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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浙江基础教育公平问题研究》是贺武华同志主持2007年度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
新时期浙江省基础教育公平与均衡发展中的问题与改进对策研究》的后续研究成果。
教育公平一直以来是教育领域的热点与难点问题，国内外研究这一问题的文献可谓汗牛充栋。
《浙江基础教育公平问题研究》一书的特点在于：　　其一，该著作定位于研究一定区域范围内教育
公平的特殊性问题。
　　教育公平问题具有共时性、共通性的特点。
从这个角度来说，研究教育公平的中外著述大体上都会涉及这样一些基本的话题，诸如“教育公平与
效率”、“教育公平与教育均衡”，等等。
然而，教育公平又是一个体现时空差异的重大研究领域。
作者认为，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以及不同国度、不同地区的教育公平问题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和实现
方式。
从特殊性、个体差异性上去探究教育公平的理论变革及实践发展正是该书的特色之一。
自2004年基本普及15年教育以来，浙江开始了高标准、高质量地推进基础教育全面协调、均衡发展的
新阶段，由此也引发了新的矛盾和需求，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
该书正是从浙江基础教育的实际出发，对此作了深入的探究。
　　其二，该著作侧重于教育公平的中观层面及公共政策方面的探索。
　　近年来，伴随公共教育问题的层出不穷以及公共教育研究的兴起，有关宏观层面的研究成果日渐
增多。
然而，诸多在宏观上尤其是在国家层面对教育公平问题进行的或理论或实践的研究，一方面具有包容
面宽、涵盖性广的长处，但另一方面在面对具体的实际问题、回到具体的情境场域时往往会缺乏解释
力，也难以做到对症下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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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贺武华，男，1976年9月生，江西吉安人，现为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副教授，教育学博士，硕士生导
师。
曾在农村中学、井冈山大学任教数年。
2006年博士毕业于浙江大学，师从方展画教授；2008年1月至2009年12月在北京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工
作，师从陈学飞教授。
目前主要从事教育基本理论、教育政策方面的研究。
迄今已在《教育研究》、《高等教育研究》、《比较教育研究》、《浙江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等刊物上公开发表论文60余篇，有10篇论文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教育学》、《体制改革》等全
文转载；另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教育报》等报刊上发表教育随笔20余篇。
2008年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博士学位专著《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学校重建研究》（获得“2007年浙
江省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和“2009年度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奖”等荣誉）；另参著《西
方现代教育思潮》等著作2部。
近年先后主持完成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
学项目等重要课题研究；多次主持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含重点）、省教育科学规划（含重点）等多
项课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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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2．1教育公平问题的时空差异性　　教育公平问题是古今中外教育发展中的一个基本主题。
然而，教育公平具有历史性和阶段性的特点，在不同的时期与不同的区域，教育公平无论是在理论还
是实践上均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其内容和重心会有所不同。
在时间概念上，教育公平在大到几百年上千年小到几十年甚至是数年间就会烙上时间的印记；在地域
概念上，教育公平大到国家与国家之间小到学校与学校之间就会明显令人感受到因地域不同所带来的
差异。
总之，教育在自身发展过程中所内生的时代性与地域性特点，使得我们对教育发展中的问题的研究可
以选择时间与空间这一纵向线索作为纬度。
　　我们以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为例来理解这一特点。
新中国成立后直到1985年，才在《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我们完全有必要也有可
能把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当作关系民族素质提高和国家兴旺的大事。
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颁布，从此，“国家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成为法定义务。
在接下来的15年时间里，全国各地义务教育基本上都以“普九”为指向，履行各项职责和任务。
经过不懈努力，到2000年底，全国如期实现了基本“普九”目标，“普九”人口覆盖率和初中入学率
均达到85％以上，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但是，我国农村基础教育整体薄弱的状况尚未得到有效扭转，城乡之间、区域之间教育发展还很不平
衡，特别是西部地区的一些贫困县，仍然未能实现“两基”目标。
截至2002年底，全国“两基”人口覆盖率为91％，西部地区“两基”人口覆盖率为 77％，低于全国平
均水平14个百分点；西部地区人均受教育年限仅6．7年，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3年；15岁以上文盲、
半文盲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比重为 9．02％，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3个百分点；仍有372个县（市、区
）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38个团场，共410个县级行政单位尚未实现“两基”，涉及345万平方公里
国土和8300多万人口。
②故此，国务院批准制定旨在解决西部“两基”问题的《国家西部地区“两基”攻坚计划（2004-2007 
年）》（以下简称《计划》），政策导向更为明确而具体地针对西部特殊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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