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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学前教育资源地区间配置差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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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笔者采用锡尔指数及其一阶模型"对安徽省学前教育中的经费投入)师资力量)办学规模等教育资源配置的差异进行

了测度"并将教育资源配置的差异性分解为皖北)皖中)皖南三个地域间的差异以及三个地域内各地区之间的差异$研究发

现#三个地域内各地区差异是造成全省学前教育资源配置差异的主要原因!学前教育经费投入)师资力量和办学规模都存在

着不同程度的配置差异"其中财政性教育公用费各地区差异最明显"专任教师的缺乏造成了各地区师资力量资源配置的差

异!办学规模已基本能满足全省幼儿入园的需要"但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

关键词!学前教育资源!区域均衡!锡尔指数!安徽

中图分类号!

DE#"

!!!!!!!!

文献标识码!

F

!!!!!

文章编号!

!"CGBHH"3

%

!"#$

&

#"B""C$B"E

IJK

获取!

0;;

L

#++

:11

5

:.1

<

A2

M

()*+,-A>+

+

>0

+

2+N41A,:

L

1

!!

!"#

#

#"A##CCG

+

M

A2::+A!"CGBHH"3A!"#$A#"A"#C

>-54

9

/#/"-1%&*#++&,&-.&"+7,&/.%""4=!(.51#"-6&/"(,.&/

>44".51#"-"+*#++&,&-1>,&5/#->-%(#7,"<#-.&

Q:8)&1

G

(,

"

S"#@?'1

G

%

C9)''3'

2

DE*9&/%'1

"

F*&%1&1#'.0&3:1%;,.4%/

5

"

F*&%1&1!%!""#

"

8)%1&

&

>0/1,5.1

#

Y,:4N(+S042-2+N41,+N.2*:;(*N4*7(N4-

"

;02:

L

,

L

4*74,:)*4:.)+N2+94:;74+;

"

;4,>04*:

,

L

*(.4::2(+,-2:7

"

,+N

:2̀4:(.T2+N4*

Q

,*;4+;(:;)N

<

;04N2..4*4+>4(.

L

*4:>0((-4N)>,;2(+,-*4:()*>4:,--(>,;2(+2+F+0)2I*(92+>4AU;N4>(7

L

(:4:

*4

Q

2(+,-2+4

5

),-2;

<

(.#E>2;24:2+;(;0*44,*4,:

#

6(*;0(.f,+

"

/();0(.f,+

"

;04O4+;4*(.f,+AS04*4:)-;::0(R;0,;;04

N2..4*4+;N494-(

L

74+;:(.#E>2;24:,*4;047,2+*4,:(+(.

L

*4:>0((-4N)>,;2(+,-*4:()*>4:,--(>,;2(+2+4

5

),-2;

<

!

U;0,N9,*2():

N4

Q

*44:2+4

5

),-2;

<

2+;04.)+N2+94:;74+;

"

;4,>04*

,

:

L

*(.4::2(+,-2:7,+N:2̀4(.T2+N4*

Q

,*;4+

!

P4

Q

2(+,-

L

)?-2>4N)>,;2(+,-

41

L

4+N2;)*4,*4N2..4*4+;

Q

*4,;-

<

,7(+

Q

,*4,:

!

F+N;04X,>T(..)--W;274;4,>04*:0,:7,N4;042+4

5

),-2;

<

(.;4,>04**4:()*>4:

,--(>,;2(+7(*4:4*2():-

<

A_(R494*

"

;04:2̀4(.T2+N4*

Q

,*;4+:>,+?,:2>,--

<

744;;04N47,+N(.T2+N4*

Q

,*;4+4+*(--74+;2+

R0(-4

L

*(92+>4

"

?);:;*)>;)*,->(+;*,N2>;2(+:0,94?4>(74

L

*(72+4+;

L

*(?-47:A

?&

9

2",!/

#

L

*4:>0((-4N)>,;2(+,-*4:()*>4:

!

*4

Q

2(+,-4

5

)2;

<

!

S042-2+N41

!

F+0)2

一$问题的提出

学前教育资源均衡配置是衡量教育公平的重要

指标$从学前教育发展的目标来看"学前教育应追

求公益性和普惠性.

#

/

$教育的公益性即教育的公共

利益性"是指教育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只能由人们

共同占有和享用.

!

/

!学前教育的普惠性是指教育服

务要面向所有适龄儿童"每个儿童都能平等地享有

获得优秀教育服务的权利$二者主要体现为教育资

源在不同地区间配置的均衡化水平$区域内部学前

教育资源配置的差异反映了区域内学前教育均衡发

展的水平$由于各地区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水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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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教育资源配置一定程度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

但较大的差异则能反映出区域内学前教育发展不均

衡现象的存在"提醒相关政府部门应加以重视$目

前测评教育资源配置差异水平常用的是极差)标准

差)变异系数等传统定量化指标$这些指标可以反

映区域内部教育资源配置差异的程度"也可以在不

同类型的教育资源之间以及各次级区域之间进行分

析对比"而要了解各次级区域内部的差异大小及它

们在总差异中的重要性及其影响"就需要使用锡尔

指数来测评$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指标的选取与区域划分

考虑到数据的统计口径"为增强可比性"反映学

前教育资源配置的情况"本研究分别从经费投入)师

资力量)办学规模三个方面选取共计六项核心指标"

其中'高学历(教师界定为具备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幼

儿专任教师"辅以在园幼儿数指标"开展地区间学前

教育资源均衡状况评估"如表
#

所示$

表
#

!

学前教育资源均衡配置的分析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经费投入 教育事业费)教育公用费

师资力量 专任教师数)高学历教师数

办学规模 幼儿园数)班级数

!!

按照地理和行政区域相结合的方法"主要以长

江)淮河为界"将安徽省
#E

个地市级行政单位划分为

三大区域#皖北)皖中)皖南"具体城市归属见表
!

$

表
!

!

研究区域划分

区域 数量 地市级行政单位

皖北
E

淮北)宿州)亳州)阜阳)淮南)蚌埠

皖中
&

合肥)六安)滁州)安庆

皖南
E

芜湖)宣城)马鞍山)铜陵)池州)黄山

'二(研究方法

锡尔指数%

S042-2+N41

&最早是由锡尔等人在

#CEH

年研究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时提出来"用来反

映区域相对差异程度的指标$它的一个突出的优点

就是可以将总差异分解为组间差异和组内差异"从

而便于考察组间差异和组内差异各自变动方向和幅

度"以及各自在总差异中的构成及其贡献率.

%

/

$本

研究为评估安徽省学前教育资源的地区间配置的差

异大小"采用以在园幼儿数为参照的锡尔指数模型"

如式%

#

&所示$

K

为安徽省这一研究区域中最低级

别研究对象%地区&的数量"这里为
#E

$

?

%

表示第
%

地

区某项学前教育资源指标在全省所占的比例"

!

%

表

示第
%

地区在园幼儿数在全省所占的比例$

=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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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锡尔指数可以进行层层分解$对锡尔指数进行

一阶分解"就可以将安徽省学前教育资源的某项分

析指标的总差异分解为
%

个区域间的差异和
%

个区

域内地区间差异"其计算公式如式%

!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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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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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为安徽省比最低级别研究对象%地区&

高一级的区域的数量"这里为
%

"

=

OT

为
%

个区域间的

差异%综合为一个数值&"

=

ST

为
%

个区域内的差异%可

以表示为
%

个数值"也可加和为一个总值&$

?

%

I

为
%

区

域中
I

地区学前教育资源指标的总数值占
%

区域学前

教育资源指标总数值的比例"

!

%

I

为
%

区域中
I

地区的

在园幼儿数占
%

区域在园幼儿总数的比例$

=

表示总

锡尔指数"锡尔指数为
"

"表示学前教育资源配置处于

绝对均衡状态!其绝对值越小"表明区域学前教育资

源配置越均衡或差异越小!同时"其值的正负"可以判

断该地区相对占有此项学前教育资源的多少$

三$锡尔指数计算结果及其分析

利用锡尔指数一阶分解公式计算各类学前教育

资源的锡尔指数"具体数值如表
%

所示$

表
%

!

安徽省各区域学前教育资源锡尔指数

区域

经费投入 师资力量 办学规模

人员

经费

公用

经费
合计

专任教

师数

高学历

教师数
合计

幼儿

园数
班级数 合计

总和

区域内地

区间差异

皖北
"A"!% "A!#C "A!&! "A""& "A"%% "A"%H "A""# "A""%$ "A""G "A!$&

皖中
"A#%% "A!%" "A%E% "A"#& "A"&% "A"GH "A"#$ "A"""! "A"#$ "A&%$

皖南
"A"&E "A&%G "A&$# "A"## "A"!G "A"%E "A""G "A""#& "A""E "AG!%

总和
"A!"! "A$$% #A"$G "A"!C "A#"! "A#% "A"!& "A""G& "A"!C #A!&&

区域间差异
"A"H# "A!#E "A!$H "A""H "A"!$ "A"%G "A"#& "A""!% "A"#E

总体差异
"A!H% #A#"" #A%H% "A"%G "A#%" "A#EG "A"%$ "A""H$ "A"&G

!!

数据来源#原始数据来自3

!"#E

年安徽省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4和3

!"#E

年安徽省教育事业统计资料4"经计算整理而得$

!!

图
#

是根据表
%

数据绘制的学前教育资源总体 差异锡尔指数及其构成$

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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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学前教育资源锡尔指数

'一(区域总体差异锡尔指数及其分解分析

区域总体差异锡尔指数的数值是测评资源配置

差异的绝对性计量"从
%

个一级指标上看"教育经费

投入的锡尔指数最大"值为
#A%H%

"说明全省财政性

学前教育经费投入差异最大"而教育资源配置差异

最小的是办学规模"其值为
"A"&G

!从
E

类二级指标

来看"锡尔指数最大的是教育公用费"其值为
#A#"

"

说明全省学前教育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的差异主要

是教育公用费的差异"锡尔指数最小的是幼儿园班

级数"值为
"A""H

"说明全省幼儿园班级数的差异最

小"相对来说配置最为均衡$

表
&

!

学前教育资源地区内差异和地区间差异贡献率对比

项目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专任教师数 高学历教师数 幼儿园数 班级数

区域内

地区间

差异

皖北
$A&!b #CAC#b ##A&!b !GA%Eb !AE%b &$A%Hb

皖中
&$AH!b !"AC"b &"A""b %%A"Hb &HA%Hb %A!#b

皖南
#EA$Gb %CAGGb %#A&%b #CA!%b #%A#Eb #HACGb

合计
H%ACCb $"A%Eb $!A$Gb HHAEEb E%A#Eb ECAG%b

三大区域间差异
!EA"#b #CAE&b #HA#Gb !!A%&b %EA$&b %"A&Hb

!!

区域总体差异锡尔指数可以分解为
#

个区域间

差异锡尔指数和
%

个区域内差异锡尔指数"两部分

在区域总体差异中的比例称为各自的贡献率$如表

&

所示"可以看出"

E

类学前教育资源的区域内差异

贡献率都超过了区域间的差异"说明三大区域间的

学前教育资源配置差异不是很大"而区域内的各地

区的差异是造成安徽省学前教育资源配置差异的主

要原因$例如"专任教师数"地区间差异的贡献率达

到
$!A$Gb

"其中皖中就占了将近一半"达到

&"n""b

"这一点可以从三大区域内各地区锡尔指数

的极差值中找到原因"三大区域中各地区的极差值

分别是皖北%

"A"#H

&)皖中%

"A"%G

&)皖南%

"A"!&

&"其

中皖中的极差值最大$

'二(区域间差异锡尔指数分析

区域间差异锡尔指数是计量模型在计算
%

个区

域学前教育资源配置的基础上综合而成的差异值"

反映了某类教育资源在区域间的差异程度"如表
#

和图
#

$从三大区域的锡尔指数来看"学前教育资

源配置差异显著"呈现出'北部低"中部南部高(的格

局"相对于各区域在园幼儿数"

!"#E

年学前教育资

源配置上皖南%

"AG!%

&差异最大"其次是皖中

%

"n&%$

&"皖北%

"A!$&

&差异最小!在
E

类学前教育资

源指标中"区域间差异锡尔系数最大的是教育公用

费投入%

"A!#E

&"最小的是专任教师数%

"A""H

&"说明

财政教育公用费投入的区域间差异最大"而专任教

师数在区域间资源配置的差异最小$

'三(区域内及各地区差异锡尔指数分析

按照分析框架可以进一步测度
!"#E

年学前教

育资源在各个地区间差异"结果如表
G

所示$

以表
G

为基础"分别针对安徽省学前教育资源

地区间配置的总体特征"各类学前教育资源地区间

分布特征开展分析"具体如下$

#A

学前教育资源地区间配置的总体特征

在对各地区学前教育资源配置差异进行分析时

会立足本地区"考虑本地区内各类学前教育资源的

状况"并将本地区与其它地区进行对比$

安徽省各地区学前教育资源配置总体上与三大

区域资源配置特征相符"即皖北低"皖中皖南高的特

征"其中锡尔指数最高的地区是芜湖%

"A$!H

&"最低

的是阜阳%

B"A#&

&"二者的极差值是
"ACEH

!皖北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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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地区锡尔指数绝对值都较低"可以从地区层面具

体解释皖北区域学前教育资源差异最小的原因!同

时"其锡尔指数均为负数"且绝大数分项指标系数为

负"说明相对于全省学前教育资源配置水平"皖北各

地区相对占用学前教育公共服务资源较少!而皖中

皖南区域的总锡尔指数除去安庆地区外均为正"说

明皖中与皖南则相对占有的学前教育资源较多"但

资源配置差异较大$由此可知"安徽省地区间学前

教育资源非均等化配置特征极为明显"但具体情况

又有所不同"皖北各地区需要不断增加投入学前教

育资源"从总量上满足人们对学前教育基本公共服

务的需求"而皖中)皖南大部分地区重点是对现有学

前教育资源配置结构优化"促进学前教育资源配置

的均衡化$

表
G

!

安徽省各地区学前教育资源锡尔指数

区域 地区
锡尔

指数

经费投入 师资力量 办学规模

人员

经费

公用

经费
合计

专任教

师数

高学历

教师数
合计

幼儿

园数
班级数 合计

皖北

淮北
B"A"#% B"A"#& B"A"#& B"A"!$ "A""% "A"#& "A"#H B"A""% "A""# B"A""!

宿州
B"A#%G B"A"%C B"A"!C B"A"E$B"A"#" B"A"%C B"A"&C B"A"#GB"A""% B"A"#$

亳州
B"A#"& B"A"%! B"A"!C B"A"E# "A""" B"A"!! B"A"!! B"A"#EB"A""G B"A"!#

阜阳
B"A#%$ B"A"%# B"A"%& B"A"EGB"A"#& B"A"!" B"A"%& B"A"#GB"A"!& B"A"%C

淮南
B"A"%G B"A""& B"A"#C B"A"!%B"A"#" "A""! B"A""$ B"A""C "A""G B"A""&

蚌埠
B"A"E! B"A"#$ B"A"#G B"A"%%B"A"## B"A""& B"A"#G B"A"#!B"A""! B"A"#&

皖中

合肥
"A!%$ "A#C% B"A"#& "A#HC "A"!" "A"&H "A"EH B"A"#" "A""! B"A""$

六安
"A!&G B"A"#! "A!%% "A!!# "A""! B"A""C B"A""H "A"!E "A""G "A"%#

滁州
"A""% B"A""$ B"A"#EB"A"!& "A""! "A""! "A""& "A"!! "A""# "A"!%

安庆
B"A"EE B"A"#C B"A"##B"A"%" B"A"#G B"A"#C B"A"%& B"A""G "A""% B"A""!

皖南

芜湖
"AE%G "A"E# "A&HG "AG%E "A"!% "A"G# "A"H& "A"#E "A""C "A"!G

宣城
"A"&H "A""! "A""& "A""E "A"#! "A""! "A"#& "A"!& "A""% "A"!H

马鞍山
"A"C% "A"!# "A"#& "A"%G "A"#! "A"%E "A"&$ "A""$ "A""! "A"#

铜陵
"A"G" "A"%C B"A""E "A"%% "A""! "A"## "A"#% "A""% "A""# "A""&

池州
"A""$ "A""% B"A""E B"A""% B"A""# "A""E "A""G "A""& "A""! "A""E

黄山
"A"#" "A""& B"A""H B"A""% "A""" "A""G "A""G "A""% "A""G "A""$

极差%

T

&

"AHH& "A!%! "AG"C "AE"G "A"%$ "A"C" "A#!% "A"&! "A"%% "A"H"

标准差%

!$

&

"A#$E "A"G& "A#!C "A#G" "A"## "A"!& "A"%& "A"#& "A""H "A"#C

!!

数据来源#同上

!!

具体来说"芜湖)合肥和六安地区是安徽省学前

教育资源相对最为丰富的地区"特别是芜湖地区"经

费投入)办学规模和师资力量三项指标均为全省第

一"反映其生均学前教育资源占有量居于全省绝对

领先水平$而皖北的阜阳)宿州是生均学前教育资

源相对最为缺乏的地区"三类学前教育资源指标的

锡尔指数均为全省倒数"表明它们的学前教育公共

服务的水平全面落后于全省$而其学前教育规模分

别位居全省第一)第三"

!"#E

年这两个地区学前教

育阶段在园幼儿数高达
G#&$!%

人"约占全省在园幼

儿数的
!EAH!b

$因此"迅速改变其学前教育资源

落后状态对于全省学前教育公共服务资源的均等化

配置意义重大$

!A

各类学前教育资源地区间分布特征

在对各类学前教育资源进行测评配置差异时会

立足本类教育资源"考虑该类学前教育资源在各地

区的状况"并将该类教育资源与其他教育资源进行

对比$

由教育人员经费和公用费构成的经费投入锡尔

指数的极差值为
"AHC$

"说明其资源配置各地区非

均等化显著"其中配置水平最高的是芜湖)六安)合

肥等地区"特别是芜湖地区教育事业费与公用经费

配置水平远超其他地区!皖北区域的宿州)亳州)阜

阳为经费投入水平最低的地区$学前教育经费投入

水平的差异主要取决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经费

投入水平较高的地区均是安徽省经济最为活跃的地

区"地方财政充盈"教育投资能力较强"而经费投入

水平落后的地区都是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地区"地方

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能力较弱$

由专任教师数和高学历教师数构成的师资力量

锡尔指数的极差值为
"A"H

"说明其资源配置在各地

区间配置较均衡"其中配置水平最高的地区主要分

布在合肥)芜湖)马鞍山等地区!宿州)阜阳)安庆等

地最低$师资力量的配置水平的地区差异主要取决

于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文地理环境对于人才的

吸引力"其中安庆是皖中区域唯一师资力量处于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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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水平的地区"其专任教师数)高学历教师数锡尔指

数均处于全省较低水平$

由幼儿园总数和班级数构成的办学规模锡尔指

数的极差值为
"A#!%

"说明其资源配置各地区间差

异不明显"其中办学规模最为理想的地区主要分布

在皖中的六安)滁州和皖南的
E

个地区"而皖北的所

有
E

个地区办学规模配置水平都较低$办学规模配

置水平的地区差异主要取决于当地的人口基数与人

口出生率决定的在园幼儿数"学前教育办学规模锡

尔指数较低的地区无一例外"都是安徽省人口最多

与人口出生率水平最高的几个地区$例如"阜阳地

区
!"#E

年底人口为
#"E#AGG

万人"占全省人口的

#GA##b

"人口出生率为
#$A#"o

"是黄山地区人口

出生率
CA#$o

的
!

倍.

&

/

"这就决定了其生均拥有学

前教育公共服务水平较低$

四$讨论与建议

'一(经费投入方面

教育经费投入水平是衡量学前教育资源配置均

衡与否的关键性指标"它的投入水平不仅关系着学

前教育的生存与发展"还是其它学前教育资源形成

的物质基础$公共财政预算教育经费是学前教育经

费中投入最稳定"影响强度最大的部分"主要包括人

员经费和公用经费$按照现在教育经费统计口径"

幼儿园人员经费主要由教职员工的工资)补助工资)

职工福利费)离退休人员费用组成"

!""C

年全国实

施绩效工资制度后"教师工资待遇的高低除了由教

师个体的学历)职称)工龄的差别决定外"地区间教

师的津贴补贴差异加大.

G

/

!而教育法规中不断强化

的有关教师待遇的规定"特别是教师法中有关'教师

的平均工资水平应当不低于或者高于国家公务员的

平均工资水平"并逐步提高(的规定"使地方政府对

教师工资待遇的支出不但具有了刚性"而且还有了

不断改善缩短差距的压力$财政性经费投入中由公

务费)设备购置费)房屋修缮费)业务费等组成的公

用经费的地区差异最明显"也是所有学前教育资源

配置中差异最大的"而财政性公用经费的支出受各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较大"它是学前教育财政

性经费投入地区差异的主要因素$由于安徽省不同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差距"导致不同地区

的政府财力有限"这样对学前教育经费投入形成严

重制约"而在有限的学前教育经费的支出中"由于人

员经费支出具有刚性"常常会出现公用经费被人员

经费挤占的现象$因此"笔者认为在现有教育管理

体制下"通过学前教育财政经费转移支付是缩小教

育经费投入差异的制度选择"财政转移支付是政府

为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各级政府之间的无

偿转移财政资金的一种财政再分配制度.

E

/

"从而保

证财政资金缺乏的政府有能力提供标准化的基本公

共服务"实现各地方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能力的

均等化目标.

H

/

$

'二(师资力量方面

师资力量是衡量学前教育资源配置均衡水平的

核心指标"其保教理念)知识和技能对其所在幼儿园

和所从事的保教质量具有直接的影响$从地区间师

资力量的锡尔指数来看"个别地区锡尔指数为负数"

表明占有的资源相对较少!地区锡尔指数有一定差

异"说明安徽学前教育的师资力量配置处于失衡状

态$如果结合师幼比来考察"结果会更加明显"师幼

比是影响学前教育质量的重要结构性因素.

$

/

$根据

!"#%

年有关幼儿园教职工配备标准的规定"'全日

制幼儿园每班至少需配备
!

名专任教师和
#

名保育

员"而全园保教人员与幼儿比不超过
#pC

(

.

C

/

"按此

比例换算全日制幼儿园合理的师幼比应该在
#p#&

左右$近年来"安徽全省学前教育平均师幼比每年

都有所提高$例如"由
!"#&

年的
#

#

!CAE$

提高到了

!"#E

年的
#p!GA&&

"但按理论界普遍认可的
#p#G

的师幼比.

#"

/

"截止
!"#E

年
H

月安徽省在园幼儿数

为
#$GAH

万人"应有专任教师
#!A%$

万人"总量短缺

GAH!

万人.

##

/

$目前"学前教育师资队伍的建设还

能维持学前教育的发展"是由于幼儿园'代课教师(

群体的广泛存在$代课教师作为替代性师资力量"

是教育资源短缺或配置失衡时一种临时的制度安

排$虽然国家教育行政部门从
!""G

年开始责令清

退代课教师"但实践表明"在基层尤其农村民办幼儿

园中代课教师还普遍存在.

#!

/

$农村民办幼儿园由

于拥有园所的财政)人事招聘自主权"使地方教育部

门对代课教师管理存在不到位的情况.

#%

/

"使部分实

际从事幼儿教育工作"在教育制度层面上没有'教

师(称谓的人员"在正式的教育统计中没有纳入'专

任教师(的范围$但合格的幼儿教育师资各地区配

置差异较大却是不争的事实"安徽省师幼比高的地

区有芜湖%

#p#HAC$

&)马鞍山%

#p#$AH%

&)宣城

%

#p#CA&G

&已接近国家规定的低限"而师幼比低的

地区蚌埠%

#p%#A!#

&)淮南%

#p%!A!$

&)安庆

%

#p%EAGG

&不及国家规定的二分之一"进一步说明

安徽普遍缺少合格专任幼儿教师而且各地区差异较

大$相关研究表明"师幼比与教育经费投入呈正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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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卢长娥"王
!

勇#安徽省学前教育资源地区间配置差异分析

关$提高师幼比"需要各级政府持续加大财政教育

经费投入"加强对现有师资力量的培训力度.

#&

/

$

'三(办学规模方面

安徽各地区学前教育办学规模的锡尔指数绝对

值差异非常小"说明安徽学前教育的办学规模资源

配置已基本处于均衡状态$学前班级数最能体现各

地区学前教育的办学规模"通过计算每千名幼儿拥

有学前班级数就基本能判断出各地区办学规模的供

给状况$安徽省
!"#E

年底全省人口是
E#CGAG

万

人"平均出生率是
#%A"!o

"幼儿园当年招生班级数

!"CC#

个"计算可得出每千名幼儿拥有
!E

个班级"

以每班
%"

人为标准"考虑
$&A%b

毛入园率"安徽省

学前教育办学规模已能满足解决幼儿入园的需求"

有效缓解'入园难(问题$说明当前安徽省学前教育

资源配置的主要矛盾已由数量不足转向了优化配置

的结构性矛盾$一方面"表现为满足幼儿就近入学

的要求"各地区的幼儿园要随着人口的流动不断优

化幼儿园的空间地域布局!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化

与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推进"在相关政策的鼓励下"农

村人口主要向其户籍所在地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迁

移.

#G

/

"导致农村学龄人口数不断下降"与此相对应

的是城镇人口的激增$例如"张辉蓉对我国
!"#%B

!"!"

年城乡学前教育阶段学龄人口数进行预测发

现"随着城市化进程"在
!"#%B!"!"

年期间"城市学

龄人口数将逐年上升"农村学龄人口则将逐年下

降.

#E

/

$可见"由人口流动导致教育资源配置出现新

的结构性不均衡$另一方面"优质学前教育资源缺

乏并分布不均"以省级一类园为例"省级一类园作为

优质学前教育资源"代表着各个地区学前教育的最

高水平"并对本地区其它幼儿园起着示范)引领的作

用!截至
!"#G

年"安徽共有
C!

所省级一类园"只占

同期全省幼儿园
EC$$

所的
#A%!b

"并且分布极其

不均衡"呈现出在各地区中心城市聚集的特点"而且

主要聚集在中心城市的核心区.

#H

/

$因此"安徽省应

根据城市化进程导致的城乡幼儿人口分布特征"进

一步优化学前教育资源配置"科学合理布局幼儿园!

正确处理学前教育规模)质量)结构)效益的关系"走

以质量提升为特征的内涵式发展道路"是解决学前

教育结构性矛盾的主要途径.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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