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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及各省区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等诸多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但也面临着经济
增长和社会发展等诸多方面的区域差距不断加大并趋于失衡的严峻态势。
这势必影响科学发展观落实与和谐社会建设的进程。
所以，缩小区域差距进而加快区域均衡就成为各级政府工作的重大任务之一，也成为诸多学科科学研
究的重大领域之一。
在多重的区域差距中，作为教育基础的义务教育的区域差距及其均衡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观点看，义务教育发展水平及其区域差
距不仅取决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及其区域差距，而且义务教育发展水平及其区域差距还可以影响社会
经济发展水平及其区域差距。
所以，在系统研究义务教育区域差距及其区域均衡的基础上，制定科学的调控义务教育发展水平区域
差距进而实现区域均衡的科学对策，对于地区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义务教育发展水平的区域差距不仅表现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之间，而且表现在某一个省区内部的
各个地市、州之间。
对于某一个省区内的义务教育发展水平及其区域差距的研究，目前还缺乏更多详尽的实证资料，包括
实证研究和对策研究在内的系统研究及其成果。
青年学者潘玉君教授致力于地理学、教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跨学科研究，主持和完成了全国教育
科学“十五”规划重点（国家级）课题“云南省义务教育区域均衡系统研究”。
他和他领导的研究团队完成的《区域教育发展及其差距实证研究》和《区域教育发展及其均衡对策研
究》两部学术著作就是这项课题的研究成果。
这项研究成果主要包括区域义务教育发展指标体系的构建、区域义务教育发展水平及其区域差距的历
史过程的实证研究和未来趋势的预测研究、区域义务教育发展的区域社会经济条件、与全国和诸省区
之间义务教育条件的比较研究以及加快义务教育发展水平进而缩小义务教育区域差距的对策研究等方
面的内容。
该成果系统完整，内容翔实，在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以及理论探索等方面具有开拓创新性
，填补了该区域义务教育区域均衡研究的空白，所提出的实现义务教育区域均衡的对策，不仅对实现
云南省义务教育区域均衡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通过义务教育的区域均衡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区域
均衡也具有重要价值。
教育问题的处理和解决，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当今中国的教育研究，特别需要提倡以细致的实证
研究为支撑的科研方式，尤其是跨学科、团队集体攻关研究。
潘玉君教授的研究思路和方式以及他率领学术团队的工作精神与贡献值得赞扬。
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学者关注现实，以自己的专业条件和责任感向社会奉献更多有价值的科研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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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及各省区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等诸多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但也面临着
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等诸多方面的区域差距不断加大并趋于失衡的严峻态势。
这势必影响科学发展观落实与和谐社会建设的进程。
所以，缩小区域差距进而加快区域均衡就成为各级政府工作的重大任务之一，也成为诸多学科科学研
究的重大领域之一。
在多重的区域差距中，作为教育基础的义务教育的区域差距及其均衡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观点看，义务教育发展水平及其区域差
距不仅取决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及其区域差距，而且义务教育发展水平及其区域差距还可以影响社会
经济发展水平及其区域差距。
所以，在系统研究义务教育区域差距及其区域均衡的基础上，制定科学的调控义务教育发展水平区域
差距进而实现区域均衡的科学对策，对于地区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义务教育发展水平的区域差距不仅表现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之间，而且表现在某一个省区内
部的各个地市、州之间。
对于某一个省区内的义务教育发展水平及其区域差距的研究，目前还缺乏更多详尽的实证资料，包括
实证研究和对策研究在内的系统研究及其成果。
青年学者潘玉君教授致力于地理学、教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跨学科研究，主持和完成了全国教育
科学“十五”规划重点（国家级）课题“云南省义务教育区域均衡系统研究”。
他和他领导的研究团队完成的《区域教育发展及其差距实证研究》和《区域教育发展及其均衡对策研
究》两部学术著作就是这项课题的研究成果。
这项研究成果主要包括区域义务教育发展指标体系的构建、区域义务教育发展水平及其区域差距的历
史过程的实证研究和未来趋势的预测研究、区域义务教育发展的区域社会经济条件、与全国和诸省区
之间义务教育条件的比较研究以及加快义务教育发展水平进而缩小义务教育区域差距的对策研究等方
面的内容。
　　该成果系统完整，内容翔实，在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以及理论探索等方面具有开拓创
新性，填补了该区域义务教育区域均衡研究的空白，所提出的实现义务教育区域均衡的对策，不仅对
实现云南省义务教育区域均衡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通过义务教育的区域均衡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
区域均衡也具有重要价值。
教育问题的处理和解决，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当今中国的教育研究，特别需要提倡以细致的实证
研究为支撑的科研方式，尤其是跨学科、团队集体攻关研究。
潘玉君教授的研究思路和方式以及他率领学术团队的工作精神与贡献值得赞扬。
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学者关注现实，以自己的专业条件和责任感向社会奉献更多有价值的科研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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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义务教育发展区域均衡系统研究：上册第一篇　理论基础与思路方法第一章　　理论基础与基本思路
第一节　理论基础——区域义务教育公理第二节 基本思路——区域义务教育发展及其区域均衡对策第
二章　体系构建与计算表达第一节 体系构建——区域义务教育指标体系及其构建一、指标集合的确立
二、指标体系的构建第二节　计算分析及其图形表达一、区域义务教育发展水平指数的计算分析与图
形表达二、义务教育发展水平指数区域差距的计算分析与图形表达第二篇 义务教育发展的历史分分析
第三章 区域义务教育发展程度及其空间结构（2001）第一节 区域义务教育发展程度及其要素结构一、
省域义务教育发展程度及其要素结构二、市域义务教育发展程度及其要素结构第二节 区域义务教育发
展程度及其地域结构一、区域义务教育机会的差距的区域分析二、区域义务教育投入的差距的区域分
析三、区域义务教育质量的差距的区域分析四、区域义务教育发展程度的差距的区域分析第四章 区域
义务教育发展程度及其空间结构（2002）第一节 区域义务教育发展程度及其要素结构一、省域义务教
育发展程度及其要素结构二、市域义务教育发展程度及其要素结构第二节 区域义务教育发展程度及其
地域结构一、区域义务教育机会的差距的区域分析二、区域义务教育投入的差距的区域分析三、区域
义务教育质量的差距的区域分析四、区域义务教育发展程度的差距的区域分析第五章 区域义务教育发
展程度及其空间结构（2003）第一节 区域义务教育发展程度及其要素结构一、省域义务教育发展程度
及其要素结构二、市域义务教育发展程度及其要素结构第二节 区域义务教育发展程度及其地域结构一
、区域义务教育机会的差距的区域分析二、区域义务教育投入的差距的区域分析三、区域义务教育质
量的差距的区域分析四、区域义务教育发展程度的差距的区域分析第六章 区域义务教育发展程度及其
空间结构（2004）第一节 区域义务教育发展程度及其要素结构一、省域义务教育发展程度及其要素结
构二、市域义务教育发展程度及其要素结构第二节 区域义务教育发展程度及其地域结构一、区域义务
教育机会的差距的区域分析-二、区域义务教育投入的差距的区域分析三、区域义务教育质量的差距的
区域分析四、区域义务教育发展程度的差距的区域分析第七章 区域义务教育发展程度及其空间结构
（2005）第一节 区域义务教育发展程度及其要素结构一、省域义务教育发展程度及其要素结构二、市
域义务教育发展程度及其要素结构第二节 区域义务教育发展程度及其地域结构一、区域义务教育机会
的差距的区域分析二、区域义务教育投入的差距的区域分析三、区域义务教育质量的差距的区域分析
四、区域义务教育发展程度的差距的区域分析第三篇 义务教育发展的未来趋势第八章 区域义务教育
发展程度的未来趋势第一节 省域义务教育及其空间结构的未来趋势一、省域义务教育地域结构的未来
趋势二、省域义务教育发展程度的要素结构的未来趋势第二节　市域义务教育及其要素结构的未来趋
势一、昆明市区域义务教育发展程度（CAI）及其要素结构的未来趋势二、曲靖市区域义务教育发展
程度（CAI）及其要素结构的未来趋势三、玉溪市区域义务教育发展程度（CAI）及其要素结构的未来
趋势四、保山市区域义务教育发展程度（CAI）及其要素结构的未来趋势第九章　区域义务教育发展
程度地区结构未来趋势参考文献义务教育发展区域均衡系统研究：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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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理论基础与基本思路区域均衡是和谐发展的重要内涵之一，其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义务教育的
区域均衡。
这是我国及其各省级行政区域落实科学发展观，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目标
的重大任务之一。
我们从2000年开始关注并系统研究区域均衡特别是后发达地区的区域均衡问题，在全国教育科学“十
五”规划重点（国家级）课题“云南省义务教育区域均衡的系统研究”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中
国云南省社会发展区域差异及其现代化进程研究”等国家和省课题的资助下，我们对后发达省区特别
是云南省义务教育区域均衡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跨教育学、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的理论研究
与在数千万个数据中筛选出数十万个数据的实证研究。
第一节  理论基础——区域义务教育公理对于“云南省义务教育区域均衡的系统研究”这样复杂的科
学问题和实际问题怎么进行研究呢？
我们从以地球表层空间系统为研究对象，以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为研究核心，以空间秩序、时间序列和
动因机制为科学研究维度，以地理环境的整体性、差异性、动态性和人地性为世界观，以“从定性到
定量的综合集成法”为学科方法论，善于研究区域系统的地理学那里找到了可以直接支持研究的理论
基础。
杰出的地理学家吴传钧院士提出了“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是地理学研究核心”的重要思想。
这里的“人地关系”，是某一个地域内的人的群体的多种活动与这个地域内的诸多环境资源之间相互
联系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关系，比如某一区域内义务教育活动与这个区域内的社会经济环境和资源之问
的关系就构成了一种人地关系。
人们期盼实现“人一义务教育”与“地一社会经济环境和资源”之间的相互促进的和谐发展：社会经
济环境和资源条件与义务教育之间形成良性的正因果反馈关系。
这里的“系统”有三重含义：①某一个区域内各种地理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所形成的“要素空
间系统”；②某一个区域和与其有关的其他区域——这个区域的次级区域、相关区域和背景区域——
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地域空间系统”；③某一个区域不同发展阶段之间的历史继承和未
来发展之间相互联系所形成的“时间系统”。
人们期盼实现一个区域系统内部和不同区域之间的要素的和谐、区域的均衡和时间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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