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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一改 开放之 时间革 后的很 段 ， 了中国 红利 世依靠人口 获得 界瞩

长目 经济的 增 ， 了并实现 质的经济发展 飞跃。这 经 发展 式种 济 方 让我

较 了 本国在 短 间 获 速物质资 累时 内 得 快 积 、 了提高 劳动生产率、 备储

了一 才， 也 了大 长。定的技 人均 水平 得到 幅 而能型人 同时 收入 增 然 ，

势当前我 人口面国 临新形 、 济发展进经 入新阶段， 本需要 上从根 改变

发 方式展 ， 才动经济 靠人 利 向 靠人 利推 发展从依 口红 转 依 红 ， 满从而

。足中 现 化 的需要国 代 发展

了中 进入国 “后人口红利” 、 势人口老龄阶段 化趋 加快

1982 中国年 15-64 动年龄人口 人口中的 重约岁劳 在总 比 为

61.5%， 一 重持续上此后这 比 升，2010 峰值年达到 时， 动 人劳 年龄 口

占比 经高达已 74.5%。 长结构 济这种人口 为经 增 “自动” 来三带 个优

势： 一第 ， 力供给持 增劳动 续 加。 二第 ， 本的物质资 累快速 积 。 三第 ，

力 本 。 ，人 资 得 据测算到提高 根 1980-2010 长年 在增我国平均潜 率约

为 9.8%，其中约 1/4 归功于“人口红利”。

， 儿 一而人口 处于动态 当婴 逐 去然 结构总是 变化之中 潮 代 渐老 ，

“ 人口 利后 红 ” 来时代终将到 。 界主 达 家 已迈世 要发 国 早 入“后人口

红利”时代，这 国 面临的共 难题是些 家所 同 ：生育 降和人口率不断下



不断老龄化程度 加深。随着经济发 人均收入 平的提展和 水 高，总和生

一育率下降 普遍是 个世界 规律。 势这 难 逆转种趋 以 ， 采使发达即 国家

了 多鼓 育 策取 诸 励生 政 ，也 本 势有从 上 这种趋没 根 改变 。 以可 说，人

对龄化是世 各国终将面口老 界 的问题。 长人口红利 增 方后 时代的经济

也必 。需要从人口 向人口质 进行转式 然 数量 量 变

才红利转向从人口 人 红利

势 来了国当 人 变 人口 龄化趋 接后我 前的 口转 和 老 带 两个直 果：第

一， 力 少。劳 供 数量 逐动 给 在 年减 2017 力年开始 国 年 动 供中 每 的劳

势。 二， 。给数 呈递减趋 第 始下降 中 从量 投资率开 国的投资率 2011

年峰值 47%下降至 2020 年的 43%， 势 来了老龄化趋 国民储人口 带 蓄

是主要内率下降 因。 点说 国 口 利正 减弱以上两 明中 的人 红 在 ，特别是

力 长供给 出 负劳动 数量 现 增 ， 长导致 国 增 率逐 放中 潜在 渐 缓。根据测

算，“十四五” 长时 我国潜在增期 率约为 5.5%。 长口红利在人 经济增

贡献 甚至贡献为中的 减弱 负， 力 本对 长 来反人 资 经 增 的贡相 济 献越 越

。 ，显 根据测明 算 2050 力 本对 长人 资 经 的 献可年前后 我国 济增 贡 以

达到 10%以上。 国人 利 在 失虽然我 口红 正 消 ， 对但 其比 他“ 人口红后

利”时 的期 国家， 对较我国当前 经济增速仍的 是相 快的。我国经济发

心 长 。经由 增 转向高质 展展的重 已 高速 量发

高质量 展需要 的生产效 入更 传 产发 依靠更高 率而非投 多的 统生

素要 ， 力 力从 动 数量 质量劳 转向劳动 ， 才把 资需要 人 源“关键 量变 ”转

为高质 发化 量 展“ 大最 增量”。 来近年 ， 了中央 出提 “ 对实施积极应 人

龄化国家口老 战略”， 对 心老龄 核 正是通过 劳动生产应 人口 化的 提高



少 来抵消劳 口数量减 影响率 动年龄人 带 的负面 。因此，无 高 量论从 质

来 对 来发 的内涵 积极 口 龄 需求展 看还是从 应 人 老 化 看，以 和效率质量

代 量 当前和今 经济发展的替 数 都是 后 新要求。 而然 ，提高劳动生产率

力 一蹴创新 能 而就和 能 不 ， 心 才其核 仍然是人要素 ， 又教育 是而 其中

。中之重的重

，在经济学中 力 本人 资 为 劳 的可视 简单 动 “倍乘”，能够有效弥

力 少 来动 减 供 侧 产要 投 足补劳 带 的 给 生 素 入不 。 力 本也同时 资 提人 是

产效率的 键因素高生 关 ， 大 才拥有 备和专业 推动量知识储 技能的人 是

术技 进步和研 新的关键我国 发创 。 来革开放改 以 ， 力 本人 资 水我国的

了平 提升得到 显著 。 是 育 度在 际之间 跃特别 受教 程 代 有质的飞 。2010

年我国 15岁 上 口的 均 育年限 经 到以 人 平 受教 已 达 9.08年，2020 进年

一步提高到 9.91 。 ，年 虽然我国 教育程度 与发人口整体 普遍提升 但

大家相比仍然 差距达国 有很 。根据 际可比国 数据，2020 国年我 15-64

岁劳动 的平 教 限年龄人口 均受 育年 为 9年， 本日 、 国和美韩 国分别为

12.83 、年 13.68 年和 13.32 。然 在年 而 2050 ，之前 国 人口年 我 年轻

十的 教 程 发达国家 分接近受 育 度与 将 ，甚至 分发达国会反超部 家。例

如，2040 国年我 15-24 岁 人口的平均 育年限为年轻 受教 12.15 年，美

国为 12.29 年。 势种趋 推算按照这 ， 育程 高 轻 口由于受教 度更 的年 人

力 ，将 渐进入 到逐 劳动 市场 2040 年我国 15-64 岁 口 均受 育人 平 教 年

将接近限 11 年， 本与日 （13.38年）、韩国（14.43 年）和美国（13.43

年） 一 小之间的差距进 步减 。 大 力时我国将 向人 强届 从人口 国迈 资源

。国



未来通过教 革满足中 发展需育改 国 求

才 一质量发展 人 资实现高 需要把握 源这 “关 量键变 ”。 力 本资人

一 长积 是 个漫累 过程。 历史由于 原因，当 我 老年 口 受教育前 国 人 平均

对较限 低年 相 ， 才 较大挖掘老年 口的人 红利当前 人 难度 。 长 来看从 远 ，

力 本 才增加年 资 将 影响着我国 国战略轻人口的人 直接 人 强 。 习在 平近

教育 下思想指引 ，我国正在开启 民教全 育、 身终 教育，通 教育 现过 实

。人口红利

一第 ， 高教 量提 育质 ， 强 质教增 素 育。习 二十近 书记在 的平总 党

大 告 出报 中提 “ 心坚持以 民为中 发展人 教育， 建设高质加快 量教育体

，发展 教育系 素质 ”。 ，高质量 需要改变 国传统 式 应发展 我 的教育模

， 力。试教 素质 转 而 养学 创新能育需要向 教育 变 从 培 生 2021 年 7 月

24 ，日 办 、 办 了《 一 义共中 厅 务 公厅 发 进 步减中 央 公 国 院 印 关于 轻

训务 育 学生作业 担和校外培 见教 阶段 负 负担的意 》，要求“切实提升

育人学校 水平， 义 训有效减轻 务 阶段学生 重作业 外培教育 过 负担和校

负担”。通过“双减” ，也 了变中 础 格 开启 国全面改 国基 教育 局 我 素

。新时质教育 代

二第 ，注 教 资源 公重 育 的 平性。习 二十大近平总 记 党 告书 在 的 报

中提出“ ， 义 一进教育公平 育优质均 乡 体促 加快 务教 衡发展和城 化，

化区域教育 配置优 资源 ”。当前 国教育 在地区之我 资源仍存 间和城乡

之间 不 现分配 均等 象。例如， 力乡之间城 的师资 量、教育 设 投基础 施

等依 存 显差距入 然 在明 ， 村办 对落学 件农 条 相 后。随着互联 和线上网

教学 展模式的发 ， 村儿远程教 部分 获得公平教 会学模式将是 农 童 育机



。的重要 径途

三第 ，重 育视职业教 。习 二十大近平总 的 报 指书记在党 告中 出“统

筹 业教职 育、高等教育、 育协 新继续教 同创 ， 进 普融推 职 通、产教融

、 ， 类合 科教 汇 化 教育 型定融 优 职业 位”。大 才学和研究生阶段的人

力 才培养模式 劳动 输送通用型更多的是向 市场 人 。 我国经济 展初在 发

期， 才 足人 储备不 ， 才 力 本通用型 有利 国 得 快速人 的培养 于我 人 资 到

升提 。随着 日渐 和 善我国市场 成熟 完 ， 动分 不 化劳 工 断细 ，通用 人型

才 力经 完全满足 国劳动 市场已 不能 我 新需求， 才能型人 需技 求缺口在

大增 。 才 矛通过 改革解决人 的结构性教育 供需 盾， 才增加人 供给与实

。际需求的匹配度 2021 年 10 月 12 ，日 办 、 办中 厅 务院中共 央 公 国

了《厅印发 现代 教 高 量发 的公 关于推动 职业 育 质 展 意见》，强调“要

持 向坚 面 市场、促进就业， 布动学校 局推 、专业设置、 才培养与市人

对 。目标场需求相 接 是到 2025 类 ，年职业教育 色更加鲜 现代型特 明

本职 系基 建成业教育体 ， 会建 面技能型社 设全 推进。到 2035 ，职年

， 本业 育整体 世界 技 型 会基 成教 水平进入 前列 能 社 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