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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城市中心的快速增长带来农村各方面的变化，观察并理解这种变化是早期城

镇化研究的特点（Burgess, 1925; Mann, 1965; Bryant et al., 1982; cited in Antrop, 

2004）。“正是人口的乡城转变以及人力资本水平的不断提升, 促进了城市的形成

和发展,城市化的过程就是一个人口变迁与人力资本提升的过程”（赖德胜和郑琴

华，2005）。转移到城市的农村人口会因为他们低下的劳动力水平影响到就业竞

争力和收入水平, 这会制约就业结构的优化，同时阻碍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人

力资本水平的增长和城市人口的增长率之间有着重要的关系（Black and 

Henderson，1999）。 Luisito Bertinelli and Duncan Black（2004）以平均受教育年

限作为人力资本衡量标准,得出城市化每上升一个百分点,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 0. 

72 年。因此，赖德胜和郑琴华（2005）提出城镇化促进了教育规模的发展、教

育结构的调整，教育资源配置机制的变革和二代移民教育问题。在这样的发展过

程中，教育面临着一系列问题，例如：农民工教育问题、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教

育问题等等（郭彩琴，2010）。 

此次成都调研的目的是观察城镇化进程中的教育问题动向，深度解读教育与

城镇化的关系，为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发展献言进策。调研方法包括政府部门座谈、

校长座谈、学校走访和文件学习等。本调研小组重点走访了成都浦江县的教育情

况，对学校在现阶段城镇化背景下出现的教学和管理等方面的问题作了深入了

解。浦江市 10 所学校的校长参与了座谈会，这十所学校在包含了小学、初中、

九年制学校和职业中学。调研组进一步对部分学校实地走访，针对校园文化、学

生管理、学科建设、城镇化过程中由人口流动带来的问题等与学校管理人员深入

交流。本报告结合访谈、走访和文件汇报的综合发现，对成都市及其辖属浦江县

的教育情况进行汇总分析。 

 

二、研究发现 

（一）成都教育简介 

成都的远郊人均受教育年限远低于市区人口， 成都市根据这一实际情况结

合 2002 年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的“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自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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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始发展城乡教育一体化，并在此基础上于 2009 年创造性地提出以“发展规划

一体化、办学条件一体化、教育经费一体化、教师队伍一体化、教育质量一体化、

评估标准一体化”为核心内容的城乡教育一体化模式，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完善，

形成了我国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中一种典型模式——成都模式 （吕信伟等，

2013）。成都模式强调从中心城区到边远地区的整体性和系统性，整个发展是一

个不断改进、动态提高的增强回路。四川省整体来说在城镇化进程中属于人口输

出地，但是成都市是个拥有大量流入人口的大城市，因此城镇化过程中大城市面

临的典型问题，如外来人口子女的教育问题、教育资源的区域不平衡等。 成都

郊县更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失学儿童问题、村办小学消失带来的在编教师无岗可

上、优秀教师的流动和缺乏等问题，本文就几个重点问题进行整理和分析。 

（二）学前教育配套不足 

安置小区的幼儿园配置不足或缺失。社区走访发现，一些安置小区的活动场

所很小，没有配套幼儿园。以金科苑小区为例，自 2005 年安置以来，小区一直

没有配套幼儿园。小区常住人口 5000 多人；暂住人口 6000 多人。私立幼儿园的

费用是 700-800 元每月，每年建校费 1200-2000 元不等，每年两次。有个好一点

的幼儿园的建园费从 4 年 9000 涨到 7 万。孩子上学的择校费是一年两三万 。家

长们表示自己对将来的教育结果、就业、回报其实是未知的，择校是一种心理需

求。这些发现提醒我们城镇化过程中有关部门对于学前教育的配套需要予以重

视。在我国的教育体系中，学前教育不属于义务教育的范畴，但不可忽视的是国

内学前教育的内容在智力开发的基础上包含大量的知识学习，是幼小衔接中不可

缺失的一环。也就是说，对于家长而言，幼儿园的需求不是选择项，而是必需项。

可见，配套幼儿园和配套小学一样重要。配套公立园如可以到位，家长面对的高

收费现象就不治自愈了。 

（三）留守儿童问题 

浦江县总人口 26.5 万，外出打工人口 1 万人。浦江是成都较偏远的农业县，

主要的农业产业包括茶业、高端水果和生猪养殖。统计数据显示的信息是：以农

业为主要产业的浦江流出人口比例较低，不属于大量的人口流出或流入地，因此

城镇化中教育的显著问题在浦江应该不明显，但是实地调研发现，浦江县内人口

流动比较大，当地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和教师编制问题在各个学校中都成为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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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要面对的主要问题。例如，松华学校在校生 271 人，双亲都出去的留守儿童

50 多个，占比近 20%；大塘学校 747 名学生，现有留守儿童 181 人，占比 24%，

最多的时候留守儿童占比 50%。甘溪学校在校生 626 人， 父母都不在家的留守

儿童 120 多人，占比近 20%。这些留守儿童生活缺乏照料，作业无人辅导。虽然

留守儿童的教育和生活问题受到了各方关注，但是父母的关爱在儿童成长的过程

中是不可替代的，因此在城镇化过程中形成的大量的留守儿童需要被持续关注，

社会各界需要观察他们的经历并帮助他们的心理建设。 

（四）教师编制问题 

在浦江教育局组织的校长座谈会上，校长们一致提出了学校目前所面临的教

师管理问题。一方面，大量的人口外流导致了在校生人数大幅下降，原有的师资

力量配备还保持原状，因此带来了教师编制过剩问题。同时，由于在编教师数量

已经大过需求人数，新毕业的教师进不来，从而造成了原有教师知识结构老化，

教师队伍年轻力量不足的现状。第二个问题是教师质量问题，校长们认为现在的

本科生不适合小学、幼儿园的实际工作需要，师资严重断层。因此，有校长提出

目前学校面临资源配置不均衡的问题，认为编制制度没有跟上城镇化的发展，教

师编制制度需要基于学校教育的区域差异进行改革。可见城镇化对教育资源的合

理配置提出了挑战，浦江出现的教师编制和实际需求严重不配套问题是中国基础

教育人口流出地的一个缩影。浦江县主要是人口的内部流动，在大量人口更大距

离地向外流动的地区，这个问题将更加明显。 

（五）新的教育公平问题 

在学校走访中发现的信息显示，市里的学校所增加的大量学生中有很大一部

分是超生子女。学校管理者面对这一现象提出质疑：当原本都是本地学生的学校

里有 80%的外来人口子女时，其中大量的超生学生其实是在违反法规的情况下占

用了异地教学资源，这是不是教育中新的不公平？不仅教育面前人人平等，规则

面前也人人平等。基于违反规则而造成的对城市教育秩序、教育资源、和教育环

境的冲击，是对遵守了规则的当地人口的很大的不公平，可以被总结为城镇化过

程中由人口流动和破坏规则而形成的新的不公平。学校管理人员认为教育准入标

准应被给予适度考虑。为了对这个问题有更加正确深入的认识，各学校应该在基

础数据上提供家庭结构、是否多胎的家庭信息。中国城镇化过程中特有的问题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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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通过对客观数据的分析，思考应对措施。 

（六）教育链模式：优质带动薄弱 

教育中有限的优质资源与大多数人对于优质资源的追求是个长久存在的矛

盾，城镇化过程中急剧增加的城市人口使这种矛盾更加突出。为了最大限度地发

挥优质教育资源的社会作用，并降低市中心优质校对于人口集聚的推动作用，教

育链的办学模式在成都市被普及推广，各个区在优质带薄弱的方面都有自己的经

验和尝试，使得成都市中心的教学资源和经验辐射到各区的薄弱校。教育链的模

式在城镇化过程中为居民享受优质教育资源提供了便利：通过链头学校的带动作

用使得以前的薄弱学校得到发展，在各个分校涉及的范围内，学生划片就近入学，

分校给了家长更多的选择，减轻了优质校的压力。访谈过程中，链头学校的校长

表示这样的发展模式是共同成长的模式，无论是链头学校还是被帮扶的学校，都

在互相学习和资源共享的过程中得到了进步，由此带动起来的大量的展示交流机

会提高了教师素质，增强了教育系统的造血功能。参与访谈的校长们同时提出了

教育链模式下被帮扶学校在发展中的阵痛：面对新事物，不知道该怎么做，新的

制度和管理模式对教职员工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和矛盾。成都优质校帮扶薄弱校的

教育链模式提升了薄弱学校的办学能力并培养出了新的优质学校，成都育才七中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七中育才学校以前是个状况欠佳的职业学校，在成都七中

的带领下，育才在管理和教学等方面都大有起色，成为现在的优质学校。目前的

七中育才正通过远程网络教学，将自己的教学经验推广到边远地区。 

（七）职业教育现状和发展中的自身问题 

浦江职业高中有学生 2000 多人，受访人员表示目前的招生很困难，涉农专

业几乎没有人报，只好以选修课形式来设置。从周边产业来看，是二三产业居多，

农业的人才需求和职业学校涉农专业的培养内容也有距离，这都是涉农专业报名

人数少的原因。证据显示，学校的专业设置与实际需求有错位，职业教育应该和

当地的产业规划结合起来，超前运作，辅以相应的政策支持。一起参与座谈的校

长们认为目前国家的职业教育整体招生困难的原因是从职业教育向高等教育的

上升渠道不通。所有学生都要参加高考，高职的学生就面临无法解决的继续发展

的困难。浦江调研的发现展示了中国职业教育的主要问题，这个问题随着国家对

职业教育的重视，将会被逐步解决。可以说，中国职业教育将迎来蓬勃发展的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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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八）社区教育现状 

城镇化过程带来了许多自然村的消失和大量移民在新的社区的重新组合，由

此而相应产生的是社区居民文化水平的巨大差异、生活习惯的不同、原农村人口

对新的生活方式不适应等。社区教育的目的是在此背景下提高居民素质丰富文化

生活。成都的社区教育百花齐放各有特色。以水井坊社区为例，社区通过和民间

组织合作的方式，通过义集、义教、义网等方式，筹集资金、调动家长、与学校

互动、设计并开展了大量活动。本次调研结合主管部门、学校和社区三个不同渠

道的信息，全面真实地反映出成都的社区教育是由政策主导、社区主动、学校和

社会力量多方参与的。在对于浦江县的重点走访中发现，该市教育由主管领导力

推“大教育观”，学校向社区开放师资开放设备，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模

式和经验，例如被访人员提到的“体验学习”。体验学习的设置前提是农民们不

喜欢坐在教室里看书，而更喜欢在行走和观察中吸收信息。因此，浦江的社区教

育管理人员设计出在参观中变看边学的“体验学习”法。浦江的社区教育得益于

“大教育”的开放思想和各部门统筹带来的管理统一和资源共享。浦江社区教育

的成功经验启示我们：只有给每个人发挥创新能力的空间和可能，教育中所存在

的各种问题才有可能找到不同的解决方法。 

 

三、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基于数据分析应对城镇化过程中教育问题的动态发展 

浦江案例的发现提醒我们，目前的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问题急待更加科学合

理的关于资源配置的数据分析。城镇化是一个快速向前发展的过程，任何基于过

去的经验分析都是缺乏思考的。合理的教育资源配置应该基于对未来的人口流动

趋势和经济发展的分析。分析城镇化过程中基础教育的资源配置标准所需要的数

据有：地方近期和未来的产业发展政策规划，地方经济发展数据、地方适龄儿童

人口数据、近几年的人口流动情况数量、去向及原因分析，等。这些数据将为地

方教育在下一阶段的教育资源配置需求提供可参照的分析结果。与此同时，设置

相应的配套措施，来满足预计值出现合理性偏差时的资源调整需要。我们需要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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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全民的研究意识和接纳误差的态度，否则主观性太强的批评将扼杀社会科学的

发展和它的社会价值。 

（二）关注留守儿童心理建设 

在留守儿童问题上，社区帮助和政策扶持对解决目前的生活和学习问题是远

远不够的。儿童时期是人一生的性格形成期，儿童时期的经历将对一个人人生观

和世界观的形成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要一方面注重目前的留守儿童心理建

设，一方面考虑为他们将来的发展未雨绸缪，考虑适当的补救措施。 

（三）实现平等和公平：理论指导下的教育统一化 

对于择校问题的解决最终还是资源的合理配置。解决这个问题有一途径：就

是教育统一化。所有的学校要执行统一的教育策略、教育方法、享用统一的教育

资源。真正形成优质教师经验共享制。要有专门的机构研究、发现优秀的经验和

人才，将经验通过理论分析，碎片成在理论指导下的可操作的实践指导。中国的

教育问题不在教育自身，而在于整个社会对于社会科学缺乏敬畏之心和分析能

力。 

（四）建立全国教师人才资源库和需求库，降低资源浪费 

浦江发现的教师编制问题，揭示的是教育领域的人才管理问题。合理灵活地

利用教师资源的问题最终要解决的是上岗和发薪的问题。中央可以利用信息技术

的优势，全国统一管理教师资源，只要上岗，就可以按照课时数、学生评估等在

线评估系统，再领取酬劳。酬劳的计算时限可以研究，也可以随时领取基本酬劳。

这样就可以逐步实现全国范围内的师资共享，打破原来的职称、绩效、资源分配

等等问题。总之，教育人才管理需要颠覆性改革。 

（五）改革人才评价标准发展职业教育 

浦江职业教育呈现出来的问题，再次置喙高考这个人才选拔的唯一标准。人

的智力可以在不同方面有显著发展，只有对不同的能力进行客观审评，人才才能

得到多元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改变人才选拔的单一标准，职业教育就有可能

为社会提供多样人才。由此进一步带来的长久持续的职业教育的良性发展将吸引

更多优秀的学生选择职业教育，这将带来中国人才的良性竞争，从而提高国家人

才储备的整体实力。所以说，中国的职业教育需要在宏观层面上解决人才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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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发展规划，并在微观层面上提高职业教育的学科建设和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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