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1-2020 年上海人口变动 

与教育、劳动力供求状况分析* 

人口状况，特别是学龄人口状况，对教育发展规划的制订起

着基础性作用。 

在过去的 15 年和未来的 15 年，上海的人口状况变化很大，

并且是非常规性的变动，其主要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大批知青返城和政府推行的

计划生育、独生子女政策两个因素，使户籍中、小学学龄人口由

八十年代后期、九十年代中期前的逐年上升，转变为九十年代末

以来的逐年下降，峰谷差很大； 

二是九十年代以来，浦东开发开放和上海经济的持续、高速

增长，对国内外人才、劳动力的需求十分强劲，加上生活居住环

境的优势吸引了不少移民，使上海常住人口中的非本地籍外来人

口的规模和比例呈加速度增长的态势； 

三是上海本地户籍人口老龄化的加速，使今后十五年上海户

籍劳动年龄人口和劳动参与率加速度下降，人口抚养比例攀升，

吸引年轻型、知识型移民成了当务之急。 

                                                        
*
本文系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2005 年委托的课题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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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义务教育学龄人口波动与供求分析 

（一）小学阶段 

1、7 岁户籍人口与小学招生情况分析预测 

按户籍出生人口推算，未来 5-10 年，上海每年末 7 岁户籍人

口，即小学 1 年级学龄人口呈大幅下降趋势。1988 最高峰值为 22

万，1998 年下降为 10 万人，2004-2010 年期间将进一步下降至 6-7

万人，仅为高峰年的 1/3。 

相应，正规小学一年级招生数，1988 年为 22 万人，1990 年

为 18.3 万人；自 1997 年以来，每年招生数均不足 11 万人（含非

户籍常住儿童），仅相当于高峰年的 1/2。 

全口径小学（含简易民工子女小学）一年级招生数自 2000 年

以来，均维持在 14 万人左右，相当于高峰年的 2/3。相应年份的

小学一年级毛入学率（以户籍学龄人口为100%），由2000年的 147%

逐年上升至 2004 年的 225%；招生规模由 2000 年的 12.4 万人上升

至 2004 年的 14.5 万人。预计在“十一五”期间，小学一年级每

年的新生数将保持在 15 万人左右，相当于 90 年代高峰年的 70%。 

表 1  上海户籍 7 岁人口与小学一年级招生状况 

单位：万人 

年份 
小学户籍 7 岁学龄

人口1 
正规学校招生 

简易民工子女学校

招生数 
招生数合计 

1985 15.0 15.0  15.0 

1988 22.1 22.1  22.1 

1990 17.8 18.3  18.3 

                                                        
11985、1988 年小学户籍 7岁学龄人口=该年正规学校招生数；其它年份户籍 7岁学龄人口=7 年前户籍

出生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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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小学户籍 7 岁学龄

人口1 
正规学校招生 

简易民工子女学校

招生数 
招生数合计 

1995 16.5 17.3  17.3 

2000 8.4 10.4 2.2 12.6 

2003 6.8 10.2 3.2 13.4 

2004 6.4 10.7 3.8 14.5 

2005 6.2   15.0 

2010 5.7   15.0 

 

2、7-11 岁户籍人口与小学在校生规模分析预测 

按出生人口推算，未来 5-10 年，上海 7-11 岁户籍人口，即

小学学龄人口将呈逐年下降趋势。将由 2000 年的 57 万逐步下降

至 2005 年的 34 万，2010 年的 31 万，不到 1990 年的 40%。 

相应，正规小学在校生规模也呈逐年下降趋势，而且生源结

构发生变化，非户籍比例快速增大。1991-1995 年（“八五”）期间

为 96.5 万人-92 万人；2004 年下降为 54.3 万人，不到 1990 年的

60%，其中借读学生 11.3 万人。 

如果加上当年简易民工子女学校五个年级在校生18万人的统

计数字，则 2004 年本市地域内的全口径小学在校生人数应为 72

万人左右，相当于本市 90 年代初小学在校生高峰时期的 75%左右。 

2004年全市借读学生与简易民工子女学校小学在校生合计39

万人，占在校生总数的比例已经超过 50%。 

预计“十一五”期间，本市全口径小学在校生规模将增长至

75 万人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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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上海小学 7-11 岁人口及在校生状况 
单位：万人 

年份 
小学户籍 7-11 岁 

学龄段人口2 

正规小学 

在校生 

简易民工子女学

校在校生 

在校生 

合计 

1985 72.07 72.07   

1988 86.11 86.11   

1990 86.93 96.58   

1995 85.11 91.68   

2000 56.88 62.22 20 82 

2003 39.30 53.76 18 72 

2004 36.35 54.29 18 72 

2005 34.12   72 

2010 31.20   75 

 

3、小学供给能力分析预测 

本市正规小学办学条件有了较大改善，学位供给能力有所增

强。在专任教师数持续下降的情况下，教师资源仍有富余，师生

比有较大幅度下降;生均校舍面积有所提高。 

专任教师数由 1990 年的 6 万人分别下降为 2000 年的 4.5 万

人和 2004 年的 3.8 万人；但师生比由“八五”期间的 1∶16-17

下降为“十五”的 1∶13-14（全国平均水平为 1∶20）。 

本市正规小学的生均校舍面积由“八五”期间 3.7M
2
上升为“十

五”期间的 7.1 M
2
以上（全国平均为 4.9 M

2
）。 

如果按照小学师生比 1:18 计算，全市小学可提供 68.6 万个

学额。按生均校舍面积 6M
2
计算，可提供 64 万个学额，分别比在

校生规模大 14.3 万和 9.7 万。 

                                                        
21985、1988 年小学户籍 7-11 岁学龄人口=该年正规学校在校生数；其它年份小学户籍 7-11 岁学龄段

人口= ∑（11、10、9、8、7 年前出生人口），不含机械迁入。 

 4



表 3   上海历年小学规模及办学条件 
单位：万人/M2 

 在校生
3
 专任教师数 生师比 生均校舍面积 

1990 96.6 6.0 16.20  

1995 91.7 5.5 16.59 4.63 

2000 62.2 4.5 13.84 7.21 

2004 54.3 3.8 14.25 7.07 

 

4、区域学生规模变动情况 

由于人口导入、导出及外来务工人员分布关系，各区小学的

学龄人口波动和学生规模很不平衡。 

在学龄人口与在校生规模整体下降的情况下，闵行、宝山、

嘉定、松江、青浦等部分人口导入规模较大的远郊区，小学生规

模仍然呈增长态势，闵行小学在校生规模（包括民工子弟小学）

比 1996 年增长 3.13 万人，松江、嘉定、宝山增长 1.5 万人左右，

这几个区小学在校生规模相当于 1996 年的 1.3-1.9 倍； 

而杨浦、黄浦、虹口、普陀、闸北、长宁等中心城区，小学

生规模下降幅度，均在 2万人以上，杨浦下降幅度超过了 4 万人，

这几个区小学生规模仅相当于 1996 年的 30%-50%。 

浦东、南汇、金山、徐汇 4 个区小学生规模变动幅度较小，

分别相当于 1996 年的 70%-100%。 

                                                        
3 在校生按五四学制划分；本表在校生数不含简易民工子女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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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历年上海各区县小学在校生规模变化 

  单位：万人 

2004 
 1996 2000 

合计 正规小学 简易小学 
2004/1996 

合计 87.63 60.13 70.89 54.29 17.4 80% 

黄浦 4.75 2.09 1.40 1.40  30% 

卢湾 2.44 1.18 0.80 0.80  30% 

徐汇 5.42 3.63 3.53 3.53  70% 

长宁 4.17 2.43 2.05 2.05  50% 

静安 2.34 1.19 0.90 0.90  40% 

普陀 5.72 3.35 2.95 2.95  50% 

闸北 4.97 3.07 2.39 2.39  50% 

虹口 5.51 2.91 2.08 2.08  40% 

杨浦 7.26 4.03 3.03 3.03  40% 

闵行 3.66 3.33 6.79 3.79 3.0 190% 

宝山 4.98 4.32 6.46 4.16 2.3 130% 

嘉定 2.57 2.26 4.42 2.32 2.1 170% 

浦东 10.69 8.50 11.11 8.91 2.2 100% 

金山 3.68 2.85 2.79 2.29 0.5 80% 

松江 3.3 2.52 5.14 2.54 2.6 160% 

青浦 3.02 2.50 3.90 2.40 1.5 130% 

南汇 4.69 3.64 4.77 3.27 1.5 100% 

奉贤 3.04 2.44 4.10 2.50 1.6 80% 

崇明 5.09 3.89 2.73 2.43 0.3 30% 

后方基地   0.55 0.55   

注：崇明的数据包含农场局。在校生均采用五四学制分段统计。 

 

（二）初中阶段 

1、12 岁户籍人口及初中招生情况预测 

根据全市出生人口推算，12 岁户籍人口，即初中一年级（原

小初一）户籍学龄人口呈持续下降态势，未来 5-10 年，下降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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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加快。“九五”期间每年为 16 万-19 万人；“十五”期间逐

年下降，2004 年已下降至 9.4 万人，“十一五”期间进一步下降至

6-7 万人，不到高峰年 1995 年的 1/3。 

相应，初中招生也呈逐年下降态势，“九五”期间，本市初中

一年级的新生数保持在 17 万-19.5 万人区间，其中 5%左右为非本

市户口的“借读生”；“十五”期间，本市初中一年级的新生数为

11.4 万-17.4 万人之间，其中 10%左右为非本市户口的“借读生”。 

根据国务院关于城市外来常住人口子女均应纳入当地义务教

育范围的意见，随着非户籍外来人口子女小学毕业升入初中的数

量不断增加，预计“十一五”期间本市每年需要入学初中一年级

的学龄儿童数将保持在 13 万-15 万人之间。 

表 5   历年上海 12 岁户籍学龄人口及初中一年级招生状况 
单位：万人 

 12 岁户籍人口4 招生 

1990 12.36 13.82 

1995 21.07 21.38 

2000 17.28 18.82 

2004 9.90 11.39 

2005 9.00  

2010 6.20  

2015 5.73  

 

2、12-15 岁户籍人口及初中在校生预测 

按户籍出生人口推算，未来 5-10 年，上海 12-15 岁户籍人口，

即初中学龄人口将呈逐年下降趋势。将由 2000 年的 69 万逐步下

                                                        
4 12 岁户籍人口：1978、2015 年该数值=12 年前户籍出生人口，不含机械迁入；1995 年该数值=（1990

年四普 7岁户籍人口+2000 年五普 17 岁人口）/2；2000-2010 年为五普推算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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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至 2005 年的 41 万，2010 年的 25 万左右，不到 1995 年的 40%。 

本市初中四个年级在校生的最大规模出现在 1995 年（79.4

万人）和 1996 年（79.3 万人），以后逐年下降，2004 年仅为 52.3

万人，其中借读生为 3.9 万人，占 7.5%；2005 年在校生规模可能

会下降至 50.5 万人左右，仅相当于高峰年的 65%。 

但随着非户籍常住人口（含外来民工）家庭子女小学毕业生

数的逐年增多，预计“十一五”、“十二五”期间的本市初中在校

生规模将保持在 55 万人左右，相当于高峰年 70%的规模。 

表 6   上海初中学龄人口及在校生状况 
单位：万人 

 12-15 岁户籍学龄人口5 普通初中在校生 

1990  54.22 

1995 73.17 79.37 

2000 68.73 73.74 

2004 48.48 52.25 

2005 40.97  

2010 26.49  

2015 24.64  

 

3、初中供给能力分析 

与小学一样，本市初中办学条件大为改善，学位供给能力有

所提高。虽然专任教师持续下降，但教师配置能力有所提高，生

均校舍面积也有所提高。 

本市正规初中专任教师数由 1990 年的 3.2 万人上升为 2000

年的3.6万人，再下降为2004年的3.4万人；相应的师生比由1990

                                                        
5 12-15 岁户籍人口 = ∑（15、14、13、12 年前出生人口），不含机械迁入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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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17 上升为 2000 年的 1∶20.3，再下降为 2004 年的 1:15.3

（全国平均水平为 1∶18.6）。生均校舍面积由 2000 年的 5.7M
2
上

升为 2004 年的 8.7 M
2
（全国平均为 5.4 M

2
）。 

如果按照师生比 1:17 计算，目前初中可提供 58 万个学额。

按生均校舍面积 8 M
2
计算，可提供 57 万个学额,分别比 2004 年在

校生规模大 5.8 万和 4.8 万人。 

表 7  上海历年初中规模及办学条件 
单位：万人 

 在校生 专任教师数 生均校舍面积 生师比 

1990 54.2 3.3  16.68 

1995 79.4 3.8  20.86 

2000 73.7 3.6 5.7
6
 20.28 

2004 52.2 3.4 8.7 15.34 

 

4、区域学生规模变动情况 

与小学一样,由于人口导入、导出关系，各区初中学龄人口波

动与学生规模情况很不平衡。 

闵行、松江、青浦、宝山等人口导入规模较大的远郊区，初

中在校生规模分别变化较小，相当于 1996 年在校生规模的

80%-90%； 

而卢湾、黄浦、静安、虹口、杨浦、普陀等人口导出的中心

城区，初中生规模分别下降在 1.5 万-3 万人之间，2004 年在校生

规模仅相当于 1996 年的 40%-50%。 

长宁、嘉定、徐汇、闸北、金山、奉贤 6 个区初中学生规模

变动幅度为中等程度，减少人数在1.0万-1.5万人之间，它们2004

                                                        
6 2001 年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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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校生规模相当于 1996 年的 60-70%。 

表 8   历年上海各区县初中在校生规模变化 
单位：万人 

 1996 2000 2004 2004-1996 2004/1996 

合计 80.63 74.32 52.25 -28.4 60% 

黄浦 4.9 3.90 2.00 -2.9 40% 

卢湾 2.45 2.02 0.93 -1.5 40% 

徐汇 4.97 4.64 3.27 -1.7 70% 

长宁 3.72 3.45 2.15 -1.6 60% 

静安 2.65 2.02 1.17 -1.5 40% 

普陀 5.42 5.01 2.96 -2.5 50% 

闸北 4.49 4.66 2.97 -1.5 70% 

虹口 5.44 4.56 2.48 -3.0 50% 

杨浦 6.5 6.26 3.53 -3.0 50% 

闵行 3.31 3.26 3.04 -0.3 90% 

宝山 4.15 4.05 3.20 -1.0 80% 

嘉定 3.03 2.39 1.80 -1.2 60% 

浦东 9.45 9.74 7.57 -1.9 80% 

金山 3.34 2.91 2.25 -1.1 70% 

松江 2.71 2.80 2.31 -0.4 90% 

青浦 2.63 2.53 2.03 -0.6 80% 

南汇 4.44 3.84 3.22 -1.2 70% 

奉贤 2.94 2.55 1.99 -1.0 70% 

崇明 4.11 3.73 2.84 -1.3 70% 

后方基地   0.54   

 

（三）对策建议：全面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化 

1、统筹考虑，做好规划，出台政策，切实解决民工子女

入学问题 

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是实践“三个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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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是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

育法》、推动城市建设和发展、推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以及维护

社会稳定的需要，也是各级政府的共同责任。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国发

〔2000〕19 号）要求进城务工就业农民流入地政府（以下简称流

入地政府）负责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工作，以全

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 

上海是国际大都市，如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解决不好，造成

的社会政治、经济成本将非常高，一方面，由于课程、学科标准

（简易小学没有英语、计算机、音乐、美术等课程）和教学质量

问题，民工子女小学毕业生难以进入初中，不能完成九年义务教

育，上海常住学龄人口九年义务教育完成率会受影响；另一方面，

一批低素质少年人口的沉淀，对上海整体社会进步非常不利，将

会成为社会发展的不稳定因素，影响上海和谐社会建设与现代化

进程。 

因此，上海有必要统筹考虑，将民工子女逐步纳入正规全日

制公办中小学校，将民工子女入学问题纳入上海义务教育发展的

整体规划，解决上海适龄儿童的入学问题。  

第一，适当放缓公办小学、初中的小班化进程，多腾出空间

解决民工子女入学问题。在“十五”计划期间上海已解决 40%外来

人口子女入学的基础上，建议“十一五”期间，前两年再解决 30%，

后三年再解决余下的 30%； 

第二，学习其他省市经验，取消借读费，准许符合条件的民

工子女进入公办小学、初中读书。具体条件为：父母在上海居住

一年以上，有固定住房、固定收入，多子女的只免费解决其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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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子女入学，其他子女要收借读费； 

第三，经费测算：外来人口 500 万，学龄人口约占 7%，即 35

万人左右，目前已有 15 万人在公立学校借读，剩余 20 万人，按

人均 1500 元补贴测算，需年增加教育投入 4亿元。可从市教育附

加留成中补助一半；区、县分别从财政或附加留成中解决一半。 

第四，途径：（1）布局结构调整后，将富余的、符合条件的

公办学校拿出来，给民工子弟学校使用，生均补贴 2000 元，改善

其办学条件，同时纳入规范化管理，派退休的公办学校校长负责

教学管理。（2）将新建学校的校舍，作为公办学校的分校，主要

招收民工子女，统一管理，提高学校办学水平；（3）逐步扩大公

办中、小学接收民工子女入学的数量和比例。 

2、学校布局结构调整、教育资源调整与学龄人口布局调

整相协调。 

如前所述，由于人口导入、导出的关系，各区小学的学龄人

口波动和供求情况很不平衡，闵行、宝山、嘉定、松江、青浦等

部分人口导入规模较大的远郊区，教育资源相对紧张，而卢湾、

黄浦、虹口、杨浦、普陀等人口导出的中心城区，教育资源相对

宽松。2004 年闵行、嘉定、松江正规小学师生比均大于 1∶15，

松江生均校舍面积只有 4 M
2
，低于全市平均水平。黄浦、杨浦区

小学师生比不到 1∶13，虹口、杨浦、闸北、长宁区生均校舍面积

均超过 7.5 M
2
。 

另外，近几年来，由于户籍初中学龄人口减少，全市各区县

初中在校生均呈下降趋势。但从未来看，闵行、松江、青浦、浦

东等远郊区非户籍小学在校生数量、比例较大，小学毕业班人数

逐年增长，初中教育资源会逐步趋于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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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学校布局结构调整、教育资源调整要与学龄人口分布

结构相协调。教育资源紧张地区的政府要采取扶持措施，加大硬

件投入；同时，教师资源富裕的中心城区可给予支援。 

从全市来看，如果适当提高小学校舍使用率和师生比，并在

新住宅区和一城九镇等地方新建一批小学，即可基本满足全市常

住人口子女入读正规小学的需求，逐步减少非正规的民工子女简

易学校数。 

如果适当提高初中校舍使用率和师生比，班级规模保持在 44

人左右，即可基本满足今后若干年内全市常住人口子女入读正规

初中的需求。 

 

二、高中阶段 16-18岁学龄人口波动与供求分析 

（一）16 岁户籍人口及高中阶段招生情况预测 

根据四普、五普数据推算，“九五”期间，16 岁户籍新入学学

龄人口每年在 18 万人左右；“十五”期间先升后降，2003 年达到

峰值 19 万人，2005 年回落至 16 万人；以后逐年下降，预计 2010

年高中阶段教育一年级生源将降至 8-9 万人，2015 年以后稳定在

10 万人左右。 

“九五”期间，本市普通高中招生数由 5.5 万增长至 8万人，

中职招生在 8-13 万人之间波动，整个高中阶段年招生数在 14-21

万人之间波动。“十五”期间，本市普通高中招生数为 10 万人左

右，中职招生为 8-9 万人，高中阶段年招生总数为 18-19 万人。

预计“十一五”期间本市每年初中毕业生数将降至 10 万人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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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阶段年招生规模将下降为“十五”期间的 55%左右，在校生规

模将有较大萎缩。 

表 9  历年上海 16 岁户籍学龄人口及高中一年级招生状况 
单位：万人 

 16 岁户籍人口7 高中阶段招生合计 中职招生8 普通高中招生 

1995 14.3 16.2  11.4 4.8 

2000 19.1 16.6  8.7 7.9 

2001 17.1 17.9  8.7 9.2 

2002 18.2 19.0  8.8 10.2 

2003 19.3 19.0  8.6 10.4 

2004 17.3 18.3  7.7 10.6 

2005 16.3    

2010 8.2    

2015 10.7    

2020 10.3    

 

（二）16-18 岁户籍人口及高中阶段在校生规模预测 

本市自“八五”以来，高中阶段在校生一直呈增长趋势。

1994-2000 年，由 32.9 万人上升为 55.7 万人；2004 年进一步上

升为 58 万人，达历史最高峰。 

由于 2011 年以后，16-18 岁户籍学龄人口将下降至 25 万-30

万人区间，而上海高中阶段 2004 年现有培养能力为 58 万人，若

不对非户籍青少年生源开放，届时上海高中阶段 50%左右的教育资

源和培养能力将会闲置。 

                                                        
7 16 岁户籍人口：2000 年以前按四普数据推算；2000-2010 年数据按五普数据推算；2015、2020 年数

据按 16 年前常住人口出生数推算。 
8 中职招生为职业高中、普通中专、成人中专、技校招生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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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历年上海 16-18 岁户籍学龄人口及高中阶段在校生状况 
单位：万人 

  16-18 岁户籍人口9 在校生合计 中职在校10 普通高中在校 

1995 41.0 42.1 29.1 13.0 

2000 61.7 55.7 31.6 24.1 

2001 57.2 54.4 29.2 25.3 

2002 54.3 54.6 27.2 27.4 

2003 54.6 57.1 27.2 29.9 

2004 54.8 57.6 26.2 31.4 

2005 52.9    

2010 27.1    

2015 31.2    

2020 27.4    

 

（三）对策建议 

逐步扩大面向外省的招生规模 

未来上海人口出生率将进一步降低，上海本地人口的劳动参

与率将持续下降。为缓解人口老龄化的压力，保持城市高素质青

年劳动力的充分供给，上海要发挥高中阶段教育的规模与质量优

势，逐步扩大招收外省、市的优秀初中毕业生来沪就读。其中，

普通高中可按教育成本收费；中等职业学校对中西部农村生源给

予经济资助，充分发挥通过教育有效改善上海人口质量、人力资

源结构目标的独特作用。 

 

                                                        
9 16-18 岁户籍人口= 当年与上两年 16 岁户籍人口之和。2000 年以前按四普数据推算；2000-2010 年

数据按五普数据推算；2015、2020 年数据按 16 年前常住人口出生数推算。 
10 中职在校生为职业高中、普通中专、成人中专、技校在校生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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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01-2020 年上海劳动力人口变动与供求

分析 

（一）2001-2020 年上海户籍劳动年龄人口变动预测 

以“五普”人口资料为基础，我们对上海户籍劳动年龄人口

变动情况进行了测算，统计表明： 

以 20 岁为上海户籍青年平均进入劳动年龄，以男性 60 岁、

女性 52 岁为平均退出劳动年龄（即平均每人工作年限为 36 年），

在 2001-2020 年的二十年间，上海户籍人口中进入劳动年龄的人

口总数为 269 万人，退出劳动年龄的人口总数为 487 万人，总计

减少的劳动年龄人口为 218 万人，即平均每年减少 11 万人。 

（二）2001 年-2020 年上海劳动力需求预测 

根据上海人口普查统计资料，1982 年全市第二、三产业的在

业总人口为 553 万人，2000 年全市第二、三产业的在业总人口增

加为 718 万人；十八年来，平均每年增加二、三产业的在业人口 9

万人。在此期间，劳动力人数的投入对上海经济贡献增长率的贡

献为 0.1 左右，而资金、技术和其它因素的贡献率为 0.9 左右。 

照此类推，从 2001-2020 年期间，上海二、三产业要继续保

持每年 10%的 GDP 增长率，其中劳动的贡献率仍按 0.1 测算，则在

2020 年至少还要比 2000 年的二、三产业在业人口总量净增加 180

万人左右，即每年比上年递增 9 万人。 

综上所述，在 2001-2020 年期间，上海需要从两方面寻求外

来劳动力的补充：一是补充本市户籍劳动力因年龄结构老化造成

的 220 万人的减员缺口；二是补充本市经济规模扩大和社会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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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需新增加的 180 万劳动力的缺口。两者相加需从外省市引进

400 万左右的年轻劳动人口，平均每年 20 万人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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