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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发展教育与中国人口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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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人口现代化，既是实现社会现代化的基本要素，更是实现社会现代化的基础。优先发展教

育是实现中国人口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实现社会现代化，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目标。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离不开人口的现代化，而人口的现代化更离不开教育的现

代化。教育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之本。为了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们必须从战略发展的高度来对待优先发展教育的问题，加快

推进人口现代化进程。  

 

  人口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现代化是指一个社会发生急剧变迁的过程，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它包括了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世俗社会到法理社会

等多元社会的转变，它涉及到社会、经济、文化、制度、人口，以及伦理和价值观念等多方面由传统性到现代性的全面转变。美国现代化

问题专家英格尔斯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衡量社会现代化程度的十项指标，是目前世界各国广泛采用的现代化评价指标。具体内容是：人

均国民生产总值；农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第三产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非农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适龄青

年受高等教育的比重；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平均每个医生服务的人口数；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人口自然增长率；识字人口占总人口

的比重。其中后7项都与人口有关，可见人口现代化是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人口现代化，即是实现社会现代化的基本要素，更是实

现社会现代化的基础。  

 

  人口现代化是指人口类型或人口变量自传统型向现代型的演进与转化，是走向现代化社会的人口发展状态。人口现代化主要包括人口

再生产类型现代化、人口素质的现代化和人口结构的现代化等。  

 

  现代人口再生产类型是以现代科技为基础的，与社会生产相适应的低出生率、低死亡率所形成的低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人口再生产模

式。人口再生产类型现代化是通过人口转变实现的，它主要表现为生育现代化，是人口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没有生育现代化，就没有现

代人口转变的完成及人口再生产类型的现代化，也不会出现建立在现代人口再生产类型基础上的趋于稳定的人口低增长或零增长、负增长

的现代人口增长模式。  

 

  人口素质现代化是人口现代化的核心，它包括人口的身体素质现代化、教育科学文化素质现代化和思想道德素质现代化三个方面。在

新形势下，人口素质现代化在全面现代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没有现代化素质的人口，就不会有现代化的国家。  

 

  人口结构现代化是人口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它是指人口的年龄结构、性别结构、城乡结构、产业结构等不断由传统的失衡、失调向现

代的平衡、合理的演进和发展。人口年龄结构现代化的基本特征是各年龄段人口的分布趋向于合理，逐步实现“少生、少死、高寿”的文

明社会；人口性别结构现代化指人口的性别比趋于平衡；人口城乡结构的现代化即人口城市化，是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迁移所导致的农村人

口比重减少，城市人口比重不断增加的过程；人口产业结构现代化主要指第一产业从业人口比重下降，第二产业从业人口比重趋于稳定，

第三产业从业人口比重逐渐上升的过程，第一产业人口比重迅速下降，第三产业人口比重迅速上升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可见，人口现代化必须着眼于人口发展，全方位地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如果只有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和国防

现代化的目标，而没有人口现代化的目标，就可能偏重于物质建设的现代化，忽略了人类自身发展的现代化，忽略了作为社会生产力最活

跃的因素――人的现代化。  

 

  中国人口现代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口问题非常突出，在全面推进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始终受到人口因素的制约。  

 

  从人口的数量规模来看，2005年底全国总人口已达13.07亿，占世界总人口的1/5强。由于人口基数大，尽管我国已基本实现了现代型

人口再生产类型，2005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已下降到5.89‰，但年净增人口仍然达到800万左右。全国人口总规模仍在继续膨胀，庞大的人口

规模给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资源环境造成了沉重的压力。  

 

  从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看，目前我国6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仅7.73年，大学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仅有

4.41%，而文盲率却达到9.61%，人口受教育程度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相当一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水平。人口受教育程度低，科技人

员不足，远不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从人口的年龄结构看，伴随着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和人均寿命的延长，我国人口的年龄结构在快速地老化。步入21世纪，我国就已步入

老年型社会。2005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达7.7%，且老龄化程度正在迅速提高，预计到2050年这一比重将上升到

20.43%。由于我国老龄化进程超前于社会经济发展进程，老龄人口问题日趋严重。  

 

  从人口的性别结构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迅速攀升。出生性别比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一定时期内每出生100个

女婴所对应的男婴数。它是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通过自然选择的强大力量逐渐形成的，是维持人类社会稳定的基础。在世界各国，正常

的出生性别比在103-107之间。然而，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我国人口的出生性别比却逐渐偏离了正常值的范围，表现为逐渐升高的趋势。

根据人口普查资料统计，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08.7，第四次人口普查为111.92，第五次人口普查为119.9。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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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出生人口性别比仍高达119，远远高于国际社会可以容忍的107的最高警戒线，出生性别比的持续升高隐藏着巨大的社会风险。  

 

  从人口的城乡结构看，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城镇人口比重偏低。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到2005年我国

城镇化水平也仅有43%，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80%左右的平均水平，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城市化进程缓慢，使我国绝大多数人口仍滞留在

农村，被排斥在城市文明之外。  

 

  从人口的产业结构看，第一产业人口比重迅速下降，第三产业人口比重迅速上升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2003年我国第一产业人口比重

为49.1%，第三产业比重为29.3%。而目前世界发达国家第一产业人口比重大都在10%以下，美国是3.5%，第三产业人口比重大都在60%以

上，美国等国家达70%以上，与之相比，我国人口产业结构现代化还远未形成，产业结构极不合理。  

 

  这些人口问题如果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必然会影响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影响我国社会和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因此，必须

加快我国人口的现代化进程，为全面推进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  

 

  优先发展教育是实现中国人口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教育不仅直接决定着人口文化素质现代化的进程，也是生育率转变的重要影响因素。育龄妇女受教育程度与生育率水平有直接的反向

依存关系，生育率随受教育水平提高而下降已被大量的研究所证实。这是因为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群，自我发展程度一般比较高，自我满

足、自我保障的能力增强，对孩子的需求相对降低；受教育程度高的人群更容易接触并掌握控制生育的知识和信息，更容易理解并接受国

家的人口政策，容易接受现代的婚姻观、家庭观和生育观，认识到早生、多生对个人、家庭和社会的不利，会自觉地少生、优生；而且生

理上的生育期也是学习和工作的重要时期，受教育程度高的人群更看重自我发展，为了集中有限的精力完成学习和工作目标，往往推迟结

婚和生育；同时受教育程度高的人群对孩子质量的需求比数量更重要，因而对孩子的投资主要是质量的投资而不是数量投资。以上所有这

些，都将有利于我国生育水平的下降，从根本上实现人口再生产类型的现代型转变。同时受教育程度愈高的人群，愈能按科学方法哺育婴

幼儿和预防婴幼儿疾病，从而使婴幼儿的死亡率下降，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延长。   

 

  不仅如此，人口的受教育程度还将直接影响到人口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人口的城镇化进程，这是因为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一般不易适

应社会经济形势的变化，不能把握正确的变化方向和相应的转变速度，造成大批的劳动力堆积在传统产业，继续以传统方式经营生产活

动，这一点在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过程中表现的尤为突出。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新兴的产业和行业不断涌现，传统的产业和行

业逐渐衰退消失，劳动者的职业变换日益频繁，受教育程度低的人群对职业变动的适应能力较差，从而影响了人口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生产

的进一步发展。因此，优先发展教育，努力提高国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是实现中国人口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人口素质现代化是人口现代化的核心。以现代科技为基础的现代社会，要求人口素质现代化，没有现代化素质的人口，就不会有现代

化的国家。如何把数量巨大的人口压力转变为人力资源优势乃至知识创新和科技开发的优势，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不能回

避的重要问题。正是看准了这一点，近50年来，发展中国家的先行者，比如韩国、新加坡等国都采取了“教育拉动型”发展战略，其发展

思路是：支持教育的适度先行发展，用现代的教育思想、制度、内容和方法改造教育，通过先行发展教育全面提高公民特别是年轻一代的

现代化素质，参与国际竞争，最终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这一发展战略是国际公认的行之有效的发展战略。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在直

接影响经济发展的诸多要素如土地、资源、资本和技术中，我国均不占优势，而众多的低素质人口不仅不能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

的知识和智力的支持，反而构成了结构性失业和绝对性失业的双重压力，制约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所以，优先发展教育，提高国民科学文

化素质的整体水平，切实把数量巨大的人口压力转变为人才资源优势，是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必要保证。1985年，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

作会议上，就强调了中国人力资源投资的重要性。他指出：“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

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与质量。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力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上的。有了人才优势，再

加上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目标就能达到。”由此可见，优先发展教育，提高全国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水平，既是实现人口现代化

的必要条件，也是经济高速发展、实现社会现代化的必要前提。  

 

  在我国，优先发展教育，必须切实加大教育投入规模，优化投入结构，完善教育投入的优先增长机制，保证教育财政拨款的增长高于

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使教育的发展速度和水平大大快于其它方面的发展；优先发展教育，必须努力实现教育公平，给每个人一个均等

的接受教育特别是接受义务教育的机会，创造尽可能均衡的接受教育的条件，缩小地区之间、城乡之间、阶层之间、性别之间和民族之间

的受教育差距；优先发展教育，必须深化教育体制的改革，丰富办学模式，调整培养体系，兼顾近期和长远的培养目标，为快速实现人口

现代化而培养出新型的复合型人才和专业人才。  

 

  然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体制已转向市场经济，而教育体制并没有做出相应的转变，致使教育发展相对滞后。只有做到高瞻远

瞩，统一认识，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开拓创新的精神，通过深化教育管理体制、办学体制、投资体制、升学考试制度、社会用人制度等

方面的改革，才能真正实现教育的现代化，提高全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加快人口现代化的进程，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良好的人口环

境。（作者单位:安徽大学农村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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