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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共产党教育公平思想的三重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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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不断进行着教育公平的探索，在实践过程中将教育公平视为实现社会公
平的重要一环。在相关思想及理论的影响下，中国共产党在救国、兴国、富国、强国四个时期不断进行教育公平
的实践与探索，其形成的教育公平思想对新时代我国继续探索教育公平事业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分析和研
究中国共产党教育公平思想的三重逻辑，有利于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内涵，为新时代实现
教育公平提供思想指引，为解决中国教育公平事业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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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关乎人民的切身利益，是人民群众最关
心的民生问题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市八一
学校慰问师生时指出：“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
要基础，要不断促进教育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
及全体人民，以教育公平促进社会公平正义。”[1]教
育公平思想从萌芽到形成、发展，不仅能够体现
党对人民群众的真切关怀，同时也是党对社会公
平正义思想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纵览党的光辉
历史，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发展教
育公平思想，形成了系统化的教育公平思想[2]。中
国共产党教育公平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受到中国
传统教育思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西方教育
机会均等等思想和教育民主化运动多方面的影
响，其形成具有独特的理论逻辑。中国共产党人
经过不断实践、探索，逐渐生成了具有中国特色、
符合中国国情的教育公平思想的历史逻辑。研
究、分析中国共产党教育公平思想形成的理论逻
辑、历史逻辑，对于新时代实现我国教育公平事
业有着丰富的现实启示。

一、理论逻辑：中国共产党教育公平思想的

理论渊源

教育公平思想是在长期的实践中探索出来
的。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经过
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几个时期，形
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公平思想。其主要内涵
是普遍实现人民群众的受教育权，以教育公平促
进社会公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3]。在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和外来先进文化兼收并蓄的影响下，通过
实践构建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公平思想。
（一）中国传统教育思想对教育公平思想的

深层奠基
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公平思想在形成和发展

的过程中汲取了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精华。两千
多年前，至圣孔子提出“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
具有深刻、全面的教育意义，其实质是任何人都
拥有受教育的权利，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教育应
该平民化。墨子曾经主张“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
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试图建设一个公
民平等、互助的“兼爱”社会，同时又强调说“天下
匹夫徒步之士少知义，而教天下以义者功亦多”。

8· ·



其意是说教育通过使天下人“知义”从而实现社
会完善，简言之，理想的社会应是人人享有教育。
明朝中期王守仁也提出了“学以去其昏蔽”的思
想，他认为“良知”人人都有，即人人都有受教育
的天赋条件，且圣人能致良知，而愚夫、愚妇不
能，常人总能受到物欲的引诱，唯有教育能够使
人去除物欲对于“良知”的昏蔽，因此，人人都应
接受教育。可见，中国古代思想家已经注意到教
育公平的重要性，这对中国共产党教育公平思想
有着深刻的影响，对中国教育公平事业的发展有
着重要意义。
（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教育公平思想

的深厚支撑
马克思、恩格斯在继承前人优秀思想成果的

基础之上，创造性地提出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并将建立公平、实现公平作为重要内容。首先，马
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不公平现象出现的根本原
因是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而社会公平的实现就
必须消灭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私有制。资本主义制
度下资本家雇佣工人是通过压榨劳动力来赚取
高额的利润，不仅剥夺了工人受教育的权利，也
严重违背了教育的本意，该现象出现的根本原因
就是私有制的存在。马克思正因为认识到资本主
义制度下私有制的弊端，才有了实现“人的全面
发展”的重要论断。其次，马克思主义主张解放和
发展生产力，消灭工农、城乡以及体力与脑力劳
动之间的差距，以期能够实现社会公平。公平作
为一种观念形态，是社会现象或行为的主观感
受，公平归根到底取决于物质生产实践。从教育
的角度看，教育是人的精神世界的活动，教育公
平的实现离不开良好的经济、政治条件。马克思、
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教育是不对等
的，其实质是阶级关系的表现和化身。在《共产党
宣言》中，马克思也明确指出要对一切儿童实行
公共的、免费的教育，这不仅是社会主义办教育
的基本原则，同时也是教育公平和社会公平的具
体体现[4]。
（三）西方教育机会均等思想和教育民主化

运动对教育公平思想的影响
18世纪西方启蒙运动兴起，西方教育机会均

等思想应运而生。1762年，卢梭在《社会契约论》
中提出，人们最初处在自然状态之中，其行为受
到自然法的支配, 自然法赋予人类一系列普遍
的、永恒的自然权利，即生存、自由、平等等一切

权利，当然，卢梭所谓的自然权利也包括受教育
权。爱尔维修认为人的智力生而平等，故人人都
应享有受教育的权利[5]。狄德罗也认为人人都应
有受教育的权利，应该普及义务教育，一切青年
都应有享受中等和高等教育的权利[6]。18世纪末，
西方国家将教育均等思想融入立法措施。美国《独
立宣言》的起草人托马斯·杰斐逊在向弗吉尼亚州
提交的议案中推出了教育平等的思想，他认为教
育权利是自由社会中公民的自然权利，所有自由
公民的孩子都应有机会享受公共费用的教育。
1792年哲学家孔多塞曾向立法议会提出了关于公
平教育的一组组织法案，其中兼有“教育的平等
性、普遍性”。在经历过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
命后，人类在法律层面彻底否认了教育特权，认为
人人应该平等享受教育权利，这是世界教育公平
历史上值得纪念的丰碑。
受到戊戌变法和洋务运动的影响，国外的先

进思想从西方传入中国，西方教育机会均等思想
以及教育民主化运动给中国的社会和教育带来
了前所未有的改变。中国一些资产阶级思想家受
其影响，开始提出“教育普及”“男女教育平等”等
主张。辛亥革命失败后，在民主和科学口号的指
引下，一批先进知识分子纷纷投入宣传民主、科
学、平等的新教育浪潮中。在西方教育民主思想
的影响下，一些民间教育家也积极地探索教育机
会均等的实现方式。被称作“人民教育家”的陶行
知认为普及教育要以一切穷人都得到教育、得到
丰富而民主的教育为目标，他探索出的“适合中
国国情的多轨学制”也为后来中国共产党推行教
育公平奠定了良好的实践基础。

二、历史逻辑：不同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教育
公平思想

教育是党之大计、国之大事、民生要事。建党
以来，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教育公平思想
越来越受到关注。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在几代
共产党人的努力探索下，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
色的教育公平理论，中国人民通过实践不断总结
经验，逐步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公平思想，
并在革命和建设中不断得到丰富与发展。
（一）救国时期：形成与成熟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平民教育”是最主要

的教育方式。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李大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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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先在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初步形成了马克思
主义平民教育观。他认为，平民教育就是真正的
工农劳苦大众的教育，只要在社会中存在、共同
生活，不计较其种族、属性、阶级亦或是地域，在
经济、政治、社会、教育等方方面面都拥有平等的
机会，享有平等的权利[7]。1922年 7月，在党的第
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了“改良教育制度，实
现普及教育”等主张。1924年 1月，中国共产党和
国民党联合发表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
大会宣言》，强调要“厉行教育之普及，以全力发
展儿童本位之教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
纲》在 1931 年 11 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
大会上通过，其中规定了要在照顾国内革命战争
的基础之上开始实行免费的普及教育，这是国家
首次以宪法的形式来保障农民的受教育权，力求
教育机会的平等。通过此举不仅能够进一步引导
广大青年劳动群众在参与革命、生活的过程中引
进新的社会力量，同时也能够为社会进步增加群
众的力量源泉。

抗日战争时期，国家在政治上对地主实施减
租减息的政策，在教育上不仅强调工农大众的受
教育权，也规定了各阶层不论贫富、不分成分，全
体学龄儿童均有上学的机会，真正体现了教育公
平。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汲取抗日战争胜
利的经验，逐步推行普及义务教育，提出“有步骤
有计划的力求发展普及，解决学龄儿童的入学问
题”，同时强调“普及教育，要从实际出发，不能操
之过急”。义务教育的普及，使更多的适龄儿童以
及因为贫穷、阶级、成分等无法入学的青年和成
年有了平等的受教育的机会。可以说，这一举措
大大提升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也为广大
人民群众的受教育权利提供了保障。
（二）兴国时期：丰富与发展
新中国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在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明确指出：“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
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8]大众的教育就
是要为占绝大多数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这为实
现教育公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开创了社会公平
的新境界。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坚持教育
面向全国大多数人，尤其是针对工农阶级的文化
教育。同年，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总
结报告中提出了“新中国教育的发展方针是要普

及与提高的正确结合，即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
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这表明新中国成立之初，
中国共产党坚持面向工农大众实行教育的普及
与提高相结合，广大人民群众享有接受教育的权
利保障进一步加强，他们的学习需求方面也愈加
强烈。

另一方面，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基本上集中
在沿海城市，地区之间发展极不平衡，偏远地区尤
为落后。为了改善这种状况，实现促进各地区之间
的教育均衡发展，1955年 7月，第一届全国人大二
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
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九章规定：“普通教育事业的
发展，应该适应于经济发展要求，注意到地区的合
理分布，有计划地提高新工业地区、少数民族地
区、老解放地区的发展速度，以逐步地改变原来地
区分布不均衡的状态”。国家从思想和政策方面对
教育公平进行了丰富和完善，在一定程度上改变
了各地区之间教育发展不均衡的状况，有效地促
进了各地区之间教育的公平发展。
（三）富国时期：创新与完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昭示着中国顺

利迈向改革开放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共产
党的教育公平思想得到了创新和完善。国家通过
恢复高考重建了社会公平与正义，为实现社会公
平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1977年，在科学和教育
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到要从高中毕业
生中直接招考学生，邓小平也认为只有直接招考
才是尽早出人才、出成果的好方法。同年，在《国
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 1977 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
的意见》中，废除了“文革”时期的招生办法。高考
制度的恢复，初步实现了通过公平竞争的方式来
获取更高层次教育的机会和权利，重建了社会的
公平与正义，重新恢复了全体人民平等的教育权
利。1985年教育部在《关于印发长春等五市初中
招生制度改革材料的通知》中指出，“当前，特别
要注意搞好薄弱学校的调整、整顿、充实、提高工
作”。党和国家为加强薄弱学校建设，积极采取有
效措施，加大经费投入以保障教育公平建设。在
富国道路上，中国共产党始终将促进教育公平、
实现社会公平作为教育事业发展的目标指向，明
确提出要依法保障人民群众平等的受教育权，并
将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
在开展工作的过程中注重扶持困难群众，将公益
性和普惠性作为基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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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至 2000 年，我国已基本实现“普及九年
义务教育”的目标，这标志着我国的教育公平事
业向前迈出了大大的一步。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
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途径：“加强有说服力的
思想政治工作，发展教育科技事业，繁荣社会主
义文化，使人人享有受教育的机会和享受文化成
果的充分权利，使人们的精神世界更加充实、文
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9]还主张要积极发展全民
教育，实施高等教育大众化，要不断提高绝大多
数人的整体水平和素质，进一步推进教育公平。
2007 年底，国务院正式宣布，我国西部地区基本
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计划
如期完成，西部地区“两基”人口覆盖率从 2003
年的 77%提高到 2007年的 98%。这标志着我国
教育公平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四）强国时期：开启新起点新征程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更加明确了教育对于

促进社会进步和人类文明方面的重要作用。新
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将教育作为国家的优先发展
战略，不仅注重推进教育事业，也同时注重对教
育相关的制度、政策、法律法规方面的探讨与实
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把
“更好的教育”列为人民的期盼之一，提出“我们
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庄严承诺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
标。”[10]2013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教育第
一”全球倡议活动一周年纪念活动上发表的视
频贺词中提到“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
略位置，不断扩大投入，努力发展全民教育、终
身教育，建设学习型社会，努力让每个孩子享有
受教育的机会，努力让 13 亿人民享有更好更公
平的教育，获得发展自身、奉献社会、造福人民
的能力。”[11]2014 年，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
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教育优先，要
将国家更多的教育经费往资源不均衡的地方
投，要让适龄的孩子成长成才，从而吸引更多的
人才投身教育事业 [12]。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也特别
强调了“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的战略
目标。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更加公平的
教育、让人民享有更加优质和公平的教育在不
断奋斗。在习近平总书记看来，当前我国社会经
济发展的不平衡使得受教育者之间存在其所享
有的教育资源、教育环境之间的不平等，只有使
教育事业更加完善、教育公平思想践行得更加

彻底，才能够对当前社会矛盾的解决做出重要
贡献。

三、现实逻辑：实现教育公平事业是惠及全
体人民的事业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体人民践行初心
和使命，教育公平事业取得重大进展。应该说，教
育公平是惠及全体人民的事业。在新的历史起点
上，应借鉴先前探索过程中的宝贵经验，结合中国
的具体情况，通过坚持党的坚强领导，健全法治、
政策保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大教育投入力度
以及坚持优先发展教育，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等途
径进一步实现教育公平。
（一）坚持党的坚强领导，健全法治、政策保

障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 我国教育事业经过百

年发展, 已经取得了质的飞跃。在党的坚强领导
下，对教育公平事业不断摸索，实现了中国特色
的新发展。新时期发展教育公平事业必须坚持党
的领导核心地位，健全法治、政策保障，以党之领
导、政府之力推动建成教育公平事业。
第一，党为旗帜，全面领导。2018年习近平总

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进一步明确
了发展我国教育事业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13]。党
的领导地位是历史的实践和人民的选择，在新的
历史起点上，教育工作的开展势必需要党的坚强
领导，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办教育的优势，推
动教育公平事业的实现。步入新时代以来，人民
群众对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提出了更高层次的
要求，这一切都少不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关
键的历史节点上，要以党为旗帜，坚持党对教育
事业的全面领导，使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
步、人民的需要相适应。必须把党的领导贯彻到
发展教育公平事业的各领域各环节，构建一个系
统完备、科学规范、高效运转的教育体系，形成党
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局面，推动各项教育
事业协调、高效运作。
第二，法治支撑、政策支持。面对当前复杂的

国际发展趋势，我国教育公平事业的发展面临着
极大的挑战。党和国家要致力于建设具有中国特
色、符合中国实际的高质量、严标准、高水平教
育，以法治力量支撑教育事业发展，以政策支持
推进教育公平事业不断迈进。要充分利用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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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来保障弱势群体的受教育权利和机会，在社
会层面保证人才能够最大程度纳入国家教育发
展大局，促进人才流动。各级政府要依法办教育，
全面提升法治效力，健全和完善法律规范，确保
受教育权利的公平性，强化社会监督与教育管
理，将立法、司法、执法等方面结合起来，有效实
现教育公平。在政策方面，要以为人民办教育为
理念优先发展教育，以惠民政策来保障公平、维
护公平，落实教育政策的实施环节，建立长效政
策保障机制，营造良好的教育环境。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大教育投入力度
教育公平是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最大的特征

和始终追求的目标，我国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的宗旨，始终致力于将受教育者培养成为
社会需要的人。在发展过程中始终坚持人民的中
心地位，逐步增加教育投入，为发展人民的教育
而努力。
第一，人民立场，服务人民。教育公平站在人

民的角度，使人民能够拥有平等的教育权利和机
会，平等享有当前阶段的教育资源。中国共产党
自成立以来，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坚决维护教育公
平，推动教育事业向更深层次、更高质量发展。回
顾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
的每一环节，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人民立场服务
广大人民群众。建党以来实现了由“穷国办教育”
到“大国强教育”的转变，这一切都是在党的领导
下实现的，其明确的奋斗目标就是为最广大的人
民群众服务[14]。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不仅是中
国人民的初心使命，也是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矢
志不渝艰苦奋斗的现实使然。步入新时代以来，
党明确了将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作为教育改革
发展的目标指向，努力将教育公平事业办得让人
民群众满意，这就要求教育公平事业的发展必须
站稳人民立场，服务广大人民。
第二，加大投入，统筹优化。经济的发展是制

约我国教育公平事业实现的重要因素。建国以
来，由于教育经费投入的不均衡，使得区域之间、
城乡之间教育发展存在不公平现象。中西部的教
育存在着教育基础设施不够完善、师资力量配备
不够齐全、教育形式不够先进等问题，国家在加
大对教育的投入力度的基础上，要确定合理的投
资比例，尽可能向中西部地区和乡镇倾斜，特别
是针对革命老区、民族和边远地区、贫困地区的
教育要进一步加大投入力度，保障各级各类学校

的办学经费，从而实现教育的相对公平发展。同
时要加强教育经费投入使用管理，进一步进行教
育治理改革，使经费更多向困难地区和薄弱环节
使劲，保证资金有所用、用在关键处。
（三）坚持优先发展教育，合理配置教育资源
近年来，推进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是教育现

代化发展的重要命题之一，同时也是新时代办好
人民满意的教育的根本需要[15]。新时代推动教育
公平、进一步推进社会公平，必须抓牢优先发展
教育这一原则，合理配置教育资源，优化教育环
境，以发展应对当前教育领域的不公平问题。
第一，优先教育，教育优先。在国家与教育发

展的关系上，中国共产党深度考量社会现实，在教
育发展上实行“双优先”，即国家优先发展教育，教
育优先服务国家需要[16]。这不仅是在国家层面保障
了教育的发展地位，同时也明晰了教育在国家大
局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坚持教育优先发展要
首先满足国家发展需要，既要服务人民群众，又要
使受教育者致力于为实现社会进步、国家发展而
努力。教育优先发展，是保证教育公平实现的关键
原则，教育的发展要合理扩展规模、适当调整结
构、着力提升质量，使教育不断为实现中国式现代
化服务，实现教育公平。要充分发挥教育的基础
性、全局性的作用，坚定不移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
强国战略，将优先发展教育摆在战略地位，加快推
进各学龄、各阶段的教育能够均衡、优质发展，使
人民群众对教育的获得感、幸福感更加充实，从而
推动教育公平进一步发展。
第二，合理配置，促成发展。我国正处在全力

迈向教育强国行列的重要节点时期。教育强国的
实现少不了发展，发展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
最重要的经验之一。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是教育
资源得到合理配置的重要保障，要在教育资源上
更加讲求合理配置，根据时代发展适时调整。中
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接连取得的胜利正是紧扣“发
展”这一主题，通过发展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宏伟目标。党的十九大提出让贫困人口和贫
困地区同全国人民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当
前，社会主要矛盾在教育领域的表现就是人民群
众对于更高质量教育的需求与更优资源供给之
间的矛盾，这不仅是当前共同富裕背景下城乡之
间教育力量的对比，同时也是对各区域间协调发
展教育发出的挑战。要进一步优化配置，多方考
量教育影响因素，尽可能缩小各区域、城乡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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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lthough in the recent years the overall ecological conditions of Wulanchabu city have continued to improve
on the basis of massive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the city’s ecological environment still seems fragile for some historical rea-
sons—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ones. Therefore, in order to boost the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City of Wulanchabu, a sus-
tainable development road has to be taken on the premise of respecting its ecological nature—the green and low-carbon road
through further improving the city’s related system,changing its people’s old ideas, innovating its new modes of production
and adjusting its industrial constru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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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距，坚持优先发展教育，坚持在组织领导、规划
统筹、资源配置等方面优先发展，加快教育公平
建设，在发展中推进教育公平。

四、结语

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到教育是国之大计、党
之大计 ,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 ,建设教育强国 ,坚
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

量 [17]。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对如何实现教育公平
这一惠及全体人民的事业提出了新的方案。教育
公平是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
重要支撑，其发展在于让教育资源能够由最广大
人民群众享有，人人都能够获得发展自己、展现
自己的机会。新时代新征程，全社会都要不断为
推进教育公平，积极投身于教育发展的实践中去,
为建设社会主义教育强国,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事
业做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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