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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空间效应: 均衡还是失配?
*

———以西安市小学教育资源为例

兰峰，张祎阳
(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管理学院，西安 710055)

提 要: 小学是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空间配置状态反映了社会公众享受教育的公平性和便捷性，

同时体现了城市的宜居性和可持续发展水平。基于空间失配理论，运用健康距离模型衡量 2009 － 2015 年西安

市九城区小学教育资源的失配程度及时空格局演化过程，并对于各区域优质学校的空间分布与集聚特征进行

分析。结果表明: 1) 西安市小学教育资源失配度呈现出从中高度失配主导逐步转变至低度失配主导的时空演

化特征，中心城区配置水平优于郊区; 2) 优质小学集聚性强，呈明显的东北 － 西南方向分布。研究旨在为促进

教育公平、均衡配置城市教育资源、优化教育设施空间布局提供依据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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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当前我国社会发展进入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

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是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重大挑战，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是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的重

要措施。西安市是西部地区重要的区域中心城市，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与丰富的教育资源，然而，近年来

城市基础教育设施发展滞后于城市的快速扩张，主城区密集的学校布局与集中化的教育资源供给机制带

来了严重的入学及升学问题，在“就近入学”的政策驱使与学位稀缺的紧迫现实之下，高昂的择校费、层出

不穷的奥赛班使家长与学生疲惫不堪，社会公众渴望实现教育公平的呼声持续高涨，上学难更是列入西安

着力破解的“民生九难”之一，针对基础教育资源空间配置问题展开研究显得尤为紧迫。
科学合理配置教育资源，是建成分布均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的工作重点，也是使教育设施与城

市的自然空间、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必要措施。我国从教育学［1］、财政学、经济学［2］和管理学［3］等角度针

对教育资源的研究体系已相对完善，越来越多的学者选择以空间视角探索城市尺度的基础教育资源配置

问题。教育资源的空间布局与社会发展、城市变化密切相关，公共基础教育设施的合理布局能够提高城市

运行效率，提升教育服务水平，还能够吸引人才流入，为居民提供更多选择机会［4 － 6］。但随着人口规模增

长以及教育需求的多元化，许多城市的公共基础教育配置格局却未能及时调整，伴随着城市蔓延式扩张与

人口、产业的郊区化进程加快，教育设施在数量与区位上都出现了明显的空间失配［7 － 8］。同时，主城区教

育资源的过度集中不但降低了居民享受教育的公平性和便捷性，而且使得交通拥堵、环境污染、高价学位

房等城市问题日趋严峻［9 － 11］，因此，改善教育资源的空间配置格局对于缓解城市发展压力、提升居民生活

水平都具有重要意义。
在对于教育资源的空间关系研究方面，采用服务半径、千人指标等单一的规划方式难以满足城市内复

杂的交通网络与居民的就学需求，学者们倾向于使用 GIS 技术结合学校规模和空间布局，利用可达性指标

揭示“住 － 教”、“住 － 教 － 职”等空间关系的联系程度，将教育资源的供需分析空间集中于微观尺度，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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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个教育设施资源供给与服务区内需求的匹配状况，揭示资源空间配置的公平与效率，体现教育均衡发展

水平［12 － 13］。如陈芸芬等［14］基于街道尺度研究了兰州市基础教育资源空间分布特征，并通过覆盖度指数

评价布局效率; 韩艳红等［15］利用时间最短的路径选择信息系统对于江苏省仪征市中学可达性进行评价;

王侠等［16］从家庭接送出行角度对西安市小学可达性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已有研究中以教育资源失配度

衡量城市教育资源配置状况的研究尚显不足，同时未能有效区分优质教育资源，无法考量优质学校在城市

内分布不均的现状。目前，西安市小学学段存在明显的“上学难”问题，社会矛盾尤为突出，基于西安市的

实际情况，文中选取小学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测算 2009 － 2015 年的小学教育资源失配度，剖析优质学校的

空间分布特征，以期对于均衡配置城市教育资源、优化教育设施空间布局提供依据与思路。

1 指标构建与研究方法

1． 1 研究区概况

西安古称长安，现为陕西省省会，地处关中平原中部，主城区扩展以古城为中心，是典型的单中心城

市［17］。文中研究的西安市九城区位于 E108°38' ～ 109°27'，N33°48' ～ 34°44'之间，包括新城区、碑林区、莲
湖区、灞桥区、雁塔区、未央区、临潼区、长安区及阎良区，总面积 3581． 21km2。2015 年，九城区内总人口
668． 14 万人，小学 640 所，在校学生 433321 人。
1． 2 指标体系构建

在参考相关研究成果［12，18 － 20］、陕西省

基础教育阶段学校基本办学标准( 试行)

以及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三五”规

划的基础上，为保证指标体系的科学性与

完整性，确定了涵盖教育质量、资源配置、
教育经费三大子系统的西安市小学教育资

源失配度评价指标体系( 表 1)。
在评价小学教育资源失配度时，本着

数量与质量并重的原则，参考国家及地方

出台的办学标准及规范，采用最值法确定

指标标准值，并组成西安市最优小学教育

资源配置状态矩阵。
1． 3 数据处理与研究方法

表 1 小学教育资源失配度评价指标体系

Table 1 The index system for valuation of mismatch degrees
of primary education resources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标准来源

教育质量

平均班额

平均百名学生拥有计算机数

校均固定资产值

人

台

万元

国颁标准( 2001)

阎良区( 2015 年)

雁塔区( 2015 年)

资源配置

生师比

班均专任教师数

校均高级教师数

校均高学历教师数

生均图书藏量

生均教学及辅助用房面积

生均安全校舍面积

/
人

人

人

本

m2

m2

国颁标准( 2001)

阎良区( 2011 年)

新城区( 2012 年)

雁塔区( 2015 年)

长安区( 2014 年)

临潼区( 2014 年)

临潼区( 2014 年)

教育经费 生均教育经费

生均日常公用经费

元

元

雁塔区( 2015 年)

雁塔区( 2015 年)

1． 3． 1 数据来源

以西安市九个行政区的小学为研究对象，并以西安市教育局公布的西安市一级小学、西安市义务教育

大学区小学学段学区长学校及省级示范小学作为优质教育资源。用于体现小学教育资源配置状况的数据

主要来源于 2009 － 2015 年出版的《陕西省统计年鉴》、《西安统计年鉴》、《西安教育统计资料》、同时期各

行政区统计年鉴及统计资料及西安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等。
为研究城市小学教育资源失配状况，根据《陕西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办学标准( 试行)》( 陕西省教育

厅 2011 年) ，《关于制定中小学教职工编制标准的意见》( 国办发［2001］74 号) ( 中央编办、教育部、财政

部) 等国家及地方性法律规范与条例，设定小学教育资源最优配置，该状态为小学学段教育事业发展的理

想状态。
1． 3． 2 数据处理与权重确定

假设有 m 个城区，n 项评价指标，形成原始指标数据矩阵 X = ( xij ) m × n ( 0≤i≤m，0≤j≤n) ，其中 xij为
第 i 个城区第 j 个指标的指标值。为去除数据的单位限制，根据正向指标及比例型指标对测算结果的不同

作用，对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 1) 正向指标: yij =
xij － xij min

xij max － xij min

( 2) 比例型指标: 当 | xij max － xp | ＜ | xij min － xp |时，yij = 1 －
| xij － xp |
| xmin － x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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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 xij max － xp |≥ | xij min － xp |时，yij = 1 －
| xij － xp |
| xmax － xp |

其中: yij为标准化后的无量纲化数据，xij为指标原始数据值，xp 为最优数值。
采用客观赋权法中的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由于其既能反映指标信息的效应价值，又能克服指标间的

信息重叠，被社会经济等研究领域广泛应用，具体计算步骤见参考文献［21］。
1． 3． 3 健康距离模型

健康距离模型通过引用系统集的思想，最初应用于评价生态系统是否健康的方法; 而后被引用至研究
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失配［21］和城市人居环境失配［22］等领域。文中利用健康距离模型测算城市小学教育资
源失配度，可以理解为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因人口流动、城市扩张必然导致原本教育资源配置的功能和结构

发生变化，即教育资源配置的三大子系统偏离了最佳状态。通过比较各行政区小学教育资源的实际配置

状态与最佳配置状态之间的相对综合距离来评价西安市小学教育资源的失配程度: 相对综合距离越大，则
实际小学教育资源配置状态与最佳教育资源配置状态间的差异越明显，教育资源的失配度越大。

假设 A: xa1，xa2，xa3，……xan是最优教育资源配置状态的具体指标，B: xb1，xb2，xb3，……xbn是实际教育资

源配置状态的具体指标。A 到 B 的相对综合健康距离具体计算步骤如下:
( 1) 选取实际小学教育资源状态 B: xb1，xb2，xb3，……xbn的具体指标中各项最优值作为最优小学教育

资源配置状态 A，即 A: xa1，xa2，xa3，……xan ;

( 2) xaj到 xbj的相对距离:
| xbj － xaj |

xaj
× kj，其中 kj 为第 j 项指标的权重;

( 3) AB 之间的相对综合健康距离为: HD( A，B) = Σ
n

j = 1
|
B( xbj ) － A( xaj )

A( xaj )
| × kj ( 1)

式中: HD( A，B) 为 A 到 B 的相对综合健康距离; A( xaj ) 为小学教育资源配置标准值; B( xbj ) 为小学
教育资源配置实际值; kj 为第 j 指标的权重。
1． 3． 4 最近邻统计和标准差椭圆分析

在明确城市小学教育资源失配程度的基础上，采用 ArcGIS10． 2 空间分析工具对于小学中的优质教育

资源的空间布局模式进行研究。
( 1) 最近邻统计。最近邻指数( NNI) 是计算得出的最邻近点对的平均距离与随机分布模式下最邻近

点对的平均距离的比值，运用该值来判断其与随机分布的偏离，计算公式为:

NNI =
dO

dE

=
Σ
n

i = 1
min( dij )

槡0． 5 A /n
( 2)

式中: dO 为实际研究对象的平均观测距离; dE 为教育设施在空间随机分布条件下的预期平均距离; n
为某一类型学校数量; dij为学校 i 到与其最近邻学校的距离; A 为研究区域面积。当 NNI≥1 时，表示该类
学校随机分布，值越大，随机性越强; 当 NNI ＜ 1 时，表示该类学校空间集聚分布，且值越小，学校的集聚性

越强。
可通过 p 值与 z 得分检验计算结果的统计显著性。p 值越小说明所观测到的空间模式为小概率事

件，不太可能产生于随机过程。z 得分表示标准差的倍数，当 z ＜ 0 且值越小，则学校布局越趋向于聚类分

布，相反则为离散分布。
( 2) 标准差椭圆。运用标准差椭圆体现优质教育资源的空间方向性特征，通过观测标准差椭圆的旋

转角、长轴方向和短轴方向，分析空间内教育设施点集中心趋势、离散程度和集聚方向趋势: 长轴为优质教

育资源空间分布最多的方向，与其垂直的短轴为基础教育资源空间分布最少的方向; 旋转角则是正北方向
顺时针旋转与标准差椭圆长轴重合时所转过的角度。

标准差椭圆长轴、短轴及旋转角的计算公式如下:

δ1 = 2
Σ
n

i = 1
( ( xi － xmc ) sinθ － ( yi － ymc ) cosθ) 2

槡 n － 2 ( 3)

δd = 2
Σ
n

i = 1
( ( xi － xmc ) cosθ － ( yi － ymc ) sinθ) 2

槡 n － 2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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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θ =
( Σ

n

i =1
( xi － xmc)

2 － Σ
n

i =1
( yi － ymc)

2) 2 + ( Σ
n

i =1
( xi － xmc)

2 － Σ
n

i =1
( yi － ymc)

2) 2 +4( Σ
n

i =1
( xi － xmc) Σ

n

i =1
( yi － ymc) )槡 2

2Σ
n

i =1
( xi － xmc) Σ

n

i =1
( yi － ymc)

( 5)

式中: xi，yi 为优质教育资源 i 二维平面坐标; xmc、ymc为学校空间分布的平均中心; θ 为旋转角，表示学

校空间分布的方向性; δ1、δd 分别表示标准差椭圆长轴与短轴。

2 结果与分析

通过运用健康距离模型，计算得到 2009 － 2015 年西安市 9 个行政区的小学教育资源失配度，运用系

统聚类方法，将教育资源失配度分为小学教育资源配置水平优秀、良好、低度失配、中度失配及高度失配五

个等级。
2． 1 西安市小学教育资源失配度时空演变特征分析
2． 1． 1 教育资源失配度整体呈下降趋势

2009 年小学教育资源失配度均值为 0． 4624，属于中度失配，2015 年为 0． 3547 ( 表 2 ) ，为低度失配。
2009 － 2015 年，除灞桥区，西安市其他城区小学教育资源失配度在轻微波动中均呈现不同程度的下降。
就各失配等级所占的比例而言，2009 年，九城区基础教育资源均为失配，其中高度失配占比 33． 3%，其余

为中度失配; 到 2015 年，低度失配城区为五个，雁塔区为配置水平优秀，碑林区为良好。因此，就整体而

言，虽然全市仍然有较多的地区处于教育资源失配的状态，但西安市小学教育配置呈现出明显好转。
2． 1． 2 区域间教育资源配置差异增大

通过计算 2009 － 2015 年间小学教育

资源失配度的极差、标准差、变异系数和基

尼系数( 表 3 ) 发现，西安市 9 个城区小学

资源失配度整体逐步下降的趋势下，极差

先下降后上升、标准差的不断增加说明各

行政区之间的绝对差异增大，变异系数与

基尼系数的上升说明相对差异也均呈增

势。综合而言，西安市小学教育资源配置

状态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失配状况由区

域差距小、中度及高度失配格局为主向区

域差距大、中度失配为主的格局演进。
2． 1． 3 资源配置阶段性特征显著

通过分析小学教育资源失配度数值的

变化特点，可以发现西安市小学的空间失

配时间序列演化上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

征。2009 － 2010 年为中高度失配主导阶

段，这一阶段，高度失配和中度失配占据小

学教育设施的主导地位，如 2009 年，高度

失配占 33． 3%，中度失配占 66． 7% ; 2011 －

表 2 2009 － 2015 年西安市小学教育资源失配度

Table 2 The mismatch degrees of primary school
in Xi’an city( 2009 － 2015)

行政区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新城区 0． 4580 0． 4324 0． 4109 0． 4023 0． 3836 0． 3879 0． 3743
碑林区 0． 4078 0． 4091 0． 3868 0． 3860 0． 3574 0． 2913 0． 2676
莲湖区 0． 4252 0． 3987 0． 4097 0． 4033 0． 3687 0． 3684 0． 3551
灞桥区 0． 4718 0． 4860 0． 5075 0． 5232 0． 5113 0． 5272 0． 5233
未央区 0． 4641 0． 4720 0． 5044 0． 5131 0． 4830 0． 4370 0． 3581
雁塔区 0． 4406 0． 4204 0． 3802 0． 3483 0． 3051 0． 2421 0． 1635
阎良区 0． 4757 0． 4492 0． 4238 0． 3816 0． 3142 0． 3012 0． 3407
临潼区 0． 5438 0． 5302 0． 5128 0． 5003 0． 4951 0． 4405 0． 4238
长安区 0． 4744 0． 4670 0． 4527 0． 4450 0． 4190 0． 3610 0． 3859
全 市 0． 4624 0． 4517 0． 4432 0． 4337 0． 4042 0． 3730 0． 3547

表 3 2009 － 2015 年小学教育资源失配度

极差、标准差、变异系数、基尼系数

Table 3 The range，standard deviation，variation coefficient and Gini
coefficient of the mismatch degrees of primary school( 2009 － 2015)

行政区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极差 0． 1360 0． 1315 0． 1326 0． 1749 0． 2063 0． 2851 0． 3598
标准差 0． 0386 0． 0418 0． 0530 0． 0643 0． 0774 0． 0879 0． 0993
变异系数 0． 0834 0． 0925 0． 1196 0． 1482 0． 1916 0． 2357 0． 2800
基尼系数 0． 0415 0． 0489 0． 0626 0． 0777 0． 1020 0． 1249 0． 1405

2014 年为失配度徘徊下降阶段，除灞桥区失配度逐步上升之外，新城区与未央区为波动性下降，其余城区
失配度均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到 2014 年，碑林、雁塔及阎良三区小学教育设施配置良好; 2015 年进入低
度失配主导阶段，低度失配区域占比 55． 6%，雁塔区与碑林区小学教育资源配置分别为优秀与良好水平，

全市小学教育资源配置发展向好。
2． 1． 4 资源空间分布断层明显

2009 年小学教育资源由高度与中度失配占据主导，到 2015 年，整体上以低度失配占主导，但在灞桥
区、临潼区仍为高度失配与中度失配，形成了空间上的分布断层( 图 1)。小学的地理位置在很大程度上继
承了计划经济时代的资源配置空间格局，城市核心区域集中了较多的历史悠久且优质的教育资源，而如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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潼区、灞桥区等规划新城区在公共基础设施配置上与中心城区相比存在较大差距，表现在小学教育资源方

面即为空间失配程度居高且在短时间内难以降低。

图 1 西安市小学教育资源失配度空间格局演变图

Figure 1 Evolution of the spatial pattern of mismatch degrees of primary school in Xi’an city

图 2 西安市小学教育资源三大系统失配度

Figure 2 The mismatch degrees of three systems
of primary school in Xi’an city

2． 1． 5 教育资源三大系统失配程度趋于平衡
教育资源失配度是由教育质量、资源配置、教育经

费三大子系统决定的。如图 2 所示，2009 － 2015 年间

教育质量与教育经费指标失配度降幅明显，资源配置

指标呈波动性下降，西安市小学教育资源综合健康距

离的评价值由 0． 4624 降低到 0． 3547，根据教育资源失

配度的实质性定义，说明资源实际配置状况偏离最优

配置状况的相对综合距离减小。为缩小义务教育阶段

区域间资源配置差距，政府财政方面不断加大教育经

费投入力度，在教学设备配置和校舍建设方面成果显

著，但要提升学校教育质量软实力，消除地区间师资水平的差异并非一蹴而就之事，优秀教师、优良学风的
培养都需要长时间积累。
2． 2 西安市优质小学空间分布特征分析
2． 2． 1 小学呈单中心式空间分布

对于 2015 年西安市小学及重点学校分布可视化研究( 图 3) 可以看出不论是普通学校还是优质学校，

都集中分布于中心城区，与城市的人口密度有较强的相关性。另一方面，学校的分布态势可以看出城市扩
张的先后顺序，如雁塔区西部的西安市高新技术产业区近年来发展迅速，同时学校数量有所提升。然而不
难看出，重点小学在城市核心区明显的集聚形式并没有随着城市扩张而分散，这与将中心城区人口逐渐向
外疏散的目标相矛盾，而破解人口外迁与疏散的难题恰恰需要改进公共服务与资源在城市内的布局均衡
性，尤其是优质资源的均衡分布，从而增强迁入地拉力。因此进行公共基础教育资源的城市空间优化，重
视优质资源空间布局的调整会成为化解城市问题的有效措施。
2． 2． 2 重点小学空间集聚性强且分布方向性明显

在对比研究西安市小学与重点小学的总体分布特征基础上，进行重点学校的集聚分析和方向性分析
有助于明晰均衡配置资源、尤其是优质资源优化布局的思路。根据公式( 2) ，计算西安市重点小学最近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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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西安市小学及重点小学空间密度图

Figure 3 The spatial density of primary schools in Xi’an city

指数 NNI = 0． 6608 ＜ 1，其中平均观测距离为 1227． 28m，预期平均距离为 1857． 22m，且 Z 得分显著( Z ＜
0)、P ＜ 0． 01( 图 4) ，表明在研究区域内重点小学空间上呈现出集聚分布，随机产生该聚类模式的可能性小

于 1%。标准差椭圆旋转角为 58． 78°，长轴长度为 11． 52km，短轴为 6． 28km，长短轴比例为 1． 83: 1，重点

小学空间分布方向性明显，主要沿东北—西南方向分布，而西北—东南方向学校较少( 图 5)。

图 4 西安市重点小学集聚分析

Figure 4 Agglomeration analysis of key
primary schools in Xi’an city

图 5 西安市重点小学空间分布标准差椭圆

Figure 5 Standard deviation ellipse of key
primary schools in Xi’an city

2． 2． 3 单位制属性下的优质学校布局固化
西安市重点小学呈现出的集聚模式与西安市的城市发展历程关系密切，办学时间长、具备优良师资条

件的优质学校多为高校附属小学、单位子弟学校或建国前学堂改办，如西北工业大学附属小学、西安建筑

科技大学附属小学、西光实验小学、陕西省西安小学等，其选址集中于城墙内外的城市核心区域，或倚靠单

位方便子弟就学设立; 随着城市发展，公共基础教育设施的历史路径依赖性与城市快速的扩张及高校、工
厂向城外迁移形成鲜明对比，尽管近年来新建城区小学数量及教学配套设施不断加强，但难以在短时间内

培养体系完善、教学经验丰富的优秀教师队伍，形成学校深厚的文化历史积淀，城市中心形成的教育优势

在短时间内难以在全市范围内平衡，所以西安市小学教育资源呈现失配度不断下降、逐渐步入低位均衡时

期，但区域间资源配置差异增大、优质教育资源仍聚集在中心城区的空间失配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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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文中以 2009 － 2015 年西安市九城区小学教育资源作为研究对象，引用生态系统评估中的健康距离模

型，以小学教育资源失配度衡量实际教育资源配置状态在城市发展的格局变动中偏离最优资源配置状态

的相对综合距离，并在此基础上深入研究省示范小学、市一级小学等优质学校的空间分布特征，对于优化

西安市教育资源配置提供思路与依据。目前，教育设施的配置因地区政治、经济环境不同，公共教育资源

最佳配置的标准没有明确，研究中所提出的评价小学教育资源失配与否的标准也仅适用于特定研究单元

的某一发展阶段，其普适性及全面性有待进一步探讨和完善。
教育既是国计，又是民生。西安市教育问题由来已久，“民生九难”之一的上学难即是多年来基础教

育设施配置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积累的集中爆发。从城市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在城市发展中呈现出的

教育资源偏离最优配置状态的空间失配，在微观上造成居民享受教育的效用损失，同时教育资源集中地区

存在交通拥堵、高房价等城市问题; 在宏观上则会降低城市效率，阻碍教育公平实现。目前采用的公办学

校划片对口直升、民办学校免试就近入学，以及“大学区制”等新措施( 西安市自 2012 年起实行“大学区

制”，在义务教育阶段，各区( 县) 中小学中以一所优质学校为龙头，联合 3 － 5 所同一层次学校组成一个大

学区。) ，并未从根本改善城市教育资源分布不均的状况，民众“用脚投票”的跨区择校现象屡禁不止，而仅

仅通过教育部门的行政命令消除这些现象无异于扬汤止沸，改变小学教育设施的配置方式、均衡区域优质

教育资源才能正本清源。未来“一心、两带、七组团、十板块”( 参见《西安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

个五年规划纲要》http: / /www． xasw． gov． cn /ywdd /ywdd_zwyd /201603 / t20160311_223970． htm) 的大西安建

设过程中，城市版块扩张、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产生的学龄人口波动等因素都将会影响到公共基础教育

配套设施体系，只有通过各项措施减缓教育资源的空间失配程度，积极应对大规模的教育需求，才能有效

避免城市公共基础教育“马太效应”持续恶化。

4 结论

( 1) 2009 － 2015 年间，西安市小学教育资源失配度整体呈下降趋势，经历了从中高度失配均衡阶段逐

步转变至低度失配均衡阶段的时空演化历程，教育资源三大子系统配置水平趋于平衡，但仍存在高度失配

区域; 城区间资源配置差距持续增大，主城区教育设施在数量与质量上普遍优于郊区，并且在灞桥区与临

潼区具有明显的资源配置断层。今后应大力推进近郊区公办学校办学水平，摆脱低位均衡，在丰富硬件配

置的同时，注重提升教育软实力。
( 2) 在小学教育资源整体发展向好的态势下，优质资源供给不足，重点小学仍表现较强的集聚性，且

呈明显的东北—西南方向分布，优质学校空间布局的历史路径依赖性难以消除，成为了民众获取高品质教

育的阻碍。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接受教育不再是浪漫的故事，而是生存权与发展权的博弈。解决基础教育

资源过度竞争的问题，需要减少教育设施布局盲区，不断扩充优质教育资源，让更多孩子能够享受教育及

享受优质教育，使教育成为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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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effect of education: Match or mismatch of primary schools? —A case
study of Xi＇an

LAN Feng，ZHANG Yiyang
( 1． College of Management，Xi’an University of Architecture and Technology，Xi’an 710055，China)

Abstract: Primary schools are the important part of basic education，and its spatial configuration not only reflects
the fairness and convenience for public to receive education，but also reflects the city’s livabili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level． From the view of mismatch，we introduced the health distance model into the research of pri-
mary schools，and studied the spatial － temporal pattern of the primary education resources in nine administrative
areas of Xi＇an from 2009 to 2015． Then we further explored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agglomeration characteris-
tics of high quality of education resources with spatial analysis methods of Nearest Neighbor Index and Standard
Deviational Ellipse． We discovered that the primary education resources mismatch showed a downward trend． In
terms of spatial － temporal characteristics，the evolution process showed a gradual transition from the middle and
high mismatch to the low level mismatch，and the allocation level of central city was superior to the suburbs． The
results of NNI showed that the key primary schools had strong agglomeration，and their distributed spatially along
the direction of northeast to southwest．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provide the basis and ideas for promo-
ting education fairness，balancing urban education resources and optimizing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educational
facilities．
Key words: urban primary school resources; spatial mismatch; balanced; quality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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