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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口变动对基础教育的影响

[ 作者 ] 黄荣清 

[ 单位 ] 北京市人口计生网 

[ 摘要 ] 人口变动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一时人们可能暂时感觉不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影响就会越来越明显，这种影响是长远而深刻

的。例如，由于生育率下降，孩子出生数减少，先是进幼儿园的孩子减少，然后是小学生减少、接着是中学生减少等等。在学校，先是招

生减少、接着在校生、然后是毕业生相继减少，以后将对劳动力的供应产生影响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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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变动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一时人们可能暂时感觉不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影响就会越来越明显，这种影响是长远而深刻

的。例如，由于生育率下降，孩子出生数减少，先是进幼儿园的孩子减少，然后是小学生减少、接着是中学生减少等等。在学校，先是招

生减少、接着在校生、然后是毕业生相继减少，以后将对劳动力的供应产生影响等等。就北京来说，早在计划生育开始普遍实施的70年代

中期，全市妇女生育率就已下降到了更替水平(2.05)以下，1990年人口普查时，妇女总和生育率达1.44，而根据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妇

女总和生育率进一步下降到1.0以下，为0.82,而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妇女总和生育率仅0.67。妇女总和生育率的下降，当然和妇女的婚育

年龄推迟有关，但排除了这些影响，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可能也在1以下，也就是说，平均每对夫妇生育不到1个孩子（如果人口普查数据是

准确的）。由于妇女生育率的下降，出生人口数大幅减少，北京在60年代每年出生人口数达20多万人，直到80年代中期还在15万人左右，

目前只有6-7万人（指户籍出生）。出生人口减少，自然导致儿童人口减少。与1990年相比，儿童少年人口（0-14岁）占总人口比重大幅减

少，劳动年龄（15-64岁）人口和老年人口比重有较大的增加。0-14岁的人口比重从20.16％下降到13.60%，下降了6.5个百分点；而15-64岁

的人口比重由73.49％上升到78.04%,65岁以上的人口比重从6.35％上升到8.36%，分别增加了4.5和2个百分点。虽然近十几年来北京市总人口

持续不断增加，但儿童少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大幅下降，总绝对数也在减少，从1990年的218.10万人到2000年的184.38万人，减少了30万

人，其中小学适龄人口（6-11岁）人口从1990年的92.54万人减少到2000年的75.06万，减少了约17.5万人。初中适龄人口（12-14岁）人口从

1990年的30.40万人增加到2000年的54.79万人。与此同时，随着北京人口的增加，北京的城市范围在扩大，旧城改造使城市土地的功能置

换，人口居住地分布的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从1990一2000年的这10年间，由于人口增加，全市人口密度由每平方公里的644人增加到807

人，增加了163人。城区由于人口迁出，人口密度由26826人／平方公里减少到24728人／平方公里，每平方公里减少了2100人左右，这对于

改善由于人口过密造成的对环境的巨大压力是有利的。近郊区的人口密度由每平方公里的3110人增加到4980人，说明随着城市的扩大，现

在这“郊区”已名不符实，它们大部分已变为市区了。远郊区县的人口密度虽然也在提高，但远低于近郊区的水平，也低于全市的平均水

平，而且完全是由人口的自然增加引起的，它自身亦属人口迁出地区。人口向近郊区集中的“一枝独芳”，使近郊区的人口占全市的人口

比重迅速提高，从10年前的36.87%提高到47.08%，增加10个百分点以上。相反，其它三个部分地域的人口比重都有所下降，其中以城区的

下降量最大，减少了6个百分点。然而，不仅各地区人口变动与总人口变动方向不一致，各地区的年龄人口变动与总人口的年龄变动也不

相同，并且与该地区的人口变动方向也可能不一致，其结果表现为各地区人口年龄结构有很大差异。这也意味着教育需求在各个地域的变

化是不同的，因此教育的供给、教育资源调整的力度也应有所变化。调查资料显示，与1990年相比，2000年北京全市小学中在校学生减少

了15％，而城区几乎减少了一半，近郊区变化不大。一般来说，随着小学生数量减少，为了避免教育资源浪费，要求学校数量也相应减

少，同时小学教育资源在地域配置方面也应有所调整。学校是教育目标实现的场所，学校的配置要考虑两个重要方面：一是学校的地域配

置，二是学校的规模。学校地域配置的主要原则是方便学生上学。从每个学生来说，上学的距离当然是越近越好。但是，如果点和点的距

离过近，即学校配置过于密集，由于学生有限，每个学校就不可能有一定的规模。没有规模，资源（资金、设备、人员等）分散使用，办

学的成本就会加大。在教育总的投入规定下，如果成本加大，分配到每个学校的资源就会不足，就会影响到教育的质量。从另一方面说，

如果规模过大，需要接受的学生增多，学校布点过少，学生上学的距离就要加大。对于小学生，尤其是低年级的学生，上学的距离过远显



然是不合适的。所以，小学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是在小学生上学（一般是步行）可接受的距离内，并使学校有一定的规模。按照基本单位

普查资料，北京全市法人单位小学962所，从业人员7.32万人。另外，按照人口普查结果，全市常住人口中，在校小学生为77万人，学生与

教职员的比例为10.5: 1，显然教育资源是过剩的。从小学资源的地域分布来看，城区的教育资源过剩更加明显，师生比仅有6.7: 1。而且，

小学在城区和其他地区的分布大不相同。在城区的学校规模小，密度高，每平方公里2.4个，接近度为694米。也就是说，城区的小学生上

学的距离，如果只考虑直线距离的话，平均不会超过350米。而近郊区每3平方公里才只有1个小学，接近度为1871米，近郊区的小学生上

学的距离，平均要900多米。远郊区县密度更小，接近度更大，说明远郊区县的小学生上学路更远。本来，城市郊区和乡村人口居住分

散，为了方便就学，郊区和乡村的学校应该是规模小。但从资料上看，郊区和乡村人口的小学反而大。远郊区比城区的规模要大1倍以

上，这样的布点是否合理，是需要再研究的。据预测，2003年以前北京市小学入学人数无多大变化，但到2005年，小学在校生规模只有

2000年的75%左右，而初中在校生的规模只有2000年的60％左右。到2010年，小学在校生规模为2000年的85％左右，毕业人数则直线下降，

初中在校生的规模只有2000年的55%左右，也就是说，无论初级教育还是中等教育，学生的人数都有较多的减少，特别是中等教育的需求

量要下降许多，教育资源的调整应有所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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