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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农村教育公平，助力广东乡村振兴事业 

韩昱洁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乡村振兴是一项用于改善

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矛盾的重要战略。如何通过发展乡村让农村的孩

子未来不再贫困，是乡村振兴过程中需要攻克的难题，而教育将在

解决这一难题中发挥不可替代的先行作用。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

平总书记也指出，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并强调要推进教

育公平，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一、推进农村教育公平的背景 

农村留守儿童是农村教育的重点对象。根据民政部 2018 年的农

村留守儿童排查数据，仅仅是双亲都外出打工或双亲一方外出而另

一方无监护能力的农村户口留守儿童就有 697 万。广东作为人口流

动和人口总量的大省，2016 年民政厅排查数据显示留守儿童规模约

为 25 万。留守儿童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由于长期与父母分离，缺乏亲

情关爱而感到孤独，甚至出现心理问题；同时有部分留守儿童由于

缺乏父母的正面引导而不重视学业甚至很早辍学。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教育缺乏优质的资源和令人满意的教育质

量。为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实现教育均衡发展，2001 年正式开始实

施撤点并校的政策。撤点并校主要通过撤销、合并办学条件小、弱、

贫的学校，开办大规模、高质量的学校。然而，该政策的实施过程

中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如农村儿童上学距离增加，交通费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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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费用上涨等，这对许多本身收入就不高的农村家庭来说无疑是

加剧了生活压力。 

由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组织实施的 2018年大学生广东千

村调查项目，深入广东乡村进行入村入户调研，从教育助力广东乡

村振兴的角度出发，系统地收集广东省乡村发展的微观数据和相关

信息，旨在为广东省乃至全国的乡村振兴建言献策。 

二、广东省农村教育现状与问题 

（一）义务教育落实有待加强。广东农村九年义务教育的落实

情况有待改善。课题组在对比 2018 年广东 16-30 岁的农村中青年人

群各教育程度的占比和 2010年全国农村中青年人群各教育程度的占

比时发现，在广东农村，占比最高的是初中文化水平人口（48.60%），

其次为高中文化水平（20.64%）；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的广东农村

中青年占比为 14.39%，稍高于 2010 年第六次全国普查中受教育程

度为小学及以下的农村中青年群体的占比（13.38%），表明广东农村

有更大比例的中青年没有完成九年义务教育。 

广东农村初中年龄阶段儿童的在学率有待提高。2018 年广东农

村儿童的小学毛入学率（指某级教育在校生数占相应学龄人口总数

比例）为 100.3%，与 2016 年广东全省的小学净入学率（指某级教

育在校的相应学龄人口数占相应学龄人口总数比例）相等，与 2016

年全国儿童的小学毛入学率基本持平，同时全省小学年龄阶段农村

儿童的在学率（某年龄阶段在校生数占相应年龄阶段人口总数比例）

为 99.5%。广东农村儿童的初中毛入学率为 95.6%，低于广东全省和

全国初中毛入学率，且全省农村初中年龄阶段儿童的在学率为

95.2%，说明广东省农村义务教育的控辍保学措施基本完成，但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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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增强，尤其是初中阶段。 

广东农村儿童小学毛入学率存在区域差异，粤西毛入学率相对

较低。2018 年广东农村小学毛入学率最高的地区珠三角农村地区

（108.6%），粤西农村地区的毛入学率最低（94.5%）。四个地区小学

年龄阶段的儿童的在学情况较好，在学率均高于 99%。另外，粤西

农村地区小学年龄阶段在学儿童就读小学的比例在四个地区中最

低，而就读幼儿园和初中的比例最高，这可能是造成粤西农村地区

小学毛入学率较低的原因之一。 

广东农村儿童初中毛入学率珠三角地区最低，粤东地区初中在

学率最低。珠三角农村地区的毛入学率最低（87.0%），而其在学率

最高（98.3%）。结合珠三角农村地区初中年龄在学儿童就读高中的

比例最高，说明珠三角地区初中毛入学率较低的一个原因是较多初

中年龄阶段的儿童已经进入高中。 

（二）农村留守儿童占比近半，留守儿童学业与非留守儿童无

显著区别。广东省农村留守儿童的占比近半，超过了全国的平均水

平。广东农村留守儿童比例为 45.41%，比段成荣用 2010 年六普数

据计算的广东农村留守儿童占广东农村儿童的比例略高（42.56%），

高于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占农村儿童的比例（28.52%）。 

学龄农村留守儿童的成绩与农村非留守儿童没有显著差别，且

按性别和年龄阶段分组的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均没有显著的成绩

差别。但父母外出会影响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留守儿童之家的建

设目的是为了解决留守儿童亲情失落、心理失衡等问题，促进他们

健康快乐成长。调查数据显示，6%的行政村已经建成并开始使用留

守儿童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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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村内无中小学增加了家庭在子女教育上的支出。90%的

行政村里有小学，而仅 12%的行政村里有初中，这可能是农村撤点

并校的结果。数据显示，小学和初中大多分布在人口更多的“大村”。 

村中没有小学或者初中对家庭的一个重要影响是，家庭的教育

支出上涨，尤其是生活费用上涨较多。村中没有小学的小学年龄阶

段农村儿童教育相关总花费为 3061 元，而村中有小学的同龄儿童的

平均教育花费仅为 1927 元，相差 1134 元。村中没有初中的初中年

龄阶段农村儿童的教育相关总花费为 3672 元，而若其村中有初中，

其平均花费为 2254 元，相差 1418 元。教育花费中，与教育相关的

生活费用与村中是否有相应学校的关系较紧密。村中有小学或者初

中，相应年龄阶段的儿童在与教育相关的生活费上的支出会比村中

没有相应学校的儿童的支出分别高 1142 元和 1305 元，分别占总花

费差距的 101%和 92%。这可能是因为村中没有学校的学生需要花费

更高的交通费，或因寄宿产生了住宿费、伙食费、生活费。而在成

绩和在学率上，两类儿童并无显著差异。 

三、政策建议 

（一）需要进一步提高农村义务教育水平 

虽然广东的经济总量在全国领先，其农村义务教育普及率低于

全国的平均水平。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提高农村义务教

育水平，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

主要变化做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部署。为了提高农村义务教育水

平，需要进一步加大农村教育经费投入，加大农村学生的生活补助、

提升乡村教师的待遇、并提高乡村教育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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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促进随迁子女教育公平 

广东留守儿童群体的基数和比例都较大，这些孩子不能跟随父

母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外出打工的城市对孩子入学要求有诸多限制。

如果城市能够保障随迁子女的教育公平，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将得

到关键性的解决。一方面，可以通过放宽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落户

条件，鼓励流动人口由大城市向中小城市转移。另一方面，可以逐

步解除社会福利与户籍制度的关联，淡化包括子女入学等政策规定

中对户口的特殊要求，使流动人口子女在就学方面和城镇居民享有

同等待遇。 

（三）撤点并校要慎重结合学校布局调整方案 

撤点并校的初衷是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实现教育均衡发展。从

1997年到2016年，农村地区小学数量几乎减半。这一过程不仅压缩

了教育财政的比例，还对农民生活带来了负面影响。如果各地政府

在调整乡村学校布局的时候能够更加慎重，根据乡村的具体因素，

制定科学合理的调整方案，将可能缓解撤点并校对农村学生和家庭

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时，居住在没有学校的行政村相应地增加了学

生生活方面的教育支出，因此建议政府应该在计划撤并的同时调整

合并学校的后续配套建设并加大对居住偏远学生的生活补贴，尽量

减轻撤并对农村家庭带来的生活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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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简介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Institute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IESR）成立于 2015 年 11 月，是暨南大学为建设广东省高

水平大学、推行经济学教育科研国际化而设立的教学科研机构。研

究院致力于打造国内一流的应用经济学学科，开展大型社会调查项

目，进行国际水准的学术研究，提供高质量本科生及研究生教育，

建设高水平智库。 

研究院聘请教育部长江学者、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冯

帅章教授为院长。2017 年 11 月，研究院荣登《中国智库综合评价

AMI 研究报告（2017）》核心智库榜单。2018 年 1 月，研究院“人

口流动与劳动经济学科创新引智基地”入选国家教育部与外专局联

合实施的“111 计划”。2018 年 6 月，研究院与美国芝加哥大学人类

发展经济学研究中心联合发起“芝加哥-暨南人类发展研究联合计

划”，该联合计划由 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亨利·舒

尔茨杰出成就经济学教授 James J. Heckman 与研究院院长冯帅章教

授共同担任负责人。联合计划旨在促进双方在科学研究、数据收集、

学术交流、人才培养等方面展开深度合作，打造联合研究之典范，

创造世界一流之成果，服务于中国乃至全球经济与社会发展。 

师资建设方面，研究院延揽多名海内外知名高校优秀博士毕业

生，聘请在国际上具有广泛学术影响力的知名学者担任特聘教授，

打造一流的国际化师资团队，构建与国际接轨的考评标准体系。学

生培养方面，借鉴北美一流经济系的培养模式设立本科、硕士及博

士项目，培养兼具国际视野且立足本国现实国情，能运用现代经济

学分析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优秀人才。 



 

 
 

为了提升科研实力，研究院成立三大科研机构：微观计量经济

学中心、国际贸易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和劳动经济学研究中心。微

观计量经济学中心由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胡颖尧教授担任中心主

任，国际贸易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由美国杜克大学徐熠教授担任中

心主任。劳动经济学研究中心则以“111 计划”引智基地为重要依托，

与美国芝加哥大学人类发展经济学研究中心共同创建“芝加哥-暨南

人类发展研究联合计划”，由冯帅章教授与 2000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得主、美国芝加哥大学 James Heckman 教授共同担任负责人，双方

将在学术交流、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等方面展开全方位合作。 

此外，研究院下设三大职能中心：社会调查中心、政策研究中

心和发展与交流中心。社会调查中心旨在开展大型社会调查项目，

为政策制定及学术研究提供高质量的微观数据。目前已开展的调查

项目包括：中国乡城人口流动调查、中国家庭就业调查、广东省制

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调查、绵竹儿童认知与非认知能力发展追踪

项目、广东千村调查等。政策研究中心旨在数据收集及学术研究的

基础上，针对有关国计民生的热点问题进行相关政策研究，提供高

水平的智库服务。发展与交流中心旨在依托研究院的海归师资、专

业声誉，帮助国内学子、政府企事业人员申请海外知名学府深造或

进行专业培训，目前已与美国德州 A&M 大学、新加坡管理大学、

纽约城市大学联合开展海外硕士合作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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