中人们的受教育程度与职业、收人、社会地位
呈正比关系，特别是在当今就业竞争越来越激烈的

背景下，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社会个体的发展
前提。

    因此，实现教育公平，赋予每个受教育者平等
的受教育机会，不仅是一种个人追求，而且是政府

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减少失业救济、贫困补助等财
政性支出的战略措施.

， (=)教育公平能保障广大杜会成员社会失存
和参与社会发展能力的获得

    教育公平是起点的公平，根本性的公平，是最

重要的公平。在现代社会中，一个未受到最起码教

育的人，很难参与现代化的生产过程，很难获得起

码的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能力，他们获取收人的

能力必然很低，事实上，我国贫富差距的核心问题

是低收人群体的大量存在，他们绝大多数是没有受

过教育或仅受很少教育的人，生产能力和自身素质

的低下导致他们没有获得高收人职业的机会，也就

没有取得更多收人的机会。在对200户低保家庭

的随机调查中，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
70肠以上，文化程度普遍不高，这几乎是成为这一
群体的基本特征。

    对于低收群体，重要的是通过实施教育公平与
补偿政策，给低收人者提供更多的受教育机会，加
强职业技术培训，或组织生产技术的传授，提高素

质，增强生产能力，以及发展经济、深化经济体制改

革、组织生产要素以发掘地区经济潜力等方面的知

识与才能，他们才有更多积极参与市场竞争的信心
和能力，才能用自己的双手和大脑创造更多的社会

财富，使自己分享到更多经济增长的成果。这才真

正有利于有效地改变落后地区和个体的社会经济

地位，缩小贫富差距.改善和缩小两极分化现象，实

现社会公平，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教育公平也是公平发展的需要。在人的生存
问题和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以后，“发展问题”逐

渐凸显出来，公平教育就成为人发展的需要。如果

一个人不能受到现代社会的基本公平教育，就丧失

了随着时代而发展的机会，很难参与现代化的生产
过程，难以获得起码的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能

力。实施公平教育，可以为人们提供公平的学习与
成功机会，全面提高公民的知识能力、技冰水平和

文化涵养，使每个国民都具有维护社会关系和遵守
  150

社会准则的个人兴趣，都养成争取人类进步和促进
社会发展的心理习惯。同时，有了教育的公平，社
会困难群体才有与其他群体在同一起跑线上起跑
的可能，才有通过知识改善生存、改变命运的机会，
最终获得健康成长、发展的权利.一位成人文盲在

38岁终于学会识字，他告诉我们:“如果你不识字，
你每天都会生活在沮丧、忧郁、愤怒、孤独和暴躁

中，你没有自尊.你常常撤谎”二 自从我识字后，

我的生活彻底改变了。”。教育公平能保障社会成

员健康成长与发展，维护社会的稳定，有利于和谐

社会的发展.

    正是这样，教育公平自古就是人们向往的美好
理想。也是现代教育的基本价值取向。上世纪40

年代《联合国人权宜言》即提出，“不论什么阶层，不

论经济条件，也不论父母的居住地，一切儿童都有

受教育的权利”。教育公平已成为“全世界所有国

家和所有与教育问题有关的人最关心的问题”。。

    《三)获得一定教育文化程度是社会个体向上

流动的必要条件

    知识改变命运，教育成就未来。教育公平具有

促进社会正常流动的社会功能，实现社会的和谐发

展。杜威等教育改革者认为，在存在经济、社会地

位等方面巨大不平等的情况下，教育给人提供公平

竞争、向上流动的机会，帮助弱势者摆脱他出身的

那个群体的局限，能够显著地改善人的生存状态，

减少社会性的不公平。因而，现代社会的教育，一

方面在社会流动、社会分化中具有“筛选器”的功

能;同时，又具有稳定器、平衡器的功能，被视为是

实现社会平等“最伟大的工具”.这即是教育的“平
等化”职能。0

            表 1:丈化程度与社会职务相关度

社会职务
各种教育程度所占比玄(肠)

高中 中专 大学专科一}大学本科 研究生

县 团级 0 25，0 25。0 0 50，0

科饭 0 27.3 9。1 27.3 364

胶 级 0 0 } 。 一} 33，3

玫 级以下 8.6 49.5 2，.0一}10.5 2。2

表2:丈化程度与社会取业的相关度

班会林立
各升羲育粗度琦占比中(%)

翻申一网网 大早专朴大李本朴一}。充生
目仁仁是觉耳奴盆企率王平位负青人 阅丽 2含力 既口 肠刀 同
李1徒林1 国阿 L2}故。}盯.， 2‘.2

办事̂1扣有夹人1 同网画}肠泊 1吕，吕同
商11舟人且 国闷画 肠.0 }毛。同
农1珠，救、泣水润生产人1 网网网 214}}7.1 一曰
生产，定份设备探作人贬及有关̂1 园画画 盆浦 }“ 一同
    根据重庆市社科院社会学所俞稗研究员的抽

样调查〔参见表1、表幻显示:社会成员所接受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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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程度与其社会职务、职业具有较强的相关度;具
有一定文化程度方能够改变生活命运，获得公平的
教育是社会个体获得向上流动的必要条件和途径.

    2。。。年7月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在10省市进

行了样本为1。。00户的高收人户的问卷调查统计揭
示:高收人群体比例最高的大学本科专科，占城市高
收人群体的49.93%，其次为高中，占22.61%(参见
表3)。这种情况说明如果没有一定的受教育程度

作背景，进人高收人群体的可能性是极小的。

      表 3:不同丈化粗度的人占扁收入鲜体的比重

受教育租度 } 人数(人) }所占百分比(%》
小学 172 1 1.7咭
初中 工210 12。18

高中 2230 2261

中专 1026 1040

大学专科 一} 2503 】 25·“8
大学本科 2422 24.55

硕士及以上 {} 3.14

合计 1} 95‘4 } 100。。

教育经费方面，2。。1年生均教育经费我国城镇小
学生均经费是农村的1.86倍，初中城镇是农村的
1.93倍。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城镇小学是农村的
1.71倍，普通初中的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城镇是
农村的1.68倍，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城镇是农村
的3.39倍.初中城镇是农村的3.汉倍。在城乡差

距的教育不公之后，随之而来的便是收人上的地区

差距，收人上的社会不公，背离和谐杜会的基本目

标。参见表4.
    2、严重的地域差异

    当我国的教育随着经济的增长而扩张时，教育

的不平等也在一道增长或扩张.《缩小差距— 中

国教育政策的重大命题》课题组以北京、天津、上海

三个直辖市的平均数作为东部水平的代表，以广

西、贵州、云南、甘肃、青海五省的平均数为西部的
代表，从一个侧面研究显示: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
的地区差距拉大(见表5)。
    表4:19，5一2003年中国城乡居民收̂ 、收入差以及收入比

    二、教育不公平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的重大障碍
    我国的教育事业在过去几年取得了跨越式发

展，但同时教育公平在一定程度上也有所加剧。目

前，教育发展事实上的不公平具有多种表现形式。

教育不公平直接影响经济收人的不公平，进而埋下

城乡、区域、阶层矛盾的隐患，与构建和谐社会目标

背道而驰。

    (一】我国教育发展存在较严茸的不公平事实

    从人均教育经费、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等指标
来考察，就会发现目前我国教育公平在城乡、地区、

阶层等方面客观存在，其差距在持续拉大。

    1、突出的城乡差距

    教育的城乡差距是教育不公的核心。19，9年

城市三级教育的升学率比例为100%、98%、55.
4%，而同期农村只有98%、90%、18.6%左右。在

年份
城镇居民人均可

支妞收入(元)

农村居民人均

此收入(元)

城乡居民收

入王(元)

城乡居民

欣入比

}而万 4283 0 1577.7 2?053一}2.72
卜石石了 4838 9 1926。1 2日12.吕 251

「工面， 51603 2090。1 3070 2 12.‘7
巨亘} 5;2o.1 2162.0 3263.1 2。51

匡亘 5854.D 2210。3 3644。0 2。65

}乏碗 ‘2799 }2253·弓 }4026·5 2。7，

}下11二 6859.6 2366.4 4493.2 }2.，0
巨亘1 7?028 2475。右 52272 3。玉工

巨亘困 84720 26220 }5o50.0一}3.23
    资并未涯.《中国此计年鉴)(1995~2004)

    从2O01年的统计横向看，传统惫义上的东部
地区，基础教育的各项教育经费指标平均是传统意

义上的中西部的一到两倍，在各项指标中，教育公

用经费差距最大。由于近年来西部大开发战略的

实施，西部教育的发展有所加快，而中部的差距又

突现出来，有多项指标呈现“中部凹陷”现象.

表5:1995一2002年翻葬内教育径费东西部的是距比校

年

份

东郁三市生均预算内教育

  亨业经费平均数(元)

西部五有区生均预葬内教育

  事业经费平均拉(元)

东西却小李生

均经货对比
    (倍)

东西邢初中生
均经贵对比
    (倍)

东西娜漪中生

均经费对比
    (倍 )

初 中 高中 }，J、李 一}初中 高中 !}小李
19，51la6254 1355.69一1271‘.7a 272。49 509.74. 900 。84 3.23 2.65 }} a.01
王996 11OQ。60 1700，10 2吕仪.34 321.5右 58105 1038。00 3。42 2.92 2 76

1997 1313.361}2020·013680。89】355.、4 669.04 1067.52 3.6， 3。01 3。44

1998 1374.68 194265 3135.76{ags.a3}}‘55.27}}1202.5咭一} 3.4， }} 2.96 2 61

1，99一}1630.95}}209915一}3770.95一1461.30}了06.26 12?7.22一1 3.5弓 2.97 2。79

2000一}2002.212336.60一377169 522.17 725.25一11267.22 3。83 3.22 }} 2.，5
2001 257733 273845 4504.00 691.73 }57，.0，一}1556.19 3，73 3.12 }} 2.，0
2002{3055 3171 4556 1502 935 一11550! 3.85 1{ 3.39 2.92

贵扦来派:编小盖距— 中国教育玫策的t大命趁课超组的眺计资料(必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O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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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o01 年教育经费的地区基距比较分析

地区
人均毅育

任贾(元)

申J、学生均救，经f(元) 一} 中，j、孕生均预葬内教育经资(元) 一} 在中小学生均预界内公，经资、元)
小李 }} 钟 1}舒 1小毕 1翻中 舀中 {} 小幸 初中 1高中

东郁 1}‘1， 一}2o7、 2655 5，42 1412 1‘1，}1邵33 { 2加 1 3卫7 1}‘吕1
中每 1}2‘; 一}     一}2姗 5马? 了1， 11蛇     一} l招

西每 加2 任盯 王屯抽 2的3 7花 1142 1了14 万0 肠 21了

东中西之比 1O0.4310注‘}1:0.41:。.。:}1:。，。。，。.5。1公权姗?5.0.4甲51:0.42‘0.551‘0褚4.OJI1侣认42.0.‘1}1:。，1‘，氏25}1::，，，。·，，1.0.21:氏32
f料未派:给小1硬一帕封“壮计麟胆联材材针苏(北京杖坪林抖盖，2晰.孟)
    在高等教育规模绝对量的分布上，东部沿海

地区高等教育规模较大的城市非常密集，中部地区
次之，西部地区最为稀疏。全国范围内高等教育大

多集中于人口规模较大的大型城市。

    3、贫富差距与教育差距日趋重合

    我国社会阶层逐渐分化，且出现层级地位凝固

化，即无法通过受教育状况改变地位，获得上升机

会，甚至有的家庭出现代际遗传的贫困。贫富差距
逐渐拉大，教育不公感受也在增加.由于升学和进

人好学校除了能力竞争之外，越来越依赖家长的社
会关系、经济能力，弱势群体往往缺乏选择性，城市
不同阶层对人学机会和学校质量差距造成的不公

平感受正在增加。一些调查显示，在城市的重点中

学，以及高等教育人学机会上，不同阶层、家庭背景

存在明显差别.北京市招办统计:1990 年北京市

录取新生17248人，其中干部、军人、职员子女占

78%;工农子女占21%。不同阶层的子女在学业

成功上的差异同样巨大，在各级学校教育中学习失

败、辍学留级、中途弃学的，主要是家境贫寒、社会

地位较低的阶层的孩子。

    此外，教育不公平还体现在女性和少数民族受
教育程度和水平相对差距等方面。

    ‘二)教育不公加剧了地域、城乡和社会阶层间

的不平等，不利于和谐杜会发展

    教育不公平，难以使全民素质提高，会严重制

约经济的发展，也会使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贫富

差距越来越大，马太效应的出现会引发更多的其他
社会问题，不利于社会稳定。

    教育机会不公平导致不同地区以及城乡之间

人口受教育程度产生差异。这成为影响我国教育

事业发展、教育质量提高和整个社会进步的障碍。
地区和城乡教育程度的差别，会导致更加严重的地

区和城乡之间发展的失调，直接影响到未来社会发

展的整体的速度和效率。
    难以培养多层次的人才.我国教育体系过分

强调英才教育，没有充分体现教育机会公平赋予每

个人平等接受教育的特性。社会需要多层次多类
型的人才，社会每个岗位上的劳动者从促进社会整
体力量发展的意义上说都是独一无二、有重大价值

的.每个孩子的兴趣、愿望及发展方向是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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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每个岗位、每种职业对劳动者的要求也是有差

异的，我们的教育必须重视这种差异，并且最大限
度地为每个人提供与其兴趣、能力相符合的有差异
的教育。否则，丰富多彩、千差万别的社会要求就

会与千校一面、千人一面的教育产品发生严重不匹

配，从而影响社会的均衡发展.

    形成了群体教育差异.目前普遍存在的择校

浪潮，使一些出生于无力通过金钱、权利和社会关
系择校的弱势家庭受教育者面临相当不利的处境，

导致了受教育的机会不公平，并且随之会造成就业

机会的不公平，并最终表现为劳动收人的差异。弱

势群体在受教育过程中所遇到的困境，将会导致其

受教育程度、文化素质持续低劣。如果这种状态无

法得到改变，就可能引起“贫穷— 失去或缺少教

育— 贫穷或更加贫穷”的恶性循环，地位较低的阶

层就无法通过接受教育来改变其职业地位，不利于

缩小贫富差距，不利于建立更加健康公正的社会。
    对于社会成员个体心理状态产生影响。由于

教育机会不公平状态的存在，使得个人能力和努力
的价值大打折扣，获取利益机会与个人才能、主观
努力、把握机会的能力等相背离，导致对主流价值
观逆反、怀疑，影响了个体价值观念的衍生、变异.

进而影响社会群体心理以及主导价值体系的构建。

同时还铸成学校和学生等级意识强烈，并把这样的
不良意识散发至整个社会，影响社会稳定。从那些
流人城市的农村少年儿童对于城市学生和“城里

人”的情感认同程度，以及文盲半文盲人群的暴力

犯罪中，我们也能够解读到教育不平等的直接或间
接后果。

    三、加强教育公平的保障措施建设，努
力构建和谐社会
    《一)建立健全教育公平的制度机制

    首先，要建立公正的教育制度。针对目前我国
的教育现象中的不良倾向，对公立学校，必须淡化
重点学校观念，实现基础教育阶段，教育资源最大
化的公平分配，使所有儿童获得同等的一视同仁的

教育条件，不能因为经济、地域差异而失去受教育
机会。对于不同财政背景支持下的学校条件的差
异，国家应通过统筹方式，重点扶持贫困地区的学
校.其次，要加速教育费用制度的改革。在基础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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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阶段，切实推进和落实九年义务教育制度的实
施，严格界定基础教育阶段学费和杂费的内容和收

费标准，掐断根源，杜绝乱收费现象的滋生和蔓延。

在高等教育阶段，其收费应体现公平和负担得起的

原则，不应该由于经济或其他不可逾越的障碍而失

去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第三，要建立和完善补偿

机制，完善对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政策，通过“奖、

贷、助、补、减、免“等一系列措施来保证教育机会的

公平，特别是完善国家助学贷款工作。第四，加强

教育人学体制改革。在基础教育阶段.改革原有的

按地域和户籍划分来选择学校的规定，取消人们头

上的身份标签，保证初级阶段教育的机会公平性书

在高等教育阶段，重视高考制度的改革和完善，维护

教育的机会公平。同时调整教育结构和办学体制，

改革学校课程体系，完善继续教育体系，实现社会力

量办学合理规范化发展，满足多元化教育需求。

    {二》实施教育公平的法律体系

    改革教育政策在整体性和执行刚性方面有待
进一步完善。教育公平要通过制定规范、统一的教

育政策体系来推进，通过对社会基本规范准则、制

度及其规则的不断调整和完善，通过教育的法治

化，在教育权利、机会的实际分配过程中，形成公

正、合理的社会关系结构或状态，实现教育公平.

    当前，实现教育法治化，保障教育公平的主要

任务集中体现在:进一步重视教育立法，加快建立

完备健全的教育法律体系，这是实现教育法治化，

维护教育公平的前提。尽快建立严格的教育执法制

度。制定法律的目的在于执行。严格执行教育法

律制度是实现教育法治化，维护教育公平的关键;
努力加强教育司法建设 伙是加强教育司法建设是

实现教育法治化，维护教育公平的保障.
    《三)加大投入体制改革，合理配里教育资源.

实现教育的均衡发展

    加大教育的投人力度，是教育机会公平实现的

物质保障。教育经费投人不足已成为制约我国教

育发展的“瓶颈”，也是导致教育不公的深层原因。

政府是提供这个教育这个公共产品、实现进行教育
公平的“第一贵任人”，它必须履行提供公共产品这

个基本职能。要通过法律法规形式确定教育投人
的总量和比例，切实提高政府财政支出中教育经费

的比重，同时继续争取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

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积极援助，进一步调动全体社

会成员重视教育、支持教育的热情.

    与此同时，还应逐步整合城乡及地区间教育资

源，促进教育资源向农村倾斜，重点加强中西部贫

困地区的教育投人力度，扶持贫困地区国民教育，

缩小地区差距，实现教育的均衡发展。要实现教育

经费省政府统筹，管理以县为主的体制。建立稳定

的国家和省市政府转移支付制度，巩固实施2o05
年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规定的中央与

地方的分担比例:西部8:2，中部6:4，以及校舍维修

改造资金中西部5:5的分担比例，缩小其与先进地

区的教育差距，进而实现区域之间的教育均衡发展。

加大对贫困生等弱势群体的救助力度，对贫困学生

提供免费教科书和生活补贴，最大限度的实现不同

区域之间、学校之间和不同群体之间的教育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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