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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党的十七大作出“加快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战略部署，《教育

改革发展中长期规划纲要》进一步明确提出，到 2020 年普及高中阶

段教育，全面满足初中毕业生接受高中阶段教育的需求，高中阶段在

校生规模达到 4700 万、毛入学率达到 90%的目标。围绕实现高中阶

段发展目标，本研究对近年来我国高中教育事业发展的进展及取得的

成就进行了回顾和总结，归纳了当前我国高中教育发展中存在的主要

问题，研究分析了当下我国高中教育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和新要求，对

普通高中未来的规模发展、资源需求和经费需求进行了预测，提出了

不同时间节点的各地区普通高中可能的发展规模与相应的新增资源

需求，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解决当前普通高中事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促进其健康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本研究报告具体包括七个方面的内

容。 

本报告共有 7 个部分和若干测算技术报告附件。 

第一部分运用历史比较和现状分析等数据分析方法，对近年来我

国高中教育事业发展的进展及取得的成就进行了回顾和总结。基于实

证分析，我们认为： 

——当前我国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水平大幅提高，结构不断调整，

基本适应了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社会贡献突出； 

——近年来，普通高中规模不断扩大，贫困县和少数民族地区增

速较快；教师配置逐步优化，基本适应了在校生规模扩大的需求； 

——普通高中办学条件及资源配置状况得到改善，为支撑高中发

展发挥了基础作用； 

——普通高中经费投入总量快速增长，预算内教育经费增长明

显。 

第二部分运用数据分析、历史比较和国际比较等多维度的实证分

析方法，归纳了当前我国普通高中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主要表现在



五个方面： 

——高中普及程度区域差距明显，部分中西部地区省份普及程度

依然较低； 

——普通高中办学资源配置水平不高，部分地区办学条件保障水

平亟待改善； 

——普通高中师资配置水平较低，教师队伍规模和质量均不适应

普通高中教育发展的需要； 

——普通高中教育投入不足，加大中西部地区投入力度更为迫

切。 

第三部分分析了未来五到十年，我国普通高中发展面临的新形势

和新挑战，对高职教育改革发展将产生重大影响。我们认为：来自国

际国内、教育内外的压力和影响主要表现为： 

——构建和谐社会、实现教育公平要求关注薄弱地区高中教育的

规模发展和条件保障； 

——未来高中阶段学龄人口的总量减少为提高普通高中普及水

平及改善办学条件提供了有利时机； 

——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给高中教育布局结构调整带来了挑战，也

为高中资源的优化配置提供了契机； 

——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的强烈期盼，要求高中教育在质量和特

色发展方面走出新路子； 

——顺应国际高中教育发展的共同趋势，即充分考虑高中教育阶

段结构的合理与优化配置，选择多样化的高中教育发展模式，运用制

度安排和政策保障落实高中教育在培养创新人才中的战略地位等，这

些新的形势和挑战要求我们采取科学的发展战略，选择有效的发展路

径，从资源配置、教育投入、制度安排和教育质量方面采取有效行动

推动高中教育的变革与发展。 

第四部分基于预测的可行性以及可靠的预测方法，对普通高中的



规模进行了预测。研究采用学生流模型推算了 2012 年各省的普通高

中学生规模；根据目标年份全国在校生规模以及不同地区在校生规模

占全国的比重推算了2015年和2020年东中西地区的普通高中学生规

模。分析表明： 

——到 2012 年，我国普通高中规模增长压力和重点主要集中在

西部地区，重点在广东、浙江、四川、河南、云南、重庆、江西、贵

州、广西等省。 

——2012-2015 年期间，全国东、中、西部地区普通高中规模增

长所带来的压力普遍不大。尽管中部地区需新增 30 万人，但由于

2008-2012 年间中部已减少了 40 多万人，资源配置压力已经得到一

定程度缓解，而因长期办学条件压力很大，在教师配备、改善办学条

件方面仍需增加投入和不断提高保障能力。  

——2015-2020 年间，我国普通高中规模增长压力集中反映在中

部地区，在 2012-2015 年间增加 30 万人的基础上，再增加 76 万人，

必将对中部各有关省份的教师配置、办学条件改善、保障水平提高带

来新的压力。东、西部地区也有近 30 万、4 万人的增长，但由于东

部地区上一阶段减少近 20 万人，及经济持续发展带来保障水平提高，

不会给东部各省带来明显压力；西部地区增加 4 万人也是在上一阶段

大幅减少情况下发生的，不会给各省造成规模增长压力。 

第五部分根据预测的各地区普通高中学生规模及相应年段学生

增减情况，对学生规模增加的地区关于普通高中发展的资源需求进行

测算，测算的维度包括：各省份、各省份农村、各省份贫困地区和各

省份少数民族地区。测算的内容包括：需新建的学校数、需占用的土

地面积、需增加的校舍面积、需增加的专任教师数、需新增的仪器设

备价值以及需新增的图书册数等。 

第六部分对普通高中缩小县域差距和城乡差距的经费现状缺口

进行了预测，并根据各省普通高中生均总经费和学生数测算了各省普



通高中 20112、2015 和 2020 年的经费需求。 

综合考虑各省普通高中规模增长、经费需求、未来的经费水平、

支撑保障能力及其环境等方面因素，到 2012 年，需要中央加大转移

支付支持力度予以支持的省份为：四川、河南、云南、重庆、江西、

贵州、广西和甘肃等省份。同时考虑对民族地区的支持，需要将中央

政府大力支持的范围覆盖到西藏、新疆。 

第七部分围绕不同阶段全国及各地普通高中在学生规模的增长

变化、资源配置要求，从五个方面提出了针对普通高中发展问题的对

策建议： 

——即加大统筹规划管理和分类指导的力度，明确和落实各级政

府在高中教育宏观发展中的责任； 

——推动各地采取资源整合等有力途径，着力缩小普通高中办学

条件和质量保障水平的地区与城乡差距； 

——加强政府在普通高中投入体制中的主体地位，建立健全对民

办普通高中进行财政支持的体制机制； 

——建立和完善制度化的区域、城乡、校际合作与对口支援制度，

逐步提升薄弱地区高中教育的普及水平和办学条件； 

——建立和完善普通高中的动态监测和和质量评价制度，引领普

通高中办出特色，实现多样化发展。 

由于篇幅限制，我们以附件的形式呈现了普通高中的规模、师资

和资源需求的具体预测方法、模型、相关参数设定和具体预测结果等

问题，经费需求的测算方法和具体结果等，此外，我们还对关于开展

高中阶段教育评估验收工作的具体任务、验收的项目及其标准等进行

了具体设计。 

附件一：2012 年、2015 年和 2020 年全国各地区普通高中规模、

师资与资源需求 

附件二：2012 年、2015 年和 2020 年普通高中经费需求测算 



附件三：关于开展普及高中阶段教育评估验收工作的前期方案 

附件四：高中阶段教育、普通高中教育事业及经费发展指标、检

测指标数据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