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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农村教育平等问题研究》以人力资本、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理论和现实背景为起点，构建
教育的不平等、经济非平衡与现实背景为起点，构建教育的不平等、经济非平衡与贫困的理论框架，
并在分析农村教育不平等现状的基础上遵循两条线索进行实证分析和检验：一是探讨教育不平等对各
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由此可能造成的低增长问题，即增长效应；二是探讨教育不平等对收入分
配和社会福利的影响，以及由此可能造成的低收入问题，即收入效应。
在了解了教育不平行的现状和造成的社会经济影响后，探讨隐藏在其背后的宏观的资源配置和微观的
家庭决策原因，进而在教育不平行、经济非平衡和贫困化的三者互动关系中分析可能造成的贫困陷阱
，并探求长期内促进农村教育城乡联动、区域协调的途径与策略，为经济社会保持稳定的增长与发展
提供决策的科学依据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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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锦华，1977年12月生，江苏扬州人，经济学博士，现供职于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任助理
研究员。
主要致力于农村教育问题的研究，现正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的研究工作，并参与多项国家级
、省部级和上海市决策咨询项目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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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导论　　教育的公正与平等问题正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人们对教育平等的理想和现实之间存
在的较大反差表示了普遍关注。
而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发展的义务教育、全民教育、终身教育、补偿教育、特殊教育以及20世纪90年
代兴起的全球教育思想都反映着人类对于教育平等的不懈追求。
教育平等首先是一个哲学和社会学的概念，它的内涵和外延都是发散的，不易掌握，需要明确教育平
等的理论溯源，以及中国教育平等的理论和实践。
而要在经济学意义上研究教育平等，特别是研究中国农村的教育不平等及其对社会经济稳定和协调发
展的影响，还必须对关于教育平等的核心问题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本章将从经济学、社会学等多个维度来阐述教育平等的内涵和外延，并对与之相关的问题作出说明。
　　1.1 教育平等的理论溯源　　1.1.1 西方教育平等的思想　　教育平等的思想和观念经历了漫长的
发展过程。
教育平等思想的最初成形，可以追溯到古代，如古希腊雅典的“公民教育”就已隐含了教育平等的思
想。
近代社会曙光初现之际，西方资产阶级思想选区致力于把新兴的市民阶级的“平等”要求推广到教育
方面来，以谋求教育权利的平等。
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更基于“天赋人权”的思想赋予了“教育平等”以“人权”的意义。
经过西方资产阶级的平等权利。
教育平等观的一个重大发展是19世纪下半叶西方工业化国家实施初等义务教育，尽管在这些国家，普
通初等义务教育的历史意义并不因此而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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