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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适应中国人口结构发展趋势研究0

研讨会综述

张立龙!余秋梅

为准确把握学龄人口规模与结构变化对教育的影响以及教育如何应对人

口结构发展带来的挑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重大项目%教育适应中国人

口结构发展趋势研究(课题组举行了线上研讨会$参会人员包括课题负责人北

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胡咏梅教授!各子课题负责人"国家统计局余秋梅处长)

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安雪慧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刘

泽云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梁文艳副教授)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唐

一鹏副教授!以及课题组核心成员"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张立龙

讲师)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史毅副研究员等$会议由胡咏梅教授主持$

张立龙代表子课题组汇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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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各学段适龄人口规模预测(工

作的进展!汇报内容包括预测方法)基年数据推算)学龄人口预测中主要参

数的假定)

()()

-

()"!

年学龄人口变化情况)预测结果的一致性五个方面$

课题组采用队列要素人口预测方法和分城乡离散型人口发展模型分城乡对学

龄人口规模进行预测$预测所用基年数据主要基于
()E)

年六普数据)

()E!

年小普查数据)国家统计局的历年出生人口数据)公安部门的户籍人口数据)

历年教育部门统计数据)

()ED

年-

()EF

年
En

人口调查抽样数据等$对于学

龄人口预测主要参数的假定包括"*

E

+结合国家统计局)卫生健康委)联合国

等公开数据!根据联合国对中高收入国家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增速的预测)以

及对男性和女性平均预期寿命差异变化的预测!形成本课题对预期寿命和年

龄别死亡率的预测#在死亡模式参数设置方面!主要参考寇尔
M

德曼模型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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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的西区模式!该模型生命表在预测中国人口变动时被广泛应用$*

(

+根据发

达国家的城镇化发展规律和/国家人口发展规划*

()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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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0!设定中国

()")

年的城镇化水平的上限为
H)G

!在参考城镇化率预测的相关研究的基础

上!估算
()()

-

()"!

年的城镇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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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EF

年
En

人口抽样数据为基

础!计算
()EF

年分年龄分性别的乡-城人口迁移率#假设在预测期内迁移人

口的性别)年龄结构不变!即以
()EF

年乡城迁移模式估算
()()

-

()"!

年分

性别分年龄的乡-城迁移人数$*

>

+由于生育率的不同设定对未来学龄人口规

模与结构的影响较大!对总和生育率做出不同的假定!分为低方案)中方案)

高方案)极高方案)超高方案$具体地!采用
()E!

年的育龄妇女分城乡分年

龄的生育率作为低方案的生育率假定)

()ED

年育龄妇女分城乡分年龄的生育

率作为中方案生育率假定)

()EF

年育龄妇女分城乡分年龄的生育率作为高方

案的生育率假定)

()EH

年育龄妇女分城乡分年龄的生育率作为极高方案的生

育率假定#以
()"!

年前中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逐渐达到
ESF)

作为超高方

案的生育率假定$*

!

+假定%全面二孩(政策后!生育政策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

逐步减少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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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间逐步恢复到正常水平
E)H

$基于以上假定的学

龄人口预测工作已经基本完成!较已有研究!本课题在基年数据的调整)

乡-城迁移模式的假定和生育模式的假定等方面均有改进$

与会人员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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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各学段适龄人口规模预测(子课题工作进展给

予了充分肯定!并就如何使用各学段适龄人口规模预测结果展开热烈讨论$

余秋梅提出!目前主要是基于
()E)

年%六普(数据模拟预测出
()EF

-

()"!

年

各年龄别分城乡)分性别的人口数据!这一预测结果与已经发生的既定数据

可以比较!二者的比对可以检验预测的精度!为后续使用
()()

年的%七普(数

据开展正式预测工作提供支撑$史毅认为!关于城乡迁移模式!国内目前研

究考虑不够充分!多考虑城镇化率指标!假定城乡迁移的年龄分布是一致的!

这与中国实际相差较大#目前预测工作考虑了分性别)分年龄的城乡迁移!

有一定突破与改进$安雪慧认为!目前学龄人口预测有五个方案!具体子课

题应用时资源的配置测算也会有不少方案!组合起来方案较多!建议给出推

荐方案!各子课题统一$

安雪慧代表子课题组介绍了高中阶段教育资源预测的框架$除基本的学

龄人口预测外!毛入学率)高中阶段普职比)班级规模)生师比)生均建筑

面积)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等参数的确定对于高中阶段资源预测尤为重要$

安雪慧认为!在高中阶段资源预测中!这些参数的基本假定为"*

E

+根据/中

国教育现代化
()"!

0中%全面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教育现代化目标!课题组

将以
()()

年毛入学率为
?)G

!

()"!

年为
?HG

!计算平均年增长率!在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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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稳定增长的情况下!计算出每年的高中阶段毛入学率$*

(

+根据/高中阶段教

育普及攻坚计划*

()EH

-

()()

年+0/中国教育现代化
()"!

0以及
()E?

年中等职

业教育招生规模占比情况!确定
()()

-

()"!

年的高中阶段普职比$*

"

+小班

化教学是未来的一个方向!课题组将每班
"!

人作为高方案标准$*

>

+基于以

往经验!将生师比的国家标准作为低方案标准!上调
()G

的标准作为中方案

标准!上调
>)G

的标准作为高方案标准$*

!

+课题组使用教育统计数据中的

在校生规模和学校数量计算普高和中职的平均学校规模!根据其规模确定生

均建筑面积指标$*

D

+普通高中按照当前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的执行情况确定

低方案标准!然后分别上调
()G

和
>)G

确定中方案和高方案标准$此外!课

题组还认为!高中阶段资源的预测还需要考虑教师平均工资增长状况)固定

资产折旧率)校舍建造单价问题等$

对于各学龄段教育资源的预测!胡咏梅教授)刘泽云教授)安雪慧研究

员)梁文艳副教授)唐一鹏副教授分别就幼儿园的班级规模)财力预测问题)

寄宿生和寄宿制学校问题等进行了探讨$

最后!课题负责人胡咏梅教授对两个课题组的汇报进行了总结$她对学

龄人口预测子课题组的工作表示肯定!并提及高中和高等教育阶段的适龄人

口预测!由于不受当前生育率假定的影响!各预测方案的差异不大$但不同

方案的选择对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阶段的预测结果影响较大#需要学龄人口

预测子课题组咨询人口预测领域的专家!推荐
E

-

(

个更符合未来人口变动趋

势的预测方案!供其他子课题组研究使用$对于教育资源的预测!胡咏梅教

授认为!要明确各级教育的预测资源指标)查找预测资源指标的相关政策文

件及历史数据!确定各项指标的预测标准)确定资源预测方法)预测各项资

源的需求总量和增量以及教育经费等$

#责任编辑)刘泽云
!

责任校对)刘泽云
!

孙志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