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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 小学

学校数 教职
工数

班 学生数学校数 教职
工数

班 学生数

西部 2 222 40 1175 7 309 113 2629

中部 1 85 19 565 3 120 51 1439

东部 0 0 0 0 0 0 0 0

合计 3 307 59 1740 10 429 164 4069

学
校

区
域

表3 某区“小班化”学校分布

学校 所 学生数 教职工数 核定编制数 师资余缺情况

普通
高中

5 7457 821 650 +171

职业
高中

1 3316 248 289 -41

初中 9 8146 917 658 +259

小学 28 19308 1436 1107 +329

公办
幼儿园

9 2680 233
（教师）

176 +57

合计 40907 3655 2880 +775

所处

区域

学校数 （含公办幼儿园） 学生数 教职工数

总数 所占
%比

中学 小学 幼儿园 数量 所占
%比

数量 所占
%比

东部 10 20% 3 4 3 9813 24% 871 24%

中部 13 27% 3 9 1 9888 24% 824 23%

西部 26 53% 6 15 5 21206 52% 1937 53%

合计 49 100% 12 28 9 40907 100% 3655 100%

表2 某区教职工余缺情况

教育论坛

教育资源配置及合理调整是教育经济学的核心

问题。从目前全国各地的报刊来看，有关城市区域

教育资源配置方面研究的文章还不多见。本文拟就

此问题，以某市区教育资源现状为例，从经济学的

角度作一探讨。

一、某市区教育资源及生源情况分析

（一） 总体状况分析。
该区是某市的中心城区之一，位于市区东南

部，面积30平方公里，人口约55万 （外来人口约10
万）。该区现有区属中学12所 （含1所民办初中），

其中独立高中2所、完全中学4所、独立初中5所、
职教中心1所；小学28所 （含1所育智学校）；幼

儿园39所，其中公办幼儿园9所、集体办幼儿园10
所、其他部门和社会力量办幼儿园20所。

该区对本区区域发展主导功能划分为东部 （综

合产业功能区，处于城乡结合部，开发利用的空间

较大）、中部 （创新功能区，高校、研究所集中区

域，高档住宅区形成一定规模）、西部 （现代服务

业功能区，处于城区中心地带，商业名区，将拆

迁部分住宅，做大服务业，形成规模、品牌） 三大

板块，这三大板块未来发展定位是该区教育资源整

合、调整的主要依据。
该区现有教育资源能较好满足区域的需求，各

类教育协调发展。但从表1可见，学校分布不太合

理，“头重 （西部老城区）、脚轻 （东部新区）、腰

细 （中部高品质生活区）”，西部地区学校就占全区

的53%，且优质教育资源均集中在该区域。从表2
可见，全区除职业中学教职工缺编外，其余各类教

育均超编，全区教职工富余高达775人，占该区教

职工总数的21%之多，人力资源存在浪费现象。
由表3可见，由于西部资源丰富，西部地区各

学校学额明显不足，导致“小班化”学校较多，而

中部、东部区域教育资源相对短缺，东部没有一所

“小班化”学校。

（二） 未来5年某区生源情况分析。
1．生源总体 情 况。由 表4可 见 ，2010年 至

2014年5年间，该区入学适龄儿童数在2432人与

经济学视野下城市区域教育资源配置及调整的研究

王嘉依 王少华

表1 某区教育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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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85人之间，该区目前小学班级总数为560个，平

均每年可招生班级数达92个班，考虑该区有部分

小班化学校，班级数不足普通班的1/3，普通班按

62个班、小班化班按30个班计算，小班化班级最

高人数为28人，其余学校最高为50人，该区每年

招生容纳人数可达3940人。招生能力存在较大的

富余空间。
2．“三大块”区域生源情况。由表1、表4可

见，东部区域：未来5年学区内学生数在670人至

933人之间，4所小学每年招生规模在14个班左右，

以每班最高50人计算，能容纳700人，东部教育资

源偏紧；中部区域：未来5年学区内学生数在799
人至1103人之间，8所小学的每年招生规模在28个

班左右 （小班化学校有3所学校，10个班左右），

以每班最高50人 （小班化以最高28人） 计算，能

容纳1180人；西部区域：未来5年学区内学生数

在956人至1449人之间，15所小学的每年招生规模

在55个班左右 （小班化学校主要集中在该地区，

有7所学校，20个班左右），以每班最高50人 （小

班化以最高28人） 计算，能容纳2310人，有能力

吸纳部分中部学区学生，中部可适当消化部分东

部生源。
3．新建 （计划建成） 小区生源情况。按照省

定计算标准，由小区居住户数乘以4再乘以7%除以

12得每年适龄儿童数。从该区规划部门调查，得

到该区未来10年新建住宅小区情况。东部区域：

20000户，每年入学适龄儿童数为467人；中部区

域：8274户，每年适龄儿童数为193人；西部区域：

3224户，每年适龄儿童数为75人，但该区域又面临

着老城区改造搬迁，将有相当数量的老居民搬出老

城区，该区域适龄儿童数只会减少，不会增加。全

区每年将新增入学适龄儿童735人。

二、某市区教育资源配置情况讨论

（一） 教育资源分布不够合理。
1．东部区域教育资源将有较大幅度新增。按

照该区规划，东部作为发展新区，教育资源将随着

东部建设的加快而处于发展期。每年新增入学适龄

儿童数为467人，12年将新增在校生5604人，规划

中将有配套学校与之对应。
2．中部区域教育资源将出现紧缺。中部随着

高品质的生活服务区的发展，高、中档住宅楼的开

发，加之每年新增入学适龄儿童数为193人，无论

对教育资源的数量还是质量都有较高要求，对教育

需求量将明显增大，中部教育资源将面临紧缺。
3．西部区域教育资源将出现富余。西部随着

服务业的发展，居住人口的减少，而该区域教育资

源占该区现有总量的53%，优质教育资源相对丰

厚，能吸引部分中、东部区域的适龄儿童，但由于

交通问题，该区域教育资源将面临富余。
（二） 规模、效益存在一定的问题。
1．学校规模普遍偏小。由于该区处于城市黄

金地段，加之大部分学校都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定

址，后来一些学校虽有扩容，但大部分学校没有能

得到扩展，造成如今该区学校规模普遍偏小，难以

形成和发挥规模效益。
2．教育结构不够合理。该区教育总体呈现出

两头大、中间小“哑铃”型的格局，初中在该区整

体教育呈“瘦腰”状况，该区5所初中规模均较小。
高中教育的整体“盘子”显得较大，但每所高中的

“盘子”又较小。职教规模虽较大，但招收本区域

内的学生偏少，每年只有100多名。西部地区的小

学靠得太近，学区内学生不足，使得学校很难

“吃饱”，只好以“小班化”的名义勉强“过日子”。
3．各学校教职工普遍超编。该区总超编775

人，2009年实施绩效工资后，每人以平均7万元人

头费，5千元办公费计算，该区仅此项就多支出

5662.5万元。
（三） 优质教育资源不够充分。
该区5所普通高中虽然都是三星级以上的学校，

但所在城市名校多，竞争激烈，使得该区的这些学

校始终难以实现更大的跨越，与名校有一定的差

距，另外，该区也没有在该市有较大影响的初中，

初中成为制约该区教育发展的瓶颈。
从该市区教育资源配置情况，我们可得出如下

结论：

1．城市区域教育资源分布不合理的形成是一

个逐步发展变化的过程。
2．城市区域教育资源效益不高与学校规模过

小有关。
3．城市区域教育结构不合理与城市布局调整

出生

年度

入学

年度

东部 中部 西部
汇总

人数 人数 人数

2004 2010 746 926 1039 2711

2005 2011 670 834 1007 2511

2006 2012 677 799 956 2432

2007 2013 933 1103 1449 3485

2008 2014 886 954 1329 316

表4 某区2010- 2014年度生源情况

教育论坛

4



基础教育研究

2010 年 2 月·B

有关。
4．人力资源富余与人事制度改革至今还没有

形成教师“能进能出”的工作机制有关，有条件、
有办法的教职工都往城市涌，导致城市超编情况

日趋严重。

三、合理调整城市区域教育资源配置的建议

尽管教育有长期的发展规划，但社会经济快速

发展的形势，使得教育布局与结构始终处于动态发

展变化过程之中，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才

能根据其变化的客观规律，准确地把握城区教育布

局与结构的调整。据此，有如下建议：

（一） 运用全新的经营管理理念指导教育资源

配置，努力使区域教育资源效益最大化。
绩效工资的实施，给教育带来了真正意义上的

活力，绩效将进入到整个教育领域的方方面面，给

整个教育领域带来全新的视角。由于基础教育由国

家承办，属于政府“买单”的范畴，因此，如何将

政府投放在基础教育上的教育资源用好，提高其运

作效能十分重要。从这一角度来看，教育内部引入

市场化的特征逐步地凸显出来，用经营的理念管理

教育资源将成为区域教育发展的必然和首选。
（二） 进一步明晰调整城市区域教育结构的总

体思路，形成更加合理的教育布局蓝图。
要从战略的高度考虑城市区域教育的发展问

题，结合各地普遍都在制定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

规划的契机，依据城市区域建设和人口分布变化趋

势，运用科学发展理论，按照“立足当前，长远规

划，稳步推进，分步实施”的原则，从宏观的视

角，突出均衡发展和错位发展这两大发展元素，进

一步优化城市区域教育结构与布局，盘活现有教育

资源，缩小校际之间在办学条件等方面的差距，形

成布局更加合理，校舍面积扩大，办学条件提升，

办学特色鲜明的城市区域基础教育高位优质均衡

发展格局的新蓝图。
（三） 按照政府对教育应尽的责任要求，形成

多渠道教育发展路径。
教育行政部门应主动思考和尝试多种路径合理

配置教育资源，使区域内学校效益最大化，从这一

角度来看，引入市场化的经营管理机制成为区域教

育发展的必然。区域学前教育可按照“发展民办

园，巩固公办园”思路，今后城区小区配套幼儿

园，可全面吸引社会力量办学，加大引进国内外知

名的办学机构兴办幼儿园力度，提高民办幼儿园的

竞争力，形成公办民办幼儿园相互竞争、共同发展

提高的格局；义务教育以高位优质均衡为目标，适

当引进优质民办教育，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分布更趋

合理；高中教育虽然以政府办学为主，亦可探索多

样化形式办学，与国内外办学机构联合办学，走多

途径办学之路；大力推动职业教育与企业结合，与

市场对接，为中外教育交流与合作搭建舞台，构建

职业教育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打破年龄界限，职

校除招收应届初中毕业生之外，还可招收成人进行

职业培训。在确保对户籍人口进行职业教育和培训

的基础上，打破户籍和地域界限，对符合条件的且

已完成义务教育的外地在城市打工民工子女，试行

“订单”方式进行职业教育或职业培训，并实现培

训成本补偿。
（四） 依据城市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功能定位，

合理调整基础教育布局与结构。
按照城市区域经济发展规划调整教育结构，以

“大力发展新区，合理调整高品质生活服务区域，

优化整合教育密集区域”的具体思路，盘活现有教

育资源。从该区教育现状来看，“西部”处于老城

区，寸土寸金，将规模过小或相距不足500米的学

校撤并，置换出的资源用于该区中部学校的扩容和

品牌学校的建设。该区“东部”属于开发的新区，

从目前规划配套的学校来看，布点多、规模偏小，

因此，应综合考虑人口变化、学龄人口结构、经

济结构、就业结构和社会发展的特点，主动适应信

息化、市场化、国际化的新要求，在服务半径允许

的范围内，尽可能做大学校规模，减少布点，并考

虑民办教育的发展，为其预留发展空间。
（五） 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大力提高现有资源

的使用效益。
发展教育事业，不仅要增加对教育的投入，还

要把“盘活存量”与“扩大增量”有机结合起来，

充分发挥现有教育资源的潜力。加大体制改革的力

度是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的十分重要的方面，同时也

是转换机制、深化教育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内在需

求。要通过深化改革，有条件、有限制地实施学校

后勤社会化方面的工作。为破解人力资源利用效率

低的问题，应建立一整套有利于培养、吸引和使用

人才的新的机制，促进人员的合理使用和分流，充

分调动区域内教师和工作人员的积极性。通过对学

校人、财、物等现有教育资源潜力的挖掘，努力使

城市区域教育成为高效益的教育。
（作者单位：王嘉依，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王少华，南京市白下区教育局，江苏 南京，

21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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