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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内容与方法 

（一）研究内容 

本研究主要利用人口普查数据等资料，对 2020-2030 年北京市基

础教育学龄人口的变化进行预测，为做好教育发展规划，科学配置教

育资源提供预测支持。具体如下： 

（1）利用 新的人口普查数据以及统计年鉴等资料，对北京市

现有的基础教育学龄人口情况进行分析。 

（2）考虑到北京市学龄人口变化的影响因素，按北京市现有人

口数量、年龄结构、生育水平，设置不同的参数，给出高、中、低三

种预测结果，并对 2020—2030 年北京市基础教育学龄人口的变动进

行分析。 

（3）根据北京功能区划分，在北京市总的学龄人口预测的基础

上，按照预测结果的中方案，对北京市各区县基础教育学龄人口的变

动情况进行预测。 

（4）在上述北京市及各区县学龄人口预测的基础上，对北京市

及各区县的教育资源需求状况进行分析。 

（5）收集北京市、其他 3 个直辖市（上海、天津、重庆）以及

3 个发达城市（南京、广州、武汉）2010 年以来基础教育的相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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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对比分析，探讨北京市基础教育与其他城市之间的差别，为北京

市教育发展规划、教育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二）研究方法 

利用人口普查数据、政府部门统计数据，考虑北京市相关政策等

因素影响，采用 Leslie 矩阵方法进行演替计算，给出 2020-2030 年

北京基础教育学龄人口的预测结果，同时对未来教育资源需求状况进

行分析。 

具体采用的研究方法如下： 

（1）文献研究。通过国内外文献阅读，了解学龄人口变动与预

测的 新研究成果，收集相关数据，为确保准确地进行北京市 2020

—2030 年基础教育学龄人口变化预测。 

（2）统计分析方法。通过收集北京市相关的人口数据，应用统

计方法对北京市基础教育学龄人口的现状进行分析，并使用相关统计

方法进行预测。 

（3）计算机仿真。使用相关软件对所获得的数据进行仿真预测。 

二、结论与对策 

（一）预测结果 

本研究采用 Leslie 矩阵模型对北京市基础教育学龄人口进行高

中低三种预测，并基于以下几个假设：从 2015 年至 2030 年总和生育

率成呈线性增长，低方案假设 2030 年总和生育率为 0.8，中方案总

和生育率为 1.2，高方案总和生育率为 1.8；未来的死亡模式按照北

京市 2010 年死亡模式和水平保持不变，计算出分年龄的死亡率后转

换成分年龄存活率代入 Leslie 矩阵模型；未来北京市的人口流动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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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是一个动态平衡，小于或等于 2%的人口流入，可以假设忽略不计；

区县学龄人口数量和北京市总学龄人口数量成线性关系。 

1. 学龄人口总量的变动 

2020～2030 年北京基础教育学龄人口的变动特点： 

（1）幼儿园学龄人口持续上升一段时间后，将会有所减少，预计

2030 年比 2010 年降低 8.66%；高峰（2023 年）和低谷（2030 年）相

差 16.11 万人。 

（2）小学学龄人口在未来将持续升高，预计 2030 年比 2010 年提

高 64.85%；高峰（2028 年）和低谷（2010 年）相差 42.25 万人。 

（3）初中学龄人口在未来总体处于上升状态，预计 2030年比 2010

年提高 63.98%；高峰（2030 年）和低谷（2010 年）相差 19.17 万人。 

（4）高中学龄人口在未来变动不是太大，预计 2030 年比 2010 年

提高 3.65%；高峰（2030 年）和低谷（2020 年）相差 15.55 万人。 

（5）比较未来幼儿园、小学、初中以及高中学龄人口数量发现，

小学阶段的学龄人口数量 多，而且明显高于其他阶段的学龄人口。 

2. 学龄人口分区县的对比 

幼儿园：从功能区划分来看，在首都功能核心区、城市功能拓展

区、城市发展新区、生态涵养区四个区域中，城市功能拓展区的幼儿

园学龄人口数量 多，首都功能核心区的数量 少；在北京的所有

16 个区县中，朝阳区的幼儿园学龄人口数量 多，海淀区略低于朝

阳区，门头沟区的幼儿园学龄人口数量 少。 

小学：从功能区划分来看，在首都功能核心区、城市功能拓展区、

城市发展新区、生态涵养区四个区域中，城市功能拓展区的小学学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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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数量 多，生态涵养区的数量 少；在北京的所有 16 个区县中，

海淀区的小学学龄人口数量 多，朝阳区位居第二，门头沟区的小学

学龄人口数量 少。 

初中：从功能区划分来看，在首都功能核心区、城市功能拓展区、

城市发展新区、生态涵养区四个区域中，城市功能拓展区的初中学龄

人口数量 多，生态涵养区的数量 少；在北京的所有 16 个区县中，

朝阳区的初中学龄人口数量 多，海淀区区位居第二，门头沟区的初

中学龄人口数量 少。 

高中：从功能区划分来看，在首都功能核心区、城市功能拓展区、

城市发展新区、生态涵养区四个区域中，城市功能拓展区的高中学龄

人口数量 多，生态涵养区的数量 少；在北京的所有 16 个区县中，

海淀区的高中学龄人口数量 多，西城区位居第二，门头沟区的高中

学龄人口数量 少。 

3. 教育资源总体需求 

幼儿园：未来幼儿园对于教职工的需求将有较大的增长，对于教

职工需求的高峰期是 2024 年的 84875 人，之后几年对于教职工的需

求开始减少，一直到 2030 年北京市幼儿园所需的教职工为 58054 人。

在学校数量方面，幼儿园从 2014 年开始一直处于增长趋势，增长到

2024 年的 1886 所，之后由于幼儿园学龄人口的减少，对于幼儿园的

需求量开始减少，从 2024 年开始一直减少到了 2030 年的 1290 所。 

小学：小学的教职工数量从 2014 年开始一直到 2021 年都是属于

微弱的下降趋势，从2014年的 58108人下降到了2021年的 55215人，

之后每年对于小学教职工的需求都有微弱的增长，每年大约增长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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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左右。小学的学校需求量从 2014 年开始一直到 2028 年，都是处于

增长状态，随后有所下降，但是降幅不大。未来北京市小学的校占地

面积和校舍面积均会不断增加，分别从 2014 年的 1560.19 万平方米、

697.98 万平方米增长到 2030 年的 1843.83 万平方米、824.87 万平方

米。 

中学：中学教职工的需求量从 2014 年开始一直到 2030 年几乎都

是处于增长趋势，中学教职工从 2014 年的 8224 人增长到了 2030 的

124481 人。初中的学校数从 2014 年开始逐年增加，到 2021 年初中

的学校数为 437 所，之后开始减少，一直减少到了 2024 年的 391 所，

由于学龄人口的增多，从 2024 年开始初中的学校数开始逐年增加，

到 2030 年对初中学校的需求达到了 480 所。在 2020 年之前，北京市

对高中学校数的需求和现在相比有所减少，在 2020 年到 2030 年十年

间，由于高中阶段学龄人口的增多，北京市所需要的高中学校数量会

不断地增加，直到 2030 年，北京市所需的高中学校数量为 348 所，

比 2014 年的 306 所增加了 42 所。未来北京市中学占地面积和校舍面

积的需求也会不断增加，分别从 2014 年的 2082.67 平方米、1065.55

平方米增长到了 2030 年的 3211.61 万平方米、1643.15 万平方米。

未来北京市中学占地面积和校舍建筑面积的增长量和增长速度都要

大于北京市小学占地面积和校舍面积的增长量和增长率。 

4. 教育资源分区县需求分析 

（1）教职工及学校数量的需求分析 

幼儿园：2020—2030 年期间，北京市 16 个区县幼儿园教职工的

需求量呈现了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其中，朝阳区的需求量 多，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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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教职工需求量为 10903 人，2030 年需求量为 7874 人；门头沟区的

需求量 少，2020 年教职工需求量为 1055 人，2030 年为 870 人。在

学校需求方面，朝阳区幼儿园的需求量 大，2020 年为 242 所，2030

年为 175 所；门头沟区的需求量 少，2020 年为 24 所，2030 年为

18 所。 

小学：2020—2030 年期间，北京 16 区县初中教职工的需求量大

体呈现了增加的趋势，其中，海淀区的需求量 多，2020 年为 11474

人，2030 年为 12974 人；门头沟区的需求量 少，2020 年教职工需

求量为 983 人，2030 年为 1111 人。在学校需求方面，海淀区小学的

需求量 大，2020 年为 186 个，2030 年为 211 个；门头沟区的需求

量 少，2020 年为 16 个，2030 年为 18 个。 

初中:2020—2030 年期间，北京 16 区县初中教职工的需求量总体

上呈现了增多的趋势，其中，海淀区的需求量 多，2020 年为 13878

人，2030 年为 16430 人；门头沟区的需求量 少，2020 年教职工需

求量为 1236 人，2030 年为 1463 人。在学校需求方面，海淀区初中

的需求量 大，2020 年为 82 个，2030 年为 97 个；门头沟区的需求

量 少，2020 年为 7 个，2030 年为 9 个。 

高中:2020—2030 年期间，北京 16 区县高中教职工的需求量总体

上呈现了增多的趋势，其中，海淀区的需求量 多，2020 年为 6175

人，2030 年为 9366 人；门头沟区的需求量 少，2020 年教职工需求

量为 379 人，2030 年为 574 人。在学校需求方面，海淀区高中的需

求量 大，2020 年为 44 个，2030 年为 67 个；门头沟区的需求量

少，2020 年为 3 个，2030 年为 4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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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占地面积及图书馆藏书需求分析 

在北京市 16 个区县中，无论是小学还是中学，在 2020—2030 年

期间学校占地面的需求基本上呈现了增长状态，其中海淀区的需求量

大，2020 年时小学占地面积需求量为 340.1 万平方米， 大是在

2028 年，为 400.7 万平方米，比 2020 年多了 60.6 万平方米， 2030

年时需要 384.6 万平方米。2020 年中学占地面积为 517.4 万平方米，

2030 年占地面积增长为 665.5 万平方米，比 2020 年增长了 148.2 万

平方米。2020—2030 年期间，海淀区中小学图书的需求量 大，2020

年中小学需求量分别为 601.6 万册、626.5 万册，2030 年的需求量分

别为 773.9 万册、708.4 万册。 

（二）问题分析 

通过对北京市学龄人口总体状况以及各区县的现状分析，未来

2020—2030 年的学龄人口预测以及教育资源的需求分析，北京市在

基础教育方面存在如下问题： 

（1）各阶段教育对教职工的需求量变动起伏大 

根据前面对北京市基础教育不同阶段教职工需求的预测分析，未

来北京市基础教育不同阶段对于教职工的需求起伏比较大。幼儿园未

来有一段时间会对教职工的需求有较大的增长，之后又会减少；小学

对于教职工的需求是先减少后来又出现小幅增加的趋势；而中学对于

教职工的需求一直处于增长的趋势，不过总体来说未来十五年北京市

各阶段所需要的教职工数量是增加的。教职工人数是否充足是学校能

够健康稳定发展的关键，教职工太少可能会导致老师工作压力大，不

能给学生 好的辅导，学生得不到 好的教育，教职工太多又导致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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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资源的浪费，因此未来有计划的做好教职工队伍的建设和调整至关

重要。 

（2）对学校数量及基础设施建设力度需求加大 

北京市未来幼儿园和小学的学校数量都是属于先增后减的趋势，

不过和现有的学校数量相比较，北京市幼儿园和小学将来所需要的学

校数量 终还是比现在的学校数量要多一些，而中学的学校数量在未

来十五年之内都属于增长的趋势。同时未来十五年北京市小学和中学

的学校占地面积和学校的建筑面积需求都是处于上升的状态，无论是

小学还是中学对未来图书馆藏书量的需求都会不断增加。这也使得北

京市财政教育经费的投入在未来十五年每年都会不断的增长，如何把

这些财政教育经费合理的投入到学校未来的需求建设中至关重要。 

（3）各区县教育水平参差不齐 

北京市在“十二五”时期，始终“坚持育人为本、改革创新、促

进公平、提高质量”的原则，全面深化教育领域的综合改革，并取得

了一定的成效，优化了教育资源的配置，推动了各区县义务教育的均

衡发展，全面扩大了优质教育资源的覆盖面，提高了北京各区县整体

教育的水平，但同时也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4）基础教育学龄人口空间分布差异大 

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进程加快，北京市作为中国政治、文化、

经济中心吸引了大量的流动人口，虽然近几年北京市在不断地进行功

能疏解，以缓解人口压力，但短时间内不会有太大变化。同时由于各

区县经济发展存在很大的差异，导致各区县的人口密度也存在区域差

异，2014 年西城区人口密度 高达到 25767 人/平方公里，人口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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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的是延庆县仅为 158 人/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空间分布的差异也

使得基础教育学龄人口存在同样的空间差异，在人口密度大的地区会

出现教育资源不能满足相应的学龄人口需求的现象，而在人口密度小

的地区则会出现教育资源闲置的现象，进而导致资源的浪费。 

（5）教育资源在各区县间不能够均衡配置，尤其是优质教育资

源。 

首都功能核心区处于北京市中心，是北京市的政治中心也是经济

中心，经济发展迅速，教育资源优厚，许多北京市的重点中小学集中

于此区域，而生态涵养区多为山区，人口密度低，教育资源比较薄弱，

由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当地政府无法提供足够的教育支持，多数要

靠北京市政府支持。这种鲜明的差异又会导致教育公平的问题，不利

于北京教育的全面均衡发展，同时，教育资源尤其是优质教育资源的

分布在一定程度上会对人口的分布产生引导作用，使得人口密集的地

方难以得到疏散。因此缩小各区县间教育水平的差异意义重大，保证

优质教育资源在各个区县间均衡发展，北京市相关政府部门应当给予

高度重视。 

（二）政策建议 

“十二五”期间，北京市在基础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方面，通过

充分利用优质教育资源和高等教育资源结合、加大政策倾斜力度等方

式，并制定相应的政策，如义务教育就近入学、减少推优以及特长生

的招生力度等，使得北京市基础教育正在有序稳步的向前发展。为了

缓解未来北京市由于学龄人口变化所带来的问题，提出如下建议。 

1.加大教师队伍建设，合理配置教职工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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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未来基础教育的教职工需求总体来说是增加的，这就需要

不断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培养出高素质、高水平的教职工队伍，同时

也将生师比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既不能让老师的负担太重，也要避

免教师资源的浪费和闲置，使教职工资源的利用率达到 好。同时为

了应对未来学龄人口突然减少导致对教职工需求减少的情况，学校可

以根据需要聘用合同制老师，这样可以缓解学龄人口突然增加的压

力，并且在学龄人口减少期间也能够在教师聘用合同到期以后进行合

理的裁减和解聘，避免资源浪费。 

2．继续加强各学校的基础设施建设 

对于未来各阶段基础学龄人口变化，各区县应该制定好各阶段学

校的新建、扩建计划，对未来学校的占地面积、建筑面积、图书馆大

小、图书馆藏书量、计算机台数、体育器材等学校的基础设施和教学

资源进行合理规划和投入。对于学龄人口增量比较大的区县，对建设

资金的需求也会加大，因此要扩大资金来源，通过争取政府的资金投

入、学校自筹、接受社会捐赠等多种方式来筹集资金。对于未来北京

市政府的相关人口疏解等政策，各区县相关政府部门也要引起重视，

对本区县内学龄人口的突然增加或减少要做好相应的准备工作。 

3．努力实现各区县教育资源均衡化，实现教育公平 

对于各区县之间教育资源不均衡的问题，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进

行考虑和着手解决。 

（1）标准化各区县基础教育的办学条件。义务教育是教育领域

中的基本公共服务，其均等化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北京市

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中也多次提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重要

北京市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成果公报



性。北京市现阶段各区县的教育投资、学校占地面积、建筑面积、教

职工、图书馆藏书等办学条件参差不齐，进而导致了区县间教育水平

的参差不齐，甚至出现两极分化的现象，使得基础教育阶段的学生没

有公平均等的教育机会，进而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然而，教育质

量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其是否均衡很难有一个标准去衡量。现阶段

可以基于公平的角度采取标准化基础教育的办学条件，均衡配置教

师、校舍、图书、设备设施等各项资源，进一步优化教育资源的配置，

提高义务教育资源配置的效率，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2）完善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监测机制。义务教育是适龄儿童

和青少年必须接受的国民教育，是高等教育的基础。保障义务教育均

衡、稳定、又好又快地发展是相关政府的重要使命。北京市各区县已

经建立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状况的监测体系，但由于尚处在初期阶

段，并不完善。北京市政府以及各区县政府应当以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为根本，明确好各自的责任，对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进行深入调查和

研究，建立健全检测体系，并制定相应的制度，加大监测的执行力度，

将各区县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状况与各级官员绩效挂钩，大力调动积极

性。通过做好基础教育监测工作，推进北京市基础教育健康发展，提

高教育质量。 

（3）加大对教育发展薄弱地区的建设力度。经济发展水平存在

差异是制约各区县教育发展水平的根本原因，例如生态涵养发展区，

由于其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其基础教育的办学条件相对落后，致使在

该区上学的孩子不能得到与首都核心功能区一样的优质教育机会。另

一方面，学龄人口和教育资源的配置是互相影响的，一个地区学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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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增加，为满足学龄人口的教育需求，政府就需要对该区增大教育资

源的投入，而教育资源的投入变化也会影响到学龄人口的空间分布，

一个地区的教育资源尤其是优质教育资源越多，该地区则会吸引更多

的人口，使得教育资源相对较多的地区人口密度过大。为了使各区县

的教育得到均衡发展，同时引导人口向郊区疏散，政府部门可按照困

难地区优先的原则，在相关政策上对教育发展比较薄弱的地区进行倾

斜，比如可以加大政府对教育发展薄弱区县的财政拨款，从而可以克

服薄弱区县无法对教育进行更多投资的劣势。此外，师资水平是影响

教育水平非常重要的因素，教师资源是义务教育资源配置的核心，是

保障教育公平的重要因素。各区县应当重视区域内学校师资力量的均

衡配置工作,采取教师轮岗、优质教育资源共享、优质校与办学困难

校联盟帮扶、加大办学困难校和农村学校教师培训力度,制定补贴和

职称评定倾斜等多种措施加强对薄弱学校的建设.这样不仅可以使薄

弱区县的师资水平更好更快地得到提高，同时还可以保证各区县学校

的师资力量相对均衡地发展。 

（4）继续强化就近入学。就近入学是根据适龄学生人数、学校

分布、所在学区、学校规模、交通状况等因素，合理进行单校划片或

多校划片，学生随机就近分配。就近入学可以避免“择校热”、“学

校乱收费”的现象，也可以缓解密度过大地区的人口压力，但之所以

出现这些问题，归根结底是因为各区县教育资源不均衡，这也是实施

就近入学政策的困难所在。而北京市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改革处于初级

阶段，仍在不断探索之中，实现完全均衡尚需一段时日，因此，现阶

段继续强化就近入学政策仍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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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果与影响 

(1)出版 1 本专著：《北京市基础教育学龄人口预测研究》，中

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国家级出版社），2016 年 10 月，35.7 万字； 

（2）发表 5 篇论文：其中 1 篇在北京大学核心期刊《数学实践

与认识》上发表；1 篇已被 CPCI-SSH 检索；3 篇 EI 待检索； 

（3）提交 1 份研究报告。 

四、改进与完善 

本项目是在人口普查数据等资料基础上，对 2020-2030 年北京市

基础教育学龄人口变化进行的预测研究，没有考虑到如下政策变动情

况：（1）二孩政策放开以及全部放开的变动情况；（2）北京“两翼”

格局下学龄人口变动情况。建议后续在此基础上考虑上述情况进行深

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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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nicipalities in China. 2nd Annual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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