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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分析群众“操心事”之： 
中学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 

 

自治区大数据研究院综合运用大数据分析等方法分析，以

中考舆情和高中教育为切入点，重点研究广西中学教育资源现

状后认为：广西各市存在中学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优质资源

紧缺，高水平教师数量缺乏，民办教育难以补齐优质教育资源

短板等问题。建议合理布局广西南北之间示范性高中教育资源，

促进民办教育发展，补齐优质教育资源短板，从而提高人民教

育满意度。 

广西壮族自治区信息中心 

广西壮族自治区大数据研究院           2021年 8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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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之同城不同区县之间的教育投入力度强弱不同，导致市区居

民和城市周边县乡群众都苦于“难上好学”。一是教育投资
4
偏重

城市中心城区，县乡地区高中资源较差。位于城市中心城区的

高中往往享受市本级和所在区两级财政投入，相较之下，位于

周边县的高中往往只能依赖本县经费扶持，市区内外教育投入

差距大。以南宁和河池市为例，南宁市主城区内
5
的高中教育项

目投资额是周边区县的 5.9 倍，河池市中心城区（金城江区）

的高中教育项目投入达 13120.37 万元，远大于其下辖的宜州区、

凤山县、罗城县和都安县这 4 县区总和。二是“上好学难”，难

倒县乡学生，也难倒市区考生。尽管城市中心城区优质教育资

源相较周边区县更丰富，但是随着近些年广西人口进一步向南

宁和柳州等城市市区集聚，优质高中教育资源竞争压力也有所

加大。南宁市区考生考取市区内示范性高中的竞争系数常年维

持为 4 以上，2021 年达到 4.08。2021 年，柳州市区考生考取本

市区内示范性高中的竞争系数达到 4.8。相较于南宁和柳州两市，

桂林市区的考生考上本市区内示范性高中的竞争系数则只有

2.74。南宁市和柳州市等城市优质教育资源依然相对紧张。 

（三）中学阶段高水平教师缺乏。目前，我区普通中学兼

任教师数量庞大，总量上位居全国第二。这反映出我区教育行

业人力资源短缺的现状。《光明日报》称，在广西一些偏远山区

中小学，有的学科老师成了“全科教师”，频频出现体育老师教

                                                  
4
 高中教育项目投资数据时间点为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7 月 31 日，该数据由自治区大数据研究院根据广西

项目投资在线审批监管平台相关数据整理得出 
5
 南宁市市区范围为青秀区、良庆区、邕宁区、西乡塘区、兴宁区和江南区这 6 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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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民办高中教育尚难补齐优质教育短板。根据广西电

视台报道，今年南宁中考志愿报名中，广西大学附属中学、南

宁市新民中学、南宁市银海三美学校和东盟中学四所民办高中
7

成为中考志愿填报“香饽饽”。截止 2021 年 7 月 21 日，全区有

76 所民办高中，广西民办高中呈现出多个特点。一是民办高中

高度集中于南宁。全区民办高中 27.6%位于南宁市，这一比例远

高于柳州（10.5%）等其他地级市。在多个区县，公办高中数量

少，民办高中缺乏，许多考生不得不跨县区上学。二是民办高

中教学质量薄弱。广西民办高中仅有 5 所入选自治区示范性高

中。民办高中普遍面临师资和生源质量比不上公办高中的情况。

民办高中由于缺少编制等因素，仅仅成为许多年轻教师的跳板，

导致优质师资流失。同时，许多地市民办高中处于考试报考的

边缘地带。生源质量受到一定影响。多重因素下，民办高中教

学质量与公办高中存在较大差距，南宁许多民办高中一本率低

于南宁同城同中考录取批次的示范性高中。 

三、建议 

（一）在中学教育薄弱区域加快建设更多的优质学校。一

是统筹高中布局。根据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人口变化预测、教

育承载力，统筹布局各市、城乡高中。目前，广西人口向北部

湾城市群集聚效应明显，应着重加大教育资源倾斜，平衡广西

南北之间示范性高中数量差异，在北部湾地区扶持和建立一批

有特色的优质高中，对需要保留的农村教学点要配备必要设施，

                                                  
7
 民办高中数量由自治区大数据研究院通过大数据分析平台抓取、分析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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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其教学、生活基本需求。二是职称晋升和绩效工资分配向

一般高中特别是农村地区高中倾斜，进一步推动校际之间的师

资流动。与普通高中相比，示范高中聚集了大部分优秀教师，

地方政府也可以通过各校校长、中层干部、教师之间的相互流

动来达成同一区域内的师资力量的共享，从而帮助提高薄弱学

校的教育质量和管理水平。 

（二）实施民办高中专项扶持政策。一是切实履行《民办

教育促进法》当中的拨款义务。《民促法》中规定了县级以上的

地方政府需要设立专项资金用以支持民办高中发展，我区许多

区县都尚未设立相应的专项资金用以扶持民办高中，应尽快将

该项民办教育经费列入政府的财政预算当中进行常态化，并将

该项办学经费用以支持如贫困地区、山区、灾区或是其他迫切

需要民办教育资源的地区，支持这类地区民办高中的建设和发

展。二是设立专项资金，用于奖励对该地区教育事业作出了贡

献的民办高中或个人，正向地促进该地区民办高中事业的发展，

鼓励当地民办高中提高办学质量，为当地教育做出贡献。 

（三）构建长效经费保障机制，加大县级普通高中教育投

入力度。一是各地要加强学习和利用国家关于县乡地区和贫困

地区教育的扶持政策，用好国家下达的教育扶贫相关经费，进

一步加大对贫困地区高中阶段学校办学条件改善支持力度，建

立和完善学前教育、高中教育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将贫困

地区城市与农村公办普高学校一并纳入保障范围，并逐步提高

中央财政对贫困地区的补助比例。二是自治区和各市要积极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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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系统、科学的高中教育财政生均拨款机制，形成长期、稳定

的教育经费来源渠道。三是要明确和落实各级政府的具体财政

投入主体责任，构建政府间合理的成本分担机制，为高中教育

经费投入提供制度性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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