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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B8_82_E5_8C_96_E8_c61_94062.htm 城市化是中国近年来经

济社会发展中最重大的变迁之一。从1978年到1998年的20年间

，全国总人口从12.47亿增加到了13亿，中国城市化率平均每

年提高0．77个百分点，从17．9％上升到33．35％。此后至今

，城市化率则进一步提高到41．8％。可以预见，未来15年仍

是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重要阶段。在城市化加速发展的进

程中，我们一方面感受着城市给人们生活带来的便利，产生

的巨大产业积聚效益，另一方面也感受着给各个领域带来的

冲击，相伴而生的各个方面的问题，教育问题就是其中之一

。 现象之一：城市发展模式选择中教育缺位 关于中国应该走

什么样的城市发展道路，理论界有着不同的看法和认识，在

实践中也有着不同的做法，主要采取的发展模式有三种： 城

镇发展模式。发展的重点是县城和建制镇，使少数基础条件

较好，潜力较大的小城镇发展成为小城市，其中部分条件更

好、潜力更大的发展成为中等城市；大多数小城镇发展成为

万人左右或以上，交通方便、设施配套、环境优美、特色鲜

明，对农村经济具有辐射和带动作用的小城。对于这种发展

模式，有人认为并不恰当，提出这种模式主要是以乡村社区

集中为重点，强调的是“农民离土不离乡”或“进厂不进城

”，其结果是小城镇遍地开花，既占用了大量耕地，又达不

到城市化的理想效果，取而代之的应该是城市发展模式。 城

市发展模式。发展的重点是以大城市为核心的城市圈。赞同

这种发展模式的人认为，21世纪是城市圈的世纪，无论是就



其对各种生产要素的集聚效应，还是就其对周边区域的市场

辐射或扩散效应，无论是就其城市基础设施的规模和作用，

还是就其公共资源的利用，大城市都远比小城市更具有效率

和竞争力。 城市与城镇协调发展的模式。发展的重点是加快

小城镇建设步伐，培育发展国际性大都市，充实提高区域性

中心城市，建设发展新城市。在2010年前，应重点培育和发

展一些经济实力雄厚、基础设施健全、要素积聚能力强、国

际化程度高的城市，使之尽快成为国际性的经济、金融、贸

易和航运中心之一，成为带动全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桥头堡

；适度扩大现有中心城市规模，在城区周边地区合理规划布

局，发展功能性小城市和小城镇，形成区域性的经济、金融

、信息、文化和科教中心。 三种城市发展模式，体现了城市

管理者、规划者以及相关研究者的战略抉择，三者间在城市

发展道路上的选择大相径庭，但却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那

就是忽视城市的文化，忽视城市不同战略选择产生的教育问

题。同样，在城市发展模式的论争中，教育界的理论工作者

和实践工作者无一例外都成为“看客”，缺乏参与城市规划

建设的意识，甚至缺乏对城市发展贡献教育智慧的勇气。文

化擦亮城市面孔，教育提升城市水平。城市发展模式中，既

有道路、通讯、能源、环境工程等基础设施标准和规范，同

时也应该有城市文脉和城市教育对市民素养的提升。否则，

城市发展就会缺乏动力，成为千篇一律的“水泥森林”。 现

象之二：城市快速发展带来教育结构失调 加快城市化进程是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

要动向。国际城市化历程表明，当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

城市化水平达到30％时，城市化将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有资



料预测，我国城市化在2020年将有历史性突破，城镇人口超

过54％，首次多于农村人口。 城市化的速度加快，给城市教

育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设在地级市的专科学校从城市

建设的要求出发，纷纷升格为本科院校，教育的重心迅速向

本科以上转移，高职高专及中等职业技术教育有意无意地被

忽视，整个教育结构渐呈头重脚轻之势。教育部公布的《全

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1998年以来，全国中等职

业教育(包括普通中专、职业高中、技工学校和成人中专)逐

年萎缩，学校数量和培养人数逐年减少。 与中等、高等职业

技术教育规模减缩形成明显对照的是研究生扩招迅速，2002

年起每年增长20％以上，2003年增幅达32％。教育结构严重

偏离社会对人才需求的结构，其结果是教育过度与不足并存

，人才市场出现了怪现象。一方面是一些大学生只好“委屈

就业”，硕士生干本科生干的事，本科生干专科生干的事，

形成所谓的人才高消费和“学历过剩”；另一方面社会需要

的高技能技术人员稀缺，有的企业开出26万元的年薪寻找钳

工。 现象之三：城市财富积累加剧城乡教育不均衡 一般说来

，城市的生活水平、生活方式、基础设施、资金投入等，都

是农村所无法比拟的。城市不断扩张的过程，也是财富不断

聚集的过程。换言之，城市是财富高度聚集的区域，城市的

变化很大程度上反映着财富流向的变化。据有关统计，我国

城乡间的差异正在呈日益加大的趋势，尤其是中西部落后的

农村与东部一些发达的城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城市与农村

收入的巨大差异，使城市学校与农村学校办学条件、师资水

平差别十分明显，城市居民与农村农民子女在获得教育资源

、教育机会和教育质量上严重不平衡。有研究表明，无论在



东部还是西部，城乡间的教育差距远大于经济差距。由于农

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低，很多农民没有能力承受子女接受高中

教育的经济能力，农村初中到高中的升学率很低。面对不断

扩大的高等教育规模，城乡居民获得的机会是不均等的。由

于在高中阶段很多农民的子女即已经失去了接受教育的机会

，因此，他们可能永远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 受教育机会少

而使得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机会受到的影响也在变得越来越严

重。1997年以后，中国经济走向了生产过剩，传统产业增长

放慢，但以信息与通讯技术为基础的新兴产业发展很快。这

导致了生产向技术水平先进的企业和地区集聚，经济增长对

劳动力的依赖急剧下降。由于新增劳动力很多，加上技术进

步和国有企业改革，就业压力日益加大。由于低技术水平的

劳动力供给具有“无限性”，越是低技能的劳动力就业就越

困难，他们的收入水平几乎难以增长。也就是说，由于农民

接受知识教育的机会大大少于城市居民，使得他们的收入水

平与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差距在扩大。城市接受高等教育的

人员在迅速增加，劳动力市场上逐渐出现了较高知识和较高

技能的劳动力对低技能劳动力的“挤出效应”。受过高等教

育的人员开始向生产第一线靠拢。这种趋势对于知识经济发

展是有利的，但对于受教育机会少的大量农村劳动力是一种

威胁。他们可能失去工作机会，成为知识经济的“牺牲者”

，付出更高的代价，成为不断发展的知识经济中的“新穷人

”。如何遏制“知识鸿沟”的扩大趋势，使知识经济带来的

福利被更多人享受，是中国面临的一个严重挑战。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