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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人口大省

义务教育阶段资源配置研究

...以四川省为例

乔锦忠!沈敬轩!李汉东!钟秉林

!摘
!

要"

'('(?'(D!

年是我国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关键期!而学龄人口#师资与经费

投入是举办义务教育的基础条件%四川省是我国人口第四大省#西部地区的重要省

份!以四川省为例对
'('(?'(D!

年人口大省的义务教育适龄人口与教育资源需求进

行预测!对于教育现代化的实现有重要意义%基于
8̀2$,8

矩阵的队列要素法和实地

访谈法构建人口预测模型进行的分析结果表明&其一!

'('(?'(D!

年期间四川义务

教育阶段学生人数呈现出先增后减趋势!与
'(A)

年相比!

'(D!

年在校生总量将下降

L!%A

万!义务教育中小学将减少
A'GG

所!其中小学过剩
AL'!

所!小学教师过剩

D%'D

万人!初中则存在
A%GI

万人的专任教师缺口'其二!

'(')

年四川城区学生将

超过镇区!对应城区的学校#教师需求不断增加!与
'(A@

年相比!

'(D!

年城区小学

存在缺口
IIL

所!农村地区小学则过剩
AA!G

所%有鉴于此!在推进教育现代化进程

中!应以在校生数量总体减少为契机!深化教育教学改革!进一步提高义务教育质

量!回应人民群众由"有学上$到"上好学$的教育需求转变%同时!充分考虑学生由

农村向镇区和城区转移的必然趋势!科学配置城乡教育资源!重视#保障边远山区

适龄儿童的受教育权%另外!还应注意发挥新形势下线上教育在促进教育公平方面

的积极作用!提高教师队伍信息素养!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共享%

!关键词"教育现代化'义务教育'资源配置'人口预测'四川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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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学龄人口+师资与经费投入是举办义务教育的基础条件!学龄人口更是

基础中的基础&生育率与出生人口的变化趋势!决定了未来一段时间学龄人

口的变化趋势&多年来!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学龄人口总体呈下降趋势!全国

大部分省份的义务教育阶段学龄人口也呈现下降趋势&

'(AG

年我国实施"全

面二孩#政策!但政策效果并不理想!人口堆积效应已在短期内释放完毕&

'(AI

年全国新生人口
A!'D

万!比
'(A@

年减少
'((

万!

'(A)

年全国新生人口

ALG!

万!比
'(AI

年减少
!I

万!为
A)L)

年以来出生人口最少的一年&

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为目标!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

现代化
'(D!

-对
'('(?'(D!

年期间的教育工作提出了一系列重要任务&同年

国务院发布的,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

'(AI?'(''

年%-明确了"推进

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加快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是今后
!

年推进教育

现代化的十项重点任务之一&教育现代化离不开现代化的教育投入与资源配

置机制!这就要求在制订规划和实施相关政策时!充分考虑经济社会发展进

程!特别是将学龄人口预测作为教育资源配置的基础&

四川省是我国人口第四大省!也是西部地区的重要省份&

'(A)

年!四川

省常住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为
!%)IM

!出生人口占全国的
G%A(M

&

'(AG

年至
'(A)

年间四川省出生人口数分别为
)!%L@

万+

A('%AD

万+

)'

万+

I)%L

万!四年年均出生人口
)L%@!

万人!较
'(A(

年至
'(A!

年间的年均值$

@)%I

万人%高出约
A!

万人&"全面二孩#政策对四川省生育水平的提高起到了积极

作用!但从全国+长期来看!政策效果正在衰减&四川省小学阶段在校学生

人数在
A))I

年达到了自重庆分离后的最高点
ILD%IL

万人后!下降速度十分

迅猛&

'((I

年下降为
GLI%I'

万人!

'(AG

年进一步下降为
!L)%!'

万人&在

A))I?'((I

年的
A(

年间!四川省小学阶段在校生数下降了近
'((

万(在

'((I?'(AG

年的
I

年间!又下降了近
A((

万&在,四川省教育事业发展 "十三

五#规划-中!九年义务教育在校生数将由
'(A!

年的
@I)%DD

万人下降至
'('(

年的
@GL

万人&对此!,四川省"十三五#人口发展规划-$下称,人口发展规

划-%既提出了"增强全面二孩政策目标人群和新增出生人口的监测和预警#!

也要求"建立义务教育常住人口学位供给和动态调整机制!积极应对学龄人口

波动#&基于四川省的人口总量+经济地位+发展规划以及在校学生数变化情

况!我们认为四川省在教育资源配置研究方面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对其学龄

人口与教育资源配置状况开展预测!能够为全国其他省份!特别是人口大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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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的教育资源配置提供参考&

此外!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四川以及全国其他省份均面临着"城镇

挤+乡村空#分布不均等问题&田宝宏$

'((I

%基于农村+城郊+城市学校学龄

人口的变动现状!指出我国农村生源正在持续减少!而城郊+城市生源持续

增加&城镇!特别是城区大班额和超大班额问题突出!乡村教育资源富余闲

置+就读人数不足&对此!,四川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A(

.

'('(

年%-提出"根据城镇化建设进度同步规划建设城镇学校!加快解决大班

额问题#&

因此!目前迫切需要对人口大省的城镇义务教育适龄人口与教育资源需

求进行预测!以应对义务教育城乡差距不断扩大+"新市民子女进城上学#提

出的挑战!提高校舍建设+师资配备和经费投入等教育资源的配置效率&

二+文献综述

人口预测是人口学研究中最为广泛使用的分析方法之一!根据研究者对

人口发展过程的认识!可以分为基于期望模型的确定性人口预测和基于随机

模型的人口概率预测$宋健!

'('(

%&前者包括假定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的马

尔萨斯增长模型$金鑫等!

'(A'

%+利用已知信息推测未知信息的灰色模型$也

称
BP

$

-

!

+

%模型%+基于生物学神经元学说进行建模预测的
ZN

神经网络模

型$尹春华和陈雷!

'((!

%+基于统计学的回归模型$杨丽霞等!

'((G

%或时间

序列模型$如自回归移动平均模型!

C7aPC

%$钟朝晖等!

'((D

%&我国在城市

人口规模预测时曾采用过"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劳动平衡法$麦顶生!

A)IL

%&目前使用较为广泛的确定性人口预测方法是通过设定死亡+生育+迁

移等要素参数以预测未来人口规模的队列要素法$

0#+#>6?0#1

<

#-8-6

<

>#

H

806,#-186+#4

%$田飞!

'(AA

%和年龄移算法$贺小林!

'(AI

(蒋远营!

'(A'

%&

董辉$

A))(

%最早从人口学角度探讨了人口数量+结构的变动对教育需求+

结构的影响&袁政和赖元珊$

A))I

%+徐坚成$

A)))

%较早地分别对广东省和全

国的学龄人口变化情况及其影响进行了探析+预测&从预测方法和使用数据

来看!大多采用了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开发的中国人口预测软件$

*NN;

%!

所用的数据为人口普查数据和国家统计局
AM

人口抽样数据&

进入二十一世纪!出现了较多以四川省及省内地区为对象的教育资源配

置研究&刘家强和罗蓉$

'((G

%分析了
'((!?'('(

年四川省以及省内各地区的

学龄人口+学校数+生均经费情况!认为在学龄人口全部就学的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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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资源存在一定剩余!学前教育和高中教育存在较

大缺口&许小君等$

'((I

%预测了
'((I?'(A!

年期间四川省中学教育阶段的学

龄人口与教师需求!认为总体上初中教师需求将逐步减少!并判断四川省师

范毕业生的招生+毕业生规模将大大超过需求&周洪$

'(AD

%预测了
'(AA?

'('(

年四川省义务教育学龄人口!认为小学在校生数量与小学教师需求量呈

Q

型变化$先减后增%!初中教师需求则持续下降&

总的来看!近几年的研究主要预测了"全面二孩#政策影响下义务教育阶

段学龄人口的大致变动趋势!并给出了学校+师资+经费需求情况的预测分

析&认为实行"全面二孩#政策后!我国义务教育小学阶段受教育人口数量呈

现先上升再下降的趋势&"全面二孩#政策对义务教育的影响将从
'(''

年左右

开始显现!并在短期内刺激义务教育小学阶段学生规模迅速扩大!到
'(D(

年

达到峰值后!小学阶段学生规模会重新开始缩小$周娅娜和曾益!

'(A)

(李玲

和杨顺光!

'(AG

%&分城乡来看!农村义务教育在校生规模受"全面二孩#政策

影响小于城镇!城镇地区中小学的数量与专任教师数量均存在缺口$孙冬霞!

'(A@

%&

'('(?'(D!

年是我国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关键期&本文将以四川省为研究

样本!在明确义务教育学龄人口变动趋势的同时!结合最新人口数据和城镇

化水平!对人口大省的"学龄人口拐点#等关键年份进行分析计算!以有效指

导城乡教育资源配置!推进义务教育实现优质均衡发展&

三+模型建构与参数说明

#一$人口预测模型

李汉东和李流$

'(A'

%提出的人口预测模型!针对中国现存的城乡二元结

构以及计划生育政策的特点!充分考虑了不同人口群体在生育+死亡和迁移

等方面的特征和变化&模型采用
8̀2$,8

矩阵的队列要素法进行人口的年龄移

算!其基本方程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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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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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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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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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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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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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模型中各个变量的含义如下'

!

$

A

%

"

$

#OA

%+

!

$

A

%

'

$

#OA

%分别表示
#OA

年

年末农村女性+男性人口按年龄队列列向量(

!

$

'

%

"

$

#OA

%+

!

$

'

%

'

$

#OA

%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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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表示
#OA

年年末城镇女性+男性人口按年龄队列列向量&方程组$

A

%由四个

方程组成!分别为农村女性+农村男性+城市女性和城市男性的转移方程&

我们以第一个方程为例说明参数矩阵的含义&其中!

$

$

A

%

"

$

#OA

%表示农

村女性存活率矩阵!它由
#OA

年不同年龄队列女性的存活率
$

$

A

%

"

(

$

#OA

%组

成!其中
(bA

!0!

A((

&

$

$

A

%

"

$

#OA

%

b

(

0

( (

$

$

A

%

"

(

$

#OA

% 0

( (

1

%

1 1

(

0

$

$

A

%

"

)?'

$

#OA

%

&

'

(

)

(

$

'

%

矩阵
%

$

A

%

"

$

#OA

%是由农村
(

岁女婴数量组成的矩阵&该矩阵除第一行

外!其他元素都为
(

!行向量
$*+

$

A

%

"

$

#OA

%

,

$

A

%

$

#OA

%$

+A

$

A

%

$

#OA

%

O+'

$

A

%

$

#

OA

%

O+D

$

A

%

$

#OA

%%表示不同年龄妇女平均生育的孩子数量&该行向量仅仅从

第
AG

到
!(

的元素不为
(

$对应女性的生育年龄为
A!?L)

岁%!其余的元素为

(

&其中
$*+

$

A

%

"

$

#OA

%表示
#OA

年农村出生的女婴存活到
#OA

年年末的存活

率!而
,

$

A

%

$

#OA

%表示
#OA

年农村地区出生性别比!

+-

$

A

%

$

#OA

%

b./*

$

A

%

-

$

#O

A

%

0

$

A

%

- (

!0!

0

$

A

%

- )?'

!

0

$

A

%

- )

$ %

?A

!

-bA

!

'

!

D

表示
#OA

年农村育龄妇女平均

生育的
-

孩次婴儿数$其中
-bD

表示三孩次以及以上%!

./*

$

A

%

-

$

#OA

%为农村

育龄女性在
#OA

年的
-

孩次总和生育率(

0

$

A

%

- (

!0!

0

$

A

%

- )?'

!

0

$

A

%

- )

$ %

?A

为农村

育龄女性生育
-

孩次的年龄分布&

%

$

A

%

"

$

#OA

%

b

$*+

$

A

%

"

$

#OA

%

,

$

A

%

$

#OA

%$

+A

$

A

%

$

#OA

%

O+'

$

A

%

$

#OA

%

O+D

$

A

%

$

#OA

%%

!!!!!!!!!!

(

0

( (

1

%

1 1

(

0

&

'

(

)

( (

$

D

%

#二$模型参数估计

本人口预测模型涉及众多参数!因此!在进行四川省人口预测之前!需

要利用四川省的历史数据对相关参数进行估计和测算&这些参数以及估计方

法包括'

A%

分城乡+分孩次生育模式

生育模式是育龄妇女年龄别生育率的分布&人口预测模型需要使用分城

乡+分孩次共六个生育模式&这里采用了四川的分城乡+分孩次生育模式&

'%

出生性别比

首先以四川省公布的
'(A(

年分城乡的出生性别比为基础!然后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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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年城镇人口出生性别比为
AA(

!农村人口出生性别比为
AA!

&最后!通

过线性插值得到四川省
'(AA?'(D!

年的分城乡的出生性别比&

D%

年龄性别存活率的估计

人口预测模型在进行人口队列的移算时!需要使用每年的分城乡+分性

别和分年龄人口队列的存活率数据&该存活率的估计需要使用从
'(AA

年至

'(D!

年的分城乡+分性别的完全生命表&为此!首先采用普林斯顿西模式的

模型生命表来得到中国不同期望寿命下的分性别的完全生命表!这些完全生

命表可描述中国未来的死亡模式&基于得到的这些完全生命表!通过分别预

测四川省未来各年分城乡+分性别的不同队列人口的期望寿命!从而得到未

来各年各个出生队列人口的完全生命表!由此得到四川省未来各年分城乡+

分性别的不同队列人口的存活率&

L%

迁移率

在进行四川省人口预测时!没有考虑省际迁移的影响!只是考虑了四川

省范围内由于城市化进程导致的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化的迁移过程&四川

省未来的城镇化率采用各个历史数据进行拟合!然后采用趋势外推的方法得

到未来各年的城镇化率&

在对实际数据进行分析时!发现义务教育阶段存在一部分外省迁入的学

龄人口!为保证分析的一致性!假设外省迁入的学龄人口数量保持不变&

四+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数预测结果

本文将义务教育阶段适龄人口的年龄界定为
G?A!

周岁!对应义务教育

阶段的一至九年级&同时!考虑学年制中的跨学龄因素!以对应年级适龄人

口的年龄均值作为年级学生数$以小学一年级为例!对应年级学生的年龄应为

G

岁或
@

岁!则以
G

岁与
@

岁学龄人口的平均值!作为与一年级学生对应的

数据%&

"

表
A

和图
A

为利用人口预测模型对
'('(?'(D!

年间义务教育适龄人口数

进行预测的结果&

$

"

$

在图表中仍以
G

岁对应一年级学生数!但实际该数为一年级学生数!是
G

岁和
@

岁学龄人口均值&

'('(?'(D!

年间的义务教育适龄人口中!

G?AL

周岁学生对应的最大出生年份为

'((G?'(')

年!

@?A!

周岁学生对应的最大出生年份为
'((!?'('I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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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２
０
２
０
－
２
０
３
５
年
四
川
省
义
务
教
育
适
龄
总
人
口
（
单
位
：
万
人
）

年
份

６
岁

７
岁

８
岁

９
岁

１
０
岁

１
１
岁

小
学
适
龄
人
口

１
２
岁

１
３
岁

１
４
岁

初
中
适
龄
人
口
义
务
教
育

适
龄
人
口

２
０
２
０

９
４．
２
０

８
５．
４
３

８
４．
７
０

８
３．
９
５

８
９．
８
５

８
６．
３
７

５
２
４．
４
９

８
９．
２
６

９
０．
６
９

９
０．
８
１

２
７
０．
７
６

７
９
５．
２
５

２
０
２
１

９
５．
２
０

９
４．
１
８

８
５．
４
１

８
４．
６
８

８
３．
９
３

８
９．
８
４

５
３
３．
２
３

８
６．
３
６

８
９．
２
４

９
０．
６
７

２
６
６．
２
７

７
９
９．
５
１

２
０
２
２

１
０
７．
１
０

９
５．
１
９

９
４．
１
６

８
５．
３
９

８
４．
６
６

８
３．
９
２

５
５
０．
４
１

８
９．
８
２

８
６．
３
４

８
９．
２
２

２
６
５．
３
９

８
１
５．
８
０

２
０
２
３

１
０
８．
３
１

１
０
７．
０
８

９
５．
１
７

９
４．
１
４

８
５．
３
７

８
４．
６
５

５
７
４．
７
１

８
３．
９
０

８
９．
８
１

８
６．
３
３

２
６
０．
０
４

８
３
４．
７
５

２
０
２
４

９
９．
６
２

１
０
８．
２
９

１
０
７．
０
６

９
５．
１
５

９
４．
１
２

８
５．
３
６

５
８
９．
５
９

８
４．
６
３

８
３．
８
９

８
９．
８
０

２
５
８．
３
２

８
４
７．
９
１

２
０
２
５

９
９．
６
３

９
９．
６
０

１
０
８．
２
７

１
０
７．
０
４

９
５．
１
３

９
４．
１
０

６
０
３．
７
７

８
５．
３
５

８
４．
６
２

８
３．
８
８

２
５
３．
８
４

８
５
７．
６
１

２
０
２
６

９
８．
５
２

９
９．
６
１

９
９．
５
８

１
０
８．
２
５

１
０
７．
０
２

９
５．
１
２

６
０
８．
１
０

９
４．
０
９

８
５．
３
３

８
４．
６
１

２
６
４．
０
３

８
７
２．
１
３

２
０
２
７

９
６．
８
１

９
８．
５
１

９
９．
５
９

９
９．
５
６

１
０
８．
２
３

１
０
７．
０
０

６
０
９．
７
０

９
５．
１
０

９
４．
０
８

８
５．
３
２

２
７
４．
５
０

８
８
４．
２
０

２
０
２
８

９
４．
６
３

９
６．
７
９

９
８．
４
９

９
９．
５
８

９
９．
５
５

１
０
８．
２
２

５
９
７．
２
６

１
０
６．
９
９

９
５．
０
９

９
４．
０
６

２
９
６．
１
４

８
９
３．
４
０

２
０
２
９

９
２．
１
２

９
４．
６
２

９
６．
７
８

９
８．
４
７

９
９．
５
６

９
９．
５
３

５
８
１．
０
８

１
０
８．
２
０

１
０
６．
９
７

９
５．
０
８

３
１
０．
２
５

８
９
１．
３
２

２
０
３
０

８
９．
４
４

９
２．
１
０

９
４．
６
１

９
６．
７
６

９
８．
４
６

９
９．
５
５

５
７
０．
９
２

９
９．
５
２

１
０
８．
１
９

１
０
６．
９
６

３
１
４．
６
７

８
８
５．
５
９

２
０
３
１

８
６．
８
１

８
９．
４
３

９
２．
０
９

９
４．
５
９

９
６．
７
５

９
８．
４
５

５
５
８．
１
１

９
９．
５
３

９
９．
５
１

１
０
８．
１
８

３
０
７．
２
２

８
６
５．
３
３

２
０
３
２

８
４．
３
５

８
６．
８
０

８
９．
４
２

９
２．
０
８

９
４．
５
８

９
６．
７
３

５
４
３．
９
５

９
８．
４
３

９
９．
５
２

９
９．
４
９

２
９
７．
４
５

８
４
１．
４
０

２
０
３
３

８
２．
１
５

８
４．
３
４

８
６．
７
８

８
９．
４
１

９
２．
０
６

９
４．
５
７

５
２
９．
３
２

９
６．
７
２

９
８．
４
２

９
９．
５
１

２
９
４．
６
６

８
２
３．
９
７

２
０
３
４

８
０．
１
８

８
２．
１
４

８
４．
３
３

８
６．
７
７

８
９．
４
０

９
２．
０
５

５
１
４．
８
７

９
４．
５
６

９
６．
７
１

９
８．
４
１

２
８
９．
６
８

８
０
４．
５
５

２
０
３
５

７
８．
３
４

８
０．
１
７

８
２．
１
３

８
４．
３
２

８
６．
７
６

８
９．
３
８

５
０
１．
１
１

９
２．
０
４

９
４．
５
４

９
６．
７
０

２
８
３．
２
９

７
８
４．
４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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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

年四川省义务教育适龄人口情况#单位'万人$

!!

'('(?'(D!

年间!四川义务教育阶段适龄人口将经历一个短期缓慢上升

到长期快速下降的过程&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后的新出生人口分别使小学+

初中适龄人口在
'('@

年和
'(')

年达到峰值&

表
%

!

%&&*'%&$(

年四川省人口城镇化率与在校生城镇化率#单位'

)

$

年份

四川省

常住人口城

镇化率

全国常住

人口城镇

化率

在校生城镇化率 在校生城区率 在校生镇区率

初中 小学 初中 小学 初中 小学

'((! DD%(( L'%)) !D%'I D'%@! AA%LL A(%(@ LA%IL ''%GI

'((G DL%D( LL%DL G@%(( LD%AL A(%D' )%AG !G%G) DD%)I

'((@ D!%G( L!%I) @(%(' LG%G( A'%G@ AA%DG !@%D! D!%'L

'((I D@%L( LG%)) @(%)L LI%'L AD%GI A'%D) !@%'G D!%IG

'(() DI%@( LI%DL @A%I) !(%D( AL%'@ A'%)L !@%G' D@%D!

'(A( L(%AI L)%)! @'%G! !'%(A A!%DL AD%@I !@%DA DI%'D

'(AA LA%ID !A%'@ @G%)A !)%D! '(%(A AI%(I !G%)( LA%'@

'(A' LD%!D !'%!@ @I%G' GA%L) 'A%I( AI%I) !G%I' L'%G(

'(AD LL%)( !D%@D I(%@G GL%@' 'L%AG '(%LI !G%G( LL%'D

'(AL LG%D( !L%@@ IA%LD GG%!I '!%LI 'A%)! !!%)! LL%GD

'(A! L@%G) !G%A( I'%LL GI%IL '!%I( ''%GG !G%GL LG%A)

'(AG L)%'A !@%D! IL%(@ @A%(D 'G%DI 'D%!L !@%G) L@%L)

'(A@ !(%@) !I%!' IL%I( @'%I( '@%@I 'G%(! !@%(A LG%@!

'((!?'(A@

年间!我国以及四川省义务教育阶段的在校生城镇化率均高

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见表
'

%&

'(A@

年四川省初中+小学在校生城镇化率分

别为
IL%I(M

+

@A%(DM

!但四川省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M

%+在校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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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城镇化率均低于同期全国水平$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I%I'M

!全国在校生

城镇化率初中
I!%!'M

+小学
@'%!(M

%&

由于
'('(?'(D!

年间!四川省仍处在城镇化进程中!在进行学龄人口预

测时仍需要考虑城镇化对学龄人口城乡分布的影响&因此我们认为
'('(?

'(D!

年间!基于在校生城镇化率的预测结果更符合实际情况&

根据,中国教育统计年鉴-的中小学校在校生统计数据计算得出在校生城

镇化率!结合
'((!?'(A@

年间的四川省以及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使用函

数拟合预测
'('(?'(D!

年四川人口城镇化率与在校生城镇化率$见表
D

%&

表
.

!

%&%&'%&.*

年四川省人口城镇化率与在校生城镇化率#单位'

)

$

年份
四川省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在校生城镇化率 在校生城区率 在校生镇区率

初中 小学 初中 小学 初中 小学

'('( !D%I! ID%I) @!%LL DA%!( ')%)@ !!%I) L!%LG

'('A !L%)I IL%)( @G%@@ D'%L' DA%LI !!%GI L!%')

'('' !G%(I I!%I! @@%)I DD%'! DD%(L !!%LG LL%)L

'('D !@%AD IG%@' @)%(@ DD%)) DL%G@ !!%'D LL%L(

'('L !I%A! I@%!' I(%(L DL%G! DG%DG !L%)I LD%GI

'('! !)%AD II%'! I(%II D!%'' DI%A( !L%@' L'%@I

'('G G(%(I II%)( IA%GA D!%@( D)%)A !L%LL LA%G)

'('@ G(%)) I)%LI I'%'A DG%A( LA%@I !L%A! L(%L'

'('I GA%IG )(%(( I'%GI DG%LA LD%@A !D%IL DI%)@

'(') G'%@( )(%LL ID%(L DG%GD L!%@A !D%!' D@%DD

'(D( GD%!( )(%IA ID%'@ DG%@@ L@%@G !D%AI D!%!A

'(DA GL%'G )A%A( ID%D) DG%I' L)%I@ !'%ID DD%!A

'(D' GL%)) )A%DD ID%D@ DG%@) !'%(! !'%L@ DA%D'

'(DD G!%GI )A%LI ID%'L DG%G@ !L%') !'%() 'I%)G

'(DL GG%DD )A%!G I'%)) DG%LG !G%!I !A%G) 'G%L(

'(D! GG%)! )A%!@ I'%GA DG%A@ !I%)L !A%'I 'D%G@

结果显示!

'('(

年四川省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将上升至
!D%I!M

!略高于

'(A)

年的水平$

!D%@)M

%!且接近,四川省"十三五#人口发展规划-提出的

'('(

年的目标$

!LM

%&

'(D!

年四川省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将上升至
GG%)!M

!

此时小学+初中在校生城镇化率将上升至
I'%GAM

+

)A%!@M

!较
'('(

年分

别上升了
@%GI

+

@%A@

个百分点&

结合上述义务教育阶段适龄人口数量以及在校生城镇化率预测数!推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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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四川省义务教育在校学生总数$见表
L

%&

'(A'?'(AI

年间教育部发布的,小学净入学率分省情况-显示!四川省小

学适龄儿童入学率依次为
))%D@M

+

))%!DM

+

))%DIM

+

))%'AM

+

))%@'M

+

))%@IM

+

))%IDM

!基于现有数据!利用函数
YJ7/*C;T%/T;

预测
'(A)?

'(D!

年的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可知到
'('(

年入学率将达到
A((M

&因此!

'('(?'(D!

年间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均按照
A((M

计&

"

根据,四川教育年鉴-$

'(AL?'(AG

%提供的数据!

'(A!

年四川省初中适龄

人口入学率$毛入学率%为
))%A!M

!距
A((M

还差
(%I!

个百分点!从
'(AD

年

的
))%(GM

增长到
))%A!M

!年均增长
(%(L!

个百分点&据此推算!从
'(A!

年起继续按照每年提升
(%(L!

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到
'(DL

年达到

A((%((!M

&因此!

'(DL?'(D!

年初中学龄人口入学率每年按照
A((M

计算&

四川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数变化情况基本与适龄人口变化情况类似!经

历缓慢上升后于
'(')

年达到峰值约
I)'%G

万人!之后快速下降至
'(D!

年的

@IL%L

万人&到
'(D!

年!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规模将比
'(A)

年$

I')%!

万人%

减少
L!%A

万人$见图
'

%&

'(')?'(D!

年期间年均减少
AI

万人&其中!

'('(

年义务教育在校生数预测值$

@)L

万人%!高于,四川省教育事业发展 "十三五#

规划-中提出的
'('(

年九年义务教育预期在校学生数$

@GL

万人%&

图
%

!

%&%&'%&.*

年四川省义务教育在校学生数#分城镇%农村$

'(')

年!四川省义务教育进入以城市教育为主体的时代!城区在校生总

量超过镇区&总体来看!城镇在校生峰值出现在
'(')

年$见图
D

%!数量为

" /d*/̀

预测工作表其实是基于函数
YJ7/*C;T%/T;

实现的!该函数原理是通

过使用指数平滑 $

/T;

%算法的
CCC

版本计算或预测!基于现有$历史%值得出未来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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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书书书

表
４
　
２
０
２
０
－
２
０
３
５
年
四
川
省
义
务
教
育
在
校
学
生
数
（
单
位
：
万
人
）

年
份

城
镇
在
校
生
数

城
区
在
校
生
数

镇
区
在
校
生
数

农
村
在
校
生
数

在
校
生
总
数

总
量

初
中

小
学

初
中

小
学

初
中

小
学

总
量

初
中

小
学

总
量

初
中

小
学

２
０
２
０

６
３
０．
７
９

２
３
５．
１
３

３
９
５．
６
６

８
４．
７
５

１
５
７．
２
１

１
５
０．
３
７

２
３
８．
４
６

１
６
２．
７
６

３
３．
９
４

１
２
８．
８
３

７
９
３．
５
６

２
６
９．
０
７
５
２
４．
４
９

２
０
２
１

６
４
２．
５
９

２
３
３．
２
２

４
０
９．
３
７

８
５．
８
１

１
６
７．
８
５

１
４
７．
４
１

２
４
１．
５
３

１
５
５．
３
７

３
１．
５
１

１
２
３．
８
６

７
９
７．
９
６

２
６
４．
７
３
５
３
３．
２
３

２
０
２
２

６
６
３．
３
９

２
３
４．
１
６

４
２
９．
２
３

８
７．
７
６

１
８
１．
８
７

１
４
６．
４
０

２
４
７．
３
６

１
５
０．
９
９

２
９．
８
１

１
２
１．
１
９

８
１
４．
３
８

２
６
３．
９
７
５
５
０．
４
１

２
０
２
３

６
８
５．
３
０

２
３
０．
８
６

４
５
４．
４
４

８
７．
９
５

１
９
９．
２
４

１
４
２．
９
１

２
５
５．
２
０

１
４
８．
１
８

２
７．
９
０

１
２
０．
２
８

８
３
３．
４
８

２
５
８．
７
６
５
７
４．
７
１

２
０
２
４

７
０
２．
３
９

２
３
０．
４
９

４
７
１．
９
０

８
９．
１
０

２
１
４．
３
５

１
４
１．
３
９

２
５
７．
５
６

１
４
４．
３
７

２
６．
６
８

１
１
７．
６
９

８
４
６．
７
６

２
５
７．
１
７
５
８
９．
５
９

２
０
２
５

７
１
５．
７
２

２
２
７．
３
８

４
８
８．
３
５

８
９．
０
４

２
３
０．
０
６

１
３
８．
３
４

２
５
８．
２
９

１
４
０．
８
７

２
５．
４
５

１
１
５．
４
２

８
５
６．
５
９

２
５
２．
８
３
６
０
３．
７
７

２
０
２
６

７
３
３．
４
０

２
３
７．
１
５

４
９
６．
２
４

９
３．
９
２

２
４
２．
７
１

１
４
３．
２
３

２
５
３．
５
４

１
３
７．
８
０

２
５．
９
４

１
１
１．
８
５

８
７
１．
１
９

２
６
３．
０
９
６
０
８．
１
０

２
０
２
７

７
４
８．
１
６

２
４
６．
９
５

５
０
１．
２
１

９
８．
７
８

２
５
４．
７
５

１
４
８．
１
７

２
４
６．
４
６

１
３
５．
１
８

２
６．
６
９

１
０
８．
４
９

８
８
３．
３
５

２
７
３．
６
５
６
０
９．
７
０

２
０
２
８

７
６
０．
３
９

２
６
６．
５
５

４
９
３．
８
４

１
０
７．
５
４

２
６
１．
０
８

１
５
９．
０
２

２
３
２．
７
５

１
３
２．
２
２

２
８．
８
０

１
０
３．
４
２

８
９
２．
６
１

２
９
５．
３
６
５
９
７．
２
６

２
０
２
９

７
６
１．
６
１

２
７
９．
０
８

４
８
２．
５
３

１
１
３．
４
０

２
６
５．
５
９

１
６
５．
６
７

２
１
６．
９
４

１
２
９．
０
４

３
０．
４
９

９
８．
５
５

８
９
０．
６
４

３
０
９．
５
６
５
８
１．
０
８

２
０
３
０

７
５
７．
９
９

２
８
２．
５
６

４
７
５．
４
３

１
１
５．
５
１

２
７
２．
６
７

１
６
７．
０
６

２
０
２．
７
６

１
２
７．
０
５

３
１．
５
６

９
５．
４
９

８
８
５．
０
４

３
１
４．
１
２
５
７
０．
９
２

２
０
３
１

７
４
０．
４
６

２
７
５．
０
８

４
６
５．
３
８

１
１
２．
９
８

２
７
８．
３
５

１
６
２．
１
０

１
８
７．
０
３

１
２
４．
４
７

３
１．
７
４

９
２．
７
３

８
６
４．
９
３

３
０
６．
８
２
５
５
８．
１
１

２
０
３
２

７
１
８．
７
８

２
６
５．
２
６

４
５
３．
５
２

１
０
９．
３
３

２
８
３．
１
３

１
５
５．
９
３

１
７
０．
３
９

１
２
２．
３
７

３
１．
９
４

９
０．
４
３

８
４
１．
１
５

２
９
７．
２
０
５
４
３．
９
５

２
０
３
３

７
０
２．
０
２

２
６
１．
４
１

４
４
０．
６
１

１
０
８．
０
０

２
８
７．
３
５

１
５
３．
４
１

１
５
３．
２
７

１
２
１．
８
３

３
３．
１
３

８
８．
７
１

８
２
３．
８
５

２
９
４．
５
４
５
２
９．
３
２

２
０
３
４

６
８
２．
６
３

２
５
５．
３
５

４
２
７．
２
８

１
０
５．
６
１

２
９
１．
３
３

１
４
９．
７
４

１
３
５．
９
４

１
２
１．
９
２

３
４．
３
３

８
７．
６
０

８
０
４．
５
５

２
８
９．
６
８
５
１
４．
８
７

２
０
３
５

６
６
１．
６
９

２
４
７．
７
２

４
１
３．
９
６

１
０
２．
４
５

２
９
５．
３
７

１
４
５．
２
７

１
１
８．
６
０

１
２
２．
７
１

３
５．
５
６

８
７．
１
５

７
８
４．
４
０

２
８
３．
２
９
５
０
１．
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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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GA

万人!总趋势为缓慢增长后迅速回落&城区在校生在
'(D(

年达到接近

L((

万人的水平后!直至
'(D!

年不再有明显增长&镇区在校生从
'('(

年起维

持在接近
D)(

万人的水平至
'('I

年!随后开始快速减少至
'(D!

年的
'GD%I@

万人&

图
.

!

%&%&'%&.*

年四川省城镇在校学生数#分城区%镇区$

农村地区在校生数在
'('(?'(D!

年间呈快速减少趋势$见图
L

%!特别是小

学阶段在校生减幅最大$见图
'

%&

'(D!

年农村学生仅有
A''%@A

万人!较
'(A@

年的
AI@%I!

万人减少约
G!%'L

万人$减少幅度为
DL%@M

%!最低值出现在
'(D'

年!为
A'A%ID

万人&减少的在校生大部分为小学生!

'('(?'(D!

年间年均减少

'%GA

万人&农村初中在校生呈现先减后增的变化!至
'('!

年达到最低值
'!%L!

万

人!之后逐步回升至
D!%!G

万人!较
'(A@

年$

D@%II

万人%减少
'%D'

万人&

图
/

!

%&%&'%&.*

年四川省农村在校学生数#分小学和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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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初中在校生在
'('(?'(D!

年间将经历缓慢下降+快速上升+重新下降的

趋势$见图
!

%&峰值出现在
'(D(

年!数量为
DAL%A'

万人!较
'(A)

年初中在

校生数$

'@D%@

万人%增加
L(%L'

万人&达到峰值后迅速下降至
'(D!

年的

'ID%')

万人!较
'(A)

年初中在校生数增加
)%!)

万人&

图
*

!

%&%&'%&.*

年四川省初中在校学生数#分城区%镇区和农村$

小学在校生变化的总体趋势为先短期缓慢增长+后长期快速下降&峰值

出现在
'('G

年!数量为
G(I%A

万人$见图
G

%!峰值较
'(A)

年小学在校生数

!!!%I

万人增加约
!'%D

万人&城区小学+镇区小学在校生的峰值
')!%L

万+

'!I%D

万人!分别出现在
'(D!

年和
'('!

年&达到峰值后!镇区小学在校生

数持续减少!至
'('G?'('@

年间被城区小学在校生数反超&

图
0

!

%&%&'%&.*

年四川省小学在校学生数#分城区%镇区和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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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义务教育学校需求预测

,城市普通中小学校校舍建设标准-$建标2

'(('

3

A('

号%规定"完全小学'

A'

班+

AI

班+

'L

班+

D(

班!每班
L!

人(初级中学'

A'

班+

AI

班+

'L

班+

D(

班!每班
!(

人#&,农村普通中小学校建设标准-$建标2

'((I

3

A!)

号%规定

"完全小学为
G

班+

A'

班+

AI

班+

'L

班!近期
L!

人*班!远期
L(

人*班(初

级中学为
A'

班+

AI

班+

'L

班!近期
!(

人*班!远期
L!

人*班&#

除上述两个全国统一标准外!全国各地的教育部门均结合地方实际情况!

制订了中小学规模的相应标准!如川教$

'(A'

%

AIL

号文件附表,四川省义务教

育学校办学条件基本标准$试行%-,义务教育学校办学基本标准-规定!"农村

每所小学
G

个班且每班
L!

人+农村每所初中
AI

个班且每班
!(

人+城镇每所

小学
'L

个班且每班
L!

人+城镇每所初中
AI

个班且每班
!(

人#&

综合上述文件及各地实践!本文采用表
!

中的学校规模开展
'('(?'(D!

年义务教育学校需求数预测&由于数据资料限制!本文预测的城镇学校需求

数!实际上包括城区和县镇的学校$不含教学点%(农村学校需求数则包括乡

镇+农村的学校$不含教学点%&因此!该部分预测的学校需求数可能与现有

统计资料无法完全对应!但仍可以结合现有统计资料探索各类学校+教学点

的大致数量及变化趋势&

表
*

!

四川省
%&$(

年义务教育学校规模

城区 镇区 农村

初中 小学 初中 小学 初中 小学

在校生数$人%

G)'AI' ALD@GA@ AL'(LA! '!@))GL D@I@G@ A!((@I(

学校数$所%

L!I IDI A@)@ 'A'G ALG@ '@!@

校均人数$人*所%

A!AA A@AG @)( A'AL '!I !LL

'('(?'(D!

年间四川义务教育学校需求数$见图
@

+表
G

%总体呈现小幅

增加后快速下降趋势!至
'(D!

年只需
IA)D

所!较
'(A)

年的
)L!)

所减少

A'GG

所&其中!

'(D!

年初中+小学需求数分别为
DI)D

所和
LD((

所!较

'(A)

年水平分别增加
A!)

所+减少
AL'!

所&事实上!自
'(AA

年以来四川义

务教育阶段学校数一直呈减少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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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２
０
２
０
－
２
０
３
５
年
四
川
义
务
教
育
学
校
需
求
数
（
单
位
：
所
）

年
份

城
镇
学
校

城
区
学
校

镇
区
学
校

农
村
学
校

义
务
教
育
阶
段
学
校

总
量

初
中

小
学

初
中

小
学

初
中

小
学

总
量

初
中

小
学

总
量

初
中

小
学

２
０
２
０

５
３
４
５

２
４
６
３

２
８
８
１

５
６
１

９
１
６

１
９
０
２

１
９
６
５

３
６
８
１

１
３
１
４

２
３
６
７

９
０
２
６

３
７
７
８

５
２
４
８

２
０
２
１

５
４
０
１

２
４
３
３

２
９
６
９

５
６
８

９
７
８

１
８
６
５

１
９
９
０

３
４
９
６

１
２
２
０

２
２
７
５

８
８
９
７

３
６
５
３

５
２
４
４

２
０
２
２

５
５
３
１

２
４
３
３

３
０
９
８

５
８
１

１
０
６
０

１
８
５
２

２
０
３
８

３
３
８
１

１
１
５
４

２
２
２
６

８
９
１
２

３
５
８
７

５
３
２
５

２
０
２
３

５
６
５
４

２
３
９
０

３
２
６
４

５
８
２

１
１
６
１

１
８
０
８

２
１
０
３

３
２
９
０

１
０
８
１

２
２
１
０

８
９
４
４

３
４
７
１

５
４
７
４

２
０
２
４

５
７
５
０

２
３
７
８

３
３
７
２

５
９
０

１
２
４
９

１
７
８
９

２
１
２
２

３
１
９
５

１
０
３
３

２
１
６
２

８
９
４
５

３
４
１
２

５
５
３
４

２
０
２
５

５
８
０
９

２
３
３
９

３
４
６
９

５
８
９

１
３
４
１

１
７
５
０

２
１
２
８

３
１
０
６

９
８
６

２
１
２
０

８
９
１
５

３
３
２
５

５
５
９
０

２
０
２
６

５
９
３
７

２
４
３
３

３
５
０
４

６
２
１

１
４
１
５

１
８
１
２

２
０
８
９

３
０
６
０

１
０
０
５

２
０
５
５

８
９
９
７

３
４
３
８

５
５
５
９

２
０
２
７

６
０
４
４

２
５
２
８

３
５
１
６

６
５
４

１
４
８
５

１
８
７
５

２
０
３
１

３
０
２
７

１
０
３
４

１
９
９
３

９
０
７
１

３
５
６
２

５
５
０
９

２
０
２
８

６
１
６
３

２
７
２
３

３
４
４
０

７
１
２

１
５
２
２

２
０
１
２

１
９
１
８

３
０
１
５

１
１
１
５

１
９
０
０

９
１
７
９

３
８
３
９

５
３
４
０

２
０
２
９

６
１
８
２

２
８
４
６

３
３
３
６

７
５
０

１
５
４
８

２
０
９
６

１
７
８
８

２
９
９
１

１
１
８
１

１
８
１
０

９
１
７
３

４
０
２
７

５
１
４
６

２
０
３
０

６
１
３
８

２
８
７
８

３
２
６
０

７
６
４

１
５
８
９

２
１
１
３

１
６
７
１

２
９
７
６

１
２
２
２

１
７
５
４

９
１
１
４

４
１
０
０

５
０
１
４

２
０
３
１

５
９
６
２

２
７
９
８

３
１
６
４

７
４
８

１
６
２
３

２
０
５
１

１
５
４
１

２
９
３
３

１
２
２
９

１
７
０
３

８
８
９
５

４
０
２
８

４
８
６
７

２
０
３
２

５
７
５
１

２
６
９
６

３
０
５
４

７
２
３

１
６
５
０

１
９
７
３

１
４
０
４

２
８
９
８

１
２
３
７

１
６
６
１

８
６
４
９

３
９
３
３

４
７
１
６

２
０
３
３

５
５
９
３

２
６
５
５

２
９
３
８

７
１
５

１
６
７
５

１
９
４
１

１
２
６
３

２
９
１
３

１
２
８
３

１
６
３
０

８
５
０
６

３
９
３
９

４
５
６
７

２
０
３
４

５
４
１
２

２
５
９
３

２
８
１
８

６
９
９

１
６
９
８

１
８
９
４

１
１
２
０

２
９
３
９

１
３
２
９

１
６
０
９

８
３
５
０

３
９
２
３

４
４
２
８

２
０
３
５

５
２
１
５

２
５
１
６

２
６
９
９

６
７
８

１
７
２
２

１
８
３
８

９
７
７

２
９
７
８

１
３
７
７

１
６
０
１

８
１
９
３

３
８
９
３

４
３
０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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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

年四川省义务教育学校需求数#分城乡$

!!

城镇学校需求量的变化情况与在校生数的变化情况相吻合!总趋势为缓

慢增长后迅速下落&城镇学校需求量最大值出现在
'(')

年$

GAI'

所%!较

'(A@

年水平增加了
)G@

所&其中!镇区学校在
'(')

年前始终维持在
DI((?

D)((

所的水平!随后下降至
'(D!

年的
'IA!

所&

'(D!

年城区+镇区学校数较

'(A@

年水平城区分别增加
)''

所!镇区减少
A(!'

所&

农村学校需求量呈快速下降趋势!小学大量闲置!初中基本稳定$见图

I

%&

'(D!

年农村地区只需学校
')@I

所!较
'(A@

年的
L''L

所减少
A'LG

所&

小学需求数量在
'(D!

年下降到
AG(A

所!较
'(A@

年的
'@!@

所减少
AA!G

所!

减少幅度为
LA%)DM

&初中需求量在
'('(?'('!

年下降
D'I

所至
)IG

所!之

后回升至
'(D!

年的
AD@@

所!但相比
'(A@

年仍减少了
)(

所&

图
O

!

%&%&'%&.*

年四川省农村学校需求数#分小学和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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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四川初中需求数将在
'(D(

年达到峰值
LA((

所$见图
)

%!随后迅速下降

至
DI)D

所!但农村初中需求量在
'('D?'(D!

期间有明显增加!

'('L

年起农

村初中需求数从最低的
)IG

所开始持续增加!至
'(D!

年达到峰值
AD@@

所!

是同时期唯一的需求量不降反增的学校类型&初中需求量的主要变化动力是

镇区初中&

图
P

!

%&%&'%&.*

年四川省初中需求数#分城区%镇区和农村$

四川小学需求数总体在
'('!

年前缓慢增加!随后开始加速下滑$图
A(

%&

'('(?'(D!

年期间城区小学需求数持续增加!由
'(A@

年的
IDI

所增加至

'(D!

年的
A@''

所$增幅
A(!%L)M

%&农村小学需求数始终下滑!由
'(A@

年的

'@!@

所下降至
'(D!

年的
AG(A

所$降幅
LA%)DM

%&镇区小学数量在小幅增长

至
'('!

年的
'A'I

所之后!于
'(D(?'(DA

年期间被城区小学反超&

图
$&

!

%&%&'%&.*

年四川省小学需求数#分城区%镇区和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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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义务教育教师需求预测

生师比是预测教师需求量的主要指标之一&根据
'('(?'(D!

年间义务教

育在校学生数!通过小学及初中生师比!可以对义务教育阶段专任教师需求

量进行预测&

根据,

'(AI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AI

我国普通小学生师比为

AG%)IeA

!初中生师比为
A'%D@eA

&考虑到四川省特殊的地理地貌特点!本

文将参照四川省
'(AI

年义务教育实际的生师比进行预测$小学
AG%ILeA

!初

中
A'%@IeA

%&本文假设未来四川省的义务教育阶段的生师比保持不变&

与在校生数的变化趋势类似!

'('(?'(D!

年间四川省义务教育阶段的专

任教师需求量呈现缓增后快速减少的趋势$见图
AA

+表
@

%&将由
'('(

年的

!'%'(

万人缓慢上升!在
'(')

年达到峰值
!I%@D

万人!随后呈现加速下降的

趋势!最终至
'(D!

年的
!A%)'

万人$见表
)

+图
AD

%!较
'(AI

年水平$

!D%LI

万

人%减少
A%!G

万人&分学段来看!小学专任教师需求量达到峰值
DG%'A

万人时

间较早$

'('@

年%!在峰值年份较
'(AI

年水平存在缺口
D%''

万人!随后加速减

少!至
'(D!

年教师需求量仅为
')%@G

万人!较
'(AI

年水平小学教师将过剩

D%'D

万人&初中专任教师于
'(D(

年达到峰值
'L%!I

万人!较
'(AI

年水平有

L%()

万人的缺口!但是到
'(D!

年时!初中专任教师缺口缩小至
A%GI

万人&

图
$$

!

%&%&'%&.*

年四川省专任教师需求数#分城乡$

分城乡来看!主要呈现为城区教师存在缺口!农村教师过剩的状况$见图

A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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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
　
２
０
２
０
－
２
０
３
５
年
义
务
教
育
专
任
教
师
需
求
数
量
（
单
位
：
万
人
）

年
份

城
镇
教
师
需
求
数

城
区
教
师
需
求
数

镇
区
教
师
需
求
数

农
村
教
师
需
求
数

学
校
教
师
需
求
数

总
量

初
中

小
学

初
中

小
学

初
中

小
学

总
量

初
中

小
学

总
量

初
中

小
学

２
０
２
０

４
１．
８
９

１
８．
４
０

２
３．
５
０

６．
６
３

９．
３
４

１
１．
７
７

１
４．
１
６

１
０．
３
１

２．
６
６

７．
６
５

５
２．
２
０

２
１．
０
５

３
１．
１
５

２
０
２
１

４
２．
５
６

１
８．
２
５

２
４．
３
１

６．
７
１

９．
９
７

１
１．
５
３

１
４．
３
４

９．
８
２

２．
４
７

７．
３
６

５
２．
３
８

２
０．
７
１

３
１．
６
６

２
０
２
２

４
３．
８
１

１
８．
３
２

２
５．
４
９

６．
８
７

１
０．
８
０

１
１．
４
６

１
４．
６
９

９．
５
３

２．
３
３

７．
２
０

５
３．
３
４

２
０．
６
５

３
２．
６
８

２
０
２
３

４
５．
０
５

１
８．
０
６

２
６．
９
９

６．
８
８

１
１．
８
３

１
１．
１
８

１
５．
１
５

９．
３
３

２．
１
８

７．
１
４

５
４．
３
８

２
０．
２
５

３
４．
１
３

２
０
２
４

４
６．
０
６

１
８．
０
４

２
８．
０
２

６．
９
７

１
２．
７
３

１
１．
０
６

１
５．
２
９

９．
０
８

２．
０
９

６．
９
９

５
５．
１
３

２
０．
１
２

３
５．
０
１

２
０
２
５

４
６．
７
９

１
７．
７
９

２
９．
０
０

６．
９
７

１
３．
６
６

１
０．
８
２

１
５．
３
４

８．
８
５

１．
９
９

６．
８
５

５
５．
６
４

１
９．
７
８

３
５．
８
５

２
０
２
６

４
８．
０
２

１
８．
５
６

２
９．
４
７

７．
３
５

１
４．
４
１

１
１．
２
１

１
５．
０
６

８．
６
７

２．
０
３

６．
６
４

５
６．
７
０

２
０．
５
９

３
６．
１
１

２
０
２
７

４
９．
０
９

１
９．
３
２

２
９．
７
６

７．
７
３

１
５．
１
３

１
１．
５
９

１
４．
６
４

８．
５
３

２．
０
９

６．
４
４

５
７．
６
２

２
１．
４
１

３
６．
２
１

２
０
２
８

５
０．
１
８

２
０．
８
６

２
９．
３
３

８．
４
１

１
５．
５
０

１
２．
４
４

１
３．
８
２

８．
３
９

２．
２
５

６．
１
４

５
８．
５
８

２
３．
１
１

３
５．
４
７

２
０
２
９

５
０．
４
９

２
１．
８
４

２
８．
６
５

８．
８
７

１
５．
７
７

１
２．
９
６

１
２．
８
８

８．
２
４

２．
３
９

５．
８
５

５
８．
７
３

２
４．
２
２

３
４．
５
１

２
０
３
０

５
０．
３
４

２
２．
１
１

２
８．
２
３

９．
０
４

１
６．
１
９

１
３．
０
７

１
２．
０
４

８．
１
４

２．
４
７

５．
６
７

５
８．
４
８

２
４．
５
８

３
３．
９
０

２
０
３
１

４
９．
１
６

２
１．
５
２

２
７．
６
４

８．
８
４

１
６．
５
３

１
２．
６
８

１
１．
１
１

７．
９
９

２．
４
８

５．
５
１

５
７．
１
５

２
４．
０
１

３
３．
１
４

２
０
３
２

４
７．
６
９

２
０．
７
６

２
６．
９
３

８．
５
６

１
６．
８
１

１
２．
２
０

１
０．
１
２

７．
８
７

２．
５
０

５．
３
７

５
５．
５
６

２
３．
２
５

３
２．
３
０

２
０
３
３

４
６．
６
２

２
０．
４
５

２
６．
１
６

８．
４
５

１
７．
０
６

１
２．
０
０

９．
１
０

７．
８
６

２．
５
９

５．
２
７

５
４．
４
８

２
３．
０
５

３
１．
４
３

２
０
３
４

４
５．
３
５

１
９．
９
８

２
５．
３
７

８．
２
６

１
７．
３
０

１
１．
７
２

８．
０
７

７．
８
９

２．
６
９

５．
２
０

５
３．
２
４

２
２．
６
７

３
０．
５
７

２
０
３
５

４
３．
９
７

１
９．
３
８

２
４．
５
８

８．
０
２

１
７．
５
４

１
１．
３
７

７．
０
４

７．
９
６

２．
７
８

５．
１
８

５
１．
９
２

２
２．
１
７

２
９．
７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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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义务教育经费需求预测

本文选择"财政预算教育经费支出#作为义务教育经费需求的预测指标&

生均教育经费指数是指生均教育经费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之比&生均教育经

费表示每个学生平均拥有的教育经费!但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状况+

消费水平+物价指数的差异!相等的生均教育经费并不表示相同的教育条件!

故将其换算成生均教育经费指数以具可比性&

通过计算可知四川省
'(AI

年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经费指数$见表
I

%&

假设未来四川省义务教育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经费指数保持不变&

表
O

!

%&$O

年四川省生均教育经费指数

学校类型
%&$O

年四川省生均公共财

政预算教育经费支出#元$

%&$O

年四川人均国内

生产总值#元$

生均教育经费指数

普通初中
AL!!'%'A !A!!! (%'I'

农村初中
AL(@L%G@ !A!!! (%'@D

普通小学
A(GI'%I' !A!!! (%'(@

农村小学
A(@I(%A( !A!!! (%'()

!!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官网+,四川省教育厅 四川省统计局 四川省财政厅关于
'(AI

年全省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

接下来!对
'('(?'(D!

年间四川省人均
BKN

进行预测&预测基准值主

要根据,国家统计局关于修订
'(AI

年国内生产总值数据的公告-!

'(AI

年国内

生产总值为
)A)'IA

万亿元!

'(AI

年四川省
BKNL')('%A(

亿元!比初步核算

数增加
'''D%)@

亿元!增幅为
!%!M

&按
'(AI

年四川省人口数据计!

'(AI

年

四川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
!A!!!

元&

本研究首先对全国
BKN

进行预测&在纳入城镇化+生育水平等参数后!

杨华垒等$

'('(

%预测我国
'(AI?'(!(

年间的实际
BKN

增长情况分别为

D%))GM

$

'(AI?'('(

%+

'%)L)M

$

'('A?'(!(

%!该预测值低于其他未考虑城

镇化对生育水平的负面影响的研究'如白重恩和张琼$

'(A@

%$

L%D!M

%+谭海

鸣等$

'(AG

%$

D%ADM

%+陆和蔡窻$

'(AG

%$

L%L@M

%&本研究拟定
BKN

年均增

长速度为
LM

$

'(A)?'(D!

年%%&由于
'(A'?'(A)

年期间!四川省占全国

BKN

的
L%LM

左右$年均值%!因此假定未来四川省
BKN

占全国
BKN

的比例

保持不变!即
L%LM

&在此基础上!对
'('(?'(D!

年四川省
BKN

进行预测!

并结合四川省人口预测结果!得到
'('(?'(D!

年的四川省人均
BKN

预测值&

具体结果见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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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表
P

!

%&%&'%&.*

年四川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预测

年份
!"#

预测值#亿元$ 人口预测值#人$ 人均
!"#

预测值#元$

'('( L!DLA%)I IDG!A!'I%L( !L'(D%LA

'('A L@A!!%GG IDI()'LD%G( !G'G!%L@

'('' L)(LA%I) ID)D(L!!%D( !ILDA%!I

'('D !A((D%!G IL(A'@()%I( G(@()%DL

'('L !D(LD%@A IL(!D@'G%@( GDA(G%)A

'('! !!AG!%L! IL(!L()L%(( G!GD(%)(

'('G !@D@'%(@ IL(A!)'G%I( GI'I@%AL

'('@ !)GGG%)G ID)LAIL(%L( @A(IA%D(

'('I G'(!D%GD IDIDDI)A%)( @L(A)%@!

'(') GL!D!%@I IDG)L(I)%!( @@A()%A'

'(D( G@AA@%'A ID!''I'A%I( I(D!@%)D

'(DA G)I(A%)( IDD'(LG(%'( ID@@!%''

'(D' @'!)D%)@ ID(I)AI!%A( I@DGI%@L

'(DD @!L)@%@D I'I')@!G%I( )AALI%(I

'(DL @I!A@%GL I'!L@('@%)( )!AAI%GI

'(D! IAG!I%D! I''LLG('%@( ))'I@%AI

然后!根据生均教育经费指数公式!利用
'('(?'(D!

年四川省人均

BKN

预测值+初中及小学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经费指数!最终得到
'('(?

'(D!

年间四川省义务教育生均公共财政预算事业费支出标准&最后!结合义

务教育阶段在校生预测数据!求得
'('(?'(D!

年四川省义务教育公共财政预

算事业费支出!结果详见表
A(

+表
AA

&

表
$&

!

%&%&'%&.*

四川省义务教育生均公共财政预算事业费#万元(人$

年份
城镇生均公共财政预算事业费 农村生均公共财政预算事业费

初中 小学 初中 小学

'('( A%!D( A%A'D A%LI( A%ADD

'('A A%!II A%AGG A%!DG A%A@@

'('' A%GL) A%'AA A%!)! A%'''

'('D A%@AL A%'!I A%G!@ A%'G)

'('L A%@IA A%D(I A%@'D A%D'(

'('! A%I!D A%DG( A%@)' A%D@'

'('G A%)'I A%LA! A%IGL A%L'I

'('@ '%((G A%L@D A%)LA A%L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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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份
城镇生均公共财政预算事业费 农村生均公共财政预算事业费

初中 小学 初中 小学

'('I '%(I) A%!DL '%('A A%!LI

'(') '%A@@ A%!)I '%A(! A%GA'

'(D( '%'GI A%GG! '%A)L A%GI(

'(DA '%DG! A%@DG '%'I@ A%@!'

'(D' '%LGG A%IA( '%DI! A%I'@

'(DD '%!@D A%II) '%LII A%)(G

'(DL '%GI! A%)@A '%!)@ A%)I)

'(D! '%I(D '%(!@ '%@AA '%(@G

'('(?'(D!

年间四川义务教育阶段生均公共财政预算事业费需求逐年上

升$表
AA

%!与
'(AI

年相比!

'(D!

年小学段城镇+农村生均公共财政预算事

业费上涨幅度约为
A

万元*人!初中段城乡上涨约
A%D'

万元*人&与之相伴的

是不断提高的经济发展水平!较
'(AI

年!

'(D!

年人均
BKN

增加了
A%)D

倍&

表
$$

!

%&%&'%&.*

四川省义务教育公共财政预算事业费支出情况#单位'亿元$

年份

城镇公共财政

预算事业费

农村公共财政

预算事业费

义务教育公共财政

预算事业费

总额 初中 小学 总额 初中 小学 总额 初中 小学

'('( I(L%AL D!)%@L LLL%L( A)G%'D !(%'' ALG%(A A(((%D@ L()%)G !)(%LA

'('A IL@%GI D@(%D) L@@%'I A)L%A' LI%L( AL!%@D A(LA%I( LAI%@) G'D%(A

'('' )(!%)( DIG%'A !A)%G) A)!%GA L@%!! ALI%(G AA(A%!A LDD%@G GG@%@G

'('D )G@%'I D)!%GA !@A%G@ A)I%)' LG%'L A!'%GI AAGG%'A LLA%I! @'L%D!

'('LA('@%GG LA(%!@ GA@%(I '(A%'G L!%)G A!!%D( A''I%)' L!G%!D @@'%DI

'('!A(I!%D! L'A%'' GGL%AD '(D%)) L!%G( A!I%D) A'I)%D! LGG%I' I''%!'

'('GAA!)%') L!@%AA @('%AI '(I%(I LI%DG A!)%@A ADG@%D@ !(!%L@ IGA%)(

'('@A'DD%@A L)!%LI @DI%'D 'AD%(! !A%I( AGA%'! ALLG%@G !L@%'I I))%L@

'('IADAL%D! !!G%)' @!@%LL 'AI%'G !I%'( AG(%(@ A!D'%G' GA!%A' )A@%!(

'(')AD@I%L( G(@%L' @@(%)I ''D%(@ GL%AI A!I%)( AG(A%L@ G@A%!) )')%II

'(D(ALD'%!! GL(%)A @)A%GL '')%GI G)%'D AG(%L! AGG'%'D @A(%AL )!'%()

'(DAAL!I%DL G!(%L@ I(@%I@ 'D!%(D @'%G( AG'%LL AG)D%DI @'D%(@ )@(%D(

'(D'AL@!%'A G!L%AG I'A%(L 'LA%D) @G%A@ AG!%'A A@AG%G( @D(%DL )IG%'G

'(DDA!(L%@L G@'%!! ID'%AI '!A%!( I'%LD AG)%(G A@!G%'D @!L%))A((A%'L

'(DLA!'@%@D GI!%!I IL'%A! 'GD%DG I)%AL A@L%'D A@)A%() @@L%@'A(AG%DI

'(D!A!L!%)' G)L%'G I!A%G@ '@@%D' )G%D) AI(%)D AI'D%'! @)(%G!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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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城镇地区教育公共财政预算事业费的增加额远大于农村地区&

'('(?

'(D!

年间&城镇地区所需公共财政预算事业费!年均增加
L)%L!

亿元$见图

A'

%&相比之下!农村公共财政预算事业费
A!

年内仅上涨
IA%()

亿元&

图
$%

!

%&%&'%&.*

四川省义务教育公共财政预算事业费需求#分城乡$

其中!城镇地区初中+小学所需的预算事业费分别需要增加
DDL%!'

亿

元+

L(@%'@

亿元(农村地区初中+小学的预算事业费分别需要增加
LG%A@

亿

元+

DL%)'

亿元$见图
AD

%&

图
$.

!

%&%&'%&.*

四川省义务教育公共财政预算事业费需求#分学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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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A(

.

'('(

年%-提出"逐步实

现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促进城乡教育一体化!使区域间+城乡间+校

际间公共教育资源差距明显缩小#&,国务院关于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

育一体化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4

'(AG

5

L(

号%指出!"加快推进县域内城

乡义务教育学校建设标准统一+教师编制标准统一+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

统一00#&因此!若使农村中小学的生均经费等同于城镇中小学的生均经费

标准!计算可得表
A'

&

表
$%

!

城乡生均经费统一后的公共财政预算事业费支出变化情况

年份
公共财政预算事业费总额变化#亿元$ 事业费总额变化率

总额变化 初中 小学 总额变化 初中 小学

'('( !%@! A%@( L%(! (%!@M (%L'M (%G)M

'('A !%)) A%GL L%D! (%!@M (%D)M (%@(M

'('' G%D! A%GA L%@D (%!IM (%D@M (%@AM

'('D G%@@ A%!@ !%'A (%!IM (%DGM (%@'M

'('L @%AI A%!G !%G' (%!IM (%DLM (%@DM

'('! @%!) A%!! G%(! (%!)M (%DDM (%@LM

'('G I%(L A%GL G%D) (%!)M (%D'M (%@LM

'('@ I%LI A%@G G%@' (%!)M (%D'M (%@!M

'('I I%I@ A%)@ G%)( (%!IM (%D'M (%@!M

'(') )%'( '%AI @%(' (%!@M (%D'M (%@GM

'(D( )%!G '%D! @%'A (%!@M (%DDM (%@GM

'(DA )%I' '%LG @%DG (%!IM (%DLM (%@GM

'(D' A(%(G '%!I @%LI (%!)M (%D!M (%@GM

'(DD A(%D@ '%I( @%!I (%!)M (%D@M (%@GM

'(DL A(%G) D%(' @%G@ (%G(M (%D)M (%@!M

'(D! AA%(D D%'@ @%@G (%G(M (%LAM (%@!M

实行"城乡生均经费基本定额统一#后!初中义务教育公共财政预算事业

费增加了
(%D'M?(%L'M

!小学事业费则增加了
(%G)?(%@GM

$见表
A'

%&

四川省农村小学的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经费支出高于普通小学!因此实施

城乡生均经费城乡生均经费统一时!城镇普通小学的生均经费标准参考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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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小学&总的来看!四川义务教育公共财政预算事业费所需的数量+变化率均

不会有太大变化&以绝对值差额最大的
'(D!

年为例!基本定额统一前城乡总

预算事业费为
AI'D%'!

亿元!统一后总预算事业费为
AIDL%'@

亿元!增加额

仅占定额统一前义务教育总预算事业费的
(%G(M

&

八+结论与政策建议

第一!以在校生数量总体减少为契机!深化教育教学改革!进一步提高

义务教育质量!回应人民群众由"有学上#到"上好学#的教育需求转变&

'('(

?'(D!

年期间四川省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数量总体在减少!与
'(A)

年相比!

'(D!

年在校生总量将下降
L!%A

万&学生数大体在
@IL

万
?I)D

万人间&长期

以来!四川省义务教育在校生规模始终处于快速扩张阶段!义务教育系统主

要围绕规模扩张+校舍建设+硬件提升等进行外延式发展&

'('I

年!四川省

在校生数将达到峰值$

I)'%GA

万人%!标志着义务教育进入注重高素质专业化

教师队伍建设+强化课堂教学质量+着力落实素质教育等的"内涵式发展#阶

段&

'('(?'(D!

年将是四川省义务教育系统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战

略机遇期&

第二!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从农村和镇区向城区转移依然是不可逆转的大

趋势!但仍需重视+保障边远山区适龄儿童的受教育权&

'(')

年城区义务教

育学生数将超过镇区!四川义务教育阶段将正式进入以城市教育为主体的时

代&其中!城区在校生不断增加!至
'(D!

年达
D)@%I'

万人!农村+镇区在

校生不断减少!至
'(')

年城区在校生人数超过镇区&需要在城镇就读的学生

数量为
GD(%@)

万
?@GA%GA

万人$峰值年份为
'(')

年!

@GA%GA

万人%!在城区

就读的学生数量为
'LA%)G

万
?D)@%I'

万人!在镇区就读的学生数量为

DII%ID

万
?D)I%)!

万人&在农村就读的学生仅为
A''%D@

万
?AG'%@G

万人!

不足总量的
AGM

$以
'(D!

年计%&由此可见!教育资源配置要充分考虑人口

分布和流动的实际情况!充分考虑学生由农村向镇区和城区的转移&

尽管如此!考虑到山区面积占到四川省总面积的
@G%@@M

且主要分布于

川西及盆地周边区域$江晓波和曾鸿程!

'(()

%!乡村学校$

'(A@

年共
'@!@

所!占全省学校总数的
LI%A)M

%和乡村教学点$

'(A@

年共
@@DI

个!占全省教

学点总数的
)A%G'M

%对于保障偏远山区儿童的受教育权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

'(AA

年以来!有关部门相继出台多个支持农村小学教学点的政策文件!

如,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国办发4

'(A'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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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号%规范和控制了"撤点并校#!要求妥善处理撤并问题(,教育部关于进一

步做好村小学和教学点经费保障工作的通知-$教财函2

'(AD

3

AL@

号%!明确

"对学生规模不足
A((

人的村小学和教学点按
A((

人核定公用经费#!为农村

教学点的基础设施建设与教学质量提高提供经费保障(,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

面加强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办发4

'(AI

5

'@

号%将办好乡村小规模学校定位为"打赢教育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有力举措#&

因此!在向城区倾斜配置校舍+师资资源时!仍需强化保障乡村学校+

乡村教学点的经费支持!保证偏远山区适龄儿童的受教育权&

第三!发挥新形势下线上教育在促进教育公平方面的积极作用!提高教

师队伍信息素养!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共享&线上教育让优质教育资源突破了

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贫困地区的学生通过直播与城市的重点中学保持同步学

习!升学率得到了显著提升&

" 新形势下!线上教育更为"停课不停教+停课

不停学#提供了有力支持&,四川省教育厅关于切实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

间学校教育教学组织与管理工作的通知-$川教函4

'('(

5

L@

号%要求!将防疫

知识+战 "疫#先进事迹教育+生命教育+科学教育+健康教育+艺术教育+

公共安全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融入在线学习!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

线上教育的普及也影响着教师资源配置&脱离学校+课室场景后!教师

需要通过网络+电话等方式加强与学生的联系+开展辅导答疑!更加注重培

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这对教师的信息素养+教研团队的网课设计开发能力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学校部门对高素质教师的需求!使得

四川地区义务教育生师比可能会下降&此外!"消除大班额#进程的推进以及

社会对人才培养的要求不断提高!也扩大了教师需求量&较
'(AI

年水平!

'(D!

年的初中教师存在
A%GI

万人的缺口!小学教师存在
D%'D

万人的过剩&

但由于当前我国生师比相对发达的人口大国而言并不高!公共支出中教育所

占份额有大体稳定的比例!受财政约束$县级政府财政状况普遍不佳%!未来

生师比不会有太大改变!无法改变学龄人口大量减少而带来的教师需求减少

的大趋势&

第四!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义务教育阶段所需财政投入需求

"

张烁!

'(A)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中国慕课!促进 "互联网
O

教育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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