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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 多年的艰苦努力
,

西部地区落后的教育状况已经

有了根本改观
。

但还远不能适应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要求
,

与全国平均水平和东部地 区相比也有较大差距
‘。

年西部

省 市 区高等学校在校生有 万人
,

占全国的

中等专业学校在校生为 万人
,

占全国的 普通高

中在校生 万人
,

占全国 职业中学在校生

万人
,

占全国的 普通初中在校生 万人
,

占全国

小学在校生 万人
,

占全国的
。

西部占全

国学校在校生的比重随教育年限的 上升而下降
,

小学在校生 比

例高于 人口 比例
,

只是与西部人 口负担少年系数较高相一致

西部地 区初中学 以上在校生 占全国的比例均低于人 口 占全国

的比例
,

按每万人 口计算
,

西部 省 市 区平均高等学

校在校生为 人
,

中等专业学校在校生 人
,

普通高中

在校生 人
,

普通初中在校生 人
,

职业中学在校生

人
,

分别比全国平均少 人
、

人
、

人
、

人和

人 表明西部地区青少年接受初中教育还不普及
,

接受初

中以上教育的人数更少
。

年底全国适龄女童小学入学率

低 于 的省 区 全部在 西部
,

其 中重庆为
、

四川
,

贵州
、

甘肃分别为 和
,

宁夏
、

新疆分

别 为 和
,

西 藏
、

青海 分 别为 和

年度全国小学毕业生的初中升学率为
,

东部地区达
,

西部地区 只有 全国辍学率小学阶

段 为
,

初 中阶段 为
,

东部地 区分别为 和
,

而西部地区分别达 和
, 。

全国中小学辍学率

高于 的省 区 份全部在西部
,

其中西藏
、

青海
、

贵州
、

云

南等四个省 区 份 西藏 人
,

贵州 人
,

云南 人 均

在西部地区 较高的中小学生辍学率
,

较低的适龄女童小学人

学率
,

将造成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人 口 不断进人西部劳动大

军
,

使西部地区低文化的劳动人 口 结构难以迅速改变
。

受地型地貌
、

交通不便的制约
,

西部地区农村人 口居住分

散
,

教学布点过于分散是影响农村教育质量提高的重要 因素
。

一个只有几名教师
、

几十名甚至十儿名学生的学校要提高教育

质量需要付出高得多的成本
。

教学质量的提高
、

教育成本的降

低同样有赖于教育的规模效应和聚集效应
。

西部地区虽然城镇人 口较少
,

城镇化水平仅为 左右
,

但却是西部学校教育的重心
,

其中高中阶段以上教育城镇是主

体
。

年西部 省 市 区城镇小学在校学生为 万人
,

占西部小学在校学生的 城镇普通中学在校学生为

万人
,

占西部普通中学在校学生的 同年全国城镇占小

学
、

普通中学在校生的比例分别为 和
。

全国城镇

中小学在校生所 占比重分别高出西部地区平均水平 个和

个百分点
,

而城镇化水平高出西部 多个百分点
,

说明西

部义务教育城镇的集中程度较高
。

随着城镇的发展
,

农村居民

越来越多的转变为城镇居民
,

西部城镇在基础教育中的份额将

越来越高
,

并将上升为主体地位
。

西部城镇普通高中在校生有

万人
,

占西部普通高中在校生的 全国普通高中在

校生中城镇占高等学校
、

中等专业学校
、

职业中学等更是几乎

毫无例外的全部集中于城镇
。

因此
,

城镇既是西部教育资源密

集区域
,

又是西部人力资源密集区域和人力资源需求市场主

体
。

要提高学校教育的规模效益和聚集效益
,

就要优化西部教

育资源的空间配置
,

充分发挥城镇人力资源培养中心的功能

这既是西部人力资源开发的奠基性工作
,

也是关系西部大开发

战略目标实现的基础性工作
。

不仅西部地区所有大专学校全部

应集中于大中城市
,

高中阶段教育主要应集中于县城镇及以上

城市
,

初中教育应集中于重点建制镇
,

而且农村小学也应与撤

并过于分散的农村居民点
、

加快小城镇建设相结合
,

逐步向城

镇和中心居民点集中
。

可供选择的过渡方案是与各种专项基

金
、

扶贫
、

生态工程建设
、

生态移民等统筹规划
,

稳步推进义务

教育阶段高年级的寄宿制
。

一方面教育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地位决定了政府在教

育事业发展中必须负担起组织领导者和协调者的使命
,

另一方

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
,

要求市场在教育资源

配置中发挥重要调节作用
。

政府在教育事业发展的组织领导地

位主要表现在
,

凭借国有资产代理人的身份
、

动用政府作为公

共物品供给者的职能和宏观调控职能
,

强化教育优先发展地

位 确保人人享有义务教育的平等权力 制定教育政策
、

法律
、

法规和发展规划
,

监督有关政策
、

法律
、

法规
、

规划的组织实施
,

为有关政策
、

法律
、

法规
、

规划得到切实贯彻执行提供相应的外

部条件 构造尊师重教的良好社会氛围
,

同时对学校内部事务

不再进行直接管理和行政干预
。

各级各类学校是发展教育事业

的主体
,

依法拥有教育资源的占有和使用权
,

拥有依据社会需

求调整专业
、

课程
、

教材设置
、

聘用教师
、

完成各类合格人才培

养的自主权
,

拥有吸引社会力量投资办学
、

更新教学设施
、

扩大

招生名额
,

确定招生
、

毕业条件的 自主权
,

以形成学校 自主办

学
、

自我发展的机制
。

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