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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当前人口变动对教育发展的影响  

 

  20世纪的最后30年，我国人口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使妇女生育水平大幅度

下降，其短期内的下降幅度之大在世界上绝无仅有。   

 

  生育水平迅速下降引起人口年龄结构的巨大变化，人口流动及人口城乡结构的变化等无不令人

瞩目。所有这些，正在并将进一步对我国教育发展带来一系列深刻的影响，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生育率的变动使初等教育的对象规模缩小，导致部分地方教育资源未能充分利用  

 

  在过去的30年中，生育率的变动是我国人口变动中最引人注目的。1970年，我国妇女总和生育

率还高达57，1980年就降到23，1995～2000年又进一步降到18左右，低于更替水平，进入世界低生

育国家行列。  

 

  从教育的角度看，我们更关心的是年出生人口的变化。在妇女生育率和育龄妇女人数的变动的

共同作用下，我国自90年代后，年出生婴儿数变动总趋势是逐步减少。1999年我国出生婴儿1909万

人，比1990年减少488万人，减少20 4%。有关预测表明，进入21世纪后，我国年出生婴儿数会在一

定时期内持续减少，0～14岁人口数将进一步下降(于学军，2001)。  

 

  出生人数的减少预示6年后小学入学人数、12年后初中入学人数的减少。1980年，我国小学招

生人数为2942.3万人，尽管当时小学入学率只有93.9%。1994年以后，我国小学入学率在98%以上并

逐年提高，但入学人数反而逐年减少(见表1)，由1994年的2537.0万人减少到1999年的2029.5万

人，1999年比1980年净减少912.8万人，减幅达31.02%(国家统计局，1999)。  

 

  总的来说，生育水平的降低、年出生人数的减少，有利于教育的发展，一方面，它能让我们将

更多的资金用于教育，而不是用于抚养大量增多的新生人口；另一方面，新生人口减少本身也减小

了对教育的压力，我们的教育可以从应付学生数量的增加为主变为以提高教育质量为主。但是，我

们的教育发展和规划如果不充分考虑人口发展的趋势，不能根据人口的变动作及时的调整，也会出

现一些新的问题，主要是教师及教学设施不充分利用引起的教育资源的浪费。2001年夏天，笔者在

湖北省天门市调查了解到的典型事例也许能说明问题的存在：湖北省天门市九真镇沿湖村是一个地

处江汉平原，以水稻种植为主的行政村，全村2001年有人口2100多人，1986～1990年，该村年均出

生婴儿39人。但到1996～2000年，由于育龄妇女人数和妇女生育水平的变化，全村年均出生婴儿数

减少为18人，2000年仅出生13人。与此相对应，沿湖小学的在校学生人数不断减少，1990年有6个

班，学生总数299人，平均每班约50人，2000年减少为5个班，学生152人，平均每个班只有30人，

近两年该校学前班人数均不足20人，可以预见，未来几年该学校规模将进一步萎缩。1998年投入32

万元建成的教学楼现在已部分闲置，9名教师按35∶1的师生比的规定已经工作量不足(或教师超

编)。类似情况还相当普遍，90年代后期，天门市为迎接省教委“普九”检查验收，村村盲目大建

教学楼，而没有很好地考虑本地出生人口的变动趋势，现在许多小学由于生源不足，现有教学楼得

不到充分利用，造成教育资源的浪费。由于学生人数减少，教师人数出现过剩，许多中师毕业生就



业困难，天门师范学校也于1999年停招师范生，这些都导致了一定程度的人力物力的浪费。  

 

  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上海市。20世纪50年代，上海市妇女总和生育率曾高达5 6左右，到90年

代，降低到1 0以下，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从1993年起，上海市人口出现持续的负增长，年出生

人数不断减少，随之而来的是小学适龄人口数的减少，由1993年的107万减少到1996年的97万，预

计到2005年将进一步减少到48万，在12年的时间里，小学适龄儿童将减少55%。初中适龄人口将从

1995年峰值的近59万，下降到2010年的低谷，为24 5万，减少近60%(刘永良，1999)。人口变动对

教育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一些地方出现教育资源的“富余”。  

 

  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现有教育结构产生深刻的影响  

 

  生育率的持续变化必然会引起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也就导致不同教育阶段人口规模的变

动。  

 

  如果我们粗略的将0～6岁、7～12岁、13～15岁、16～18岁人口分别作为学龄前儿童、小学、

初中、高中适龄人口，运用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和1999年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资料，对上述

两个年份各年龄段人口进行比较，我们发现，与1990年相比，1999年全国小学、初中适龄人口有所

增加，而学龄前儿童和高中阶段人口明显减少(见表2)。高中适龄人口的减少与80年代初的低生育

水平有关，小学、初中适龄人口增加又是80年代后期育龄妇女人数和生育率波动的结果，90年代

后，我国年出生婴儿数呈现明显减少趋势，故学龄前人口规模缩小。  

 

  一定时期内出生人口数量的变动对数年后各教育阶段适龄人口的影响，是由低到高呈梯度进行

的，发达国家人口和教育发展的历史很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二战后，发达国家经历了短暂的补偿

性生育高峰之后，妇女生育水平开始迅速下降，结果导致1971～1977年初等教育在校人数减少1 

2%，大量小学班级被关闭，相应的对教师需求也有所减少。中等教育受到冲击则要晚一些，1979～

1982年，在校人数才开始减少(Ｓ 拉赛克，Ｇ 维迪努，1996)。  

 

  我国人口结构变动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的是，各年龄段人口规模在相同时间段内变动幅度更

大，而且随时间的推移，有较大幅度的起伏波动，这使得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对教育的影响更为严

重，寻求有效的应对措施更加困难。  

 

  从1999年全国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看，除了0岁组外，1～9岁各年龄人口数随年龄升高不断增

加，9岁组出现一个高峰，其后各年龄组人口数随年龄升高而减少，但整个8～15岁是一个人口高峰

段。综合考虑我国生育旺龄妇女人数的变动、生育水平在一定时期内的适度下降、以及现有人口年

龄和城市化的发展等因素，预计在2000年到2011年，我国小学适龄人口将迅速减少，由12945万人

减少到11199万人，减少幅度达16%，其后有所回升；初中适龄人口则在2002年开始减少，由2001年

的7081万人减少到2016年的5567万人，减少幅度超过小学，达到21%；高中适龄人口在近几年则有

迅速的增长，由2000年的5917万人增加到2004年的7073万人，短短四年间增幅将达到20%，其后的

15年又有约20%的减少；大学适龄人口的变动类似于高中，只是时间稍有滞后(段成荣等，2000)。

因此，未来10年，我国小学在校人数将持续减少，随着时间的推移，小学面临的情况将逐步向初中

演进。就全国而言，目前高中入学率还不高。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对更高层次的教育的需求

增加，因此，高中和大学在校人数的增长可能持续到21世纪30年代或更长时间，尤其是近几年内，

高中适龄人口的迅速增长与高中入学率提高的叠加，将会导致社会对高中教育需求的急剧增长，这

一情况应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考虑到高中适龄人口尤其是农村高中适龄人口的波动，高中教

育的发展也要有较为长远的合理规划，切不可重蹈部分地区小学发展的覆辙。  

 

  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中最早出现人口负增长的上海市，已开始出现学龄人口年龄结构重心

上移的态势，预计到2005年，上海市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适龄人口将分别为8 7万、10 2万、

15 9万、19 7万人，呈典型的“倒金字塔”型(刘永良，1999年)，教育的发展如何适应学龄人口年

龄结构重心高移而出现的教育重心高移的新形势，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上述分析表明，在不同时期，不同年龄段人口的规模和比例不同。教育发展规划如果不充分考



虑人口结构的变动趋势，及时调整教育结构以适应这种趋势，我们就不能最合理有效的使用教育资

源。  

 

  人口城乡结构变动对现有教育网点分布提出了新的挑战  

 

  人口城市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城市人口比重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水

平。我国长期以来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约束和城乡隔离，城市化发展缓慢，1990年我国城市人口比重

不足27%，不仅远低于当时世界45%的平均水平，也低于发展中国家37%的平均水平。市场经济的建

立，促进了劳动力的流动，也加快了我国城市化发展步伐，到2000年，我国城市人口比重上升到

32%，如果加上生活在城市的1 3亿打工人员和居住在城镇中的0 6亿农业人口，目前我国“隐性”

城市化比重估计在42～45%(张启成，2001)。  

 

  人口城乡分布的变动对现有教育网点分布提出了新的挑战：对于以人口迁出为主的农村地区，

尤其是迁出率高的地区，本来就生源不足的学校更是“雪上加霜”；而对于以人口迁入为主的城镇

地区，人口迁移增长一定程度上补偿了因生育率下降带来的生源减少，一些地区人口迁移增长过快

甚至给当地教育带来了新的压力。仍以天门市九真镇两所小学为例：中万小学所在地中万村，2000

年年末总人口1659人，近5年来，该村净迁出人口162人，常年在外人口107人，由于生育数减少和

人口外流的共同影响，中万小学在校学生数迅速减少，1990年有学生149，1995年减少为111人，由

于各年级人数太少，1998年将四、五、六年级并入临近的周场小学，现保留有一、二、三年级各一

个班级，总人数71人(见表3)。投入使用才两年的小学教学楼，墙上“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

穷教育”的标语清晰可见，但教室内20多人的班级与宽敞明亮的教室极不相称，有的教室已经闲置

或挪作它用。类似的问题在当地并非鲜见。问题的严重性更在于，一些地方政府和教育管理部门对

此并未引起高度重视，有些村干部一是出于攀比，二是想表现“政绩”，三是希望得到上级部门的

资助，不顾地方生源不足且继续减少的实际和农民经济承受能力，不顾极差的实验、图书资料等办

学条件，大建教学楼，教育资源的浪费令人心疼。  

 

  与中万小学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九真镇中心小学，其所服务的区域自80年代后期以来，人口迁移

增长加快，镇人口数迅速增加，1990年镇人口数为7329人，2000年增加到11560人。随着总人口的

增长，小学适龄人口数也迅速增加，尽管九真小学不断增加教学设备，扩大教学用房，改善教学条

件，但仍不能满足众多流入适龄儿童“借读”的要求，2000年平均每班学生人数达81人，最后，不

得不以高额“借读赞助费”将部分学龄儿童拒之门外。  

 

  以往，我们在探讨解决流动适龄人口上学难的问题时，多考虑的是一些临时性的应急措施，但

人口的流动决不是一个暂时的现象，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加入ＷＴＯ后，我国人口流动规

模将有大幅度增加。首先，我国耕地资源紧缺，人均耕地占有量不足0.4公顷，这就限制了农业劳

动生产率的提高。我国重要农产品价格如小麦、棉花等均高于国际市场价格20%～70%，而且品质

低，入世后，我国农产品市场逐步放开，我国的小规模经营农户难以抵抗发达国家大农场主在国内

和国际市场上直接竞争的冲击。产品面临进口增长的巨大压力。有估计表明，按3%(配额为4%～5%)

的粮食进口计算，同比减少的就业机会大约为1000万个(罗曙辉、周欣宇，2001)，这将导致大量农

业劳动者离开土地，涌入城市。如果考虑到我国现有的一亿多农业剩余劳动力和今后五年每年将新

增的857万农业劳动力，农村外流人口的规模将会是相当可观的。其次，入世后，城市人口的职业

流动和地区流动也会明显增加。  

 

  人口迁移流动是总人口的重新分布，同时也是学龄人口的重新分布。据估计，21世纪上半叶是

我国城市化迅速发展的时期，由于城市化的发展，在未来的40年间，除了少数年份的小幅度波动

外，农村的小学、初中、高中、大学适龄人口几乎一直处于下降，而城镇的各级学校适龄人口则几

乎一直处于上升(段成荣等，2000)。人口的迁移变动(包括学龄人口的迁移变动)其结果必然出现不

同地方学龄人口规模和学龄人口密度的变化，出现人口对教育服务需求的变化，教育网点的分布如

果不作相应变化，上述在天门市出现的问题无论从范围还是从程度上讲，都将更趋严重。任何旨在

解决流动适龄人口上学问题的临时应急措施都只能解眼下燃眉之急(甚至还不能很好地解眼下燃眉

之急)，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根本的解决办法就是调整教育投资结构，优化教育网点布局。  

 



  对策浅议  

 

  针对上述情况，我们要尽快寻找对策，使教育的发展适应我国人口变动的实际。  

 

  高度重视人口发展对教育发展影响的前瞻性研究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告诉我们，正确的理论对实践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

盲目的实践。湖北省90年代后期曾出现农村中小学建教学楼热，但目前，当妇女生育水平变动引起

的学龄人口入学高峰退出小学阶段以后，各地为“普九”新建的校舍开始大量闲置，造成教育资源

的巨大浪费，其教训是深刻的(湖北省教育厅教育科学研究所课题组，2001)。教育的对象是人口，

而人口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性，教育规划要充分考虑人口发展的特点和趋势，否则，就可能出现

决策失误。因此，我们应该高度重视理论研究，重视前瞻性研究。以往的问题在于，教育学家一般

不会将人口自身发展的规律性纳入其研究的视野，而人口学家对人口发展的新形势对教育发展的实

质影响又关注不够，由此产生决策的科学性不够。今后应加强教育学与人口学二者的联合，尤其是

人口学家应该而且能够在这一方面大有作为，为教育发展的科学规划、科学决策提供理论依据。  

 

  理论研究还应关注国外的相关问题及其应对措施，分析其经验和教训，如80年代后，泰国生育

率急速下降，至90年代初，学校平均班级规模和师生比已大大低于成本效益最优点，但由于其政治

体制缺乏促使资源再分配得以进行的反馈机制，资源没能重新分配和有效利用(世界银行，1996)。

对这些问题加以研究可以作为我们的借鉴。  

 

  科学进行教育决策  

 

  决策的科学性与否直接关系到决策实施的社会经济效果。教育的目的就是要为社会培养人才，

而人才培养的特点之一是周期较长，因此，教育决策的稍有失误都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教育的科

学决  

策至少要把握好以下几点：一是全局意识。市场经济的特点之一是开放性、整体性，教育决策要充

分考虑到地区之间、城乡之间、部门之间的关系，使之相互协调，共同发展；二是立足现实。我国

幅员辽阔，各地、各民族发展不平衡，教育决策要适应我国当前的这一基本国情，从实际出发，实

事求是；三是超前意识。即首先要对我国人口、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科学的预见性和前瞻性，在此基

础上进行教育规划，使教育的发展适应人口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四是效率意识。即最大限度的发挥

教育投资的效率，避免浪费。无效率是浪费，低效率也是一种浪费。我国的教育经费本来就十分有

限，我们不能容许任何形式的浪费。  

 

  及时调整投资结构  

 

  要根据我国年出生人口数、人口年龄结构、地区分布及行业构成变动的特点和趋势，及时调整

教育的层次结构，调整教育投资的内部分配结构和外部分配结构。从投资的外部结构讲，今后我国

教育投资的重点应相对集中于人口机械增长较快的农村集镇、小城镇以及大中城市的市郊，以满足

这些地方不断增长的学龄人口对教育的需求；从投资的内部结构讲，对于学龄人口呈减少趋势的地

方，如教育辐射面不大的普通农村村小，大中城市中吸纳流动人口不多的老城区，教育投资应主要

用于改善实验、图书等办学条件，加强师资培训，提高教师待遇等，而不宜大量兴建教学楼等基础

建设；以人口流入为主，学龄人口呈增长态势的地区，要包括基本建设在内的全方位的改善办学条

件，以适应人口变动的需要。同时，对于生源不足的城市老城区中小学校，应积极吸纳流动适龄人

口入学，以充分利用现有教育资源，并取消“借读赞助费”的收费，减轻群众不必要的负担，这也

是教育公平的要求。从教育的层次看，根据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普通高中、高等教育和职业

教育应是我国今后教育发展的重点。  

 

  重新规划教育网点  

 

  要按照人口分布的变动适当调整教育网点。首先，各级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要根据现有人口

分布状况和变动趋势，对教育网点进行科学规划。其次，通过“并”、“转”等手段，逐步优化农



村教育网点分布。“并”，就是把临近的规模过小的学校合并，发挥集中办学优势；“转”，是综

合考虑生源规模和地理范围，把部分小学的高年级转到农村集镇中心小学，或交通较为方便、教学

条件和设施较好的临近村小，小学低年级则保留在原村小，这样既发挥集中优势，又方便低年级学

生就地上学。在小学高年级相对集中后，考虑到学生上学的困难，可根据当地交通和经济发展实

际，实行专车定点接送或学生在校寄宿。对于学校“并”、“转”后过剩的农村民办教师可适度进

行淘汰，同时，加强师资培训，精简数量，提高质量。对于已经建成的空余教室，要加以合理利

用，如作为实验室、图书室等，改善办学条件。也可以考虑利用已有的师资和教学条件，开展农村

职业教育和农业技术教育，把基础教育与全民教育有机的结合起来。对于并校后产生的“空壳学

校”也要充分利用，如用于农村成人教育、职业教育或作农方不断增长的学龄人口对教育的需求；

从投资的内部结构讲，对于学龄人口呈减少趋势的地方，如教育辐射面不大的普通农村村小，大中

城市中吸纳流动人口不多的老城区，教育投资应主要用于改善实验、图书等办学条件，加强师资培

训，提高教师待遇等，而不宜大量兴建教学楼等基础建设；以人口流入为主，学龄人口呈增长态势

的地区，要包括基本建设在内的全方位的改善办学条件，以适应人口变动的需要。同时，对于生源

不足的城市老城区中小学校，应积极吸纳流动适龄人口入学，以充分利用现有教育资源，并取消

“借读赞助费”的收费，减轻群众不必要的负担，这也是教育公平的要求。从教育的层次看，根据

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普通高中、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应是我国今后教育发展的重点。方不断

增长的学龄人口对教育的需求；从投资的内部结构讲，对于学龄人口呈减少趋势的地方，如教育辐

射面不大的普通农村村小，大中城市中吸纳流动人口不多的老城区，教育投资应主要用于改善实

验、图书等办学条件，加强师资培训，提高教师待遇等，而不宜大量兴建教学楼等基础建设；以人

口流入为主，学龄人口呈增长态势的地区，要包括基本建设在内的全方位的改善办学条件，以适应

人口变动的需要。同时，对于生源不足的城市老城区中小学校，应积极吸纳流动适龄人口入学，以

充分利用现有教育资源，并取消“借读赞助费”的收费，减轻群众不必要的负担，这也是教育公平

的要求。从教育的层次看，根据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普通高中、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应是我

国今后教育发展的重点。  

 

  重新规划教育网点  

 

  要按照人口分布的变动适当调整教育网点。首先，各级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要根据现有人口

分布状况和变动趋势，对教育网点进行科学规划。其次，通过“并”、“转”等手段，逐步优化农

村教育网点分布。“并”，就是把临近的规模过小的学校合并，发挥集中办学优势；“转”，是综

合考虑生源规模和地理范围，把部分小学的高年级转到农村集镇中心小学，或交通较为方便、教学

条件和设施较好的临近村小，小学低年级则保留在原村小，这样既发挥集中优势，又方便低年级学

生就地上学。在小学高年级相对集中后，考虑到学生上学的困难，可根据当地交通和经济发展实

际，实行专车定点接送或学生在校寄宿。对于学校“并”、“转”后过剩的农村民办教师可适度进

行淘汰，同时，加强师资培训，精简数量，提高质量。对于已经建成的空余教室，要加以合理利

用，如作为实验室、图书室等，改善办学条件。也可以考虑利用已有的师资和教学条件，开展农村

职业教育和农业技术教育，把基础教育与全民教育有机的结合起来。对于并校后产生的“空壳学

校”也要充分利用，如用于农村成人教育、职业教育或作农村集中养老利用，总之，要避免任何浪

费。村集中养老利用，总之，要避免任何浪费。（石人炳，中国人民大学人口所博士生，湖北大学

法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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