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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全国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收集了我国人口受教育状况的相关信息 ,根据这些信息 ,同时

结合 2000 年全国人口普查的有关资料 ,本文对我国人口受教育状况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 ,平均受

教育年限继续提高 ,高等教育发展迅速 ,小学阶段义务教育达到了很高的普及率 ,文盲率持续下降。

但是 ,我国城乡人口受教育程度仍存在明显差异 ,男女两性的受教育状况也还存在一定差异甚至在某

些方面还存在比较明显的差异。

1 　受教育水平继续提高 ,6 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首次超过 8 年 ,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受教育水

平接近初中毕业

图 1 　1990～2004年全国 6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

资料来源 :根据人口普查、1 %人口抽样调查和人

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资料计算。

近年来 ,我国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持续得到提

高。2004 年 ,6 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

8. 01 年 ,比 1990 年提高了 1. 75 年 ,比 2000 年提高了

0. 39 年 (见图 1) 。

劳动力人口的受教育水平也有所提高。16 岁及

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是反映劳动力人口受教育

水平的常用指标之一。2004 年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数

据显示 ,全国 16 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

8. 20 年 ,接近初中毕业水平。

尽管我国人口的受教育水平不断得到提升 ,但

是 ,男、女性受教育水平还存在一定差距。6 岁及以

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男性为 8. 5 年 ,女性为 7. 5

年 ,女性比男性低 1 年 ;16 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

年限 ,男性高达 8. 8 年 ,女性则为 7. 6 年 ,女性比男性

低 1. 2 年。与此同时 ,城、乡之间在受教育程度方面的差异更为突出。2004 年 ,我国 6 岁及以上人口

表 1 　2004 年分区域分性别 6 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 　年

区域 合计 男性 女姓

东部 8. 26 8. 81 7. 71

中部 8. 14 8. 59 7. 67

西部 7. 48 7. 95 6. 99

　　　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

东、广东和海南等 11 个省 (市) ;中部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

西、河南、湖北、湖南等 8 个省 ;西部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

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 12 个省 (市、区) 。下同。

资料来源 :根据 2004 年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资料计算。

平均受教育年限城镇为 9. 43 年 ,乡村

为 7 年 ,乡村比城镇低 2. 4 年。不同

地区之间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也存在明

显差距。东部地区平均受教育年限略

高于中部地区 ,而西部地区则明显地

低于东部和中部地区 (见表 1) 。

2 　文盲率已下降到较低水平 ,但

文盲率下降还存在较大的不平衡性

近年来 ,我国文盲人口数量不断

减少 ,文盲率持续下降。2004 年 ,我国

人口粗文盲率 (15 岁及 15 岁以上不识

字或识字很少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降低到8. 33 % ,较上年下降 0. 39 个百分点 ,比 1990 年时的

15. 88 %下降了 7. 55 个百分点。自 1990 年以来的 15 年间 ,我国文盲率下降幅度达到 50 %(见表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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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粗文盲率大幅度下降的同时 ,劳动力人口的文盲率下降幅度更大。我国 15～45 岁青壮年文盲

率由 1990 年的 10. 38 %大幅度减少到 2004 年的 2. 22 % ,下降了 8. 16 个百分点 (见表 2) ,下降幅度接近

80 %。
表 2 　1990～2004 年全国人口文盲率 %

年份 粗文盲率 15～45 岁青壮年人口文盲率

1990 15. 88 　　　　　　10. 38

1995 12. 04 6. 14

2001 8. 99 4. 09

2002 9. 16 2. 99

2003 8. 72 2. 39

2004 8. 33 2. 22

　　资料来源 :根据人口普查、1 %人口抽样调查和人口变

动情况抽样调查资料计算。

但是 ,也要看到 ,我国文盲率的下降还不平

衡。

文盲率下降的不平衡首先表现在男女两性

的对比上。我国女性人口粗文盲率明显高于男

性。2004 年 ,全国女性粗文盲率为 12. 2 % ,男性

粗文盲率为4. 6 % ,女性文盲率是男性的 2. 7

倍 ;在 15～45 岁青壮年文盲人口中 ,女性文盲

人口所占比例达到70. 76 % ,换句话说 ,在每 4 个

青壮年文盲人口中 ,有 3 个是女性。所有这些

都表明 ,在进一步的扫盲工作中 ,女性文盲是重点。其次 ,文盲率下降的不平衡还表现在文盲人口的

城乡分布对比上。我国乡村人口粗文盲率明显地高于城镇。2004 年 ,全国城镇人口粗文盲率为

4. 91 % ,乡村人口粗文盲率高达10. 71 % ,后者比前者高一倍多。第三 ,文盲率下降的不平衡也表现在
表 3 　2004 年分区域分性别粗文盲率 %

区域 合计 男性 女性

东部 　8. 07 4. 01 12. 21

中部 7. 16 3. 99 10. 48

西部 10. 21 6. 24 14. 33

　　　资料来源 :根据 2004 年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资

料计算。

各地区文盲率之间的较大差异上。2004 年 ,中部

地区的粗文盲率为7. 16 % ,略低于东部地区 (8.

07 %) ,西部地区粗文盲率 (10. 21 %)则明显高于东

部和中部 (见表 3) 。最后 ,文盲率下降的不平衡性

还表现在文盲人口年龄分布的巨大差异上。从分

年龄的文盲率曲线上可以看到 ,低年龄组人口文

盲率已经降到很低的水平 ,但高年龄组文盲率还

保持在比较高的水平 (见图 2) 。

图 2 　2004 年中国分性别年龄文盲率

资料来源 :根据2004年人口变动情况抽样

　　调查资料计算。

过去几十年来我国在普及义务教育和扫除文盲领域

取得了巨大成就 ,但文盲人口年龄分布不平衡。老年人

口的文盲率高 ,是因为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很少有上学的

机会。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 ,我国政府大力

发展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 ,同时在成年人中积极开展扫

盲教育 ,从而使年轻人口中的文盲率迅速降低 (见图 2) 。

3 　高等教育发展迅速

根据 2004 年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资料 ,各种受教

育程度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大专以上占5. 42 % ,所占份

额比 1990 年增长了 2. 82 倍 ;高中占 12. 59 % ,所占份额比

1990 年增长了 56. 59 % ;初中占 36. 93 % ,所占份额比 1990

年增长了 58. 23 % ;小学占 30. 44 % ,所占份额比 1990 年减少了 18. 11 %(见表 4) 。这些数据全面反映

了最近 10 多年来我国各级教育事业发展的成就。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 ,我国教育事业发展迅速 ,

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大幅增加 ,使我国各种受教育人口结构的变化明显加快。2000～2004 年 ,受高等

教育和高中教育人口比重平均每年分别增加 0. 45 和 0. 36 个百分点 ,比 1990 年代年均增长幅度分别

提高 0. 23 和 0. 05 个百分点。与此同时 ,受小学教育人口比重平均每年减少 1. 32 个百分点 ,比 1990

年代年均减少幅度增加了 1. 17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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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的竞争 ,从根本上讲是人才的竞争。我国人口受教育水平的迅速提高 ,特别是接受高等

教育人数的大幅度上升 ,为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了重要的人才基础。但是 ,也要看到 ,在高层次人才

的培养和利用上 ,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需要加以重视 :

表 4 　1990～2004 年各种受教育程度

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

年份 大专以上 高中 初中 小学

1990 1. 42 8. 04 23. 34 37. 17

1995 2. 03 8. 26 27. 31 38. 43

1996 2. 05 8. 73 28. 90 37. 93

1997 2. 53 9. 59 29. 62 37. 56

1998 2. 58 9. 87 30. 57 36. 81

1999 2. 87 9. 94 31. 85 35. 72

2000 3. 61 11. 15 33. 96 35. 70

2001 4. 09 11. 53 34. 35 33. 83

2002 4. 41 11. 66 35. 25 32. 74

2003 5. 15 12. 54 35. 68 31. 35

2004 5. 42 12. 59 36. 93 30. 44

资料来源 :根据人口普查、1 %人口抽样调查和人口

变动情况抽样调查资料计算。

(1)高层次人才培养和利用存在明显的区域

不平衡。截止到 2004 年 ,不论是每十万人口拥有

的大学学历人数还是每十万人口拥有的研究生学

历人数 ,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都远远地低于东部

地区。从每十万人口拥有的大学学历人口数来

看 ,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只有东部的 1/ 2 多一点 ;

而从每十万人口拥有的研究生学历人口数来看 ,

中部和西部地区只有东部地区的 1/ 3 多一点 (见

表 5) 。要成功地实施中部崛起和西部大开发战

略 ,中部和西部地区在高层次人才培养和利用方

面还面临较大的挑战。

(2)高层次人才的性别构成很不均衡。由表 5

可以看到 ,全国每十万人口中拥有大学学历的人

数 ,女性只有 1296 人 ,而男性达到 1989 人 ,女性人

数只有男性人数的 65 % ;每十万人口中拥有研究

生学历的人数 ,女性只有 66 人 ,只有男性对应指标 (119 人)的 55 %。高层次人才性别结构不均衡的情

况 ,在东部、中部和西部有基本相同的表现。
表 5 　2004 年分区域每十万人口拥有的大学生和研究生人数 人

每十万人拥有的研究生人数

小计 男 女

每十万人拥有的大学生人数

小计 男 女

全国 93 119 66 1649 1989 1296

东部 145 182 106 2287 2735 1830

中部 68 90 44 1230 1488 959

西部 52 68 37 1298 1607 977

资料来源 :根据 2004 年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资料计算。

(3)在校大学生和研究生的性别比比较高 ,男女两性在接受高等教育方面的不均衡状况还没有得

到根本改变。表 5 数据是各年龄组加总在一起的结果 ,反映的是过去几十年高等教育发展的综合情

况。或者说 ,前述高层次人才性别结构不均衡的情况 ,是过去数十年高等教育发展结果的累积。如果

说以往女性在高等教育领域面临弱势地位的话 ,那么 ,近年来 ,女性的弱势地位得到根本改变了吗 ?

2000 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提供了在校大学生和在校研究生的性别比 (见表 6) 。高等学校在校

学生的性别结构可以更好地反映男女两性在接受高等教育领域的近期对比状况。表 6 数据表明 ,男

女两性在接受高等教育方面的不均衡状况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在校大学生和研究生的性别比还比

较高。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 ,我国在校大学本科学生的性别比为 146 ,即对应于每 100 个在

校女性本科生 ,男性在校本科生的人数为 146 人 ,男生明显多于女生。同样 ,我国在校研究生的性别

比为 164 人 ,即对应于每 100 个在校女性研究生 ,男性研究生的人数为 164 人 ,男生更加明显多于女

生。表 6 还显示 ,上述在校男性本科生和研究生多于女性的现象 ,在大多数省 (市、区)都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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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2000 年分省在校本科生、研究生性别比

省 (市、区) 在校本科生性别比 在校研究生性别比 省 (市、区) 在校本科生性别比 在校研究生性别比

全国合计 146. 09 164. 32 河南 164. 09 127. 27

北京 133. 65 191. 04 湖北 170. 10 190. 87

天津 122. 97 129. 76 湖南 177. 53 173. 31

河北 117. 78 96. 09 广东 140. 43 150. 57

山西 129. 35 105. 16 广西 166. 49 155. 79

内蒙古 105. 53 100. 98 海南 150. 22 314. 29

辽宁 124. 50 138. 34 重庆 146. 71 183. 06

吉林 123. 55 126. 17 四川 149. 54 181. 34

黑龙江 137. 52 150. 56 贵州 150. 24 187. 80

上海 120. 60 165. 64 云南 133. 08 185. 39

江苏 156. 79 178. 54 西藏 143. 84 50. 00

浙江 145. 57 192. 02 陕西 164. 03 182. 65

安徽 210. 56 309. 92 甘肃 182. 47 143. 06

福建 162. 20 171. 43 宁夏 103. 13 233. 33

江西 208. 94 192. 94 青海 109. 66 140. 00

山东 149. 67 129. 67 新疆 89. 86 168. 42

资料来源 :根据全国及各省 (市、区) 2000 年人口普查资料计算。

表 7 　2004 年全国学龄儿童分年龄在读人口比例 　%

年龄 男女合计 男性 女性

6 83. 91 83. 70 84. 18

7 97. 03 97. 13 96. 9

8 98. 1 98. 2 97. 98

9 98. 2 98. 28 98. 11

10 98. 07 98. 14 98. 01

11 98. 15 98. 2 98. 09

12 97. 83 98. 38 97. 21

13 96. 92 97. 31 96. 49

14 93. 97 94. 36 93. 53

资料来源 :根据 2004 年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资料计算。

4 　小学阶段义务教育达到了很高的普及率

2004 年人口变动抽样调查得到的学龄儿童

分年龄的在读人口比例显示 ,7 周岁儿童的在读

比例达到 97 % ,8～11 岁儿童的比例更是高达

98 %以上 (见表 7) 。这些表明 ,我国学龄儿童特

别是小学阶段学龄儿童的在读比例很高 ,小学

阶段义务教育达到了很高的普及率。

但是 ,2004 年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数据

也揭示出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需要在教育特

别是义务教育领域给予必要的关注 :

(1) 应该采取措施进一步提高 6 周岁儿童

的“适时”入学比例。我国《义务教育法》规定 ,“凡年满六周岁的儿童 ,不分性别、民族、种族 ,应当入学

接受规定年限的义务教育。条件不具备的地区 ,可以推迟到七周岁入学。”按照这一规定 ,应该努力争

取让 6 周岁儿童及时地入学接受学校教育。但是 ,目前 ,我国 6 周岁儿童的在读比例只有 84 % ,还有

16 %的儿童因为各种原因不能“及时”入学 ,应该创造条件让尽可能多的儿童在 6 周岁“适时”入学。
(2)初中阶段教育还有待进一步加强。我国推行的是 9 年制义务教育 ,在具备条件的地方 ,都应

该开展 9 年制义务教育。从表 8 可以看到 ,进入初中阶段以后 ,我国儿童的在读比例在不断降低 ,尤

其是 14 岁儿童的不在学比例已经达到 6 %以上 ,这一方面反映了一些地区初中教育的普及程度还不

完全 ,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初中阶段的学生流失比例比较高。进一步加强初中阶段义务教育的实施是

我国义务教育工作的重点。
(3)尽管目前我国男童和女童的义务教育阶段入学率都已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但从表 8 可以看

到 ,在各个年龄组 ,女童的在读比例都略微低于男童。虽然差异的幅度很小 ,但差异的系统性趋势还

是明显存在的。因此 ,有必要采取进一步措施提高女童在读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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