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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关于印发《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督导评估办法》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教育督导机构，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教育局、教育督导机构：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国家中长期教育改

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义务教育

均衡发展的意见》（国发﹝2012﹞48 号）和《国务院关于统筹推进县

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6﹞40

号），巩固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成果，引导各地将义务教育均衡发

展向着更高水平推进，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经国务院教育督导

委员会同意，决定建立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估制度，

开展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县（市、区）督导评估认定工作。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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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了《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估办法》，现印发给你们，

请按照本办法要求，积极开展对本行政区域内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

展县（市、区）的督导评估工作。 

 

 

 

 

 

教 育 部 

2017 年 4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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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估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巩固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成果，进一步缩小义务教

育城乡、校际差距，整体提高义务教育标准化建设水平和教育质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

划纲要（2010-2020 年）》《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

意见》和《国务院关于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

展的若干意见》，决定开展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估认定工

作。为此，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估认定的对象是县

（含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和国家划定的其他县级行政区划单位，以下

统称县）。 

第三条  对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县的督导评估认定，坚持“依

法实施、保障公平、注重质量、社会认可”的原则。 

第四条  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县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通过国

家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认定三年以上；基本均衡发展认定后年度

监测持续保持较高水平。 

第二章  评估内容与标准 

第五条  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估认定，包括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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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政府保障程度、教育质量、社会认可度四个方面内容。 

第六条  资源配置评估通过以下 7 项指标，重点评估县域义务

教育学校在教师、校舍、仪器设备等方面的配置水平，同时评估这

些指标的校际均衡情况。具体包括： 

（一）每百名学生拥有高于规定学历教师数：小学、初中分别

达到 4.2 人以上、5.3 人以上； 

（二）每百名学生拥有县级以上骨干教师数：小学、初中均达

到 1人以上； 

（三）每百名学生拥有体育、艺术（美术、音乐）专任教师数：

小学、初中均达到 0.9 人以上； 

（四）生均教学及辅助用房面积：小学、初中分别达到 4.5 平

方米以上、5.8 平方米以上； 

（五）生均体育运动场馆面积: 小学、初中分别达到 7.5 平方

米以上、10.2 平方米以上； 

（六）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小学、初中分别达到 2000 元以上、

2500 元以上； 

（七）每百名学生拥有网络多媒体教室数：小学、初中分别达

到 2.3 间以上、2.4 间以上。 

每所学校至少6项指标达到上述要求，余项不能低于要求的85%；

所有指标校际差异系数，小学均小于或等于 0.50，初中均小于或等

于 0.45。 

第七条  政府保障程度评估通过以下 15 项指标，重点评估县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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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政府依法履职，落实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政策要求，推进义

务教育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的工作成效。具体包括： 

（一）县域内义务教育学校规划布局合理，符合国家规定要求； 

（二）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学校建设标准统一、教师编制标准

统一、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统一、基本装备配置标准统一； 

（三）所有小学、初中每 12 个班级配备音乐、美术专用教室 1

间以上；其中，每间音乐专用教室面积不小于 96 平方米，每间美术

专用教室面积不小于 90 平方米； 

（四）所有小学、初中规模不超过 2000 人，九年一贯制学校、

十二年一贯制学校义务教育阶段规模不超过 2500 人； 

（五）小学、初中所有班级学生数分别不超过 45 人、50 人； 

（六）不足 100 名学生村小学和教学点按 100 名学生核定公用

经费； 

（七）特殊教育学校生均公用经费不低于 6000 元； 

（八）全县义务教育学校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当地公

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按规定足额核定教师绩效工资总量； 

（九）教师 5年 360 学时培训完成率达到 100%； 

（十）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在核定的教职工编制总额和岗位总量

内，统筹分配各校教职工编制和岗位数量； 

（十一）全县每年交流轮岗教师的比例不低于符合交流条件教

师总数的 10%；其中，骨干教师不低于交流轮岗教师总数的 20%； 

（十二）专任教师持有教师资格证上岗率达到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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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城区和镇区公办小学、初中（均不含寄宿制学校）就

近划片入学比例分别达到 100%、95%以上； 

（十四）全县优质高中招生名额分配比例不低于 50%，并向农村

初中倾斜； 

（十五）留守儿童关爱体系健全，全县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在

公办学校和政府购买服务的民办学校就读的比例不低于 85%。 

以上 15 项指标均要达到要求。 

第八条  教育质量评估通过以下 9 项指标，重点评估县域义务

教育普及程度、学校管理水平、学生学业质量、综合素质发展水平。

具体包括： 

（一）全县初中三年巩固率达到 95%以上； 

（二）全县残疾儿童少年入学率达到 95%以上； 

（三）所有学校制定章程，实现学校管理与教学信息化； 

（四）全县所有学校按照不低于学校年度公用经费预算总额的

5%安排教师培训经费； 

（五）教师能熟练运用信息化手段组织教学，设施设备利用率

达到较高水平； 

（六）所有学校德育工作、校园文化建设水平达到良好以上； 

（七）课程开齐开足，教学秩序规范，综合实践活动有效开展； 

（八）无过重课业负担； 

（九）在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中，相关科目学生学业水平达

到Ⅲ级以上，且校际差异率低于 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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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 9项指标均要达到要求。 

第九条  社会认可度调查的内容包括：县级人民政府及有关职

能部门落实教育公平政策、推动优质资源共享，以及义务教育学校

规范办学行为、实施素质教育、考试评估制度改革、提高教育质量

等方面取得的成效。社会认可度调查的对象包括：学生、家长、教

师、校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其他群众。 

社会认可度达到 85%以上。 

第十条  有以下情况之一的县不予认定：存在以考试方式招生；

存在违规择校行为；存在重点学校或重点班；存在“有编不补”或长

期聘用编外教师的情况；教育系统存在重大安全责任事故和严重违纪

违规事件；有弄虚作假行为。 

第三章  评估程序 

第十一条  县级人民政府对本县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状况进

行自评。自评达到要求的，报地市级复核后，向省级提出评估申请。 

第十二条 省级教育督导机构对申请评估认定的县进行督导评

估。评估前向社会公告，评估结果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监督。通

过省级督导评估的县，由各省（区、市）报送教育部申请审核认定。 

第十三条  教育部对各省（区、市）报送的申请及相关材料进

行审核，并根据需要组织实地检查。 

教育部将根据审核结果，提请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对义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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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优质均衡发展县进行认定并予以公布。 

第十四条  教育部建立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监测和复查制

度，对全国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状况进行监测，对已通过认

定的县进行复查。 

各省（区、市）教育督导机构建立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监测和复

查制度，对通过国家认定的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县进行监测和复

查。 

第四章  评估结果 

第十五条  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评估结果，是上级人民

政府对县级人民政府及其主要负责人履行教育职责评价和教育发展

水平综合评估的重要依据。 

第十六条  各省（区、市）人民政府对本区域内实现义务教育

优质均衡发展的县给予表彰，并对其工作经验进行宣传推广。 

第十七条  对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水平监测复查结果达不到

规定要求的县，由教育部报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根据相关规定

进行问责；对连续两年下滑的县，将撤消其“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

展县”称号。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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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估办法》有关内容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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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估办法》 

有关内容说明 

 

1.《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估办法》（以下简称《办

法》）所称的县域内义务教育学校，包括小学（含教学点）、一贯制

学校、初级中学、完全中学、特殊教育学校。 

2.督导评估主要依据全国教育事业统计数据和全国教育经费统

计数据进行。 

3.《办法》第六条中对资源配置评估时，不含特殊教育学校、

职业中学及不足 50 人的教学点。 

4．《办法》第六条中所使用的评估方法是计算小学（初中）各项

指标的差异系数。差异系数也叫变异系数或离散系数，是一组数据

的标准差与其均值之比，并将学校规模对均衡程度的影响作为调节

因素。小学（初中）各项指标的差异系数值越大，反映均衡水平越

低；差异系数值越小，反映均衡水平越高。 

5．一贯制学校和完全中学的网络多媒体教室数、教学仪器设备

值、体育运动场馆面积、教学及辅助用房面积等四项指标需要做拆

分处理。九年一贯制学校，需根据小学、初中各自规模，按照“一

个小学生：一个初中生＝1：1.1”的比例进行拆分，将其小学部、

初中部占有部分分别作为单独小学、初中数据。完全中学，需根据

初中、高中各自规模，按照“一个初中生：一个高中生＝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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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例进行拆分，将其初中部占有部分作为单独初中学校数据。十

二年一贯制学校，需根据小学、初中、高中各自规模，按照“一个

小学生：一个初中生：一个高中生＝1：1.1：1.32”的比例进行拆

分，将其小学部、初中部占有部分分别作为单独小学、初中数据。

对于少数地区存在的小学附设幼儿班、初中附设小学班、高中或中

职附设初中班的情况，可按照上述办法做相应比例的拆分。 

6.《办法》第九条社会认可度调查的抽样数量，原则上按被评

估县常住人口的 1.5‰确定。问卷调查对象中，学生家长的比例不低

于 50%，其他各类调查对象数量大体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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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件主动公开） 

 

抄    送：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部内发送：有关部领导，办公厅、政法司、规划司、财务司、基础司、 
          教师司、体卫艺司 

教育部办公厅                              2017年 4 月 26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