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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本是一个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领域的话题。随着我国共同富裕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的推进，其显然

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政治、社会的问题了，而是需要开展多学科、跨学科、全方位的研究。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也是

衡量社会公平的重要指标。有研究者提出教育是建设共同富裕的重要动力，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内涵。还有研究进一步

指出，教育公平是增进人民福祉的具体路径，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首要问题和核心。

教育公平的实现是一项系统工程，既需要在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教育、高等教育等正规教育上着力，又需要关注成人

教育、社区教育等非正规教育的公平问题。非正规教育层面的公平，有助于缓解正规教育中由地区、性别、家庭、种族等差异性

导致的不公平问题，从而达到一种整体性的教育公平状态。

作为教育公平的有机组成，社区教育公平在推动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中发挥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不论是学术研究还是

教育实践，都需亟待重视社区教育公平问题。共同富裕背景下社区教育公平的实现需要从以下四个方面推进：

第一，推进社区教育公共服务优质均衡理念的确立。实现经济领域的“共同富裕”易，实现教育领域的“共同富裕”难。面对

不同的区域、群体和学校，教育无法做到绝对“均衡”，但在提供教育机会和资源配置上应坚持公平。尤其在社区教育领域，应坚

持“优质均衡”的价值导向，以提供公平的社区教育公共服务为方向，促进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教育均衡发展，为人民提供高质

量的社区教育。

第二，推进社区教育公平政策法规的全方位完善。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实施的规范和保障都有法可依，而社区教育仅有政

策指导，没有专门的法律法规加以规范引导。这就意味着社区教育公平的实现需要政府不断完善相关政策法规。一方面，构建

实现社区教育公平的政策体系。包括建立公共教育财政制度、建立有序的成本分担与补偿机制以及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重点加强弱势人群的保障，针对不同的社区教育载体，建立社区教育资助制度；健全合理的社区教育资源分配制度；加强社区教

育监察制度建设和社区教育督导等。另一方面，出台社区教育法律法规。我国目前尚无真正意义上的社区教育法。社区教育

法律法规的出台，将有助于明确社区教育在教育序列中的地位和作用，引导人们重视社区教育，从观念上切实确立起维护社区

教育公平的意识。为此，我们应加快推进社区教育进入立法程序。

第三，推进社区教育公平运行机制的全过程建设。社区教育公平的实现，既要靠政策保障，又要靠自身发展。我们应通过

建立健全各项社区教育公平运行机制，有效推动社区教育公平的实现。具体包括：一是要推动课程教学革新机制建设。在社区

教育机构建立起规范科学的课程改革和教学改革制度，以项目为抓手开展社区教育实验，解决好不同形式的社区教育采用统一

的课程教学模式、盲目使用学校系统的教学方式、忽视社区教育课程教学的目标性、对处境不利人群的课程教学针对性不足等

问题。二是要推动质量评价创新机制建设。在地区层面，不仅要建立健全社区质量评价体系，而且要持续探索和创新。三是要

推动管理优化机制建设。完善各项管理制度，推动社区教育机构有序运行，实现从社区教育管理到社区教育治理的转变。

第四，推进社区教育资源的全要素开发和利用。每一位社区个体都应充分享有适合其自身发展的社区教育资源，只有提供

了高质量的社区教育资源，才能真正提升社区教育的水平，进而真正实现社区教育的公平。因此，既要全面开发社区教育资源，

又要做好社区教育资源的合理利用和分配。在社区教育资源的开发中，应做好开发规划的顶层设计，由政府健全相关开发机构

和部门，明确开发任务、规范开发过程，鼓励个人与组织积极参与其中，同时要做好社区教育资源成效评估。在社区教育资源的

利用和分配中，应以实现资源共享和效益最大化为目标，坚持公共教育资源公平配置的原则，逐步消除重点社区教育资源配置

的特殊政策，并将教育资源向欠发达地区倾斜，特别是要让大学、图书馆、博物馆等机构承担起相应的责任，以解决社区教育发

展不公平的问题。

共同富裕既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又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而教育公平是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走向共同富裕，

解决好教育公平问题是关键。教育公平，既关系到国家的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又关系到人心向背和民众福祉。这就需要各级

各类教育公平的实现，特别是要发挥社区教育在促进教育公平中的独特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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