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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人口变化与资源布局

学龄人口与资源布局问题，是教育事业发展的基本问题。一般来说，应根据需保障适龄子女的数量，进行义

务教育校舍、教师及设施设备资源的配置；应根据需保障适龄子女的分布，进行义务教育资源的布局；应根据对

适龄子女未来发展的期望，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发展。

上海人口出生呈现高峰与低谷的交替。1992～2003 年上海常住人口出生数每年均在 10 万以下，到 2004 年

回升至 10.3 万，2007 年起上升至 16 万以上。为适应人口出生的变化，上海于 2008 年启动郊区学校建设工程，并

以需保障的常住人口为基数制订和实施基础教育“十二五”基本建设规划。与此同时，同步实施中心城区品牌学

校赴郊区办分校、郊区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委托等举措，有力地保障了义务教育适龄子女的入学需求。

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未来几年上海常住人口出生数量可能还将在现有基础上继续上升。根据上海

市卫计委测算，“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以后，“十三五”期间新增的出生人口估计 4～5 万人/年，整个上海市每年出

生量平均 26 万人左右。需保障适龄子女的增加，对教育资源的建设和布局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如何提前布局

教育资源，如何满足需保障适龄子女的入学需求，成为当前亟待研究的课题。

教育资源的布局要提前谋划、扎实推进。教育资源的布局应以规划为引领，区域教育资源布局规划应当基于

对需保障的学龄人口状况的科学预测，既要满足眼前需求，又要着眼长远谋划；既要做增量，又要调布局；既要完

成新建任务，也要重视改扩建工作，不断适应需保障适龄子女的入学要求。教育资源的布局应以城郊结合区域为

重点，当前城市人口在城郊结合地区集聚明显，要聚焦若干重点区域和薄弱环节，抓紧建设一批学校，解决局部

区域出现的入学矛盾突出、班额较大的问题。教育设施布局要以满足教育现代化要求为基础，根据人才培养和课

程改革新要求，拓展和优化配置各类功能用房和设施设备，营造良好的教育教学环境。教育设施布局要以健全落

实机制为保障，按照《义务教育法》要求，切实落实新建居民区需要设置学校的，应当与居民区的建设同步进行；

要建立区（县）镇（街道）分工负责、相关部门齐抓共管的落实机制。

教育资源布局要软硬件并重。在做好校舍和设施设备配置的同时，要大力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前储备和培

训教师，重点推动骨干教师流动，以建立“造血”机制为主，在示范辐射中放大优质教师的效益。要着力推进优质

教育资源共享，通过学区化和集团化办学模式，推进学校间硬件设施、课程教材和师资队伍等资源的协作与分

享，促进校际间先进办学理念和办学特色的深层次交融。要充分发挥学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学校成为改革发

生的主要策源地，针对内涵发展瓶颈问题以校为本研究突破，促进学校转型发展。要继续扎实推进中心城区品牌

学校赴郊区办分校、郊区义务教育学校委托管理等工作，推进优质教育资源向郊区农村辐射，缩小城乡差距。要

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推进优质课程资源全市共享。

义务教育学龄人口的增加，对义务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只有做到科学预测、合理规划，未雨

绸缪，提前布局，才能赢得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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