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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新型城镇化倡导的“人的城镇化”的侧重点体现在各级各类教育在

城镇化建设的中发挥主力军的作用。所谓人的城镇化就是实现农村居民市民化的

过程。那么，教育如何在人的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发挥作用，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

教育结构中教育资源均衡问题。因此，关注普通教育（general education）与职

业教育（vocational education）的结构均衡也尤为重要。 

一、取得的成绩 

（一）成都市统筹城乡教育试验区的建成 

成都市统筹城乡教育一体化，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成都市统筹城乡教育综合

改革试验区的建设为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实验基地。2009

年，成都市成为部、省、市共建的统筹城乡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以下简称“教

育试验区”）。2010 年，成都又被国务院确定为“探索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的有

效途径”的教育体制改革试点城市。2012 年，教育试验区相继取得第一阶段和

第二阶段的阶段性成效，并全面完成统筹城乡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确定的目标任

务。 

1、普通教育 

基础教育。成都市教育改革试验区形成了城乡教育协调发展的“成都模式”，

分别从“发展规划、教育经费、教师队伍、教育质量、评估标准”等六个方面推

进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其中，锦江区盐道街小学的“教育链”集团化办学模式

和七中育才的远程特色教育、“名校+薄弱校”对于推进基础教育资源的扩散是非

常值得推广的经验。“锦·金”教育互动发展联盟协议的签署和实施也为深化城

乡互动发展，促进教育圈层融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中，金堂县的淮口第四小

学是锦江区教师进修学校附小的帮扶对象，通过教师交流等优质教育资源的城乡

共享机制，使得金堂县淮口四小、金牛区锦西中学这类由农民工子弟构成的学校

教育竞争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学生学业成绩提高、教师专业化发展获得上升的

空间。 

2、职业教育 

四川省是全国八大职业教育改革试验区之一，尤其是成都市作为四川省职教

改革试验区的重点城市，立足本地职业教育的实际情况，推进职业教育管理体制、



调研报告系列 

 

2 
 

办学体制、投入体制改革，探索建立行业企业、社会和学校共同参与的职业教育

运行机制，积极推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顶岗实习”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

式。成都市职业教育得到充分的认可，其中，国家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 22 所，

高等职业院校 8 所。无论规模和质量，成都市职业教育所取得的成绩可圈可点。 

目前，成都市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发展备受瞩目，建立和完善了灾后学校

恢复重建机制、学前教育“优质平价”机制、义务教育“就近入学”机制、各类

群体接受教育的“机会公平”机制、职业教育“城乡联动”机制、生均公用经费

标准“城乡统一”及其动态调整机制等一系列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机制。成都市

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模式的探索为解决县域内义务教育实现基本均衡、基本公共

服务基本实现均等化，为全国提供了普适性经验。 

二、存在的问题 

（一）普通教育 

关于外来务工子女本地接受义务教育的问题。成都市的三圈城的一圈城、二

圈城即市中心和近郊区是人口输入型流入地区，这些地区提供就业机会、便利的

交通、住房及优美的环境吸引了大量务工人员，因此，其子女需要“就近入学”，

为成都市区有限的教育资源增加了负担。近几年，就读于成都、符合条件的农民

工和居住证持有人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人数和比例已超多 50%，并呈现逐年递增

的趋势。 

关于教师编制标准的问题。目前，成都市教师编制存在如下问题：一是农村

地区总体超编，但音、体、美等学科教师不足，如金堂县五凤学校，一级教师年

龄结构不合理，二是中心城区因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增加等因素造成教师总体不

足，三是现有教师编制标准不能适应“小班额”教学需求，边远规模较小但须保

留的学校现状，四是学前教育缺乏编制标准。 

关于教师绩效工资的问题。成都市于 2009 年 1 月起落实义务教育绩效工资，

实现了教师待遇“同县同酬”，由于县域之间的经济差距较大，这为教师县域之

间的教师交流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关于教师岗位核定的问题。目前，人社部出台的岗位设置及聘用管理按校核

编、按编设岗、按岗聘用，不利于推进教师“县管校用”的管理制度改革。 



调研报告系列 

 

3 
 

（二）职业教育 

目前，成都市职业教育发展面临最大的困境：按照职业教育：普通教育=3：

1，资金投入不足，每年投入约 2400万；教师的工资太低。职业教育的发展首先

应该解决的是就业问题；打通中职、职高及高职的通道。 

职业教育上升空间狭小。职业教育发展的轨迹是单向发展，延续初中教育、

中职教育、高职教育的传统轨迹已无法满足需求，这也是阻碍职业教育发展的一

大障碍。目前，实现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学分学制转换是迫切的需求。 

职业教育质量差。由于中国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的原因，“学而优则仕”的

思想一致禁锢着人们，以及社会导向的原因导致了职业教育生源差，职业院校师

资配备差及对职业教育的不重视导致了职业教育的质量差。 

职业教育教师工资低，编制不足。比较全行业，教育领域的教师工资比较低

已不是新鲜事，已是一种常态。 

三、政策建议 

成都市统筹城乡教育一体化的教育试验区取得了宝贵的经验，这些经验和教

训都是需要推广的。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存在着很多问题，总体来看，普通教育

与职业教育的结构比例依然失衡。为了改善这种状况，现需要思考如下： 

第一，在思想上统一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同样重要。现有的政策实际上是承

认普通教育优于职业教育，政策倾斜上偏重于普通教育的发展。因此，为了改善

职业教育面临的困境，政策上应保证职业教育的地位。 

第二，加快打通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的转换通道。据调查发现，职业教育发

展过程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就是职业教育上升通道，原有的中职、职高及高职发展

缓慢的原因之一就是人们认为职业教育“没有前途”。因此，职业教育通道的畅

通是保证职业教育未来发展的基础条件。 

第三，重视职业教育发展，加强职业院校建设的投入力度。根据西方国家的

经验，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投资比例为 1：3，事实上，中国职业教育投资比

例偏低，大部分资金投入到普通教育中。在确保普通教育资金充足的基础上，加

大职业教育的资金投入力度，提高教育经费 4%的比例。 

第四，解决教师绩效工资、教师编制的问题。目前，无论是普通教育还是职

业教育，都面临的不可回避的问题就是教师工资偏低，编制紧缺的问题。为了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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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有关部门积极争取政策的支持，缓解这一现状。 

此外，做好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能够接受优质教育资源的工作。外来务工子女

在本地接受教育的权利能够更好的体现人的城镇化建设，努力把教育资源优势变

成吸引大量人才建设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