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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印度同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发展中大国，两国建国时间都超过60年且前后相差2年，有着相
近的人口规模与基础教育在校生规模。
虽然经济发展水平有一定差距，但是两个人口大国都在最近20年里面临普及和提高基础教育的重大使
命，两国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在提高基础教育质量和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过程中两国的经
验都值得彼此相互借鉴。
　　《中国、印度基础教育比较研究》系统比较了中国、印度在2003-2008年间基础教育在入学机会、
教育经费、教育基础设施、教师资源方面的发展情况，发现中国在入学机会，尤其是辍学率低以及教
育基础设施方面远高于印度基础教育的发展水平；印度虽然在教师缺编上比较严重，但是其高学历教
师比例明显高于中国；印度在生均教育经费方面明显低于中国，但是生均经费地区间的差异程度要小
于中国；印度公共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要高于中国1个百分点左右，不过中国基础教育预算内教育
经费占总预算内教育经费的比例比印度要高2个百分点，该比例两国均超过50％；印度中央政府承担了
基础教育公共经费的近30％，而中国中央政府仅承担了10％左右，各项经费指标反映印度中央政府对
基础教育的投入努力程度要远高于中国中央政府。
　　中国和印度都用了超过其公共教育经费的一半来普及和提高基础教育，中国是在实现基本普及基
础教育后来提高教育质量，在推动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进程中中国主要是对农村地区和西部地区加大
投入来实现区域间的均衡和城乡间的均衡，新近出台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强调基础教育要首先实现县域内均衡；印度主要是在普及基础教育的过程中来提高
教育质量和推进均衡发展，印度特别通过“全国普及基础教育计划（SSA）”和“小学免费午餐计划
（MDM）”来推动均衡发展，印度推动基础教育均衡发展时特别强调缩小性别差距和种姓间的差距
以及地区间的差距，而且国家总理特别重视并参与和领导各种委员会。
　　总之，中国、印度在普及基础教育和推动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过程中都有两国互相借鉴的宝贵经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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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印度基础教育比较研究》首次系统比较了中印最近几年（2003年以后）的基础教育发展
状况，包括入学机会、教育资源占有量、教育质量等方面在区域间、城乡间、群体间的差异；首次系
统全面地介绍了印度普及、提高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SSA计划，从其中的政策文本及执行效果方面找
出改进我国在此类政策及其执行过程中的薄弱方面；通过对中国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介绍与
评价，再结合印度的SSA计划，比较了中印双方在普及、提高基础教育均衡方面的得失与利弊，彼此
相互借鉴的成功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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