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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两孩'政策背景下我国基础

教育资源供需状况研究

高
!

凯!刘婷婷

!摘
!

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必

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而全面两孩政策的进一步实施必然会增加新生人口!

进而给本已稀缺的教育资源!尤其是基础教育带来更大的压力"基础教育作为国民

教育体系的第一阶段!#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必然会对其产生广泛而深刻的而影响"

因此!要分析全面两孩政策下我国基础教育资源的需求以及教育资源紧缺程度!提

前研究和预判#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的基础教育在校生规模!合理安排和配置基础

教育资源!主动做好新时代的基础教育事业发展规划与制度安排!为我国教育资源

规划提供借鉴参考"研究发现!我国基础教育各阶段在校生规模和资源需求都呈现

倒
b

型的变化趋势'学前&小学&初中三个阶段的在校生规模和教育资源需求呈现

#波浪型$的态势'目前!除初中阶段师资力量基本满足需求以外!其他阶段基础教

育的人&财&物三类教育资源都有一定程度的紧缺!尤其是学前教育资源缺口最为

严重"建议相关部门要根据学龄人口和在校生规模的变动趋势科学设计&尽早谋划

教育资源的配置!并针对不同阶段对教育资源的需求进行科学配置"

!关键词"基础教育资源'全面两孩'在校生规模'资源紧缺系数

一(问题的提出

为了缓解我国低生育率(少子化以及老龄化等问题!&全面两孩'政策于

()*"

年
*)

月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正式提出!并于
()*C

年
*

月
*

日起正

式实施!这标志着我国人口发展步入新时代#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我国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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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迎来新一轮的&婴儿潮'!毫无疑问!人口政策的调整必将影响到教育发展的

结构(速度(规模(质量以及配套的资源需求)洪秀敏和马群!

()*B

*#党的

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必须把教

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基础教育作

为国民教育体系的第一阶段!&全面两孩'政策必然会对其产生广泛而深刻的

影响#&全面两孩'政策会通过人口出生数量的增加影响基础教育各阶段的在

校生规模!进而影响到人力)教师*(财力)经费*(物力)校舍*等教育资源的

需求#因此!提前研究和预判&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的基础教育在校生规模!

合理安排和配置基础教育资源!主动做好新时代的基础教育事业发展规划与

制度安排!是保证我国基础教育稳步高质量发展!避免出现教育资源分配结

构性失衡的重要条件#

现有关于&全面两孩'政策对我国教育资源配置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学前教育#如杨顺光等人)

()*C

*(郑益乐)

()*C

*(史文秀)

()*B

*等均对&全面

两孩'政策背景下!我国学前教育适龄儿童数量及教育资源需求数量进行预测

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学前教育资源供需差距#仅有少数学者研究了&全面

两孩'政策对义务教育资源配置的影响!如李玲和杨顺光)

()*C

*研究了&全面

两孩'政策背景下义务教育战略规划#学前教育是基础教育的第一个环节!将

会最先受到&全面两孩'政策的冲击!但是!立足于我国教育的长期规划和布

局!立足于未来教育资源配置的结构性优化!我们更应该未雨绸缪!科学预

测和研判包含学前(小学(初中在内的基础教育在校生规模变化及配套教育

资源需求!分析基础教育各阶段资源的紧缺程度!为保证基础教育事业可持

续发展提供参考#在&全面两孩'政策作用下!我国未来学前(小学(初中教

育在校生规模将有怎样的变化, 各阶段基础教育对人(财(物等教育资源的

需求将有怎样的变化, 教育资源供需缺口如何, 以上问题不厘清!对我国基

础教育的长期规划(科学布局以及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将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基于此!本文将采用系统动力学中人口老化链模型!科学预测我国&全面

两孩'背景下基础教育各阶段在校生规模!分析其对人(财(物等基础教育资

源需求的影响!并在考察我国基础教育资源供给现状的基础上!测算基础教

育资源的紧缺系数!揭示我国未来基础教育资源供需矛盾!以期为政府科学

配置基础教育资源提供决策参考!为建设教育强国(实现中国梦提供微薄

力量"

#

"

本文基础教育的研究范畴是学前(小学和初中教育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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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面两孩'政策下我国基础教育学龄人口预测

#一%出生人口预测工具与方法

(*

世纪初!人口预测开始应用于我国教育领域的相关研究中)徐坚成!

*+++

-段成荣等!

()))

*#近几年!运用人口预测方法对我国学龄人口及配套

教育资源进行预测和分析的研究不断丰富起来)李玲等!

()*(

-梁文艳等!

()*"

*#现有的人口预测研究中!主要方法有线性回归(灰色
\Z

)

*

!

*

*(环

境容量法(生态足迹法等)王宇熹和汪泓!

()*)

-甘蓉蓉和陈娜姿!

()*)

-寇

业富和孙晓静!

()**

-杨利民和于闽!

()*F

*#这些方法比较适合人口政策不

变情况下的人口预测!在当前&全面两孩'政策背景下适用性不强#在人口预

测领域中!较为精确的人口预测方法需涉及出生人口性别比(分年龄别生育

率(分年龄别存活率等众多人口变量)陈阳和逯进!

()*B

*#而人口系统模型

是综合上述变量进行人口预测的一种经典方法#因此!本研究以我国第六次

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建立基于老化链结构的人口系统模型!通过调整人口

政策参数!以预测&全面两孩'政策下我国学龄人口及在校生规模的变动#

人口系统是一个典型的老化链结构#根据人口演化的内在规律!可以将

总人口分成若干个年龄阶段!本模型以每
"

岁为一个年龄段!将总人口分为

)A!

岁(

"A+

岁(

*)A*!

岁(00

+"A++

岁(

*))

岁及以上!共
(*

个年龄

段#根据人口生育的一般规律可知!年龄段在
*CA!+

岁的女性人口具有生育

能力!并且每个年龄段的妇女生育率不同#出生性别比(各年龄段的死亡率(

育龄期妇女生育率等指标数据来自
()*)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及在此基础上

的预测"

#

由于对我国整体人口进行预测!模型中各阶段的人口数量都为我国的户

籍人口!且没有考虑流动人口的影响!所以!每个年龄段人口的输入流只有

一个!即新出生的人口或从前一年龄段转移过来的人口#每个年龄段人口的

输出流有两个"一个是转移到下一年龄段人口!即转移速率)

d.

*-另一个是

死亡的人口!即死亡速率)

dU.

*#最后一个阶段的去向就是死亡!即死亡速

率)

dU(*

*#

本文将生育政策设为调控变量#基于前人的研究)蔡窻!

()*"

-史佳颖

等!

()*F

-汤梦君!

()*F

*!文章对生育政策做出如下设定"根据&全面两孩'

"

限于篇幅!基于老化链结构的人口系统和下文教育资源供需预测子系统未在正文

列出!留存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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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政策普及程度!假设&全面两孩'政策下!总和生育率为
*&C

#在该生育政策

下!分析我国未来总人口的数量及其结构的变化趋势#

模型中涉及的主要公式有"

死亡速率
c

该年龄段的死亡率
#

该年龄段人口

转移速率
c

该年龄段人口
该年龄段段长g

)

*A

该年龄段的死亡率*

c

该年龄段人口
)该年龄段上限

A

该年龄段下限*

h*

g

)

*A

该年龄段的死亡率*

男性出生速率
c

"

女性
C)AC!

岁
女性

*"A*+

岁该年龄段女性人口数量#

该年龄段生育概率
g

性别比

*))h

性别比g

总和生育率

女性出生速率
c

"

女性
C)AC!

岁
女性

*"A*+

岁该年龄段女性人口数量#

该年龄段生育概率
g

*))

*))h

性别比g

总和生育率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出!&教育发展规划各方面几乎都与人口规模(结构

和分布有关!必须充分考虑人口动态变化'

"

#本文在人口数量预测的基础

上!建立基础教育在校生人口子系统#

()*C

年教育部颁发的$学前工作规程%

第一章第四条规定"&学前适龄幼儿一般为
F

周岁至
C

周岁'#因此!假定某

一年份的学前学龄人口数量应为当年年龄在
F

周岁至
C

周岁之间的所有儿童

数量之和#$义务教育法%第二章第十一条规定&凡年满六周岁的儿童!其父母

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送其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因此!根据小学六

年学制(初中三年学制推算!假定某一年份的小学及初中的学龄人口数量为

当年年龄在
C

周岁到
*(

周岁(

*(

周岁到
*"

周岁之间的所有人口之和#

#

据教育部$教育事业发展公报%统计数据显示!

()*B

年我国学前三年毛入

园率达到
B+&CH

!为了进一步化解学前儿童&人园难'的问题!教育部等四部

门在
()*B

年发布的第三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中明确提出&

()()

年我国

学前三年毛人园率要达到
E"H

'的目标#同时!参照发达国家发展学前教育

的经验和发展历程!义务教育年龄始于
"

岁的匈牙利(法国(荷兰和英格兰

"

#

b'1=,eJP/8:@/08.$/0%P/48.878:5$@167208.$/0%_%0//./

I

GU:3$

I

@0

>

-.2 4̀

>

:284

$5167208.$/0%_%0//./

I

3

1W

.

e]

4

G<<<G7/:42$G$@

I

.

..:

>

G

学界在界定义务教育学龄人口的起始年龄上存在争议#本研究参考李玲和杨顺光

的观点!认为尽管当年
+A*(

月出生的儿童未能入学!但在人口统计时仍纳入到了
C

周岁

的统计范畴!造成人口统计的
C

周岁儿童数大于年满
C

周岁入学的儿童数#因此!为避免

因入学人数估计过小造成教育资源短缺!在制定教育规划时!将当年
*A*(

月满
C

周岁的

学龄人口都纳入规划范围#

*(

周岁处理方式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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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国!其
!

岁儿童入园率均在
+)H

左右)柳倩!

()**

*#因此!我们假定
()()

年学前教育毛入园率为
E"H

!到
()")

年达到
+)H

!期间毛入园率匀速增长#

()*B

年!我国小学学龄人口净入学率为
++&+*H

!初中阶段毛入学率为

*)F&"H

!同时!考虑到$义务教育法%中&义务教育是国家统一实施的所有适

龄儿童(少年必须接受的教育'的规定!本文参考李玲(杨顺光)

()*C

*的做

法!将基础教育中小学及初中教育的学龄人口数据看作小学及初中教育在校

学生数据!并进行相关教育资源需求量的预测是合理的"

#

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计算各年龄人口数量占该年龄段总人口数量

的比例!并假设该比例不变!以此计算
FA*"

岁每个年龄的人口数量(各阶

段的学龄人口数量(各阶段的在校生规模#

图
<

!

基础教育在校生人口子系统

#二%(全面两孩)政策下我国基础教育在校生人口预测结果

根据基础教育在校生人口子系统!预测得出
()*E

+

()")

年学前(小学以

及初中在校生人口规模及变化趋势如表
*

(图
(

所示#

表
<

基础教育在校生规模预测结果 )单位"万人*

年份 学前 小学 初中 年份 学前 小学 初中

()*B !CBB&! *))+(&B !!")&B ()F! C)**&"E **+()&B ")*(&F!

()*E !+FB&( *))+E&F !!F)&F ()F" "+B)&!* **+)B&F ")F+&!

"

实际仍然存在部分学龄人口未能入学的情况!但在进行教育资源配置时!假设学

龄人口都能入学可以避免入学人数估计过小引起的资源短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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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年份 学前 小学 初中 年份 学前 小学 初中

()*+ "*!F&! *)*(!&! !!*!&C ()FC "+(B&++ **EB+&! ")"E&EF

()() "F+"&" *)*EC&+ !!)!&B ()FB "EE"&!( **EF+&B ")B*&)(

()(* ""CB&( *)(+"&B !!)F&* ()FE "E!F&CF **B+)&B ")BC&"*

()(( "B*E&B *)!"C&C !!*(&C ()F+ "E)F&F* **BF!&E ")B"&+C

()(F "E!C&B *)C!B&F !!FC&) ()!) "BC"&)( **CB!&( ")B)&**

()(! "+!+&+ *)E")&( !!BF&) ()!* "B(+&*F **C*)&B ")"+&BF

()(" C)(+&* **)"*&! !"(*&! ()!( "C+"&EB **"!C ")!"&"+

()(C C)E"&B **(!)&E !"BE&! ()!F "CC"&FB **!E*&! ")(E&!!

()(B C*(*&+ **!**&C !C!)&C ()!! "CFB&C" **!*E "))E&+E

()(E C*!)&* **""+&( !B)"&* ()!" "C*(&CC **F"C&E !+EB&EB

()(+ C*!F&) **CE*&! !BCE&E ()!C ""+)&(B **(+E&! !+C"&C+

()F) C*FF&* **BBB&F !E(+&C ()!B ""B)&F* **(!F&( !+!(&+"

()F* C**(&E **E!B&" !EE"&! ()!E """(&"+ ***+*&C !+()&)+

()F( C)E!&" **E+F&F !+F"&) ()!+ ""FC&EE ***!F&E !E+B&!E

()FF C)")&* **+*C&+ !+BB&" ()") ""((&+! **)++&B !EB"&!*

由表
*

及图
(

可知!在
()*E

+

()")

的预测期间内!我国基础教育在校生

规模均呈现倒
b

型的变化趋势#同时学前(小学(初中三个阶段在校生规模

的变动呈现&波浪型'的态势#具体情况如下"

我国学前在校生规模从
()*E

年开始逐年增加!到
()(+

年达到峰值!之

后又开始逐渐减少#其中!学前在校生规模从
()*E

年的
!+FB&(

万人增加到

()(+

年的
C*!F&)

万人!大约增加
*FC"

万人!增幅约
(!&!(H

#随后!学前

在校生规模逐渐减少!到
()F"

年减少到
C)))

万以下!到
()")

年减少到

""((&+!

万人#

我国小学在校生规模从
()((

左右开始快速增加!到
()F!

年达到峰值!

之后又开始逐渐减少#其中!小学在校生规模从
()*E

年的
*))+E&F

万人增加

到
()((

年的
*)!"C&C

万人!增幅约
F&CH

!到
()F!

年!小学在校生规模达到

最大值
**+()&B

万人!相比
()((

年!增幅约
*!H

#之后!小学在校生规模

逐渐减少!到
()")

年减少到
**)++&B

万人#

我国初中在校生规模在
()*E

+

()(*

年略微下降!从
()(*

年开始逐渐增

加!并且从
()(B

年左右开始快速增加!到
()FE

年达到峰值!之后又逐渐减

少#其中!初中在校生规模从
()*E

年的
!!F)&F

万人减少到
()(*

年的
!!)F&*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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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下降约
)&C*H

!之后开始缓慢增加!到
()(B

年增加到
!C!)&C

万人!

相比
()(*

年增幅约
"&F+H

#

()(B

年之后!初中在校生规模开始快速增加!

到
()FE

年达到最大值约
")BC&"*

万人!相比
()(B

年!增幅约
+&!)H

#随后!

初中在校生规模又开始下降!到
()")

年下降到
!EB"&!*

万人#

图
=

!

基础教育在校生规模变化趋势

三(&全面两孩'政策下基础教育资源需求预测

根据以上我国
()*B

+

()")

年间基础教育在校生规模变化趋势的预测!本

研究建立教育资源配置子系统!从教师需求数量(经费需求数量(学校和班

级需求数量三方面就人口政策变动对基础教育资源需求的影响进行分析#

#一%基础教育教师资源需求预测

教师资源作为学校的第一资源!对学校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产生决定性

影响!因此!必须把教师资源配置摆在基础教育资源配置的首要地位)张翔!

()*C

-

U0@%./

I

JM033$/6()))

*#因此!本研究在基础教育在校生规模预测

的基础上对学前(小学(初中各阶段的师资需求进行了预测#

在国际上!普遍运用生师比对教师资源需求进行预测)李玲和杨顺光!

()*C

-

b@080

!

*+++

*#根据
()**

+

()*B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

据!

()**

+

()*B

年学前(小学(初中生师比及其增长率统计结果如表
(

所

示#由表
(

可知!

()*(

+

()*B

年学前(小学(初中教育的生师比平均增长率

分别为
A)&)"E

(

A)&))B

(

A)&)((

!因此!假定预测期间的生师比分别按平

均增长率增长!在此基础上!

()*E

+

()")

年基础教育教师资源需求预测结果

如图
F

#



!)

!!!

教 育 经 济 评 论
()*+

年

表
=

!

=><<

*

=><K

年基础教育生师比

学前 小学 初中

生师比 增长率 生师比 增长率 生师比 增长率

()** ((&E+ *B&B* *!&FE

()*( (*&+B A)&)!) *B&FC A)&)() *F&"+ A)&)""

()*F ()&CC A)&)C) *C&BC A)&)F" *(&BC A)&)C*

()*! *+&!B A)&)"E *C&BE )&))* *(&"B A)&)*"

()*" *E&"( A)&)!+ *B&)" )&)*C *(&!* A)&)*F

()*C *B&CC A)&)!C *B&*( )&))! *(&!* )&)))

()*B *C&)* A)&)+! *C&+E A)&))E *(&"( )&))+

平均增长率
A)&)"E A)&))B A)&)((

由于$配备标准%和$编制标准%根据&中央严格控制机构编制和本届政府财

政供养人员只减不增的有关精神'!要求&学前及中小学教职工编制不突破现

有编制总量'!因此!本研究主要关注未来我国基础教育教师需求量的最大

值#由图可知!我国学前教师需求在
()*E

+

()(+

年之间呈上升态势!

()(+

年之后又下降!学前教师需求在
()(+

年达到最大值!为
C"F&"

万人-小学教

师需求在
()((

+

()F!

年之间快速上升!

()F!

年之后又下降!小学教师需求

在
()F!

年达到最大值!为
B)F&F

万人-初中教师需求在
()(*

+

()FE

年之间

呈缓慢上升态势!

()FE

年之后又缓慢下降!初中教师需求在
()FE

年达到最

大值!为
!*B&!

万人#

图
C

!

基础教育教师资源需求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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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础教育经费资源需求预测

教育的发展!需要稳定且不断增长的资源投入!而经费投入是基础教育

发展最基本的保障)郭燕芬和柏维春!

()*B

-

,$-:/

!

*++B

*#因此!本研究

在基础教育在校生规模预测的基础上对学前(小学(初中各阶段的教育经费

资源需求进行了预测#

学术界普遍采用生均教育经费对教育经费需求进行预测#根据
()**

+

()*B

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学前(普通小学(普通初中教育的生均教

育经费统计如表
F

"

#由表
F

可知!

()**

+

()*C

年学前(小学(初中教育的

教育经费平均增长率分别为
)&*"E

(

)&*"*

(

)&*C(

!因此!假定预测期间的

生均教育经费分别按平均增长率增长!在此基础上!

()*B

+

()")

年基础教育

经费资源需求预测结果如图
!

#

表
C

!

=><>

*

=><A

年基础教育生均教育经费

学前 小学 初中

生均教育经费 增长率 生均教育经费 增长率 生均教育经费 增长率

()*) FC((&*( !+F(&BC C"(E&FC

()** !!F+&+E )&((C C*()&E* )&(!* E*E*&(B )&("F

()*( "!BE&!*" )&(F! B(CF&+* )&*EB +E(*&!* )&())

()*F C"*C&E" )&*+) E!)B&)* )&*"B **!C*&"" )&*CB

()*! CC)*&!C )&)*F +!FF&* )&*(( *(E*"&B( )&**E

()*" B!FB&"C )&*(B *)!CE&BF )&**) *!!EB&BB )&*F)

()*C EC(+&CE )&*C) **F++&FC )&)E+ *C))+&E( )&*)"

平均增长率
)&*"E )&*"* )&*C(

图
D

!

基础教育经费资源需求预测

"

国家统计局未发布
()*F

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

()*(

年数据以
()**

年和

()*F

年数据的平均数表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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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由图
!

可知!基础教育经费需求中!小学教育经费需求最大!其次是初

中!教育经费需求最小的是学前#其中!学前教育经费需求在
()*B

+

()(+

年

缓慢增长!

()(+

年之后需求逐渐减少!

()(+

年学前教育经费需求达到最大为

((!B

亿-小学教育经费需求在
()((

+

()F!

年之间快速上升!

()F!

年之后又

下降!小学教育经费需求在
()F!

年达到最大值!为
*(F!E

亿元-初中教育经

费需求在
()(*

+

()FE

年之间呈上升态势!

()FE

年之后又下降!初中教育经

费需求在
()FE

年达到最大值!为
B(""&C

亿元#

#三%基础教育资源校舍需求预测

&全面两孩'政策的出台导致基础教育在校生规模出现先后递增的态势!

这势必会影响我国校舍建筑面积需求的上升#因此!本研究在基础教育在校

生规模预测的基础上对小学(初中阶段的校舍建筑面积需求进行了预测"

#

根据
()**

+

()*B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

()**

+

()*B

年小学(初中生均校舍建筑面积及其增长率统计结果如表
!

所示#由表
!

可

知!

()*(

+

()*B

年小学(初中教育的生均校舍建筑面积平均增长率分别为

!&"H

(

B&!H

!因此!假定预测期间的生均校舍建筑面积分别按平均增长率

增长!在此基础上!

()*E

+

()")

年基础教育校舍资源需求预测结果如图
"

#

表
D

!

=><<

*

=><K

年小学&初中生均校舍建筑面积

小学 初中

生均校舍建筑面积 增长率 生均校舍建筑面积 增长率

()** "&BF E&++

()*( C&)+ )&)C( +&++ )&***

()*F C&CF )&)EE **&(E )&*(+

()*! C&E" )&)F( **&++ )&)CF

()*" C&+" )&)*" *(&BB )&)C"

()*C B&*C )&)F) *F&FC )&)!C

()*B B&!! )&)F+ *F&BF )&)(E

平均增长率
)&)!" *(&*E" )&)B!

由图
"

可知!对校舍资源的需求中!小学教育校舍建筑面积需求在
()FF

年达到最大值
E*F!+

万平方米!初中教育校舍建筑面积需求在
()FC

年达到最

大值
C!"E)

万平方米#

"

由于历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中均未公布学前教育的校舍建筑面积!因

此本部分重点对小学和初中阶段的校舍建筑面积总需求进行预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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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小学&初中教育校舍资源需求预测

四(&全面两孩'政策下基础教育资源供需矛盾分析

#一%基础教育资源紧缺系数构建

本文以
()*C

年为基数测算基础教育不同资源的紧缺程度!

()*C

年资源

的基数为$

-

D

!其中
D

c*

!

(

!

F

!分别代表人力资源(物质资源和财力资源!

假设资源
S

在第
.

年的需求量为#则资源
S

在第
.

年份的需求量缺口可以表示

为
-)

4

D

#

-)

4

D

c

)

-

4

D

A

$

-

D

* 式
*

用
-)%

4

D

表示
S

资源在第
.

年份的紧缺系数!则

-)%

4

D

c-)

4

D

.

$

-

D

式
(

首先测算基础教育不同阶段教育资源的紧缺系数!用
D@62

!

>

@62

!

S

@62

分

别代表学前(小学和初中的教育资源紧缺系数!则

K-)%

4

D

cK-)

4

D

.

K-

D

式
F

3

-)%

4

D

c

3

-)

4

D

.

3

-

D

式
!

D

-)%

4

D

c

D

-)

4

D

.

D

-

D

式
"

其中!

K-)%

4

D

表示
.

年份学前阶段对
S

资源的紧缺系数!

3

-)

4

D

表示
.

年份

小学阶段对
S

资源的紧缺系数!

D

-)

4

D

表示
.

年份初中阶段对
S

资源的紧缺

系数#

其次!对整个基础教育!测算不同资源的紧缺系数!结合式
(

+式
"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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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

4

D

c

*

2

)

K-)

4

D

h

3

-)

4

D

h

D

-)

*

4

D

式
C

其中
/cF

!即对学前(小学(初中阶段
S

资源的紧缺系数进行算术平均!

从而得出
S

资源的紧缺系数#

根据构建的基础教育资源紧缺系数!本文首先分析整个基础教育不同资

源总量的紧缺系数-其次!从资源维度出发比较分析了基础教育三个阶段的

人(财(物资源的紧缺程度!为学前教育(小学教育和初中教育的专项规划

提供参考和建议#

#二%基础教育资源总量紧缺系数测算

从图
C

和表
"

可以看出!从
()*B

年到
()")

年!人(财(物三种资源的

紧缺系数都呈现倒
b

型的变化趋势!三种资源紧缺系数都在
()FF

年达到峰

值!紧缺系数分别为
)&(E

(

)&(!

和
)&!)

#

()*B

+

()")

财力资源的紧缺系数

最大!物质资源次之!人力资源的紧缺系数最小#这表示基础教育对财力资

源的需求远大于对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的需求#因此!教育规划部门在基础

教育资源总量上要合理规划!加大对教育经费的投入力度#

图
A

!

基础教育不同资源紧缺系数

表
@

!

基础教育不同资源总量紧缺系数的测算结果

351"

#

L"%$

%

人力资源

紧缺系数

财力资源

紧缺系数

物质资源

紧缺系数

351"

#

L"%$

%

人力资源

紧缺系数

财力资源

紧缺系数

物质资源

紧缺系数

()*B )&)B )&*B )&)" ()F! )&(E )&! )&(!

()*E )&)E )&*+ )&)C ()F" )&(E )&! )&(!

()*+ )&* )&(* )&)B ()FC )&(E )&! )&(!

()() )&*F )&(! )&)+ ()FB )&(B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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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

#

L"%$

%

人力资源

紧缺系数

财力资源

紧缺系数

物质资源

紧缺系数

351"

#

L"%$

%

人力资源

紧缺系数

财力资源

紧缺系数

物质资源

紧缺系数

()(* )&*! )&(C )&** ()FE )&(B )&F+ )&(F

()(( )&*C )&(E )&*F ()F+ )&(C )&FE )&(F

()(F )&*E )&F )&*! ()!) )&(" )&FB )&((

()(! )&( )&F( )&*C ()!* )&(" )&FB )&((

()(" )&(( )&F! )&*E ()!( )&(! )&FC )&(*

()(C )&(F )&FC )&*+ ()!F )&(! )&F" )&(

()(B )&(" )&FB )&(* ()!! )&(F )&F" )&(

()(E )&(C )&FE )&(( ()!" )&(( )&F! )&*+

()(+ )&(B )&F+ )&(F ()!C )&(( )&F! )&*+

()F) )&(B )&! )&(F ()!B )&(* )&FF )&*E

()F* )&(E )&! )&(! ()!E )&(* )&FF )&*E

()F( )&(E )&! )&(! ()!+ )&( )&F( )&*B

()FF )&(E )&! )&(! ()") )&( )&F( )&*B

#三%基础教育各阶段资源紧缺程度比较分析

本文从资源维度出发!分别测算基础教育各阶段人(财(物资源的紧缺

系数!分析
()*B

+

()")

年间基础教育资源配置的需求结构!并对比分析各阶

段下不同资源的紧缺程度#系统预测详细结果如表
C

所示"

#

表
A

!

基础教育不同阶段资源紧缺系数测算结果

351"

#

L"%$

%

人力资源 财力资源 物质资源

学前 小学 初中 学前 小学 初中 学前 小学 初中

()*B )&(" )&)C A)&* )&!B )&)( )&)F )&)E )&)( )&)F

()*E )&(+ )&)B A)&** )&"( )&)( )&)( )&*( )&)( )&)F

()*+ )&F" )&)B A)&** )&"E )&)( )&)( )&*C )&)F )&)(

()() )&!* )&)B A)&** )&CC )&)F )&)( )&(( )&)F )&)(

()(* )&!C )&)+ A)&** )&B* )&)! )&)( )&(C )&)! )&)(

()(( )&" )&* A)&** )&BC )&)" )&)( )&(+ )&)C )&)(

()(F )&"F )&*( A)&** )&E )&)B )&)( )&F( )&)E )&)F

"

此部分学前教育物质资源用幼儿园园数衡量#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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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续表

351"

#

L"%$

%

人力资源 财力资源 物质资源

学前 小学 初中 学前 小学 初中 学前 小学 初中

()(! )&"C )&*! A)&* )&EF )&)+ )&)F )&F" )&* )&)!

()(" )&"E )&*B A)&)+ )&EC )&** )&)! )&FC )&*( )&)"

()(C )&"+ )&*+ A)&)E )&EB )&*F )&)C )&FE )&*! )&)C

()(B )&C )&( A)&)C )&EE )&*" )&)B )&FE )&*C )&)E

()(E )&C* )&(( A)&)" )&E+ )&*B )&)+ )&F+ )&*B )&)+

()(+ )&C* )&(F A)&)! )&E+ )&*E )&* )&F+ )&*E )&*

()F) )&C* )&(! A)&)F )&E+ )&*+ )&*( )&F+ )&*+ )&*(

()F* )&C )&(" A)&)( )&EE )&( )&*F )&FE )&( )&*F

()F( )&"+ )&(" A)&)* )&EB )&( )&*! )&FE )&(* )&*!

()FF )&"E )&(C ) )&EC )&( )&*" )&FB )&(* )&*"

()F! )&"B )&(C )&)* )&E" )&( )&*C )&FC )&(* )&*C

()F" )&"C )&(C )&)( )&E! )&( )&*C )&F" )&(* )&*B

()FC )&"" )&(" )&)( )&E( )&( )&*B )&F! )&( )&*B

()FB )&"! )&(" )&)( )&E* )&*+ )&*B )&FF )&( )&*B

()FE )&"F )&(! )&)( )&E )&*+ )&*B )&F( )&( )&*E

()F+ )&"( )&(! )&)( )&B+ )&*E )&*B )&F* )&*+ )&*E

()!) )&"* )&(F )&)( )&BB )&*E )&*B )&F )&*E )&*B

()!* )&" )&(( )&)( )&BC )&*B )&*B )&F )&*E )&*B

()!( )&!+ )&(( )&)( )&B" )&*C )&*B )&(+ )&*B )&*B

()!F )&!E )&(* )&)* )&B! )&*C )&*C )&(E )&*C )&*B

()!! )&!E )&( )&)* )&B! )&*" )&*C )&(E )&*C )&*C

()!" )&!B )&( )&)* )&BF )&*" )&*" )&(B )&*" )&*C

()!C )&!C )&*+ ) )&B( )&*! )&*" )&(C )&*" )&*"

()!B )&!C )&*+ ) )&B* )&*F )&*! )&(C )&*! )&*"

()!E )&!" )&*E A)&)* )&B* )&*F )&*! )&(C )&*F )&*!

()!+ )&!" )&*E A)&)* )&B )&*( )&*F )&(" )&*F )&*F

()") )&!" )&*B A)&)( )&B )&*( )&*F )&(" )&*F )&*F

对于学前教育!由图
B

和表
C

可以看出学前教育经费的缺口要大于物质

资源和师资的缺口#而学校和班级数量的紧缺程度也大于师资的紧缺程度#

因此学前建设规划中!要首先考虑教育经费的配置!同时还要进行师资力量

扩充和学校建设统筹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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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K

!

学前教育资源紧缺系数

!!

对于小学教育!从图
E

和表
C

中可以看出小学教育资源的紧缺程度变化

趋势基本一致!其中小学人力资源的紧缺系数最大!小学物质资源和小学财

力资源的紧缺程度基本相同#因此!在小学建设的规划中!要把教育经费的

投入(学校建设和师资规模的扩充进行统筹考虑#建议每年按照一定的增长

率进行资源配置#

图
?

!

小学教育资源紧缺系数

对于初中教育!从图
+

和表
C

中可以看出!初中阶段对师资的紧缺系数

为负值!即按照当前标准!在
()*B

到
()")

年的师资力量是能够满足需要的#

而物质资源和财力资源的紧缺程度基本保持一致!在初中建设规划中!要统

筹考虑教育经费的投入和学校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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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图
M

!

初中教育资源的紧缺系数

!!

通过分别测算学前(小学(初中三个阶段对教育资源的紧缺系数!本文

发现基础教育不同阶段教育资源的紧缺程度是不同的#例如!在学前阶段!

教育经费的紧缺程度较大-在小学阶段!对师资的需求较大-初中阶段!师

资力量相对充裕!对学校和教育经费的需求都较高#因此!相关部门在做好

教育资源配置总量规划的同时!还要针对不同阶段对教育资源的需求进行科

学配置#

五(结论及对策建议

在
()*E

+

()")

的预测期间内!我国基础教育学前(小学(初中在校生规

模均出现先递增后下降的趋势!可见&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将在短期内出

现出生堆积!之后逐渐回落!呈现倒
b

型的变化趋势!同时学前(小学(初

中三个阶段在校生规模的变动呈现&波浪型'的态势!即学前在校生规模从

()*E

年开始逐年增加!到
()(+

年达到峰值-小学在校生规模从
()((

左右开

始快速增加!到
()F!

年达到峰值-初中在校生规模从
()(B

年左右开始快速

增加!到
()FE

年达到峰值#相关部门要根据学龄人口和在校生规模的变动趋

势科学设计(尽早谋划教育资源的配置#

与在校生规模变动趋势相类似!基础教育资源需求也出现倒
b

型的变化

趋势和&波浪型'的变动态势#根据基础教育不同教育资源的需求测算!本文

发现基础教育资源都有一定程度的缺口!

()*E

+

()")

基础教育经费的缺口最

大!学校数量和班级数量等物质资源次之!师资力量的缺口最小#因此!基

础教育不同阶段教育资源的紧缺程度是不同的#根据测算!目前除初中阶段

师资力量基本满足需求以外!其他阶段基础教育的人(财(物三类教育资源

都有一定程度的紧缺!尤其是学前教育的缺口最为严重!学前教育经费的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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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口比较大!而且学前对教育资源的需求最为急切#因此!教育资源的配置要

向学前教育倾斜#在合理规划基础教育各个阶段教育资源配置的基础上!加

大对学前师资(经费(幼儿园数量的投入#

另外!本文发现在学前阶段!教育经费的紧缺程度较大#在小学阶段!

对师资的需求较大-初中阶段!师资力量相对充裕!对学校和教育经费的需

求都较高#因此!相关部门在做好教育资源配置总量规划的同时!还要针对

不同阶段对教育资源的需求进行科学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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