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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教育对县域教育城镇化的影响 

——以安徽省肥东县为例 

朱昌 焦华富
1
 

（安徽师范大学 地理与旅游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3） 

【摘 要】：对 2005-2017年肥东县教育城镇化和民办教育的发展历程和特征进行分析总结，探究民办教育对县

域教育城镇化进程的影响。研究表明：（l）2005～2017年肥东县义务教育城镇化水平稳步提升，整体上呈现出“慢

-快-慢”的时序变化特征。（2）肥东县民办义务教育发展十分迅速，民办义务教育在校生占比从 2005 年的 2.2%增

长到 2015 年的 35.0%,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民办小学发展缓慢，民办初中发展则十分迅猛，在校生占比一度

高达 74.2%,且 90%以上的民办初中生就读于县城关镇的民办学校。（3）民办初中通过选址于城镇地区、推出并完善

“寄宿制”与致力于提升办学质量和社会声誉等多种举措，持续吸引了大量农村生源前来就读，对肥东县的教育城

镇化进程产生了显著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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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我国正式颁布《民办教育促进法》以来，我国的民办教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已逐步成为我国基础教育事业的重要

组成部分。民办教育事业的发展壮大，扩大了我国教育资源的供给，弥补了公办教育资源不足的同时，还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

多样化、特色化和选择性的教育需求；更重要的是为我国的教育系统提供了一种良性的竞争机制，有利于我国完善且高质量的

教育体系的形成[1]。截至 2017 年，全国共有各级各类民办学校 17.76 万所，学校数量占比全国学校总数的 34.57%[2]。其中民办

幼儿园 16.04 万所，占全国幼儿园总数的 62.9%,为缓解“入园难”的问题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义务教育阶段的民办学校的

数量和在校生数也保持稳定较快增长趋势，其中民办初中在校生占比已经达到 13.00%,在我国新型城镇化道路和教育城乡一体化

的改革背景下，推动了教育公平的实现，缓解了农民工子女入学难的问题；民办高校数量占全国高校总数的 28.39%,为完成高等

教育毛入学率 40%的目标提供了重要保障。 

与此同时，我国的基础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也经历了快速城镇化的过程[3]。城乡在教育投入、师资配备、硬件设施等方面的

巨大差距和大量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子女教育需求等多种因素导致越来越多农村学子选择进城就读[4-5]。从 1987年到 2014年的 27

年间，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城镇化率从 21.70%增长到 72.55%,城镇中小学校的比重从 8.68%增长到 41.25%,数量增加了 2.21 万

所[6]。在我国一些外出务工人员较多的县域，义务教育的快速城镇化进程同样伴随着民办教育的大踏步发展。教育城镇化水平的

提升与当地民办教育的发展是否存在一定关系，民办教育是否对县域教育城镇化进程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值得进一步深入系

统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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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学者对教育城镇化的研究成果部分集中在教育学和社会学领域，主要可概括为： 

(1)教育城镇化的动因及其对农村义务教育的影响
[7]
；(2)农村教育城镇化过程中的问题与对策

[8-11]
;(3)教育城镇化的发展模

式和方向的选择等[12]。从地理学视角下主要体现在对教育城镇化背景下农村中小学的布局调整、义务教育服务半径和城乡基础

教育资源配置等问题的研究[13-19]。对民办义务教育的研究成果也主要集中在教育学和社会学领域，主要可概括为：(1)民办义务

教育的政策导向、行政法律问题研究以及如何积极正确地发挥政府职能[20-21];(2)教育公平问题、公民办学校之间的地位不平等和

差别对待、民办教育政策歧视现象[22-23]；(3)民办义务教育的发展现状、其发展所面临的困境和挑战等[24-25]。以上研究成果大多

是对教育城镇化和民办教育的独立研究，很少有学者将教育城镇化的发展与民办教育相联系起来。本文以县域为研究区域，从

地理学角度探究劳务输出大县的教育城镇化进程、特点和民办教育对教育城镇化发展的影响，对我国中西部地区一些劳务输出

较多的县域的教育城镇化发展、城镇义务教育资源供给和公民办教育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肥东县是安徽省省会合肥市所辖县，也是一个劳务输出大县，最近几年全县常住人口数均显著低于户籍人口数(表 1)。同时

肥东县也是一个教育大县，家家户户都有重视子女教育的优良传统，家长们纷纷愿意在子女教育方面加大投入。肥东县民办义

务教育的发展虽然起步较晚，但是发展十分迅速，2015 年民办义务教育在校生占比一度达到 35.01%,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选

取肥东县为案例地，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表 1肥东县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的变化情况 

年份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户籍人口(万人) 105.0 105.3 106.2 106.8 107.7 

常住人口(万人) 86.3 87.2 88.0 88.7 89.6 

 

本文的主要数据来源有：肥东县义务教育阶段的在校生总数、县城关镇和乡村在校生数、民办初中和民办小学的在校生数

均来自于 2005～2017年《肥东县基础教育综合统计报表》；肥东县的公路网和民办初中的分布图来自于安徽省肥东县的行政图、

遥感影像图和肥东县总体规划(2015-2030)资料。 

1 教育城镇化水平测度和肥东县教育城镇化发展历程 

1.1教育城镇化水平的测度 

对于教育城镇化水平的测度，目前学术界尚未达成统一标准。通过对教育城镇化的内涵分析，并参考吴磊等［26］对教育

城镇化率的定义，选取义务教育阶段城镇在校生数占义务教育在校生总数的百分比来表征义务教育城镇化率，公式如下： 

 

1.2肥东县教育城镇化发展历程 

利用教育城镇化率的计算公式计算出 2005～2017 年肥东县义务教育城镇化率（图 1）,结果发现：从 2005～2017 年，肥东

县义务教育城镇化水平稳步提高，教育城镇化率曲线呈现出前部较为扁平、后部略微翘起的“S”型，教育城镇化率由 2005 年

的 35.90%上升到 2017年的 82.05%,增幅达到 46.15%,平均每年增长速率为 3.85%。教育城镇化率的增长速率整体上呈现“慢-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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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的时序变化特征。 

 

图 1肥东县教育城镇化率及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数 

将教育城镇化的发展水平和义务教育阶段乡村、县城关镇的在校生数量变化情况相结合，可将 2005-2017 年的肥东县教育

城镇化率划分为 3个阶段：（1）2005～2009年中低水平缓慢增长期，全县义务教育在校生数缓慢下降，乡村在校生数下降较快，

城关镇在校生数稳步上升，教育城镇化率的平均增长速率为 3.37%，低于平均每年增长速率，乡村在校生数依然多于城关镇在校

生数，教育城镇化水平较低。（2）2009～2014 年中等水平快速增长期，全县义务教育在校生数和乡村在校生数均下降较快，而

城关镇在校生数始终稳定在 6.5 万到 7 万之间，教育城镇化率的平均增长速率为 4.45%,高于平均每年增长速率；在这一阶段城

关镇在校生数开始赶超乡村在校生数，并且二者之间的差距逐步拉大。（3）2014～2017 年中高水平缓慢增长期，全县义务教育

在校生数呈缓慢下降趋势，乡村在校生数依然呈现较快下降趋势，城关镇在校生数有小幅增长，并于 2017年突破 7万人；教育

城镇化率的平均增长速率为 3.48%，低于平均每年增长速率;教育城镇化率至 2017年突破 80%,处于较高的教育城镇化水平。 

2 民办教育对肥东县教育城镇化发展的影响 

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为肥东县的民办义务教育，其他形式的民办教育如民办学前教育和民办教育机构等由于数量较少且与

教育城镇化发展关联度不大，故不在本文的研究范围内。 

2.1肥东县民办教育的发展历程 

2.1.1肥东县民办教育总体发展概况 

利用 2005-2017 年《肥东县基础教育综合统计报表》中相关数据计算出义务教育阶段民办中小学在校生总数和民办中小学

在校生占比变化情况（图 2）。结果发现，自 2005 年以来肥东县民办义务教育的发展经历了先快后慢的过程，截至 2017 年义务

教育阶段民办中小学在校生占比超过 30%,远高于 9.58%的全国平均水平。可将肥东县民办义务教育的发展划分为 3个阶段:（1）

2005-2012 年快速发展阶段，全县在校生总数大幅度下降，民办在校生数迅速增长，民办在校生占比同样迅速增长，至 2012 年

一举超过 30%。（2）2013-2015年稳步发展阶段，全县在校生总数依然呈下降趋势，但下降幅度有所减缓，民办在校生数稳定在

31000 人以上，民办在校生占比的增长逐步放缓，并于 2015 年达到顶峰，占比达到 35.01%。（3）2016-2017 年发展减缓阶段，

民办在校生数和占比均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这是由于当地政府和教育部门意识到民办教育发展过快和公民办比例失调的问题，

于是开始采取措施调整公民办比例，主要措施有：扩大公办教育资源的供给、逐年削减民办学校招生计划指标、推动公办中学

寄宿制的跟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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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民办在校生总数和民办初中在校生数的变化情况（图 2）,发现二者的变化曲线几乎完全一致，民办初中在校生占民办

在校生总数的比重始终高达 90%左右，由此可见肥东县民办初中的发展十分迅速，民办小学的发展则较为缓慢。 

 

图 2民办学校的在校生数和占比变化 

2.1.2城关镇民办初中的发展情况 

在 2005-2015年期间，城关镇民办初中在校生数和占城关镇在校生总数的比重均保持稳定高速增长，并于 2015年达到最高

峰，2015 年以后在校生数和占比均开始出现下降趋势（图 3）。且从 2005-2017 年期间，90%以上的民办初中在校生都就读于城

关镇的民办初中（个别年份略低于 90%）（图 3）。综上，初中生进入城镇上学时，越来越多的学生选择进入民办学校就读。 

 

图 3城关镇民办初中在校生数和占比变化情况 

2.2民办教育对教育城镇化的影响 

2.2.1民办学校的选址特征对教育城镇化的影响 

教育城镇化的过程归根结底是农村学生进入城镇学校、特别是城关镇学校就读的过程。民办学校的区位分布情况，是民办

教育能否对教育城镇化进程产生影响的重要因素。前文分析已知肥东县民办小学发展缓慢，民办初中发展则十分迅猛，因此笔

者在本文中重点探讨民办初中的选址特征及其对教育城镇化的影响。 



 

 5 

通过对比分析肥东县的行政图和遥感影像图，结合肥东县总体规划（2015-2030）中的县域城镇空间发展规划图和中心城区

建设用地布局规划图，利用 ArcGIS软件绘制出肥东县目前的城镇地区（图 4a和图 4b,其中图 4b是将图 4a中的城镇地区放大后

所获得）。将所有民办初中的位置标注在地图上之后发现：（1）肥东县民办初中的数量只有 9所，远少于公办初中的数量，但是

民 

 

 

图 4肥东县民办初中分布情况和公路网 

办初中的在校生占比一度高达 74.2%（2015年），可见肥东县民办初中数量虽少但是规模庞大。事实上肥东县民办初中不仅

规模庞大，还有明显的生源集中的现象，截至 2017 年圣泉中学、锦弘中学和尚真实验中学这三所民办初中集中了肥东县 80.8%

的民办在校生。（2）9所民办初中里有 7所位于城镇地区（图 4b）,这 7所学校的在校生数占民办初中在校生总数的比重达到了

93.9%,只有 2 所位于乡村地区。（3）所有的民办学校都坐落于重要的交通线路周边，且位于城镇的 7 所学校周边的各级公路网

十分密集，交通非常便利；甚至有 4所学校都分布于当地一条重要的东西走向的快速路——包公大道的周边。 

由此可见，民办初中的主要选址特征为：选址于城镇地区中公路网密集、交通便捷的地区。这种独特的选址特征注定了学

生前往民办初中就读就几乎等同于前往城镇学校就读，因此民办初中的选址特征是其推动肥东县教育城镇化进程的首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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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寄宿制”的办学模式对教育城镇化的影响 

选址于城镇地区是民办学校推动肥东县教育城镇化发展的首要前提，而较早推出并不断完善“寄宿制”则是民办学校早期

吸引农村生源的最重要原因。 

1992 年之后，我国非公经济迅速发展对农村廉价劳动力的供给提出了强烈的需求，与此同时城市粮食供应制度的取消也推

动了农民工向城市流动的高潮，最近十几年来肥东县同样也出现了农民工进城务工的大潮。伴随农民工进城务工大潮而来的则

是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问题。农村学校的撤并和规模缩减、教育资源的匮乏和教育质量的下降、学生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等

多方面原因导致农村学生家长不愿让子女就读于户籍所在地的农村初中。而早期肥东县的公办初中存在数量严重不足、学籍限

制和招生数限制等多种限制条件，便产生了农民工子女入学难的问题。此时当地的民办初中敏锐地观察到这一现象，看到了农

民工由于外出务工繁忙无法看管子女上学的难题，于是积极迎合农民工子女上学的需求，很早便探索出“寄宿制”。加上民办

学校对农村学生的入学没有过多的条件限制，使得早期许多农村家长选择将子女送进寄宿制民办学校就读。肥东县的民办初中

由此抓住机遇，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 

笔者通过对肥东县教体局分管民办教育的负责人和当地几所主要民办初中负责人深入访谈后了解到，早期民办初中在办学

水平、师资力量和软硬件设施等各方面距当地的公办初中尚有一定差距，能在早期取得快速发展的首要原因便是“寄宿制”。

“寄宿制”对于农民工家长和学生来说主要有以下几点优势：(1)初中阶段的学生到达了一定年龄，初步具备了一定的生活自理

的能力，因此可以逐步适应寄宿制和集体生活。(2)家长将子女交给民办学校的老师和专业管理人员监管，解决了农民工外出务

工繁忙又要兼顾子女上学的矛盾。(3)相当一部分农民工自身文化水平较低，在辅导子女学业方面力不从心，“寄宿制”可以有

效地帮助家长解决这一难题。随着当地民办初中的逐步发展壮大，寄宿条件也在不断地改善，从学生的人身安全、饮食健康到

住宿条件、文体活动等各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生和家长的青睐。 

民办初中“寄宿制”的推出并不断完善进步，是学校创办早期吸引农村学生前来就读的最重要因素，对肥东县教育城镇化

进程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2.2.3办学质量的提升对教育城镇化的影响 

民办初中创办的初期，在办学条件、教学质量、师资力量和软硬件设施等各方面都距公办初中有相当的差距。虽然民办初

中很早就推出并不断完善的“寄宿制”在早期吸引了大量的农村学生前来就读，但是学校的创始人深知“寄宿制”对于广大农

村学生来说只是“抛砖引玉”。若想保持学校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持续吸引更多的生源前来就读，就必须得提升自身的核心竞

争力，即提升办学质量。 

众所周知，办学质量的提升是一个学校的能够在激烈的生源竞争中站稳脚跟并发展壮大的关键。肥东县的民办初中在早期

凭借“寄宿制”取得迅速发展之后，便立刻加大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的投入，通过多种举措致力于在办学质量上取得长足

进步。最近十几年以来，肥东县民办初中的升学率逐年提高。以锦弘中学和圣泉中学为例，在 2018年的中考中，锦弘中学包揽

了全县中考前十名中的六席，全校中考 750分以上的人数占据全县的 42.12%；圣泉中学全校 700分以上的人数占全县考生的 47%,

几乎要占据全县的半壁江山。肥东县几所规模较大的民办初中，不论是在升学率方面还是在高分段学生数方面，相较于当地的

公办初中都有显著的优势。不仅如此，肥东县的民办中学还积极参加国家和省市开展的各项学科竞赛和技能竞赛，学生和老师

均获得过诸多奖项。其中圣泉中学还曾经荣获过全国和安徽省的“民办教育先进单位”的称号，锦弘中学也被评为过“合肥市

最具品牌价值民办学历学校”。 

民办初中注重提升自身的办学质量，切实提高学生的成绩和学校的升学率，构建了学校的核心竞争力，确保了生源的稳定

增长，同时保障了民办教育未来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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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良好的社会声誉对教育城镇化的影响 

肥东县的民办初中在早期取得迅速发展后便致力于改善社会声誉，积极探索特色化的管理方式，重视对学生的素质教育，

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开展各类丰富多彩的活动，例如文艺汇演、艺术节、夏令营和各类比赛等，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教育；

同时老师注重与学生家长的沟通联系，培养学生对父母的感恩；加大人力、物力以确保校园安全等。以上种种举措使得学生家

长对民办学校的一些负面印象逐渐改善，满意度也逐步提升。民办学校的社会声誉也从最初的充满争议到如今的有口皆碑。 

综上所述，民办学校选址于人口密集、交通便利的城镇地区，这是民办教育推动肥东县教育城镇化进程的首要前提；其次

民办学校很早便推出并逐步完善“寄宿制”，切实解决了农民工外出务工繁忙与监督子女教育之间的冲突，是早期民办学校吸

引众多农村生源以取得迅速发展的最重要因素；随后民办学校致力于提升自身的办学质量和社会声誉，逐步得到社会大众的认

可，保障了生源的持续稳定增长，推动了民办教育的可持续发展。以上几点因素的共同作用，最终促使民办教育对肥东县教育

城镇化进程产生了显著的推动作用。 

3 结论与建议 

3.1结论 

(1)从时间序列上来看，肥东县 2005-2017年义务教育阶段教育城镇化水平稳步上升，由 35.9%±升到 82.1%,但是提升过程

中有一定的波动，呈现出“慢-快-慢”的时序变化特征。 

(2)肥东县民办义务教育发展十分迅速，民办义务教育在校生占比持续增长，从 2005 年的 2.2%增长到 2015 年的 35.0%,远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民办小学发展缓慢，民办初中发展则十分迅猛，且 90%以上的民办初中生就读于县城镇地区的民办学校。 

(3)肥东县民办初中选址于城镇地区，早期通过“寄宿制”吸引大量农村生源，然后致力于提升自身的办学质量和社会声誉，

保证了生源的持续稳定增长，对肥东县的教育城镇化进程产生了显著的推动作用。 

3.2建议 

(1)最近十几年来肥东县乡村在校生数迅速下降，生源流失现象十分严重，可见城乡之间的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仍存在显著

差距。政府和教育部门应着力提升农村学校的办学水平，全面提高义务教育的质量，才能留住生源，从而促进义务教育的均衡

发展。 

(2)2015年以来，当地政府和教育部门意识到民办初中在校生占比过高的问题，决心扭转公民办比例；在解决这一问题时，

当地政府和教育部门应将工作重点应放在提升公办学校的教学质量、师资力量、寄宿条件和各项设施等方面，而不是简单地缩

减民办学校的招生指标，强制要求学生进入公办学校就读，这不仅违背了学生和家长的意愿，还会阻碍已经取得一定成绩的民

办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政府和教育部门应该为公民办学校之间创造一个公平合理的竞争环境，切实保障民办学校的实际利益，

促使二者在相互竞争中取得进步，循序渐进地调整公民办在校生比例；在解决公民办比例失衡问题的同时，推动当地义务教育

水平的提高和教育城镇化质量的提升。 

(3)肥东县民办教育的发展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扩大了县域义务教育资源的供给，弥补了公办教育资源的不足。我国的义务

教育目前依然是实行国务院领导，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统筹规划实施，县级人民政府为主管理的体制。民办学校应明

确自身定位，在未来的发展中突破传统的办学模式，探索新的运营模式和教学方式，提供个性化和差异化的教学，强化民办学

校的核心竞争力，推动县域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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