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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四川省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监测年度总报告

根据 《四川省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 实施办法》 地方法规和 《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

于转发四川省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评估实施办法 (试行) 的通知》 政策精神, 受四川省人民政

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委托, 四川省基础教育监测评估中心依据 2016 年四川省教育事业发展统计数

据, 运用比较法和差异系数分析法对全省 21 个市 (州) 183 个县 (市、 区) (以下简称 “县” )

11594 所①义务教育学校办学基本条件主要指标②达标情况及义务教育学校校际均衡③情况进行了监测,

现将监测基本情况及监测结果报告如下:

一、 全省均衡发展总体情况

(一) 已通过国家督导评估认定县的情况

　 　 已经通过国家督导评估认定的 95 个县中, 有 77 个县的办学基本条件和综合差异系数达到国检复

查标准; 另有 17 个县 (成都市武侯区和双流区, 泸州市江阳区、 龙马潭区及泸县, 绵阳市游仙区、 三

台县及盐亭县, 遂宁市船山区, 乐山市峨眉山市, 南充市高坪区、 仪陇县及阆中市, 眉山市彭山区,

达州市通川区, 甘孜藏族自治州泸定县和九龙县) 办学基本条件未达到国检标准; 有 3 个县 (攀枝花

市东区、 绵阳市平武县、 乐山市峨眉山市) 初中综合差异系数值大于 0. 50, 未达到国检复查标准, 具

体见表 1。 办学基本条件未达标县 (市、 区) 的具体问题见地区分报告, 县 (市、 区) 单项指标差异

系数超过国检标准的具体情况见附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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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根据国家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督导评估认定有关规定,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监测学校不包括民办学校, 并且 “九年一贯制
学校” “十二年一贯制学校” 和 “完全中学” 要进行拆分, 如九年一贯制学校要拆分为九年一贯制学校 (小学) 和九年一贯制学校
(初中)。 因此, 纳入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监测的学校数要比实际的学校数多。 2017 年, 纳入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监测的义务教育学校
共 11594 所, 其中小学 7578 所、 初中 4016 所。

本次监测只针对生均教学及辅助用房面积、 生均体育运动场馆面积、 每百名学生拥有计算机台数、 生均图书册数、 教师编制
配备、 教师学历 6 项指标进行评估; 办学基本条件达标, 指县域小学和初中学校办学基本条件 6 项评估指标扣分均在 15 分以内。

 

义务教育学校校际均衡差异系数包括: 生均教学及辅助用房面积、 生均体育运动场馆面积、 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 每百名学
生拥有计算机台数、 生均图书册数、 师生比、 生均高于规定学历教师数、 生均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教师数 8 项指标差异系数和综
合差异系数 (8 项指标差异系数的均值); 义务教育校际均衡状况, 采用教育部 《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评估暂行办法》 中规定的
差异系数计算方法, 国检标准为小学≤0. 65、 初中≤0. 55, 已通过国检县复查标准为小学≤0. 60、 初中≤0. 50。



表 1　2016 年四川省已通过国家督导评估认定县监测情况表

市 (州) 县 (市、 区) 办学基本条件达标情况
综合差异系数情况

小学 初中

成都市

锦江区 ● 0. 27 0. 18

青羊区 ● 0. 12 0. 17

金牛区 ● 0. 22 0. 22

武侯区 ○ 0. 20 0. 26

成华区 ● 0. 29 0. 24

龙泉驿区 ● 0. 18 0. 14

青白江区 ● 0. 22 0. 18

新都区 ● 0. 24 0. 24

温江区 ● 0. 25 0. 26

金堂县 ● 0. 36 0. 31

双流区 ○ 0. 26 0. 26

郫都区 ● 0. 28 0. 35

大邑县 ● 0. 34 0. 31

蒲江县 ● 0. 23 0. 23

新津县 ● 0. 15 0. 23

都江堰市 ● 0. 34 0. 31

彭州市 ● 0. 20 0. 19

邛崃市 ● 0. 22 0. 22

崇州市 ● 0. 42 0. 35

自贡市

自流井区 ● 0. 29 0. 24

大安区 ● 0. 29 0. 33

沿滩区 ● 0. 23 0. 24

攀枝花市

东　 区 ● 0. 45 0. 63

西　 区 ● 0. 44 0. 27

仁和区 ● 0. 37 0. 31

米易县 ● 0. 44 0. 25

盐边县 ● 0. 34 0. 19

泸州市

江阳区 ○ 0. 23 0. 30

龙马潭区 ○ 0. 20 0. 25

泸　 县 ○ 0. 29 0. 34

德阳市

旌阳区 ● 0. 29 0. 30

罗江县 ● 0. 41 0. 36

广汉市 ● 0. 30 0. 48

什邡市 ● 0. 32 0. 38

绵竹市 ● 0. 40 0.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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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市 (州) 县 (市、 区) 办学基本条件达标情况
综合差异系数情况

小学 初中

绵阳市

涪城区 ● 0. 45 0. 48

游仙区 ○ 0. 41 0. 44

三台县 ○ 0. 37 0. 38

盐亭县 ○ 0. 49 0. 35

安州区 ● 0. 45 0. 49

梓潼县 ● 0. 53 0. 39

北川羌族自治县 ● 0. 54 0. 41

平武县 ● 0. 52
 

0. 18

江油市 ● 0. 57 0. 55

广元市
利州区 ● 0. 41 0. 32

青川县 ● 0. 46 0. 36

遂宁市
船山区 ○ 0. 41 0. 48

射洪县 ● 0. 56 0. 42

内江市
威远县 ● 0. 44 0. 32

隆昌县 ● 0. 29 0. 30

乐山市

市中区 ● 0. 39 0. 41

沙湾区 ● 0. 43 0. 45

五通桥区 ● 0. 41 0. 36

夹江县 ● 0. 51 0. 48

峨眉山市 ○ 0. 49 0. 52

南充市

顺庆区 ● 0. 44 0. 45

高坪区 ○ 0. 44 0. 42

南部县 ● 0. 36 0. 34

仪陇县 ○ 0. 38 0. 37

阆中市 ○ 0. 52 0. 48

眉山市

东坡区 ● 0. 44 0. 40

彭山区 ○ 0. 28 0. 30

丹棱县 ● 0. 40 0. 36

青神县 ● 0. 45 0. 39

宜宾市

翠屏区 ● 0. 26 0. 34

南溪区 ● 0. 37 0. 35

高　 县 ● 0. 21 0. 16

广安市

武胜县 ● 0. 47 0. 33

邻水县 ● 0. 42 0. 38

华蓥市 ● 0. 36 0. 41

达州市 通川区 ○ 0. 30 0.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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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市 (州) 县 (市、 区) 办学基本条件达标情况
综合差异系数情况

小学 初中

雅安市

雨城区 ● 0. 39 0. 37

名山区 ● 0. 31 0. 31

荥经县 ● 0. 52 0. 26

汉源县 ● 0. 48 0. 36

石棉县 ● 0. 35 0. 19

天全县 ● 0. 43 0. 24

芦山县 ● 0. 42 0. 38

宝兴县 ● 0. 50 0. 32

巴中市 南江县 ● 0. 53 0. 45

阿坝藏族
羌族自治州

汶川县 ● 0. 45 0. 35

理　 县 ● 0. 58 0. 27

茂　 县 ● 0. 49 0. 33

九寨沟县 ● 0. 59 0. 37

金川县 ● 0. 32 0. 23

小金县 ● 0. 47 0. 29

马尔康市 ● 0. 46 0. 28

甘孜藏族
自治州

康定市 ● 0. 43 0. 26

泸定县 ○ 0. 50 0. 33

丹巴县 ● 0. 40 0. 21

九龙县 ○ 0. 47 0. 15

炉霍县 ● 0. 41 0. 24

乡城县① ● 0. 33 —

凉山彝族
自治州

西昌市 ● 0. 38 0. 33

德昌县 ● 0. 31 0. 11
注: “●” 表示县域内义务教育学校办学基本条件 6 项监测指标评估扣分在 15 分及以内,

 

“○” 表示县域内存在义

务教育学校办学基本条件 6 项指标评估扣分在 15 分以上。 “灰色底纹”
 

表示综合差异系数大于已通过国检县复查标准,
小学≤0. 60、 初中≤0. 50。

(二) 通过省检, 拟于 2017 年接受国家督导评估认定县的情况

拟于 2017 年接受国家督导评估认定的 23 个县, 有 20 个县的办学基本条件和综合差异系数达到

国检水平, 另有 3 个县 (泸州市纳溪区、 达州市达川区和大竹县) 办学基本条件未达到国检标准。 具

体见表 2, 办学基本条件未达标县 (市、 区) 具体问题见地区分报告, 县 (市、 区) 单项指标差异系

数超过国检标准具体情况见附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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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乡城县只有 1 所初中, 故不计算综合差异系数。



表 2　2017 年四川省规划接受国家督导评估认定县监测情况表

市 (州) 县 (市、 区) 办学基本条件达标情况
综合差异系数情况

小学 初中

自贡市
贡井区 ● 0. 34 0. 35

富顺县 ● 0. 23 0. 21

泸州市 纳溪区 ○ 0. 13 0. 15

德阳市 中江县 ● 0. 30 0. 33

广元市 旺苍县 ● 0. 45 0. 28

遂宁市 大英县 ● 0. 40 0. 30

内江市 市中区 ● 0. 35 0. 44

南充市
嘉陵区 ● 0. 50 0. 43

蓬安县 ● 0. 33 0. 34

眉山市 洪雅县 ● 0. 35 0. 39

宜宾市 江安县 ● 0. 34 0. 26

广安市
广安区 ● 0. 31 0. 27

前锋区 ● 0. 33 0. 30

达州市
达川区 ○ 0. 44 0. 40

大竹县 ○ 0. 41 0. 42

甘孜藏族
自治州①

甘孜县 ● 0. 36 —

色达县 ● 0. 36 —

理塘县 ● 0. 42 0. 05

巴塘县 ● 0. 36 —

凉山彝族
自治州

会理县 ● 0. 34 0. 37

会东县 ● 0. 28 0. 17

宁南县 ● 0. 13 0. 09

冕宁县 ● 0. 28 0. 15
注: “●” 表示县域内义务教育学校办学基本条件 6 项监测指标评估扣分在 15 分及以内,

 

“○” 表示县域内存在义

务教育学校办学基本条件 6 项指标评估扣分在 15 分以上。 “灰色底纹”
 

表示综合差异系数大于国检标准, 小学≤0. 65、
初中≤0. 55。 表 3、 表 4 的注释说明参照此处。

(三) 2017 年规划接受省检的县

拟于 2017 年接受四川省督导评估认定的 49 个县, 有 21 个县的办学基本条件和综合差异系数达

到四川省督导评估认定水平, 另有 21 个县 (泸州市合江县, 广元市剑阁县, 内江市东兴区和资中县,

南充市营山县, 宜宾市宜宾县、 长宁县、 珙县、 筠连县, 广安市岳池县, 达州市开江县和万源市, 资

阳市安岳县, 成都市简阳市, 甘孜藏族自治州白玉县、 稻城县、 得荣县, 凉山彝族自治州盐源县、 普

格县、 越西县、 雷波县) 办学基本条件未达到省检标准, 有 7 个县 (眉山市仁寿县、 达州市宣汉县和

渠县、 甘孜藏族自治州雅江县和道孚县、 凉山彝族自治州喜德县和甘洛县) 办学基本条件和综合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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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甘孜藏族自治州的甘孜县、 色达县、 巴塘县均只有 1 所初中, 故不计算综合差异系数。



系数均未达到省检标准, 具体见表 3。 办学基本条件未达标县 (市、 区) 的具体问题见地区分报告,

县 (市、 区) 单项指标差异系数超过国检标准的具体情况见附表 3。

表 3　2017 年规划接受四川省督导评估认定县监测情况表

市 (州) 县 (市、 区) 办学基本条件达标情况
综合差异系数情况

小学 初中

自贡市 荣　 县 ● 0. 33 0. 27

泸州市 合江县 ○ 0. 34 0. 31

广元市

昭化区 ● 0. 41 0. 26

朝天区 ● 0. 42 0. 34

剑阁县 ○ 0. 50 0. 48

苍溪县 ● 0. 29 0. 21

遂宁市
安居区 ● 0. 38 0. 35

蓬溪县 ● 0. 51 0. 39

内江市
东兴区 ○ 0. 56 0. 37

资中县 ○ 0. 32 0. 26

乐山市

犍为县 ● 0. 33 0. 37

井研县 ● 0. 35 0. 27

沐川县 ● 0. 23 0. 20

南充市
营山县 ○ 0. 45 0. 41

西充县 ● 0. 49 0. 42

眉山市 仁寿县 ○ 0. 65 0. 56

宜宾市

宜宾县 ○ 0. 30 0. 26

长宁县 ○ 0. 39 0. 43

珙　 县 ○ 0. 35 0. 27

筠连县 ○ 0. 28 0. 38

兴文县 ● 0. 23 0. 19

屏山县 ● 0. 29 0. 24

广安市 岳池县 ○ 0. 53 0. 38

达州市

宣汉县 ○ 0. 48 0. 57

开江县 ○ 0. 48 0. 43

渠　 县 ○ 0. 83 0. 87

万源市 ○ 0. 64 0. 54

巴中市

巴州区 ● 0. 55
 

0. 37

恩阳区 ● 0. 35 0. 28

通江县 ● 0. 55 0. 33

平昌县 ● 0. 41 0. 30

800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