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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国东西部的差距最根本的是经济水平和教育的差距。东西部教育比较的两个方面 ,一 是现实的发展

状况和条件的比较 ,二 是双方各自的特色和特点的差异。西部教育首先必须找出基本条件的现实差距而作必要的  ‘

弥补和改造 ,其 次要找准西部教育的特色和特点予以强化,并 将其融入全球化历程 ,走 具有西部特色的教育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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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大势下 ,在改革开放 的进程 中 ,一 个无法 回避 的 问题 始 终横 亘在 我们 面前 :西方 发 达 国家 以及

中国东部的发展模式 和策略对 中国西部 开发究竟 具 有何 种 意 义 和价值 ?我们 当然 不 否认 西 方 和 东 部 的经

济 、社会发展 的成功经验及其对西部发展 的种种启示 。然 而 ,正 如全 球化并 不 是 西 方 化 或 资本 主义 化一样 ,

西部的发展既不能照搬西方的模式 ,也不能移植东部的策略。西部 自身的文化、历史、经济、政治、社会等等

背景和条件决定着西部必须寻求一条具有西部特色的道路。我们认为 ,这条道路就是以自身的特色赶超东

部 ,实 现跨越式发展。

这应当是西部教育发展总的原则和策略 ,也是我们进行东西部教育比较和分析的基本原则。

一 现实与差距

东西部地区间发展差距的核心是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但两者的差距却决非仅仅经济差距可以概括 ,还应

该包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其 中尤其不能忽略教育发展的差距 ,因 为教育不仅仅是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指

标 ,更是经济发展乃至整个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因素之一。随着知识在经济增长中作用的增大 ,教育对经济增

长的作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要程度。一个国家经济的长期持续发展靠的是知识的生产和人力资本存量的

增加 ,而 教育在这两个方面起着基础性的作用。因此 ,研 究东西部教育的差距并寻求克服此差距的有效途

径 ,不 仅为西部大开发之必需 ,也是中国教育实现现代化之必需。首先 ,从教育的外部看 ,促进西部地区教育

的发展是缩小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的一个重要手段。事实上 ,西部地区教育发展滞后是地区间发展差距加

大的一个重要原因。而教育落后造成的劳动力素质低下又是西部地区经济效益不高的主要原因之一。解决

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 ,优先发展西部地区的教育是一个重要的政策选择 ,科教兴国战略同样适用于解决地区

间经济发展的差异。其次 ,从教育的内部看 ,在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下 ,教育发展的目标是 :“ 重点普及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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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积极发展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 ,适度发展高等教育 ,优化教育结构。⒛00年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 ,

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
”
其中完成双基 目标是重中之重 ,而 实现这一 目标的困难主要在西部地区。因此 ,研

究地区间教育发展的差异 ,寻求解决缩小地区间教育发展差异的办法 ,对实现上述教育发展 目标具有重大意

义。

(一 )人 口素质

西部地区人力资源富集 ,但素质和结构却不容乐观。

在全国 592个贫困县中 ,西部就有 307个。许多贫困地区的温饱问题尚未解决 ,受 教育程度严重低下。

根据第四次全国人 口普查的数据 ,西部地区文盲和半文盲人数占从业人 口数的比重为 39.5%,比全国平均

水平高 8个百分点 ,比东部高 12个百分点。据 1998年统计资料 ,西部地区 15岁 以上人 口的文盲 ,新疆为

154.1万 、四川为 11ω .1万 、重庆为 391.8万 (西 部地区文盲和半文盲统计情况参见表 1和表 2)。

表 1 全国分地区人口文盲率统计

类  别 省、自治区、直辖市

10%以 下 北京、天津、辽宁、上海、吉林、山西、黑龙江、广东、湖南、新疆

大于或等于 10%

小于 20%

江西、海南、湖北、河北、河南、广 西、陕西、重庆、福建 、四川、浙江、安徽、

内蒙古、山东、江苏

大于 20% 青海、西藏、贵州、云南、甘肃、宁夏

(资 料来源 :《97中 国人口》)

表 2 1997年 西部各省区文盲、半文盲情况统计

区域 重 庆 四 川 贵 州 云 南 西藏

文盲率 16.82 18.00 25.88 25.22 54.08

区域 陕 西 甘 肃 青 海 宁夏 新 疆

文盲率 I7,34 26.77 43.62 25.83 11.52

(资 料来源:《 中国人田统计年鉴》第 107、 H6页 ,中 国统计出版社,I998)

根据 1998年的统计 ,在 县以上研究和开发机构中的从业人员 ,有大专以上学历者全国平均是 3.5%,其

中东部为 6%,西部为 3。 Os%。 西部地区每万名劳动者中拥有中专以上学历及初级 以上职称人员仅有 呢

人 ,还不到东部地区的 1/10。 另据统计 ,人 口受教育年限 ,北 京为 7.87,上 海为 7.47,青 海为 4.42,西 藏为

1.81(参 见表 3)。

表 3 1997年 全国分地区人口按平均受教育年限分类

类 别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大于 7年 北京、天津、辽宁、上海

小于或等于 7年

大于或等于 5.42年

陕西、新疆、广东、海南

河北、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湖北、湖南
/l`f5,42年

大于或等于 4,82年

重庆、四川、广西

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

/l`f4.82年 青海、西藏、贵州、云南、甘肃、宁夏

(资 料来源:I997年 人口变动情况抽样数据)

西部的人才问题除了数量和质量不高而外 ,人才外流也非常严重 ,“ 孔雀东南飞
”
,已 为世人所知 ,可 悲

的是迄今尚无有效措施遏制西部人才的外流。

马克思主义认为 ,人是生产力 中最重要的因素。许多学者也指 出 ,人力资源的开发是西部大开发之本。

如果西部不熊在快速、大量培养人才并切实留住并用好人才等方面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西部大开发前景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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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 !

(二 )小学入学率与生均经费

小学是义务教育阶段 ,小 学的人学率是反映一个地区初等教育发展与普及状况的重要指标。经过 50年

的努力 ,尤 其是改革开放 ⒛ 多年来的发展 ,中 国的初等教育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小学人学率大幅提高。但东

西部的差距仍然很明显。从表 4可以看出 ,从 1991到 1998年 ,小学人学率排名靠后的主要是西部地区。前

10名 无-西部省区人围 ,1991年 陕西位列第 14名 ,而 到了 1998年却滑到了第 18位 ,这 已是西部省区的佼

佼者了。

把人学率情况与生均经费放在一起进行综合分析、比较 ,我 们就可以比较准确地把握各地区初等教育的

状况了。见表 4、 表 5。

表 4 1991—1998年各省区小学净入学率排序

位 次 1

199I年 排丿字 上 海 天 津 福 建 北 京 广 东 浙 江 吉林 海 南 河 南 山 东 湖 南 河 北 江 西 陕 西 黑龙江

1998年 排序 天 津 上 海 北 京 安徽 浙 江 吉林 江 苏 河 北 福 建 广 东 河 南 山 东 山 西 江 西 内 蒙

位 次

1991年 羽仁序 广 西 湖 北 辽 宁 内蒙 安徽 山 西 新 疆 江 苏 四 川 甘肃 云 南 宁 夏 贵 州 青海 西 藏

I998年 排序 湖北 辽 宁 陕 西 海 南 广 西 云 南 湖 南 甘 肃 黑龙江 贵州 新 疆 宁 夏 四 川 青海 西 藏

(资 料来源:教 育部《九十年代全民教育发展监测评价报告》,99,6)

表 5 各省区小学生均教育经费排序情况

1988 I990 I992 1995 I996

上 海 1 1 l 1 1 1 1 1

北 京

天 津

新疆

青海

辽 宁

广 东

福 建 7

浙 江

吉 林

内蒙

海 南

黑龙江

江 苏

宁夏

广 西

河 北

云 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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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西

山东

湖 南

甘肃

陕 西

四 川

湖 北

河 南

江 西

安 徽

贵 州

西藏

(数据来源:杜 育红《教育发展不平衡研究》,北 师大出版社,zO00年 版,第 17页 )

表 5是 1988年到 1996年各省区小学生均教育经费排序情况。从中可以发现 ,各 省区初等教育发展相

对差异具有如下特征。第一 ,东 部省区大多数年份排名处于全国前十名。其中上海、北京基本稳居前两名。

第二 ,新疆、青海、西藏三省区排名 1988年 明显高于其经济实力的排名 ,1988年之后逐年下降。西藏 (1990

年 )、 新疆 、青海分别从第 2、4、5位滑至第 7、 13、 14位。第三 ,其它西部省区也处于中下游地位。其中 ,宁 夏、

甘肃、陕西则从第 15、 22、 23,滑 落到第 23、 28、” 位。

从各省区小学生均经费与全国小学生均经费的距平值(见表 6)的 变化情况 ,我们可以看到 ,第 一 ,距平

值一直为正值且一直快速增长的主要是东部省区。第二 ,内 蒙、西藏、新疆三省区距平值也一直为正 ,其原因

并不是 自身的投人 ,而主要是靠中央财政的支持 ,所 以其生均经费的水平与其教育的水平并不一致。第三 ,

在其它西部省区中 ,云 南、青海一直处于中游。贵州、陕西、甘肃、宁夏等省区距平值一直为负 ,并处于全国最

后几位 ,与 全国的绝对差距始终在扩大[1](I5页 )。

表 6 各省区小学生均教育经费与全国小学生均教育经费的距平值

1990 1992 1994 1995 1996

北 京 152,23 I62.52 I85.24 266.99 345.4 359.08 563.8 772.64

天 津 131,15 164,I9 134.95 123.48 156.13 231.81 242.28 365.87

河 北 -4.96 -I0,65 -36.81 -70.45 -54.88 -I09.9 -I27,72 -131,97

山 西 -9.28 -I1,62 25,3I -12.61 10,82 9.64 91,54

内蒙 30,22 23.75 23.74 38,15 29,27 4.56 23,28 I00,23

辽 宁 54.02 56.84 43.44 82.30 116.1I I21.99 I3I,28 86.51

吉林 30.71 47.00 26.95 73.01 95,07 142,21 I43,43 106.0I

黑龙江 18.85 28,70 0.43 27.89 -I,16 0.75 25.3I I8,45

上 海 20I,02 248,23 298,71 430,34 505.43 837.54 1115,28 1424.05

江 苏 17.37 38.83 28,22 67.58 10I.93 152.52 I45,28 I74.70

浙 江 36,07 45.53 44.45 72.56 123,87 241,15 290.45 360,86

安徽 -34.38 -50.68 -53.2 -76.00 -I52,37 -155.79 -120.85 -120,I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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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 建 36,26 60,83 52,58 65,22 93.79 120.54 208.65 243,81

江 西 -29,28 -51.97 ¨43.I3 -62.31 -79.54 -129.27 -162.43 -157,17

山东 -I2.96 -13.64 -27,10 -20,54 工20,60 -54.37 -70,77 -76,12

河南 -28,92 -42.88 -37.35 -78,37 -94.80 -I48.93 -170,09 -I76.94

湖北 -26.04 -41.65 -53.09 -59.21 -53.60 -86.24 -76.75 -113.97

湖南 -13,04 -17.01 -7.32 -9.94 -31.71 -48。 I0 -32.26 -64.23

广 东 48.I1 65.94 85,35 94.21 247.25 335.90 381.08 403,68

广 西 10.63 4.04 -10.77 -8,48 -24,65 -59,93 -75.85 -93.27

海 南 22.71 36.39 37,10 60.37 162.44 153,76 124,80 43,84

四 -23.43 -17.44 -20,70 -1I,14 -33.59 -46.01 -67.61 -85,54

贵 州 -54.04 -70.26 -73.44 -98.02 -I33.30 -198,63 -260.19 -315.82

云 南 -5.91 -23,82 -10.64 -9,28 0,46 18.86 -24,76 35.57

西藏 289,79 137,97 259,87 212.34 12I.38 198.24

陕 西 -20.96 -I9.52 -23,56 -40.42 -71,10 -126.66 -I82,87 -195.06

甘 肃 -15.20 -8.72 -19.22 -55.05 -69,45 -102.16 -16I.43 -I84.08

青 海 57.34 36,95 40,44 -7.65 14,60 8.55 59.20

宁 夏 17.04 -26.2I -6.95 -36.85 -60,92 -83.5I -I29,25 -117.55

新疆 66.01 94.38 103.34 65.29 60.41 106.I4 67,04

(资料来源:杜 育红《教育发展不平衡研究》,北 师大出版社,zCXlO年版,第 1s页 。表中数据为各省生均经费减全国平均值。)

(三 )普 通中学生均经费

表 7所列是 1988年到 1996年全国各省区普通中学生均经费排序及变动情况。从表中我们发现 ,第 一 ,

整体上看 ,西 部各省区的排序基本上居于中下游。⒛ 名以后的位置 ,西部 占了 5席。第二 ,青海、新疆 、宁夏

等省区的排名下滑严重。第三 ,西藏 (5)、 云南 (8)、 新疆 (11)和青海 (15)等省区排名靠前与中央财政对少

数民族教育的支持相关 ,也与它们较低的入学率相关。

表 7 各省区普通中学生均教育经费排序

年 份

省 市

1988 1989 1993 1994 1995 1996

上 海 I I 1 l

北 京

天 津

青 海

新 疆

广 东

海 南

辽 宁

浙 江 7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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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

福建

吉林

江 苏

宁夏

广 西

河 北

黑龙江

山东

湖 北

云 南

湖 南

陕 西

山 西 23

四 川

河 南

江 西

甘肃

安 徽

贵 州

西 藏 l I

(数 据来源:杜 育红 :《 教育发展不平衡研究》,北 师大出版社,2000年 版,第 36页 )

(四 )中 小学教育质量

根据 1993年的一次大规模调查和测试 ,东、中、西部在中小学生学习成绩上存在明显差异(见表 8和表 9)。

表 8 小学东、中、西部测试成绩比较

语 文 数 学 常识劳技 思品美育

东 部

样本量 8896 8840 8914 8630

平均分 74,75 87.64 73,01 79,37

及格率 88,5% 94.5% 83,6% 9I,8%

优秀率 8,4% 59,9% 9,2% 24,4%

中部

样本量 1993 1837 1660

平均分 79.45 93,67 70.15 74.14

及格率 94,0% 98.6% 84.0% 87.8%

优秀率 I8,6% 80.7% 0.3%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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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部

样本量 3790 3724

平均分 66,83 78,1I 64,09 67,41

及格率 73,0% 82.9% 63,7% 69.9%

优秀率 1,0% 33,5% 2.1% 3.6%

(资 料来源:谢 安邦等《全国义务教育学生质量调查与研究》,华 东师大出版社,1997年 版,第 14页 。)

表 9 初中东、中、西部测试成绩比较

语 文 数 学 荚语 理 科 文科 音 乐 美 术 劳 技 行为评钥

东 部

样本量 8390 8371 8313 8396 7098 8380

平均分
9I,07

(60.71)
72,42 69.27

99.14

(6I.96)
62.4I 57,77 60.26 74,46

I61.66

(80.83)

及格率 57,9% 74.3% 69.2% 59.8% 60,4% 49.8% 52,7% 87,7% 95,O%

优秀率 1.5% 27,3% 17,9% 1.3% 0,8% 5.2% 5.19b I9,6% 27.5.历

中部

样本量 2584 3358 2959 3056 3319 2735 2907 3095

平均分
92.16

(61.44)
80.85 70.34

I08.28

(67.68)
66.74 50,97 53.4I 67.44

I59,60

(79,80)

及格率 63,I% 88.I% 75.5% 75.4% 74.8% 34,3% 35.0% 75,I% 96.7%

优秀率 0% 39,8% H.2% 2.5% 1.0% 0.8% 0,4% 6.5% 15.4%

西 部

样本量 1007 959

平均分
8I,58

(54,39)
59,68 52.78

83.9I

(52,44)
55.84 32.71 51.43

157.34

(78.67)

及格率 33.7% 54.0% 3I,2% 27,7.历 29,5% 8,19b 29.4% 97,2%

优秀率 0% 6.9% 1.5% 0% 0% 0% O,I% H.9%

注:(1)初 中劳技一科 ,因 宁夏(西 部 )未 参加测试 ,故 空缺。

(2)括 号内为折成百分制的分数。

(资 料来源:谢 安邦等《全国义务教育学生质量调查与研究》,华 东师大出版社,1997年 版,第 I5页 )。

从表 8和表 9中我们可以看到 ,西部地区无论是小学还是初中 ,学 生学习质量的状况不仅远远落后于

东、中部地区 ,而且离教学的基本要求相差较大。西部地区小学阶段各科及格率虽然都在 70%以上 ,但最高

的(数学 )也 不过 82.9%;四 门学科的及格率都比参加测试的 11个省市
①
的平均成绩低 12个百分点以上。

若以西部地区的劳技和美育两科与东部地区相比,则 分别低 ⒛ 个百分点以上。甘肃的小学语文、数学及格

率分别比北京低 31.7和 ⒛ .6个百分点。此外 ,西部三省的各科平均分和及格率都居测试省市的最后三位。

初中阶段西部地区学习质量低的问题更加突出。除行为评价一项西部地区的及格率达 97.2%且 略高于 11

个省市平均成绩外 ,其余八门学科的及格率都很低。其中语文、英语不到 钔%,理科 、文科、美术不足 30%,

音乐仅为 8.1%。 可见 ,西部地区学生学习质量离大纲的基本要求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若以西部地区与 11

个省市的平均及格率相比 ,差 距也十分明显 :语 文、数学分别低 zZ【 和 22个百分点 ,英语 、理科 、文科 、音乐 、美

术则低 32个百分点以上。这说明西部地区是提高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质量的重点和难点。

当然 ,在 现实维度上 ,东 西部教育发展的差距并非仅仅表现在上述诸方面 ,硬 件设各 、办学条件、师资力

量等等方面也存在明显的差距 ,而这些差距又集中反映在教育的数量和质量上。

二 分析与评论

在东西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诸多差距中 ,最根本的差距是经济水平和教育的差距。而在教育的支持系

统中 ,财力支持无疑是最为重要和直接的。第一 ,政府的教育投入对区域教育的发展水平具有决定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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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 ,政府对国家整体和各个地区的教育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自从 1985年 财政包干及教育体制改革以

来 ,国 家将发展基础教育的责任交给地方。在
“
分级管理、分级办学

”
的原则下 ,由 县办高中 ,乡 镇办初中 ,村

办小学。国家只负担公办教师的工资及民办教师的部分工资 ,其他如民办及代课教师的工资、校舍的修建及

维修、学校的办公费用等都由地方 自行负责
“
包干

”
。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地方政府的办学热情。尤其在

沿海地区的富裕农村 ,由 于有税收及村办和乡镇办企业的集体收人来补助教育经费 ,确 实提高了国家所期望

的
“
办学积极性

”
。但是 ,西部地区财政拮据 ,地方政府无力投资教育 ,教育负担直接由贫困地区的农民来承

担。这导致了越是经济不发达的地区 ,老 百姓的教育负担越重的不合理现象。

第二 ,区 域经济的落后直接制约着居民的收人 ,而家庭收人的不足则是孩子接受教育的最大障碍。1990

年 ,东 、中、西部人均受教育年限分别为 6.71年 、6。 Ⅱ 年和 4.31年 ;农村贫困人 口占当地贫困人 口的比重分

别是 4.80%、 4.82%和 13.53%,贫困发生率分别为 4。 ⒛%、 10.30%和 17.8%。 1989-1995六年中 ,全 国有

约 190万小学生流失 ,其 中北京为 0。 “8%,江苏为 1.78%,而 四川和贵州分别为 10。 “%和 13.82%。 这些

流失的学生主要是农村、山区的贫困儿童 ,他们或是无力交纳学费 ,或是充任劳动力。在西部的广大农村地

区 ,给小孩子交学费已是许多家庭的沉重负担。

第三 ,教育经费投人不足也严重制约各种办学条件。校舍不足、教学设各短缺、实验课开不出⋯⋯凡此

种种 ,在 西部的农村、山区学校真可谓 比比皆是。另外 ,教 师收入不高(拖欠教师工资的情况时有发生),影

响了教师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 ,教师从西部、从贫困地区外流情况严重。在 目前条件下 ,指 望教师大幅度改

良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教育水平是不现实的。

总之 ,经 济投人对改善西部现实教育状况和条件 ,从而提高西部教育的数量和质量水平 ,具有直接关联。

我们认为 ,中 央和地方政府增加教育投人 ,是西部教育发展的先决条件。

三 特色与优势

由于历史的原因 ,也 由于改革开放以来的非均衡发展策略 ,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上 ,西 部大大落后于

东部。而当下所谓东西部的划分采用的恰恰是经济坐标。因此 ,我们应当承认东西部在静态经济维度上的

种种差距。然而分析的参照系绝非仅仅局限于经济坐标 ,自 然和人文资源也必须纳入我们的视野。在这个

意义上 ,西部是富饶的。首先 ,西部的自然资源富集。世界上有三大未开垦的处女地 ,一是西伯利亚 ,二是巴

西亚马逊河流域 ,三是中国的西部。整个西部土地面积 占全国 70%左右 ,世界屋脊珠穆朗玛峰、昆仓 山、祁

连山、青藏高原 、云贵高原等都在西部 ,高 山决定了水能资源丰富 ,长江、黄河这些世界级河流 ,还 有珠江等整

个南亚次大陆主要河流都源于西部 ;煤炭、石油、天然气、多种有色金属和贵金属 ,如铁 、铅、锌 、铝、铜 、锰、汞、

磷、锑、镍、锂、锶、硫、铁、岩盐、兰石棉、硅藻石、重晶石、光学萤石等居全国前列 ,钒 、钛、锡的储量居世界首

位 ,盐湖资源、太阳能、风能的储量或可利用量也位列全国前茅。西北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下面是一个巨大油

海 ;地貌、气候垂直分布 ,土 地、森林和草场资源的生产潜力巨大 ;植物、农作物和野生动物的品种数量在全国

均列前茅 ,素 有
“
动物王国

”
、
“
植物王国

”
之称 ,更有

“
植物基因库

”
的美誉。其次 ,西部的人文资源富集。历

史上的西部 ,是 中华文明的摇篮 ,是 中国最繁荣的地区之一。历史上的
“
开元盛世

”
、
“
贞观之治

”
、
“
丝绸之

路
”
、
“
西夏王朝

”
等都发生在这里 ,这决定了西部的历史文化资源既丰富且独具特色 ,不 可替代。西部的民

族占全国民族总数的 90%以 上 ,这 意味着什么?任何一个民族的形成 ,都是其民族文化生长、发育、变迁、整

合的结果 ,民族文化不仅是一个民族的标志 ,更是一个民族区别于他民族的内在依据。西部的众多民族都有

着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 ,呈 现丰富多样的文化类型 ,这是东部永远无可相比的独特资源。同时 ,由 于西部特

殊而复杂的生态环境和历史背景 ,西 部各民族的社会演变形态也极为丰富 ,从原始社会到现代社会呈阶梯状

态势 ,各种社会形态应有尽有。这样的人文资源 ,不仅在中国十分独特 ,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 [2]。

因此 ,我们拒绝
“
西部大开发就是东部对西部挟贫

”
的说法 ,在 资源上 ,东部反倒需要西部的

“
挟持

”
。

“
西电东送

”
不是一个绝好例证吗 ?

就西部的发展而论 ,国 家应当实行倾斜政策 ,东 部也应当予以全力支持 ,以 便为西部的经济起飞奠定必

要的基础。但是 ,西部应当走出
一

条符合 自身特点的、有西部特色的发展道路 ,不能在东部的身后亦步亦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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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大开发不是东部发展模式的简单覆盖 ,也无法覆盖。我们认为 ,西部发展应以丰富的自然和人文资源为

依托 ,以 高科技与现代教育为手段 ,走 可持续发展之路。

在中国 ,除高山、畲、黎、朝鲜、赫哲等少数民族外 ,我 国其它 50多个少数 民族的主体或其相当部份的人

口,都分布在广大的西部地区 ,占 全国民族总数的 92.7%。 西部地区少数民族人 口的比重约占西部总人 口

的 33%,占 全国少数民族总人 口的 78%,西 部是我国多民族聚居区 ,多 民族构成是西部文化生态的重要特

点。从文化学意义上看 ,西部大开发也是一个多元文化相互冲突和融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我 们尤其要

坚持中华民族和文化的
“
多元一体

”
原则。

综上所述 ,东 西部教育的比较涉及两个方面 ,其一是现实的发展状况和条件的比较 ,其二是双方各 自的

特点和特色的差异。就前者而言 ,我 们承认西部落后于东部。教育首先需要相当的投人 以构建其必要的
“
硬件

”
和

“
软件

”
。长期以来 ,东 部对教育的总投人超过西部 ,所 以 ,东 部教育的目前条件明显优于西部。这

方面的比较可以通过许多数字来加以表征 ,可 以用
“
差距

”
一词来加以刻划。但是 ,我们却不能用

“
差距

”
来

描述东西部教育的各 自的特点和特色 ,在这方面 ,只 有
“
差异

”
而没有

“
差距

”
。因此 ,当 面对

“
西部的教育落

后于东部
”
的陈述时 ,我 们必须明了 ,它 只在第一个方面有意义。由此可见 ,进行东西部教育 比较的 目的和

意义在于 :首先 ,我们必须找出基本条件的现实差距 ,进而进行必要的弥补和改造 ,使西部教育的发展有一个

良好的客观基础 ;其次 ,通 过比较和分析 ,找 到西部教育的特点和特色 ,强化和发展 自己的特色 ,以 自身特色

融人全球化历程 ,融 人中华民族经济和文化发展之洪流 ,走 出一条具有西部特色的教育之路。

注释 :

①参加测试的省份是,东 部: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浙江、辽宁;中 部:河北、湖北;西部:四川、甘肃、宁夏。

参考文献 :

[I]参见杜育红。教育发展不平衡研究[M⒈ 北京:北 京师范大学出版社,zO00,

[2]参张学敏整理.西部大开发与教育发展——博导访谈录[J⒈ 西南教育论丛,⒛00,(2),

C】DmpaⅡson and Analy⒍s of East China and West China Education

LIU Shi-minI,ZHANG
(EducaⅡ。n science Institute, Sichuan

Teaching Research ofⅡ ce of Cangxi

Hongˉwen2,YANG Shi-qi2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6I0068;

CounIy, Cangxi, Sichuan628400, China)

Abstract:The basic disparity between East China and West China is the one in economy and educa-

tion。  :Γ wo aspects of the education comparison are the one of actual development and condition and the

disparity in each’ s characteristics。  West education must丘 rst snd out the actual disparity, make necessa-

】f∶
9′

remedy and refor1η , and then丘 nd out and enhance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fuse thern intO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and take a way of West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East China and′ ,1厂est China; disparity; West characteristics

[责任编辑 :王 永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