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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进程中教育公平问题研究»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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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公平问题是城镇化进程中重要的民生话

题ꎮ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发达国家大都已经高度城市

化ꎬ发展中国家城镇化势头也强劲而迅猛ꎮ 诺贝尔

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更是断言ꎬ２１ 世纪影响

世界进程的两件事就是美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以及

中国城市化进程ꎮ 毋庸置疑ꎬ城镇化对于我国农村

剩余劳动力转移ꎬ提振经济的作用极大ꎬ更是中国现

代化的必由之路ꎮ 教育是民生之基ꎮ 城镇化的本质

是人们生活方式的城镇化ꎬ教育则是提高劳动者素

质、推动科技发展的主要途径ꎬ因而教育也是推进城

镇化的基础工作ꎮ 在中国城镇化快速推进的同时ꎬ
也带来了不少问题ꎮ 原有城市中心主义带来的城乡

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尚未打破ꎬ而城市内部以进城

务工人员和城市户籍人口社会福利反差为特征的新

二元结构却日益突出ꎬ这是我国城镇化的双重考验ꎮ
在城镇化进程中凸显出来的民生问题中ꎬ教育公平

问题无疑是其中重要的话题之一ꎮ 城乡教育发展失

衡ꎬ城乡学生获得的教育机会差距日趋扩大ꎬ并且城

乡教育的这种差距短期内也无法得到根本性改善ꎬ
这无疑彰显了农村居民受教育权利的不公平ꎮ 在城

市ꎬ受城乡户籍制度的分割以及自身教育程度偏低

的限制ꎬ被统计为城镇人口的 ２ 亿多进城务工人员

因没能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平等的公共服务ꎬ而游离

于城乡之间ꎬ成为边缘性、钟摆型的“半城镇化”人

口ꎬ政治权利虚化ꎻ在农村ꎬ存在空巢老人的生存和

留守儿童的成长问题ꎬ也成为新农村建设的又一障

碍ꎬ这些问题需要加强研究ꎬ且亟待破解ꎮ
王小兵博士的专著«城镇化进程中教育公平问

题»ꎬ选题是我给他建议的ꎬ他对这些问题都进行了

认真的思索ꎬ提出了一些不错的解决方案ꎬ这也是他

主持的湖南创新平台与人才计划项目所取得的阶段

性成果ꎮ 他站在城镇化这个宏大背景下ꎬ紧紧围绕

“教育公平”这个古老话题ꎬ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较好

的阐述ꎮ 该书梳理了美、德、日、韩等高城镇化水平

国家的发展经验ꎬ抓住了城镇化背景下城乡教育失

衡、流动儿童与留守儿童ꎬ异地城镇化与就近城镇化

等热点问题ꎬ以“城镇化与教育发展的关系”阐述为

逻辑起点ꎬ选取城乡一体化促进教育公平、县域教育

均衡促进教育公平、就近城镇化促进教育公平、城市

群教育一体化促进教育公平等典型路径进行了阐

述ꎬ层次清晰ꎬ行文流畅ꎮ
该书系统阐述了城镇化与教育发展的关系ꎬ指

出城镇化可能是一把双刃剑ꎬ这个观点是比较中肯

的ꎮ 一方面ꎬ城镇化势必为革新传统观念、提高教育

文化水平以及城市产业的壮大升级提供助力ꎬ另一

方面ꎬ伴随着城市化进程ꎬ大量农业人口聚集到城

市ꎬ城市人口急剧膨胀、城市规模迅猛扩大ꎬ如果城

市规划、社会保障和城市管理体系仍然滞后ꎬ也容易

引发阶段隔阂、社会对立、教育不公等诸多社会问

题ꎮ 由此可见ꎬ城市化进程在彰显发展工业化成就

的同时ꎬ也要警惕城镇化成为“暴力”性的推进剂ꎮ
因此ꎬ他接着提出了城镇化与教育发展之间需要构

建一种共生共荣的新型关系ꎮ 教育不应该是被动地

适应城镇化ꎬ而更应如何促进和服务新型城镇化ꎮ
主动适应ꎬ城乡一体ꎬ则利国利民ꎻ漠然置之ꎬ鲜受触

动ꎬ终将陷入被动ꎮ 城镇化能够改善教育基础设施

和增加公共教育支出ꎬ城镇化改善了教育增长的需

求、供给、物质条件和价值观念等要素ꎬ提高了教育

的收益ꎬ刺激了人们对教育的投资ꎮ 教育在城镇化

过程中还具有带动功能ꎮ 城镇化需要生产要素的集

聚ꎬ尤其要依靠教育提供高素质的劳动者ꎬ才能使生

产诸要素产生要素的集聚ꎬ尤其要依靠教育提供高

素质的劳动者ꎬ才能使生产诸要素产生最大效益ꎮ
城镇化过程是重新配置资源的过程ꎬ而资源的重新

配置将大大提升效率ꎬ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和教育公

平ꎮ 总之ꎬ城镇化与教育发展联系紧密ꎬ通过妥善规

划ꎬ可以相互影响ꎬ相互促进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