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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技术发展对城乡教育资源不平衡的影响研究
龙娟

桂林理工大学，广西桂林市，541004；

摘要：城乡教育资源的平衡对于实现社会公平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然而，数字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仍

面临诸多问题。本文利用 2011 年至 2022 年间中国 30 个省市的面板数据，构建了双向固定效应面板模型，以分

析数字技术发展对城乡教育资源不平衡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技术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城乡教育资

源的不平衡，但这种影响在不同地区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因此，需要针对性的政策和措施，以确保数字技术的应

用能够真正惠及所有地区，缩小因数字技术发展而导致的城乡教育资源差距，从而实现教育公平和区域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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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社会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加快，城乡教育差距日

益加大，尤其在师资、教育设施和学习环境等方面存在

显著差异。这种不平衡不仅影响学生学业发展，也制约

社会公平与可持续发展。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建立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实现

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强调了资源配置在城乡教育一体

化中的重要性。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数字

技术的快速发展，教育领域也在不断创新。2023 年，中

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构建优质均

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的意见》指出，要构建互联

互通、共建共享的数字教育资源平台体系，创新数字教

育资源呈现形式，推动城乡教育整体发展。数字技术为

缩小城乡教育差距提供了新机遇，如在线教育平台和虚

拟课堂可为农村学生提供更多学习资源。然而，技术普

及、教师培训和学生学习能力等问题仍是挑战。因此，

研究数字技术在解决城乡教育资源不平衡中的作用，能

为推动教育公平和社会进步提供有益的政策建议。

1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1.1 文献综述

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学者们对其所带来的影

响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在经济效应方面，王璐
[1]
等人指

出，数字技术能够显著促进经济增长，其作用机制包括

提高技术创新能力、优化能源消费结构以及推动第三产

业的发展。具体而言，数字技术在助力农村新兴产业的

健康发展
[2]
、赋能农产品加工的高端化转型

[3]
、驱动制

造业产业链的现代化发展
[4]
以及促进工业绿色转型

[5]
等

方面作用显著。在教育领域，数字技术被认为将重塑现

代教育的关系及要素，形成全新的教育生态，成为助推

中国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手段
[6]
。关于教育资源均衡配置

的问题，学者们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秦勇
[7]
等人认为，

我国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均衡主要表现在区域、城乡和学

校三个方面。赵敏
[8]
等人指出，物理边界阻隔是教育一

体化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这种阻隔主要源于资源配置

不佳和“新数字鸿沟”。蔡和
[9]
等人通过构建指标体系

测度了义务教育阶段的资源配置水平，发现地区间和地

区内普通中小学教育资源配置差异仍然较大。

综上，虽然学者们对数字技术发展和教育资源均衡

性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但对两者之间关系的研究较

少，尤其缺乏实证分析方法在教育资源均衡性问题中的

应用。因此，本文利用 2011-2022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

行实证分析，探究数字技术发展是否有助于解决城乡教

育资源不平衡的问题。本文可能的贡献如下：一是为教

育不平衡的理论框架提供新的视角，探讨数字技术在教

育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从而丰富相关理论研究；二是研

究可以评估不同数字技术在教育中的实际应用效果，为

进一步的技术研发和应用提供参考，并促使更多社会力

量关注和参与数字教育的发展，形成良性互动。

1.2 研究假设

数字技术是指利用现代信息通信技术，对信息进行

采集、处理、传输、存储、分析和应用的一系列技术总

称。它打破了传统的时间和空间限制，实现了信息的高

速流动和资源的优化配置。虽然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的普

及使得越来越多的人能够接触到数字技术，但是数字鸿

沟理论
[10]
指出，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在获取和利用信息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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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方面存在显著差距。这种差距不仅体现在技术接入上，

还包括使用技能和应用能力。在教育领域，城市学生通

常享有更好的网络基础设施和数字设备，能够更有效地

利用在线学习资源，而农村学生则面临技术接入和使用

的双重障碍，对使用数字技术的自信心不足，可能导致

他们在学习中更依赖传统方式，限制了数字技术的潜力

发挥，使得城乡教育资源差距进一步扩大。此外，教师

的数字资源利用能力存在显著差异
[11]
，城市教师通常接

受过更多的数字技术培训，能够更好地利用数字工具进

行教学，而农村教师在这方面的培训机会较少。据此提

出假设：数字技术发展可能加剧城乡教育资源的不平衡。

2 实证研究设计

2.1 模型构建中固定效应模型

本文研究数字技术发展对城乡教育资源不平衡的

影响，所用面板数据从时间和截面两个维度反映信息，

因此建立如下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IBURERit = β0 + β1DTDit + β2Conit + μi +

θt + εit（1）

其中，i 表示省份，t 表示时间。IBURERit为被解释

变量，表示城乡教育资源不平衡程度；DTDit为解释变

量，表示数字技术发展水平；Conit为控制变量的集合。

β0是常数项，β1和β2分别为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系

数，μi为个体固定效应，θt为时间固定效应，εit为随

机误差项。

2.2 变量说明

2.2.1被解释变量

城乡教育资源不平衡（IBURER）。参考邓悦
[12]
等学

者的研究，选取城乡师资比和城乡办学条件比两个指标，

用熵值法融合为城乡教育资源不平衡指标。城乡师资比

可以从人力方面反映城乡教育资源差距, 城乡办学条

件比则从物力方面反映城乡教育资源差距。

2.2.2解释变量

数字技术发展（DTD）。参考王韶华
[13]

等的研究，

采用构建指标体系的方法衡量数字技术发展水平，具体

指标见表 1。

表 1数字技术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数字技术
基础

互联网普及

率
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万户）

移动电话普

及率
移动电话普及率（部/百人）

数字人才占

比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城镇单位

就业人员(%)

数字技术
应用

人均电信业
务收入

人均电信业务总量/年末常住总
人口（元/人）

数字技术相
关专利

数字技术专利申请量（项）

数字普惠金
融指数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2.2.3控制变量

影响城乡教育资源不平衡的因素较多，参考雷望红
[14]
、陈梅琴

[15]
等学者的研究并结合现实情况，选取如下

控制变量：城镇化水平（URB）,采用城镇人口与年末常

住人口的比值衡量；经济发展水平（PGDP）,采用人均 G

DP 来衡量、交通便利度（TC），采用各省的公路里程数

来衡量；产业结构（IND），采用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

二产业增加值的比值来衡量。

2.2.4数据来源

鉴于数据的可得性与完整性,本文选取 2011-2022

年我国 30 个省市(不包含西藏及港澳台地区)为研究样

本。城乡教育资源不平衡的相关数据来源于 EPS 全球统

计数据分析平台收录的中国教育数据库。数字技术发展

中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来自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

心，数字技术相关专利来源于国家知识产权局，其余变

量的相关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与各省市统计年

鉴。部分缺失数据采用线性插值法进行补充。

3 实证结果分析

3.1 基准回归

本文研究了数字技术发展对城乡教育资源不平衡

的直接影响，基准回归结果如表 2所示。第（1）列展

示了未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第（2）列则加入了

控制变量。可以看出，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数字技

术发展的回归系数大于零，并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这表明数字技术的发展加剧了城乡教育资源的不平衡，

验证了假设。在控制变量方面，城镇化水平、经济发展

水平和产业结构的回归系数均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

正，表明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

以及产业结构的进一步优化，城乡教育资源不平衡的程

度有所加深。相反，交通便利度的回归系数在 1%的显著

性水平上为负，说明交通便利度的提升有助于缓解城乡

教育资源的不平衡。

表 2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IBURER （2）IBU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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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TD 0.589***

(8.03)

0.231***

(2.91)

URB 6.199***

(6.76)

PGDP 1.511***

(5.88)

TC -1.301***

(-6.17)

IND 0.399***

(2.97)

地区固定效应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常数项 -0.874***

(-3.35)

-4.176***

(-5.34)

样本量 360 360

R2 0.61 0.71

注：* p<0.1, ** p<0.05, *** p<0.01，括号内为 t 值，下同。

3.2 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检验实证结果的稳定性和可靠性，本文采

取以下两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一是对样本数据做 1%

的缩尾处理，二是将解释变量滞后一期后重新进行模型

估计。回归结果如表 3所示。可以看出，在两种检验方

式下，第（1）列和第（2）列中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分

别在 5%和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系数方向和显著性均

未发生明显改变，这表明实证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表 3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1）缩尾处理 （2）滞后一期

DTD 0.199**
(2.48)

0.356***
(4.82)

控制变量 Yes Yes

地区固定效应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常数项
-4.115***
(-5.29)

-3.043***
(-3.87)

样本量 360 330

R2 0.70 0.72

3.3 异质性分析

由于我国各省经济发展差异，教育资源配置和数字

技术普及程度存在明显区别。本文将样本划分为东部、

中部和西部地区进行异质性检验，评估不同地区数字教

育发展现状。结果显示，数字技术对城乡教育资源不平

衡的影响因地区而异。在东部地区，数字技术对城乡教

育差距的影响不显著，可能由于该地区经济发达、城乡

差距较小，教育基础设施完善（如互联网普及、教育设

备充足、数字资源覆盖广泛）。中部地区则表现出负向

影响，表明数字技术有助于缓解城乡教育不平衡，可能

得益于在线教育、远程教学和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的建

设，提升了学生和教师的教育资源和能力。相比之下，

西部地区数字技术的发展加剧了城乡教育差距，主要由

于基础设施滞后、数字设备不足和教师培训缺乏等问题，

限制了数字技术的潜力。

表 4异质性检验结果

变量 （1）西部地区 （2）中部地区 （3）东部地区

DTD 0.818***
(4.53)

-0.242**
(-2.5)

-0.52
(-0.68)

URB 3.481
(0.96)

6.261***
(3.42)

5.821***
(8.87)

PGDP 2.319***
(3.77)

1.037***
(4.07)

0.065
(0.24)

TC -2.023***
(-3.74)

-0.368*
(-1.98)

-1.708***
(-8.86)

IND 1.015***
(3.41)

0.494***
(4.48)

0.121
(0.58)

地区固定
效应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

效应
Yes Yes Yes

常数项
0.821
(0.31)

-7.001***
(-5.55)

-2.845
(-4.42)

样本量 132 96 132

R2 0.76 0.93 0.78

4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4.1 研究结论

本文以 2011-2022 年间中国 30 个省级区域的数据

为样本，研究数字技术发展对城乡教育资源不平衡的影

响。研究结果显示：（1）在考察期内，各地区的数字

技术发展水平普遍提升，但大多数地区的城乡教育资源

不平衡状况也在加剧。（2）从全国整体来看，数字技

术的发展加剧了城乡教育资源的不平衡现象。（3）地

区差异显著。在东部地区，数字技术发展对城乡教育资

源不平衡的影响不显著；在中部地区，数字技术的发展

有助于缓解城乡教育资源不平衡的问题；而在西部地区，

数字技术的发展则加剧了城乡教育资源的不平衡。

4.2 对策建议

（1）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缩小数字鸿沟。政府应

加大对西部边远贫困地区的教育基础设施投入，特别是

在农村地区普及网络基础设施，降低互联网接入成本，

提升网络质量，确保学生和教师能有效使用数字技术。

同时，建设全国或区域性教育资源共享平台，帮助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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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贫困地区获取与东部地区相当的数字教育资源。

（2）提升教师数字素养，强化应用能力。在中西

部和农村地区开展专项培训，提高教师的数字技术应用

能力。培训内容应涵盖网络操作、数字资源使用、在线

教学方法和教育技术创新。此外，可拓展特色在线课程，

采用“双师型”教学模式，特别是利用互联网平台为农

村地区提供定制化的教育内容，缩小城乡教育差距。

（3）推动区域教育合作，建立评估机制。东部与

中西部学校可结对合作，开展线上教学和资源共享，东

部学校可提供教学内容、课件等支持，缩小区域教育差

距。政府应鼓励城乡教育合作，推动优质城市教育资源

通过数字平台流入农村学校，支持城区教师定期到农村

开展讲座和培训。同时，建立教育资源数字化发展数据

平台，实时追踪并公开各地教育资源分布和成果，确保

社会监督和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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