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II

摘 要

《全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评估工作报告》显示，截至 2021年 12月，全

国 2895个县全部实现义务教育基本均衡。新时期我国义务教育阶段的目标转变

为稳步提升教育质量，由基本均衡向优质均衡迈进，这是我国义务教育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里程碑，具有重要的新时代特征和丰富的内涵意义。2017年，教育部

颁发《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估办法》，从政府保障成效、资源配置、

社会认可度和教育质量四个维度开展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评估工作。县域

义务教育政府保障成效作为评估的重要内容之一，对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借助 A省 2023年调研的基本数据研究县域义务教育政府

保障成效特征，探究地形、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等外部环境因素对县域义务

教育政府保障成效的影响，旨在为县域政府提升义务教育保障成效提供具有实证

基础的决策参考。

为了解 A省县域义务教育政府保障成效的现状及特征，本研究主要利用问

卷调查的方法来获取数据。通过对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揭示县域政府的义务教

育保障现状，继而采用潜在剖面分析法探究县域政府义务教育保障特征。研究发

现：在政府保障成效的五个维度中，保障入学机会维度 A省 42.00%的县（市、

区）达到义务教育优质均衡的标准，学校标准化建设维度 A省 35.60%的县（市、

区）达到义务教育优质均衡的标准，教师队伍建设维度 A省 6.30%的县（市、区）

达到义务教育优质均衡的标准，教育经费投入维度 A省 5.20%的县（市、区）达

到义务教育优质均衡的标准，教育质量与管理维度 A省 24.10%的县（市、区）

达到义务教育优质均衡的标准；其中保障入学机会维度达到义务教育优质均衡标

准的县（市、区）最多，教育经费投入维度达到义务教育优质均衡的标准县（市、

区）最少。县域义务教育政府保障成效存在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在五个维度上

保障成效都相对较低，其中教育经费投入维度成效最高，教育质量与管理维度成

效最低。第二种类型在五个维度上保障成效都相对较高，其中教育质量与管理维

度值成效最高，教育经费投入维度成效最低。

本研究所谓的外部环境因素特指地形、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规模因素。本研

究采用方差分析的方法来了解外部环境因素对县域义务教育政府保障成效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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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研究发现：在地形上，学校标准化建设、教师队伍建设、教育经费投入、教

育质量与管理等维度存在差异，表现为山区和复杂地形县（市、区）保障成效高

于平原地区；保障入学机会维度不存在差异。在经济发展水平上，教师队伍建设

维度存在差异，表现为高经济发展水平县（市、区）保障成效高于中经济发展水

平县（市、区）；保障入学机会、学校标准化建设、教育经费投入、教育质量与

管理等维度不存在差异。在人口规模上，保障入学机会、学校标准化建设、教师

队伍建设、教育经费投入、教育质量与管理等维度不存在差异。

针对研究结论，建议县域政府从“切实履行教育职责，保障入学机会均等”

“完善教育配备设施，合理规划学校建设”“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高教师整体

素质”“加大教育经费投入，缓解政府投入压力”“加强教育质量管理，提升义

务教育质量”等方面提升保障成效。

关键词：义务教育 外部环境 教育质量 政府保障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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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一、 研究问题及研究意义

（一） 研究问题

2021年 11月，教育部办公厅正式发布《关于开展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创

建工作的通知》，提出经过三至五年的努力，率先在各省市区打造一批义务教育

优质均衡发展的示范县市区，探索实现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有效路径和举措，

形成一批具有示范意义的典型经验[1]。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深入阐述了

“推动义务教育向优质均衡与城乡一体化迈进，同时深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的优

化”这一重要战略目标。优质而均衡的教育，成为新时期中国义务教育的主旋律。

2017年，教育部印发《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估办法》规定从

政府保障成效、资源配置、社会认可度和教育质量等四个维度开展县域义务教育

优质均衡发展评估工作。在研读大量县域义务教育政府保障相关文献的基础上，

我发现政府保障在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不容忽视。褚宏启强

调了政府在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中的主体责任[2]；吴建涛从实践角度提出

要从提高政府保障成效着手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3]。此外，其他学者如薛

二勇[4]、邬志辉[5]等也强调政府保障在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中的关键作用。

对推动教育事业而言，政府保障工作在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中起到十分重

要的作用。这引起了我对政府保障工作成效的关注。进入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的新阶段，县域义务教育政府保障成效现状如何？县域义务教育政府保障成效又

受哪些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以及如何提升县域义务教育政府保障成效以期推

动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基于以上思考，我将研究问题确定为：

（1）县域义务教育政府保障成效的现状及特征是什么？

（2）不同外部环境因素对县域义务教育政府保障成效的影响是什么？

（3）如何促进县域义务教育政府保障成效的有效提升？

（二） 研究意义

开展县域义务教育政府保障成效研究，具有两方面的理论意义。一是拓展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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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管理理论的深度和广度。通过对县域义务教育政府保障成效特征、环境影响和

提升策略的研究，可以为教育管理理论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这将为未来的教育

管理研究提供重要的理论基础和启示，促进教育管理理论的深度和广度的拓展。

二是助力政府提升教育政策制定水平。通过揭示县域义务教育政府保障成效的特

征和影响因素，可以为教育政策制定提供实践指导和政策建议。研究成果有助于

为县域教育部门制定针对性的政策和措施，提高教育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实现教育政策的更加精准和有效。

开展县域义务教育政府保障成效研究，具有两方面的实践意义。一是为县域

义务教育政府保障实践提供指导。深入了解政府保障成效特征和环境影响，有助

于识别政府在资源配置中存在的问题和瓶颈，为制定更科学合理的教育资源配置

方案提供依据。通过提出有效的提升策略，可以改善教育资源的分配效率和均衡

性，实现教育资源的最优配置，从而提高教育服务的质量和效率。二是为政府促

进教育公平和优质均衡发展提供支持。通过研究政府保障成效特征与环境影响，

可以深入挖掘教育资源配置中存在的不平衡现象，为提升教育公平提供有效途径

和策略。通过制定有针对性地提升策略，优化教育资源的分配和利用，实现教育

资源的均衡配置，推动县域教育公平和均衡发展的实现。

二、 研究综述

本研究聚焦于县域义务教育政府保障成效，旨在深入探讨在义务教育优质均

衡发展的新阶段，县域义务教育政府保障成效特征及外部环境影响因素，并提出

相应的提升策略。因此，本研究利用“政府保障”“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等

作为中文搜索关键词，在中国知网、超星期刊等中文学术数据库进行检索；外国

学者对于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思想主要体现在教育公平方面，因此将

“Educational equity”“Government responsibility”等作为英文搜索词在 Web of

science 等外文数据库进行检索。在中国知网以“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作为

主题词，获得 404篇期刊，61篇硕博论文；以“政府保障”作为主题词，获得

225篇期刊，25篇硕博论文。同时，通过引证和共被引文献，又搜集到一部分具

有参考价值的文献。以“Educational equity”和“Government responsibility”为

主题在 Web of science 上进行搜索共检索到 75篇文献。

深入剖析和整合已搜集的文献资料，对“义务教育均衡优质发展”以及“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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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保障”的既有研究进行系统回顾，试图通过文献梳理明晰研究主题。

（一） 关于政府保障成效的指标研究

学者们认为，衡量县域义务教育政府保障成效的指标体系主要有二类。一是

基于《评估办法》的拓展建构指标体系。2017年教育部出台文件《县域义务教

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估办法》，该文件中关于政府保障成效明确了“教师 5

年 360学时培训完成率达到 100%”等共计 15项评估指标。《评估办法》的出台

为研究者提供了权威的评估标准。尹玉玲[6]一方面遵循《评估办法》的基本指标，

另一方面结合北京实际和未来发展要求，参考《首都教育现代化 2035》《北京

市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等文件，在政府保障成效一级指标下增设 6

项指标。谢晶[7]和汪莹莹[8]也遵循《评估办法》的基本指标建构指标体系。二是

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建构指标体系。郭筱琳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提取核心指标建

构指标体系，建立了包括优化学校布局、教师队伍建设、经费保障、共享平台建

设、城乡一体化和特殊群体关爱等 6个一级指标和 15个二级指标的指标体系[9]。

除此之外，薛正斌则专门针对政府保障工作中的教师队伍建设内容建构指标体系

[10]。

（二） 关于政府保障过程中的问题研究

学者们认为，县域义务教育政府保障过程中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城乡学生入

学机会不公平；学校规划布局不合理；城乡、校际间办学条件差距大；教师队伍

建设薄弱、高水平师资力量不充足；教育经费投入区域差距大；教育质量不高等

[11-14]。另有研究者将义务教育政府保障过程中的问题聚焦于农村义务教育教师结

构优化、专业匹配度、教师培训机会、培训层次、培训的实际效果等问题上[15]。

赖长春强调教师职业社会地位和工资待遇不高，职业吸引力不强，优秀人才流失

快[16]。李宜江[17]指出地方政府将保障工作重点置于优质均衡硬达标的标准化建

设之上，轻视师资队伍建设和学校育人环境等软环境建设，导致保障结果背离初

衷。

（三） 关于应对政府保障问题的对策研究

学者们认为在应对政府保障问题上，要保障教育经费投入、加强教师队伍建

设、注重对弱势群体的帮扶等。

关于保障教育经费的投入，学者们主要从充实教育经费投入来源以保障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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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投入、建立义务教育经费的预算管理制度、规范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等方面提供建议[18-20]。有学者则强调在增加义务教育经费投入的基础上，进一步

优化义务教育经费投入，重点向弱势利益群体和中西部地区倾斜[21-22]。美国政府

实行“补偿教育”方案，对弱势群体教育进行经济补偿[23]。除此之外，还有学者

则指出目前中央政府在教育领域的投入增加对义务教育的提升发展并没有产生

积极的效果，需要提高政府教育经费投入的利用率[24]。

关于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学者们主要从提高教师的潜在储备、统筹配置城乡

师资、明确教师交流制度、保障中小学教师工资等方面提供建议[25-29]，保障推进

高素质教师队伍建设。此外，汤楠指出将教师工作的态度与教师晋级和职称评定

挂钩，通过一定的考奖惩核制度以督促教师工作[30]；高慧斌则指出加强师德师风

建设是新时代打造专业化教师队伍的关键，要大力推进教师职业道德建设[31]。

关于对弱势群体的帮扶，学者们强调要对口帮扶农村留守儿童和随迁子女等

弱势群体学生，着力建立政府对社会弱势群体学生教育资源重点倾斜体系和定点

帮扶服务体系[32-34]。此外，还有学者指出地方政府要明确职责，以农村学校和城

市偏远薄弱学校为重点，推进区域义务教育学校办学整体优化[15]。英国实行“教

育行动区”计划，旨在提高教育薄弱地区的教育水平；还针对处境不利的儿童采

用特别措施：实行“确保开端”计划，保障儿童成长和教育的权利[35]。美国通过

相关法案，制定少数民族、移民、城市和农村贫困人群的子女制定困难帮扶制度

[36]。

另有，还有研究者将应对政府保障的问题聚焦于加强教育信息化建设，教育

信息化的优质均衡发展是实现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重要抓手[37]；构建健全的

督导制度和行政监管体系，增强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和公信力，确保政府保障工作

的全面覆盖和有效监督[38]。

（四） 关于影响政府保障成效因素的研究

学者们认为影响政府保障成效的因素主要反映于地形、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

规模等外部环境方面。

研究者认为“地形”是影响县域义务教育政府保障成效的外部环境因素之一。

杨建朝指出部分山区因地形地貌条件所限，人口分布稀疏，交通极为不便，导致

政府在促进教育均衡发展方面面临较大挑战[39]。一项关于新疆地区的研究也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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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复杂多样的地形是制约新疆少数民族教育和农村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40]。还有

学者指出东部地区和自然地形条件相对较差的西部地区教育的发展差距明显，复

杂的地形条件限制了政府推进学校建设[41]。这也证明地形是影响县域义务教育政

府保障成效的重要因素。

经济发展水平也是影响县域义务教育政府保障成效的外部环境因素之一。何

巧（2020）认为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制约了政府采取措施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

发展[42]。针对上海市和西部某贫困县分别为研究对象的两项实证研究也证明了地

区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地方政府保障成效的重要外部环境因素[43][44]。此外，林

锦鸿认为政府保障政策之所以能够降低城乡教育差距，部分原因是城乡之间存在

较大的收入差距[45]，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地方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县域义务

教育政府保障成效的重要因素之一。

人口规模也是影响县域义务教育政府保障成效的外部环境因素之一。有学者

研究证明地区人口规模越大，其政府支出的规模经济效应越强，政府投入保障同

样多的公共产品却能获得比预期收益更大的回报[46][47]。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农

业人口大量涌入城市，造成城市教育刚性需求急剧增长，加剧了城区学校的大班

额现象。同时，农村适龄生源数量逐年减少，导致部分乡村教学点空心化[48]。政

府对人口规模较小的薄弱学校投入资金来使薄弱学校学生获得同等的教育资源，

却导致部分薄弱学校“生源少，资源多”，产生了资源浪费，农村义务教育出现

了“空心化”现象[49]。这证明了人口规模是县域义务教育政府保障成效的重要因

素之一。

（五） 研究述评

随着义务教育进入优质均衡发展的新阶段，我国对县域义务教育政府保障的

研究日渐增多，在政府保障成效方面可研究的空间大。梳理文献发现学者们的研

究主要围绕衡量政府保障成效的指标、政府保障过程中的问题、应对政府保障问

题的对策及影响政府保障成效因素的研究。关于衡量政府保障成效的指标研究主

要集中在基于《评估办法》的细化和拓展建构的指标体系和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法

建构指标体系。关于政府保障过程面临的问题研究主要有城乡学生入学机会不公

平；学校规划布局不合理；城乡、校际间办学条件差距大；教师队伍建设薄弱、

高水平师资力量不充足；教育经费投入区域差距大；教育质量不高等。关于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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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保障问题的对策研究中，相关成果主要集中在保障教育经费投入；加强教师

队伍建设；注重对弱势群体的帮扶等方面。关于影响政府保障成效因素的研究，

学者们认为地形、经济发展水平和地区人口规模等外部环境因素影响县域义务教

育政府保障成效。

随着义务教育逐渐迈入优质均衡发展的新阶段，关于政府保障成效的研究尚

处于起步阶段。目前，相关文献多集中于对政府保障成效现状的表层描述，缺乏

对政府保障成效特征的深入挖掘和外部环境影响因素的系统分析。此外，现有研

究还缺乏大规模、系统性的调查数据。研究现状的浅显和研究数据的不足限制对

政府保障成效全面而准确地理解，也阻碍相关策略制定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所以，

亟需开展更广泛的实证研究，深入探究政府保障成效的特征及外部环境因素的影

响，以填补当前研究空白。

三、 研究内容、思路与创新点

（一） 研究内容

本研究将围绕县域义务教育政府保障成效现状及特征、外部环境因素（地形、

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等）对县域义务教育政府保障成效的影响两个方面展开

研究。

（1）关于县域义务教育政府保障成效现状及特征研究。主要从县域义务教

育政府保障成效各个指标达到优质均衡标准的情况了解现状。通过分析政府保障

内保障入学机会、学校标准化建设、教师队伍建设、教育经费投入和教育质量与

管理等五个维度间的关系了解特征。

（2）关于外部环境因素（地形、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等）对县域义务

教育政府保障成效的影响研究。分别从不同地形、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县域

政府保障成效各个指标的差异及达标县域数了解地形、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

对政府保障成效的影响。

（二） 研究思路

本研究聚焦于县域义务教育政府保障成效，在对县域义务教育政府保障成效

相关文献和《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估办法》等政策文件的梳理和评

析的基础上，开展一项关于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现状的问卷调查。基于问卷调

查获得的数据，以统计分析法和潜在剖面分析法对县域义务教育政府保障成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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