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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世界现代化浪潮浩浩荡荡，信息革命一浪高过一浪，知识经济持续发展。
现代化浪潮中的中国以其独具特色的方式乘风破浪，全力推进现代化进程，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
　　新的现代化浪潮，实质上是一场知识革命。
新知识的创造、新知识的普及、新知识的应用，是它的基本推动力。
各国在现代化浪潮中位次的升降，归根到底取决于其在知识的创新、普及、应用坐标中地位的变化。
　　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发展中的中国，在受到多种形式制衡的国际环境里，要在现代化浪潮中在
不太长的时间内，跻身于与发达国家并驾齐驱的地位，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在这里，科学配置、高效使用有限的教育资源，使全民接受尽可能好的教育，将是影响全局的具有战
略意义的重大工程。
从这种意义上说，教育现代化，首先是全民的受教育水平现代化。
　　在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全国教育科学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中国省市区基本现代化与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的教育发展目标与投入需求预测》，编号DGA030021）和教育部（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
未来人口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教育发展目标定量研究》，编号02JA840009）立项支持下，我们课题
组以世界教育现代化为背景，以全民受教育水平的现代化为目标，对21世纪全国层面和分省层面的人
口与教育现代化的关系进行系统的研究。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申请评审书》约定的是对省级行政区层面的研究。
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申请书》约定的是全国层面的研究。
本项研究将两者结合起来，作为统一的整体进行研究，是这两个项目的共同成果。
　　影响全民受教育水平的因素，从宏观层面看，主要有两大方面：一是人口基数和人口增长。
它决定需要接受教育的人口规模，特别是需要接受教育的青少年人口规模。
二是社会能够提供的教育资源，包括师资和投入教育的其他人力、办学经费、基础设施、固定资产、
流动资金等。
如果把投入教育的基础设施、固定资产、流动资金都以货币形式表示，则可以把师资以外的其他教育
资源统称为“教育经费”，把投人教育的师资和其他人力统称为“教育人力”。
研究全民教育现代化，要从人口和教育资源两个方面着手。
　　本项研究第一章及第二章，从人口角度，研究人口变动对全民受教育水平的影响，也即人口变动
的教育效应。
从人口学与教育学相结合的角度，提出了人口教育视窗的概念、测度指标、测度方法；界定了教育资
源的概念，提出了教育资源的度量方法和调配模型；对我国分省人口教育视窗进行了实际测度和聚类
分析，分析了人口教育视窗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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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项研究首先从人口角度，研究人口变动对全民受教育水平的影响，也即人口变动的教育效应。
其次研究教育水平的现代化标准及以教育水平现代化为目标的教育需求预测方法。
而后在人口预测的基础上，依据教育现代化目标，对全国和各省各级教育在校生规模、教师需求、经
费需求进行了预测和分析，提出了各地区分项指标。
最后则将人口发展与教育现代化结合起来，对教育超前发展的现代化目标的可行性和必要性进行了再
论证，从更宏观的角度研究我国教育现代化的战略问题，提出了抓住人口数量增长转变为人口质量增
长转变提供的重要历史契机，分两步走实现教育超前发展的现代化目标，以及三大对策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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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1.3 人口效应的时空形态　　从时态上看，人口效应可以分成即时效应和滞后效应。
人口的即时效应，即一种人口事件发生后，立即产生的效应。
比如：出生人数减少，生育水平指标立即降低；推测因计划生育少生了多少孩子，就是对这种即时效
应的一种评估。
滞后效应依时间长短，可以分成近期、中期、长期、远期效应。
所谓人口惯性，实际上是一种滞后效应。
　　依据同一效应在不同时间表现的程度，可以分成多峰多谷或双峰双谷的周期性多次重复出现的效
应，单峰单谷的单周期的一次性效应。
　　人口效应又可分为显性效应和隐性效应、现实效应和潜在效应。
人口即时效应，可以认为是一种显性效应；滞后效应可以认为是一种潜在效应。
　　从空间上看，人口效应可以分成全球性、区域性、国别性、地区性、各种层次的地域性效应等。
　　依据所处层级的高低、效应持续的长短、地域范围的大小、涉及领域或子系统的多少，可以将人
口效应分为全局性、总体性、战略层面的效应和局部性、个体性、战术层面的效应。
　　1.1.4 人口效应的价值判断与人口机会视窗　　所有人口效应都有必然性和或然性、可能性和现实
性等问题。
把价值判断、利益关系引进效应评估中时，所有人口效应又都有正效应、负效应、正负效应兼有或可
正可负可转化等效应性质的判断，以及对谁有利、对谁不利的效应对象的区别。
借用经济学的术语，就是有红利负债之分、利弊得失之别、利害大小的权衡、成本效益的分析。
而这种权衡的结果，将成为利益集团或其代表决策和行动的基本依据。
人口效应研究的实际意义，正在于此。
　　当前有关“人口红利”的讨论，基本上限于生育率下降，导致的总负担系数较低，有利于减轻劳
动者抚养负担、增加全社会储蓄、投资和推动经济增长的一种机遇或可能。
对“人口负债”的讨论也限于总负担系数过高对劳动者抚养负担和储蓄、投资、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
。
在表1-1中，它的定位仅限于第5行第2列。
严格地说，这只是人口年龄结构转变的一种经济效应，或人口年龄结构转变为经济发展提供的一种条
件、机遇或挑战，并不是实际的“红利”和“负债”，更不是人口转变效应的全部，把它称作人口年
龄结构转变机会视窗或简称视窗的开启或闭合似乎更贴切。
　　1.1.5 人口效应与人口视窗研究　　对于人口效应或人口机会视窗，不同学科、不同阅历、不同专
业人士，不同利益集团有不同的视角和关注点。
经济学家看重的是人口经济效应，社会学家看重的是人口社会效应。
“红利”一词，就体现了经济学家对人口效应关注的特殊视角和偏好。
而要全面地了解和评价我国人口转变的效应，就需要应用多学科知识，从多学科视角，对表卜1所有
行列交集进行系统的、全面的、深层次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研究各交集、各层级人口效应的历史
、现状和未来，研究各交集、各层级人口效应对全局效应的影响，研究这些效应由可能向现实、由或
然向必然转化的条件。
对人口发展战略的研究，至少应该全面把握四项转变的人口效应或四项人口视窗。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分省人口发展与教育现代化>>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