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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人口受教育水平发展研究

◇张 侃

一、从人口大省向人力资源强省的迈进：河南人

口受教育水平发展趋势分析

河南是人口大省，据最新七普数据显示，河南现

在全省常住人口为99365519人，与六普数据相比增

长了5.68%，年均增长率为0.55%。河南也是中部六

省中唯一占全国人口比重上升的省份，比十年前上

升了0.2%，稳居全国人口总量第三的位置。改革开

放以来，河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河南教育事业的

发展，从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两个层面同时发力，一

方面夯实基础惠及全民，另一方面大力提升高等教

育规模和质量，力求让越来越多人接受更优质的高

等教育，河南教育事业的发展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

河南也逐渐从人口大省向人力资源强省转变，人口

的综合素质、受教育水平都得到了快速提升。

（1）人口受教育水平快速提升

从2000年以来，河南人口的整体受教育水平得

到了快速提升。

从学历结构上看，1964年到现在，河南人口文

盲率快速下降，小学人数比例有一个明显的增加，大

学学历的人口比例在进入21世纪后出现了一个明

显的持续提升，标志着河南人口受教育水平和整体

素质的不断提高。

（2）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持续增加

伴随着河南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公共教育事

业的飞速提升，河南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也得到

了快速增加。2020年河南全省常住人口中，15岁及

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9.79年，相比于六

普数据增长了9.39%，比全国9.14%的增长速度快了

0.25个百分点，也显示出河南人口整体受教育水平

的快速提高。

（3）基础教育全面普及，均衡化高质量发展势头

强劲

河南人口素质的快速提升，得益于河南公共教

育事业的飞跃式发展。义务教育方面，2007年 12

月，河南“两基”工作通过国家验收，基本实现了义务

教育的全面普及和全覆盖。2020年，河南全省九年

义务教育巩固率 96%，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

100%，小学毕业升学率99.92%，初中阶段毛入学率

107.17%。到2020年，河南已经有138个县（市、区）

成为全国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市、区），占河南

县级行政区划的87%。

在夯实义务教育基础的同时，高中教育也得到

了蓬勃发展。2020 年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

92.01%，是2000年的2.35倍，河南高中阶段教育已

经实现了全面普及。

（4）高等教育入学率快速提升，实现了从精英教

育到大众化教育再到普及化教育的三连跳

数量方面，2020年，全省普通高等学校151所，

比 1978 年的 24 所增加了 6.3 倍；本专科在校生

249.22万人，比1978年增加了91倍。2004年高等教

育毛入学率首次突破15%，实现了从精英教育到大

众化教育的跨越；2020年首次突破50%，实现了从大

众化教育向普及化教育的跨越，21世纪河南的高等

教育发展实现了三连跳。

2020年河南每十万人中具有大学教育程度的

人数达到11744人，是1949年新中国刚建立时的143

倍。

质量方面，河南的高等教育学校布局结构不断

优化，高等教育的内涵式高质量发展持续深入。郑

州大学1996成为国家“211”工程建设院校，2017年

郑州大学成为“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郑州大学和

河南大学一共有4个学科入选“双一流建设学科”，

这也成为新时期河南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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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开始。

二、人口素质发展的不平衡与不充分：河南人口

受教育水平发展面临的问题分析

河南的人口受教育水平和公共教育事业的发展

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1世纪以来取得了快速发

展，成果丰硕，可是总体来看还有很多不足，面临着

很多的问题。主要有两方面的问题，一是虽说纵向

比河南的人口素质和教育事业发展成果显著，但是

和全国整体水平来比，仍有不小差距，即人口素质发

展的不充分问题；二是由于河南内部区域发展的不

平衡，导致人口受教育水平和教育事业发展水平也

是参差不齐，影响了河南发展的整体效果，即人口素

质发展的不平衡问题。

（1）人口整体受教育水平与全国水平还有较大

差距

河南的大学文化程度和高中文化程度人口占比

分别比全国水平低了0.34和0.33个百分点。按照七

普数据，每10万人口中的各层级受教育程度人数，

河南与全国水平也有结构性的差异。在代表了人口

素质高质量的受高等教育人口数量上，与全国水平

还有不小的差距，比全国水平少了3723人，这也反

映出了河南人口整体受教育水平还偏低。

（2）人口受教育状况省内区域间差异较大极不

均衡

河南各地区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人口数差异巨

大，最高的是济源示范区，具有24488人，2万人以上

的还有焦作和新乡，郑州有18436人，全省排第五。

而具有高中文化程度最少的是周口市，只有11902

人，高中文化程度人数最高的济源是周口人数的2

倍，而常住人口方面，周口总人口是济源的12.4倍，

可见两个城市之间人口素质的差距之大。总体上

看，高中文化程度人口高于河南平均水平的有7个

城市，低于的有11个城市，区域间的不平衡还是比

较严重的。

省内各地区拥有大学教育程度的人口同样呈现

出严重不均衡的分布状态。拥有大学教育程度人口

数达到河南平均水平以上的仅有郑州、济源、洛阳、

焦作、三门峡这5个城市。地区经济发展程度和地

区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数之间出现了普遍的不一致的

情况，只有郑州和洛阳这两个城市的经济发展程度

和拥有大学教育程度人口数量之间比较匹配，其他

城市都有或多或少的错配现象，比如拥有大学教育

程度人口数第二多的济源，在2020年全省18个地市

GDP排名中排名第18名，而GDP全省排第5的周

口，拥有大学教育程度人口数却排第18，这种现象

也充分显示出了河南产业发展的低层级，以及由于

人口素质的低下所蕴含的经济增长乏力，产业发展

后劲不足的问题。

三、推进公共教育事业均衡化、高质量发展：新

时代河南持续提升人口受教育水平的路径分析

在2021年9月召开的河南省委工作会议上，楼

阳生书记提出了河南劳动年龄人口受教育年限到

2035年要达到12年、2050年要达到13.5年的目标，

为河南的教育事业发展和人口受教育水平提高的工

作指明了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河南直面人

口受教育程度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立足河南“人

口多、底子薄”这一长期省情，通过高度重视公共教

育事业的发展，加大投入、完善制度、提高效率，推进

公共教育事业的均衡化、高质量发展，实现河南人口

受教育水平的持续提升。

（1）进入“后普及教育时代”的河南教育事业应

加大投入、立足“高质量”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河南的各级各类教育都取得了跨

越式发展，规模扩张迅速，在学人数和入学率都得到

大幅提升，可是教育资源不足的问题也始终存在于

教育发展的全过程，各级各类教育的内涵式、高质

量、精细化发展亟待提升。如何一方面进一步加大

全省教育投入同时提升教育投入的使用效率，另一

方面大力推进各级各类教育的内涵式高质量发展，

是我们推进河南教育均衡化、高质量发展进程中所

要认真思考、着力推进的最为重大的问题。

（2）老龄化和少子化双重作用下的河南需要大

力提升人口受教育水平

河南人口的老龄化和少子化趋向日益凸显，面

对这样的人口素质形势，河南需要在大力提升人口

素质和受教育水平上下大功夫，这也是推动实现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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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必由之路。要进一步提升河南

教育的整体质量，基础教育阶段要大力提升质量体

现公益性，高等教育阶段则要一方面进一步提升入

学率，让更多人能够接受高等教育，提升河南人口的

整体素质水平；另一方面则要大力推进高等教育质

量的提升，以培养出更多河南经济社会转型升级发

展亟须的高精尖人才和高层次职业技术人才。

（3）河南基础教育发展要处理好“民办和公立”

“公平和效率”这两对核心关系

河南的基础教育要实现新时代的高质量均衡化

发展，就一定要充分贯彻执行好中央、教育部等颁发

的这一系列文件精神，处理好“民办和公办”“公平和

效率”的关系。一定要坚持公立教育为主，民办教育

为有益补充的基本原则，强调基础教育的公益性、公

平性。对于基础教育来说，在保证公平性的前提之

下谈效率才有意义，否则效率将毫无意义；对于基础

教育来说，只有公立教育实现了全覆盖、实现了优质

均衡、实现了高质量发展，那民办教育提供的多样化

选择才有价值和意义。否则注重效率而忽视了公

平，注重了民办的精英化发展而忽视了公办教育的

优质均衡平民化发展，河南的教育事业发展就会受

到损害，河南的人口素质提升就会受到阻碍，未来

30年河南人口受教育年限增长的目标就无法实现，

河南新时代中原更出彩的建设就会遭受巨大的

损失。

（4）河南高等教育发展要大力推进内涵式发展

不断提升自身特色和竞争力

一是要大力推进高校分类发展。通过对高校的

分类来合理搭配高等教育层次结构，推进不同类别

高校的不同发展。第一类就是要加快一流大学建

设，重点建设好2－3所高水平的综合性研究大学；

第二类就是要选择若干学校和学科来推进特色骨干

大学、特色骨干学科建设；第三类就是要选择一批高

校实施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工程，提升高校

服务社会提升区域产业发展的能力；第四类就是要

选择一批高等职业学校推进其高质量发展，发挥示

范引领作用。

二是要优化高等教育布局结构。通过科学制定

高校设置规划，在高等教育资源薄弱、经济社会发展

急需人才支撑、对高等教育布局结构具有明显补充

作用的地市布局高校，构建以地市为依托、空间布局

合理的高等教育发展骨干节点。

三是要大力提升各级各类高校的科学研究和创

新服务能力。根据高校的分类，分别在不同类型高校

中大力推进实施高校基础研究增强工程、高校社会服

务水平提升工程、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等一系

列重点建设项目，大力提升不同高校各自的符合自身

定位和职能的科研创新能力和服务社会的水平。

作者简介：张侃，河南郑州人，河南省社会科学

院社会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

（摘自：《现代商贸工业》2022年第2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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