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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家统计局于2022年2月28日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文章指出，

全年出生人口956万人，死亡人口1041万人，全国人口比2021年末减少85万人，这是我国有人口统计

以来61年首次出现下降，自2018年起，我国的生育率和人口增速都已经开始明显下降，人口减少的趋

势是非常明确且长期的。人口出生率下降导致的适龄人口减少将会给我国高等院校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

我国高等院校转型已经处于迫在眉睫的关键时刻。因此，本文拟从人口出生率下降的视角，对中国高等

院校转型发展问题进行初步的探索，以期能够推动我国高等院校健康发展，为国家持续培育“高精尖”

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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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February 28, 2022, the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issued the “Statistical Communiqué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2022.” The article 
pointed out that the annual birth population was 9.56 million and the death population was 10.41 
million. The national population was 850,000 less than the end of 2021. This is the first decline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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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years since China’s population statistics. Since 2018, China’s fertility rate and population growth 
rate have begun to decline significantly, and the trend of population decline is very clear and long- 
term. The decrease of school-age population caused by the decline of birth rate will bring unprec-
edented challenges to China’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at a critical moment. Therefore, this paper intends to make a preliminary explora-
tion on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rom the perspec-
tive of the decline in the birth rate,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hina’s col-
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continue to cultivate “high-precision” talents for the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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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 1999 年开始，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大发展时期。经过 10 年的快速增长，高等院校数、每年招生数、

在校大学生数在整个国民教育体系中均占很大的比重，已远远超越 10 年之前的规模[1]。然而，与此同时，

人口出生率在过去几十年中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近几年更是愈发严重，并且这种趋势在未来几十年

内都难以改变。这必将对我国高等院校的发展产生显著且持续的影响。近年来，我国中小学学生人数的

下降趋势也间接反映了这一问题。因此，我们必须特别关注即将到来的对高等院校的冲击。尤其是我国

的民办高校和高职院校，由于国家财政支持有限，在经济上高度依赖学费和其他事业经费。一旦未来生

源不足，这些学校毫无疑问将不可避免地面临重大挑战。因此，本文旨在从人口出生率下降的角度，探

讨中国高等院校的转型发展问题，以推动我国高等院校的转型发展和提高教育质量，为国家培养高素质

人才。 

2. 我国目前人口出生率转变情况 

自 1971 年正式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中国人口增长出现了快速转变[2]，随着明确的计划生育政策

陆续推行和完善，伴随着社会观念急剧变化、女性地位的快速改变、生活压力的猛然增长等情况，如表

1 所示，我国人口出生率近十年整体呈下降趋势，近六年更是以非常迅猛的速度下降，我国在 2016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会促进人口结构相对有所优化，但不能从根本

上扭转人口出生率下降的趋势[3]，并在 2022 年已经出现了人口的负增长，预计未来这种情况还将会持续

很长一段时间。 
 

Table 1. China’s population statistics from 2012 to 2022 
表 1. 2012 年~2022 年我国人口数量统计表 

年度 总人口(万人) 出生人口(万人) 死亡人口(万人) 出生率(%) 

2012 135,404 1635 966 12.10 

2013 136,072 1640 972 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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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014 136,782 1687 977 12.37 

2015 137,462 1655 975 12.07 

2016 138,271 1786 977 12.95 

2017 139,008 1723 986 12.43 

2018 139,538 1523 993 10.94 

2019 140,005 1465 998 10.48 

2020 141,212 1202 997 8.52 

2021 141,260 1062 1,014 7.52 

2022 141,175 956 1,041 6.77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3. 出生率降低背景下高等院校的困境 

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也处于从“高等教育大国”迈向“高等教育

强国”、实现内涵式发展的最好时期。大学最重要的功能是向社会输送人才，培养高质量人才是高等教

育发展的核心任务。大学对于一个国家、民族乃至世界的重要性和贡献度，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毕业生在

社会各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来体现的。所以以输送人才为目的的高等院校，更要积极适应国家国情的变化

形势，主动转型，实现高等教育多元化，为经济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创新动力。在目前出生率降低的背

景下，我国传统高等教育发展模式面临着多重困境。教育的对象是人，教育离不开学生，而生育率显著

降低会导致生源的锐减。只有在深刻认识生源的重要性以及现存问题的情况下，才能“对症下药”，为

我国高等院校的转型发展开辟一条新的道路。 

3.1. 出生率降低导致高等院校招生困难 

首先，根据我国的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法规政策规定以及统计分析，15~17 岁为高中阶段教育适龄人

口，18~22 岁为高等教育适龄人口标准。而我国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必然会导致高等院校生源供给的减

少，如表 2 所示，即使在现有招生录取规模保持不变情况下，我国高等院校也必然要面临生源危机，并

且会引发因生源危机所隐藏的大量不确定因素。与此同时，高等院校在从所谓的精英式招生向大众式招

生的转变中，忽视了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使我国的高等院校盲目的粗放的扩张。截至 2021 年，全国共

有高等学校 3012 所。其中，普通本科学校 1238 所(含独立学院 164 所)，本科层次职业学校 32 所，高职(专
科)学校 1486 所，成人高等学校 256 所。另有培养研究生的科研机构 233 所[4]。如此大规模的扩张与适

龄人口减少形成强烈反差，将会给高等院校的招生带来严峻的挑战。 
 

Table 2. The situation of students in all kinds of academic education at all levels (2022) 
表 2. 各级各类学历教育学生情况(2022 年) 

项目 毕业生数 招生数 在校生数 

博士 72,019 125,823 509,453 

硕士 700,742 1,050,703 2,822,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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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本科 4,280,970 4,445,969 18,931,044 

专科 3,984,094 5,525,801 15,900,966 

成人本专科 2,779,485 3,785,288 8,326,521 

高中 11,957,266 14,552,751 39,764,220 

中等职业教育 3,753,709 4,889,890 13,118,346 

初中阶段教育 15,871,485 17,054,376 50,184,373 

普通小学 17,180,305 17,825,811 107,799,349 

学前教育 17,147,905 15,262,381 48,052,063 

数据来源：2022 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 

 
其次，还存在着越发严峻的生源流失问题，加剧着高等院校的生源危机。随着全球化的推进，越来

越多的中国学生选择出国留学深造[5]，这无疑给国内高等院校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由图 1 可知，2010 年

的出国人数为 28.47 万人，2015 年的出国人数就已经达到了 52.37 万人，2020 年出国人数更是超过了 66
万人。这其中出国人数几乎是逐年上升，并且在这十年时间，出国人数增加了超过 37.万人，这日益严峻

的生源流失问题无疑对本就存在的高等院校的生源问题更加剧了负面的影响。 
 

 
数据来源：2022 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 

Figure 1. Figure of the number of students studying abroad from 2010 to 2021 
图 1. 2010 年~2021 年出国留学人数图 

3.2. 出生率降低导致高等院校经费短缺 

首先，学生人数的减少将直接影响到高等院校的收入来源。由于政府拨款和学费是高校的主要经费

来源，学生人数的减少将直接导致高校的拨款减少。其次，政府可能会将原本用于教育的资金转移到其

他领域，如医疗保健、养老、基建、金融等，这将进一步减少对高等院校的财政支持，从而影响到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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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的发展和运营。此外，学费也是学校的重要收入来源之一，学生人数的减少将导致学校收取的学费

相应减少。最后，许多高校为了争夺生源而盲目扩张，这需要大量的资金，因此许多高等院校选择了贷

款的方式筹措资金，但这可能导致它们无力偿还贷款并陷入严重的金融危机。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张梅颖

2007 年的专题调研结果显示：各高校几乎都存在贷款，全国高校贷款总额已达 2500 亿元[6]，截至 2011
年，这一数据已上升至 3500 亿元。所以许多本就运行的如履薄冰的高等院校在面对即将到来的困境时更

是举步维艰。 

3.3. 出生率降低导致高等院校资源浪费 

首先，学生人数的减少将加剧高等院校之间的竞争，为了吸引更多的学生报考，一些学校可能会采

取过度招生的策略。然而，这可能导致一些学生被录取后无法充分利用学校的资源，从而造成资源的浪

费。资源主要包括人力资源和物资资源。在人力资源方面，随着学生数量的减少，一些教职员工可能会

被裁员或被迫休假，这将导致严重的人才流失和资源浪费的问题。在物资资源方面，包括教室、实验室、

图书馆等公共场所可能会因为学生数量减少而出现闲置现象，这也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其次，由于我国

各高等院校在竞争激烈的大环境下，普遍存在着相互独立、资源封闭的现象。大多数院校不愿与其他兄

弟院校共享实验室、大型科研设施、教学设备以及师资等各种资源，这将进一步加剧高校资源的浪费问

题。因此，我们需要采取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促进高等院校之间的资源共享和合作，以提高资源利用

效率并实现可持续发展。 

3.4. 出生率降低导致高等院校发展受阻 

首先，学生人数的减少将直接影响到高等院校的科研团队规模和实力。科研工作需要大量的优秀的

人力资源，人才供给的减少将直接影响到高等院校的科研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可能会调整财政预

算，减少对高等院校的投入。这将使得高等院校在申请科研项目经费时面临更大的困难，甚至可能导致

一些科研项目无法得到足够的资金支持。研究经费的紧张将直接影响到高等院校的科研能力，限制科研

项目的开展和成果的产出。其次，随着学生人数的减少，高等院校的学术交流活动可能减少，学术讨论

的氛围也可能随之减弱。科研往往需要广泛的学术交流和合作才能取得突破性的成果，所以学术氛围的

减弱将极大地影响到高等院校的科研能力。此外，出生率的下降可能会导致社会需求的变化，进而影响

到高等院校的研究方向。例如，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加剧，医疗卫生、养老服务等领域的研究需求可

能会增加。在这种情况下，高等院校不得不调整自己的研究方向，以适应社会需求的变化。 

4. 生育率降低背景下我国高等教育转型路径 

4.1. 拓宽招生渠道，缓解招生压力 

除了传统的高考录取方式，引入综合评价制度可以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和就业保障，给予学生更多

的选择权和发展机会。综合评价制度是一种更加全面客观的选拔方式。以往我国传统的高考录取主要侧

重于高考成绩的评价，忽视了学生的综合素质和特长等方面。而综合评价制度的优势在于可以通过考察

学生的学业成绩、科研能力、社会实践、领导才能等多个方面来评估学生的综合素质，更全面地了解学

生的能力和潜力。此外还可以大力发展留学生教育、成人教育、继续教育、社区教育等等多渠道的招生

方式来增加更多的学生以解决出生率降低而引发的适龄入学人口降低的问题。 

4.2. 拓宽融资渠道，缓解财政压力 

充足的教育经费是高等院校得以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我们应当建立以政府投资为主，多渠道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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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辅来增加教育经费的来源。首先，高等院校可以积极争取社会捐赠。社会捐赠包括企业捐赠、校友捐

赠、教育基金会等等。其次，高等院校应加强与企业、校友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合作，建立良好的合作关

系和沟通渠道，以吸引更多的捐赠和支持，为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充足的物质基础。再者，还可以

积极探索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机会，争取国际组织、外国政府和跨国企业等的资助和支持。 

4.3. 发展特色战略，提高学校竞争力 

办学特色化，是指在社会需求多样化的大环境下，将特色化作为学校发展的基础战略，充分学习借

鉴世界高等教育体系的标准，建构起符合我国当前国情，适应我国经济发展需求的多层次、宽领域、多

样化的高等教育体系[7]。高等院校应当注重学科特色的建设，更好地满足社会对不同领域人才的需求和

适应不断变化的内外部环境。为此，学校应该进行市场调研、需求分析，确定具有潜力和前景的学科方

向。同时，学校应该对自身学校与其他高校的进行全面、客观的比较，分析学校自身存在的优势和劣势，

做到“扬长避短”，只有明确自身的办学定位，才能推动学校的特色发展。除此之外，可以加强师资队

伍建设，引进高水平的教师和研究人员，提高学科教学和研究水平；开展实践教学和科研项目，提升学

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和创新能力；开设特色课程、组织学术研讨会等方式，增强学校的学科影响力、知名

度跟竞争力。 

4.4. 建立合并机制，实现未雨绸缪 

一方面面临着未来适龄人口的持续减少，另一方面面临着高等院校的盲目扩张，在这严峻的双重趋

势下，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未来会有许多高等院校特别是民办高校会面临招生不足、财政危机、

资源短缺等问题，例如 1999 年以来高校因规模急速扩大以及贪图校园豪华，背负了沉重债务。有些地方

因政府免除了其负债，才避免了高校陷入破产的困境。例如，广东省财政一次性安排 2017 年化解高校债

务资金 34,000 万元[8]。因此，政府应出台相关政策，鼓励和支持高等院校之间的合作与合并。这包括提

供经济支持、减免税费等激励措施，以及设立专门的机构或委员会来协调和推动合并事宜。同时应该遵

循公平公正的原则合在合并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各方利益，确保合并后的高等院校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学

生和社会需求。合并决策应经过充分的民主程序，广泛征求师生员工的意见，并保证透明度和公开性，

以此来应对未来会出现的严峻的形势。 

5. 结语 

根据我国国家统计局的信息公开展示，人口出生率下降的趋势是明确且长期的，而出生率下降导致

的适龄人口减少将会给我国高等院校的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其中面临着有招生困难、资源浪费、

经费短缺等严峻的难题，面临着这种困境，我国高等院校应该做到拓宽招生渠道，缓解招生压力、拓宽

融资渠道，缓解财政压力、发展特色战略，提高学校竞争力、建立合并机制，采取未雨绸缪的措施来转

型以推动我国高等院校健康发展，为国家持续培育“高精尖”人才提供方法与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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