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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he Influence of Populat ion Structure on Higher Educat ion

Fu Huang, Fu Yan, Peng Xiang-dong

Abstract: T 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nf luence o f populat ion st ructure on higher education w ith

the perspect ives o f its influence on educational scale, f inance, teachers and quality, as w el l as

its influence on r eg ional educat ional st ructure.

Key words : populat ion st ructure; higher educat ion; influence

　　人口是在一定区域和时间的人的群体。这个群

体不是单纯由数量组成的一个群体, 而是一个相当

复杂的群体。组成人口这个整体的许许多多个人都

具有多种规定性和多种关系。比如说不同的人有:

性别的差别, 年龄的差别,教育程度的差别,婚姻关

系的差别,职业的差别,等等。所以我们说,人口是

许许多多具有多种规定性和多种关系的个人组成

的复杂的整体。

本篇文章通过分析人口的结构来探讨人口对

高等教育发展的影响。在人口的结构中我们较多从

人口的数量结构和人口的质量结构两方面进行分

析。数量结构包括人口的年龄和性别构成。质量结

构一般指人的身体素质和文化素质。衡量人口的身

体素质的指标有:人口的寿命、人口的死亡率和人

口的发病率。人口的文化素质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概

念,国际上通常采用的衡量指标有:人口的文盲率、

义务教育普及程度和知识分子在人口中的比重等。

一、我国目前的人口结构状况

从数量上来看, 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

家。人口的基数大,每年人口的增长数比较多。但

是近年来,人口增长的势头趋缓。根据2000年的统

计数据,我国 60岁以上的人口和 65岁以上的人口

已达到 1. 26 亿和 8 600 万, 分别占总人口数的

10%和 7% ,按照国际通行标准,我国已经开始进

入了老龄化阶段。我国农村人口的比重比较大,我

国是一个以农村人口为主要人口构成的国家, 农村

人口占绝对的优势比例。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

快,我国人口城镇化速度也在加快。

我国的人口地域分布很不均匀, 东部人口密

集,西部的人口密度却很小。

在质量方面,我国人口的质量比较低,无论是

身体素质还是文化素质都比较低。大量独生子女的

存在是我国特有的现象。自 1979年计划生育政策

实行后, 我国独生子女的数目有了大幅度的增长。

大量独生子女的存在,对我国人口的质量产生了影

响。国内外研究表明,独生子女的平均智力水平以

及教育成就高于同龄人口的平均水平,心理成熟年

龄也比同龄人口有所提前。虽然独生子女问题在社

会上还存在着争议,但是总的来说独生子女政策对

提高我国的人口质量有积极的影响。

二、人口结构对高等教育发展影响

人出生以后只有经过教育的加工,才能变成社

会有用的劳动力;而一般来说, 只有通过高等教育,

才能成长为高级专门人才。

当社会步入 21世纪,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

展以及终生教育日益受到重视,现代社会人口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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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教育的相互关系比之于其他社会要紧密得多。

根据教育的外部规律:教育要受社会的经济、

政治、文化所制约, 并对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

的发展起作用。我们可以推导出这么一个结论:高

等教育要受人口结构状况的制约,并对人口结构的

变动起作用。它们之间是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相互

影响的两个彼此既联系又独立的部分。人口结构对

高等教育的影响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 人口结构对高等教育规模、经费、师资和质

量的影响

( 1) 人口结构对高等教育规模的影响。从数量

上来看,人口对高等教育系统最直接的制约作用就

是高等教育要受高等教育适龄人口数量的制约。高

等教育规模的发展总是体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口能

接受高等教育。如果一个国家高等教育的适龄人口

数量呈不断减少的趋势,那么该国高等教育规模的

扩大就比较困难。如果一个国家高等教育的适龄人

口数目呈不断上升的趋势, 那么国家面对社会对高

等教育越来越旺盛需求,就必须扩大高等教育的规

模以满足国民的需要和社会经济文化建设的需要。

目前我国由于人口基数大, 高等教育无法完全满足

人们对高等教育的需求的增长, 所以人口数量的一

些波动对高等教育规模的影响还不明显,但是随着

高等教育大众化和高等教育普及化在我国的实现,

高等教育适龄人口的数量将对我国的高等教育规

模产生显著的影响。现阶段我国高等教育的市场呈

现的是供不应求的状况,所以国家应该加大对高等

教育的投入, 扩大高等教育的规模,以缓解我国越

来越激烈的高等教育的供求矛盾。

如果人口增长幅度波动过大,也会影响到高等

教育的规模, 使其难以保持相对稳定的发展规模。

以我国为例, 建国以来我国的人口数量曾出现了三

次高峰和两次低谷。比如 1988年- 1989年,全国 7

岁儿童由 1 809万猛增到 2 192万, 一年内增加了

20%, 而 1991年下降到 1 816 万, 两年内下降了

17%。这种比较大幅度的适龄人口数量的波动对教

育的影响是显著的,首先涉及小学,然后波及中学

和大学,对高等教育特别是师范教育的规模将产生

一些影响,如:高峰期会造成高考竞争过于激烈,而

低谷期会使一些高校招生会受到影响,在国家统一

分数线的情况下, 可能会出现一些学校的一些专业

出现招不满学生的情况,造成师资和教学设备等资

源的浪费。在国外, 20世纪 30年代前后的瑞典和

70年代美国的师范教育都曾因人口出生率的变化

而受到强烈的冲击。

除了数量外, 人口的质量对高等教育规模也将

产生影响。人口的质量指人口的身体素质和文化素

质。从身体素质来看, 作为高等教育对象的人其身

体素质的好坏将直接关系到对教育的可接受程度

和承受能力。随着生产的飞速发展和科技的不断进

步, 在高校中所要接受和所能接受的知识越来越

多,而进行艰苦的学习必须具备健康的身体。合格

的大学生应该具有健康的身体,所以高等教育适龄

人口的身体素质也将影响到高等教育的规模。从文

化素质来看,人口的总体的文化素质对高等教育也

有影响。只有一个国家义务教育普及得好,国民文

化素质提高了,才会有更多的人符合高等学校的入

学要求,高等学校生源的来源才会更丰富。也才会

有更多的学生和家长认识到接受高等教育对自身

发展和子女发展的必要。

我国独特的独生子女的状况对高等教育的规

模也有一定的影响。从一方面来说,独生子女现象

的大规模存在有利于扩大我国高等教育的规模。因

为独生子女的家庭在只需要抚养一个孩子的情况

下,家庭经济状况会比多子女家庭更好, 在保证独

生子女营养健康的同时,家庭会非常注重子女的教

育问题, 愿意为子女接收高等教育进行投资,而多

子女家庭就难以为孩子支付昂贵的高等教育的消

费。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的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

有利于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另一方面,独生子女

政策的实施又不利于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因为每

个家庭只有一个孩子,所以整个国家会呈现出青少

年儿童比较少, 而中老年人比较多的状况, 势必会

影响到高等教育适龄人口的数量,影响到高校的生

源状况, 所以从这方面来说,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

从长远来看又会影响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

( 2) 人口结构对高等教育经费的影响。高等教

育适龄人口的数量,不仅对高等教育规模的大小有

影响, 对高等教育的经费问题也会产生广泛的影

响。一是国家如果要保证越来越多的人能接受高等

教育, 就必须投入越来越多的教育经费来支持高校

的师资队伍建设和其它各项设施的建设。我国的国

家拨款还是高校教育经费来源的重要渠道,民办高

等教育在我国高等教育系统中所占比例还比较小。

在生均拨款不变的情况下, 在校生数量越多,国家

投入该校的教育经费必然就越多。二是人口数量的

增减, 还会直接影响国家用于高等教育的经费数

额。如果一个国家人口生产没有节制,人口增长过

快,那么国家就必须拿出国民收入中的很多钱来维

持这些新增人口的生活消费。这势必会减少国家投

入到国家建设、工农业生产以及教育发展中的经

费。国家对高等教育发展投资额的减少,势必会影

响高等教育的正常发展。三是人口的文化素质也会

影响高等教育的经费问题。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生

产力状况和科技发展水平决定了需要大量中等层

次的人才。因此, 在较长的时间里,大力发展普通中

等教育和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应该成为教育发展的

重点。这就要求保证对中等教育人、财、物的充分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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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由于我国人口的文化素质又低, 国家还要把有

限的教育经费放在扫除文盲和普及义务教育上,所

以必然难以大幅度增加对高等教育发展的投入。而

发达国家则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相对比较高的人口

文化素质使它们没有必要将太多经费浪费在扫盲

和普及义务教育上,所以他们可以把较多的经费用

于高等教育的发展。

( 3) 人口质量对高等教育师资的影响。人口的

质量对高等教育的师资问题也有很大影响。人口的

质量会通过影响高等学校的师资队伍的素质而影

响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口文化

素质提高了, 那么够条件担任高校教师工作的人就

相对比较多, 师资的来源就可能比较充裕。反之,如

果整个社会的人口素质太低,那么够资格担任高校

教师的高学历人员就比较匮乏, 将影响高校师资的

来源。

( 4) 人口文化素质对高等教育质量的影响。人

口的文化素质直接影响到高等教育质量的提高。一

方面, 人口的文化素质低会导致大学生水平低, 文

化基础差,教师要花费很多时间给学生进行文化科

学知识的补习,这将直接影响到高等教育教学质量

的提高,进一步影响高校人才培养的质量。人口文

化素质高,大学生本身的文化素质基础比较好, 将

使教学工作变得更有效率和更具灵活性,切实提高

高校的教育教学质量。另一方面人口文化素质高,

容易在社会上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追求科学

文化的氛围。这对形成良好的高校培养大学生的外

部环境是非常有利的。

2. 人口对高等教育地区(布局)结构的影响

高等教育的布局结构必须考虑人口的地区分

布状况。过低的人口密度对当地高等教育的发展是

不利的。人口越稠密的地区,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就

越旺盛,高等教育发展的市场空间就越大。以我国

东西部的高等教育发展情况为例。东部和西部是一

个地理概念。西部是我国经济最不发达的地区。包

括西南、西北 1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 面积 545

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的 56. 7% ,人口近 3

亿( 1999年数据) ,约占全国人口的 25%。东部地区

是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 包括我国沿海 12个省、

自治区和直辖市, 面积 130 余万平方公里,约占全

国面积的 14% ,人口 5. 1亿( 1999年数据) ,约占全

国人口的 40%。(东西部划分依据 1985年国务院

有关部门划定的三大经济带的标准)以 1999年为

例,我国共有大学 1 071所, 东部拥有的高校约占

全国高校总数的 47. 8% ,而面积超过它四倍的西

部拥有的高校只占全国高校总数的 18. 9%。造成

东西部高等教育发展差距的原因很多,包括政治、

经济和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在这里我们探讨人口

结构在其中起了什么作用。

( 1) 人口结构影响高等学校的招生和毕业生

的就业问题。人口流动的趋势总是从经济不发达和

欠发达的地区流向经济发达的区域。这种状况我们

可以从改革开放以来,大量人才和劳动力向沿海经

济发达地区流动的情况中看出来。人口稀少的地

区,一般来说自然环境比较恶劣, 相应的经济也比

较落后。人口稀少的客观情况,会对这个地区高等

学校的招生情况产生不良影响。比如,在我国西部

地区也有一些知名大学,但是它们的招生情况相对

于沿海发达地区知名大学来说,就不是那么理想。

从 1999 年有关统计数据来看, 当年我国东部地区

平均每所高校在校生人数为 4 022. 66人,西部地

区平均每所高校在校生人数为 3 632. 83人,相差

达 389. 83人。(资料来源: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 《中国教育年鉴》)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学生报

考大学,必然要考虑将来的就业问题。如果去地广

人稀的西部就读大学,那么他们就业的前景一般不

如人口稠密、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的选择机会多。

就拿针对高校毕业生的人才交流会来说吧,很多重

要的人才招聘会都在北京、上海、广州和武汉等高

校集中的大城市进行,就读于这些城市大学的高校

毕业生相对其他偏远地区高校的毕业生在择业方

面就有更多的优势和便利。

另外一个原因是, 人口稀少的地区, 当地能读

完高中的学生也比较少,这将影响高校招收本地的

生源的数量。比如从各地普通高中在校生规模看:

2000年西部地区普通高中在校生总数为2 171 671

人, 平均每万人中普通高中在校生人数为 72. 39

人;东部地区普通高中在校生总数为 5 603 629人,

每万人中普通高中在校生人数为109. 87人。(资料

来源: 教育部发展规划司统计信息处提供的“九五”

期间全国及省、市、自治区各级教育进展简况)平均

每万人中高校在校生人数全国平均为 32. 8人、西

部为 24. 58人、东部平均为 40. 38人, 相差达 15. 8

人。(资料来源: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0年版,《中国

教育年鉴》)从以上数据我们可以看出,普通高中在

校生规模对当地高等学校的在校生规模有一定的

影响作用。所以当地的人口质量对高等教育的发展

也是起着不可忽视的影响的。

( 2) 人口结构影响高等教育资源的地域分配

问题。由于国家对高校的拨款是按照高校的在校生

的数量决定的,所以只有那些在校生规模大的学校

获得的国家拨款比较多,办学条件比较好。我国西

部大学由于平均各校在校生规模不如东部大学,所

以它们在获取国家拨款的情况下就处于劣势地位。

处于人口稠密地区的高校除国家拨款外, 还有

比较多的筹集资金的渠道。人口密集的城市有着众

多的企事业单位,当地的高校在为社会提供服务的

同时, 比较容易获得社会各方面的(下转第 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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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以下条件: ( 1) 保障高等教育认证机构的法律

地位。在一个法制社会中, 专业的作为中介组织性

质的高等教育认证机构必然要求拥有一定的法律

地位,需要法律保障。同时其认证行为与有偿服务

必须是有法可依,从而达到合法认证。( 2) 拥有合

格的教育认证专业人员。高等教育认证专业人员主

要包括从事高等教育评估理论与实务研究的专家

和具有高等教育认证技术与经验的相关技术人员。

这些专业人士将为认证信息的收集、处理和分析提

供可靠的技术支持从而保证认证的可信度。( 3) 建

立整套规范的教育认证规程。规范的教育认证规程

包括规范的认证规章、多样化的认证标准以及良好

的认证运行机制和认证自律机制,是确保认证的科

学性与公证性的基础。( 4) 促进建立国际教育“元

认证”机构即国际认可机构。由于各国的知识和高

等教育背景不同, 所以各国高等教育机构的教学和

学术标准不同,学术运作模式亦不同。高等教育认

证国际化已经是必然的趋势,鉴于以上所提到的现

状, 具有公正性、权威性和服务性国际教育“元认

证”机构的建立是迫切的。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

教育大国在这个过程中应该起到发起与促进的作

用,这就要求中国的高等教育工作者对国际教育认

证进行研究,主要研究对象包括国际高等教育认证

标准、国际高等教育认证程序以及国际高等教育认

证运行机制等。

高等教育国际化是时代的趋势,要充分利用这

一历史机遇,抓住“后发优势”, 把握本国的文化自

觉,结合国情,参与高等教育的国际认证,引进和输

出高等教育, 达到文化的“共生”和教育的“全

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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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32页)资助,充实自己的办学经费。但是处

于人口比较稀少地区的高校来说,当地的企事业单

位相对资金没有那么雄厚, 难以为当地高校提供越

来越多的资金的供给。

有着充足办学经费的学校, 必然在校园建设,

教学仪器设备建设,师资队伍建设方面处于领先的

优势。而办学经费缺乏的高校, 师资就面临着流失

的问题。比如,从20世纪 80年代以来,受商品经济

的影响,西部地区高等学校教师队伍人才大量流

失,出现了“孔雀东南飞”的现象。西部高校流失的

人才中尤以中青年学术骨干居多,使本来学术带头

人偏少的矛盾更为突出。一些博士、学术骨干甚至

是学术带头人,宁可到沿海发达地区一些名不见经

传的高校去当一名普通教师,也不愿留在西部高校

继续发展。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人口分布的不均衡所造成

的高校各地区的分布不均衡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现

象,但是也会带来一些负面的效果。比如:东部地区

高校在校生规模的偏大,可能会导致高等教育资源

的紧张,影响到高等教育的质量。现在在校生人数

过多引起的师资和设备的紧张是普遍的问题, 一些

学校采用的大班和超大班的班级组织形式来应付

高等教育资源短缺的问题, 实践证明效果是不好

的。另一方面西部高校由于学校数量少,在校生规

模小, 所培养的人才又难以满足当地经济文化建设

的需要。

总之, 人口结构对高等教育发展的影响是多方

面的, 我们在制定有关人口的政策和高等教育发展

规划时, 必须注意到这些影响存在,从而使我们的

发展规划更为科学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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