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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要点： 

 引言：近年来人们对于新生人口下滑的讨论热烈，这种担忧在教育行业更加明显。

根据教育行业规模=人口*渗透率*客单价的公式，在需求刚性导致的普遍高渗透率

以及公益属性导致的涨价难度大背景下，人口因素无疑是最重要的变量。然而单

纯观察新生人口指标，就下教育行业未来成长悲观的结论，忽视了国内教育行业各

学段结构复杂以及政策主观能动性强的现实。本文将对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

高等教育、硕士等多个阶段单独研究，探讨各自人口基本面的趋势以及结构性特点。 

 育龄妇女人数及生育意愿降低，共同导致新生人口下，多年来国内教育成就显著。

根据国家统计局口径，我国以 15-49 岁为妇女的生育期。第七次人口普查中，2020

年国内育龄妇女总数为 3.22 亿人，相比六普中 3.80 亿下滑 15%。分年龄阶段看，

下滑幅度最大的 20-24、15-19 年龄组，分别为-44%/-30%。此外受多种因素影响，

国内总生育率多年来持续下滑，2022 年 1.18。多年来国内教育成就显著，人群平

均受教育程度明显提高。 

 由于各阶段教育入学时间及毛入学率基础不同，新生人口下滑对各阶段冲击不一。 

 学前教育：新生人口下滑对学前教育影响已经显现，幼儿园入园人数/幼儿园数量

均出现拐点。2015 年国内幼儿园入园数量在触及 2009 万的高点后，就整体呈现

下滑趋势，而这种趋势在 2020 年后有加速迹象，2021 年入园人数为 1526 万。幼

儿园数量方面，2021 年为 29.5 万所，是自 2007 年以来出现的首次下滑。由于毛

入园率已经较高（毛入园率为适龄幼儿进入幼儿园的比例），2022 年达到了 89.7%，

可以预计未来入园人数主要受适龄人口的影响。 

 义务教育：入学人口完全跟随适龄人口波动，乡村小学/初中数量大幅减少。截至

2020 年，国内小学/初中阶段入学率分别达到 99.96%/102.5%，在当前全员入学

背景下，小学、初中入学人口几乎完全跟随适龄人口波动。按照小学 6 岁/初中 12

岁计算入学适龄人口，2017 年新生人口下滑，则 2023 年/2029 开始小学、初中入

学人口或将要下滑。小学数量方面，1998 至 2022 年，国内小学数量从 61 万所持

续下滑至 15 万所。结构上看，乡村小学数量从 1997 年 51.3 万所下降至 2021 年

8.2 万所，贡献主要下降，主要源自城镇化率快速提升，农村地区生源减少而进行

的撤点并校。初中学校数量从 2001 年 6.7 万所持续下滑至 2011 年 5.2 万所后，

此后保持稳定，结构上乡村初中数量减少最多，且处于持续下降趋势。2021 年教

育部门举办小学/初中占比达 94%/88%，但民办小学/初中数量及占比近年来持续

增长。 

 高中教育：适龄人口保持增长，普职分流历经多次变迁。2003-2010 年高中阶段

毛入学率（包括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教育）快速提升，从 43.8%提升至 82.5%，

期间尽管适龄人口从 2484 万减少至 2074 万，但入学人口从 1268 万增长至 1707

万。2022 年为高中阶段毛入学率 91.60%，未来提升空间有限。2024-2033 年高

中阶段适龄人口预计将保持在 1500 万以上，且 2024-2031 年呈小幅增长趋势。国

内普职分流政策经历了多次变迁，2010 年后普职分流政策不再单纯为了扩大职业

教育规模而实施强制分流，地方政府在分流过程中对普职比政策放宽执行，中职教

育招生逐渐下滑。院校数量方面，1998-2021 年，普通高中从 1.39 万所增长至 1.46

万所，中等职业教育从 2.22 万所下降至 0.98 万所。从公办/民办属性上看，

2011-2021 年，公办普通高中从 11087 所下降至 10450 所，民办普通高中从 2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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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增长至 4008 所。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持续提升。 2024 年高考报名人数达 1342 万人，近年来持续

创新高。除了普通高中毕业参加高考之外，包括对口升学、高职单招、成人高考等

多种形式打通了中职教育的升学途径，提升了高考报名率。伴随 1999 年以来的高

校扩张，国内高考录取率与录取人数大幅提升，1998 年至 2023 年从 33.8%提升

至 80.7%。高考报名率与录取率的提升共同驱动了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提升，后

者从 1998 年的 9.8%提升至 2022 年的 59.6%。国内政策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制

定了更高的目标，2035 为 65%，而历史上毛入学率的实现值均出政策设定目标。

2024 至 2034 年，高考适龄人口将迎来稳健增长期，预计从 1584 万增长至 1786

万，届时将会看到适龄人口与毛入学率的双重提升。 

 高等教育：优质本科仍然稀缺。在高等教育阶段，2022 年本、专科招生占比分别

为 46%/54%，近年来本科占比小幅下滑。更多的专科毕业学生通过专升本考试进

入 本 科 ， 2019-2022 年 通 过 专 升 本 考 试 的 毕 业 生 数 量 占 比 分 别 为

8.7%/16.4%/18.0%/17.5%，显示本科学历的吸引力。2022 年国内专科毕业生达

到 495 万，不断增长的专科招生数预计也将继续扩大未来专升本参考基数。在

211/985 等名校录取方面，更能显示出高考竞争的激烈，在统计的 29 个省市中，

211/985 的录取率中位数分别为 6.3%/2.1%，录取率各省市分化明显 

 硕士：2024 年考研报名数近年来首降，专硕招生占比大幅提升。2024 年考研报

名人数 438 万人，同比-7.6%，为近十年来首次下滑。事实上 2023 年考研人数增

速便明显放缓，相比此前双位数增速，2023 年仅增长 3.7%。多种因素导致了考研

热度的下滑：1）1 更多人选择直接就业；2）公务员考试分流；3）考研录取率持

续降低，22 年真实考研录取率仅为 17.8%。在硕士招生结构上，政策鼓励专硕招

生规模扩大。2011-2020 年，国内硕士研究生招生中，专硕占比从 32%提升至 61%。 

 风险提示：文中相关数据来源口径多样化导致的统计偏差；部分数据更新滞后；

政策变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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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近年来人们对于新生人口下滑的讨论热烈，这种担忧在教育行业更加

明显。根据教育行业规模=人口*渗透率*客单价的公式，在需求刚性导致的普遍高

渗透率以及公益属性导致的涨价难度大背景下，人口因素无疑是最重要的变量。 

然而单纯观察新生人口指标，就下教育行业未来成长悲观的结论，忽视了国

内教育行业各学段结构复杂以及政策主观能动性强的现实。 

本文将对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高等教育、硕士等多个阶段单独研究，

探讨各自阶段人口基本面的趋势以及结构性特点。 

 

1. 新生人口近年来持续下滑，多年来国内教育成就显著 

1.1. 育龄妇女人数及生育意愿降低，共同导致新生人口下滑 

新中国成立后，共经历三次婴儿潮。 

第一次婴儿潮是 1950 年代。1950 年出生人口首次超过 2000 万，并在 1957

年前维持在 2000 万以上。1958 年新生人口开始下滑，第一次婴儿潮结束。 

第二次婴儿潮从 1962 年开始，并在 1973 年前维持在 2500 多万的高位。 

第三次婴儿潮从 1985 年到 1991 年，这 7 年形成一个小高峰，年出生人口在

2200 万以上。 

第四次婴儿潮未能“如期出现”。按照现代人婚育的年龄推算，婴儿潮之后

24~30 年会出现回声婴儿潮，中国八十年代出现的第三次婴儿潮就属于第一次婴

儿潮的回声婴儿潮。但近年来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对应第二、三次婴儿潮的回声婴

儿潮。 

图 1：国内历年新生人口  

 

资料来源：wind，国家统计局，第一财经，德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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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在 80-90 年代导致生育率明显下滑，当前生育率低迷为多

种因素导致。 

为控制人口数量增长，我国在 70 年代起开始逐渐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提

倡晚婚晚育以及"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计划生育政策对此后一段时间国内生

育率产生了显著影响，该值从 1968 年的 6.51 最低下滑至 1998 年的 1.52。 

当前生育率低迷受年轻人价值观、生育成本等多种因素影响，于 2017 年 1.81

进一步下滑至 2022 年 1.18。 

表 1：计划生育相关政策 

1971 国务院批转《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强调"要有计划生育"。 

1973 第一次全国计划生育汇报会提出"晚､ 稀､ 少"的政策。 

1978 
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国家提倡和推行

计划生育"｡ 计划生育第一次以法律形式载入我国宪法。 

1978 
中央下发《关于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的报告》,明确提出"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

一个,最多两个"。 

1980 
党中央发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 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

一个孩子"｡  

1982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提出照顾农村独女户生育二胎。 

1984 

中央批转国家计生委党组《关于计划生育工作情况的汇报》,提出"对农村继续有控制地把口子开得稍大

一些,按照规定的条件,经过批准,可以生二胎;坚决制止大口子,即严禁生育超计划的二胎和多胎",即"开

小口､ 堵大口"。 

2002 

2002 年 9 月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明确规定,国家稳定现行生育政策,鼓励公民

晚婚晚育,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符合法律､ 法规规定条件的,可以要求安排生育第二个子女｡ "

双独二胎"政策由此在全国推开｡  

资料来源：中国政府网，新华社，德邦研究所 

 

图 2：国内历年总生育率  

 

资料来源：wind，世界银行，德邦研究所 

此外，国内育龄妇女人数近十年也呈现下滑趋势。根据国家统计局口径，我

国以 15-49 岁为妇女的生育期。第七次人口普查中，2020 年国内育龄妇女总数为

3.22亿人，相比六普中3.80亿下滑15%。分年龄阶段看，下滑幅度最大的为20-24、

15-19 年龄组，分别为-4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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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国内各年龄段育龄妇女人数（万人）  

 

资料来源：2000/2010/2020 为人口普查数据，2005 年为 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2015 年为 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整

理，国家统计局，王广州等《低生育陷阱：中国当前的低生育风险及未来人口形势判断》，德邦研究所 

 

图 4：国内历年结婚登记对数 

 

资料来源：wind，民政部，央视网，德邦研究所 

 

1.2. 多年来国内教育成就显著，人群平均受教育程度明显提高 

1964 年至 2020 年，国内文盲人口从 2.33 亿下降至 0.38 亿，文盲率从 33.6%

下降至 2.7%。 

每十万人拥有的各种受教育程度人口中，2020 年小学/初中/高中及中专/大专

及以上人数分别为 2.48 /3.45 /1.51 /1.55万，高中教育程度及以上人数持续增长。 

2022 年毕业本科及专科人数分别为 472/495 万人。 

2022 年毕业博士及硕士研究生分别为 8.2/78.0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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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历年文盲人数及文盲率  

 

资料来源：wind，国家统计局，德邦研究所 

 

图 6：每十万人拥有的各种受教育程度人口（人） 

 

资料来源：wind，教育部，国家统计局，德邦研究所 

 

图 7：国内历年本专科毕业人数  图 8：国内历年硕士、博士毕业人数（人） 

 

 

 

资料来源：wind，教育部，国家统计局，德邦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教育部，德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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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生人口下滑对各学段教育影响不一，学前教育首当其冲 

国内教育分成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两种。“学历教育”是根据国家教育部下

达的招生计划录取的学生，按教育主管部门认可的教学计划实施教学，学生完成

学业后，由学校颁发国家统一印制的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与之相对的“非学历

教育”是指各种培训、进修，完成学业后，由培训部门颁发相应结业证书，一般

由人社部门主管。 

学历教育方面，按入学时间不同，依次为学前教育（2.5-6 岁）、小学（6-12

岁）、初中（12-15 岁）、高中（15-18 岁）、高等教育（18 岁以上）。其中国内义

务教育阶段为小学+中学共 9 年时间，与高中 3 年共同构成 K12 教育阶段。 

非学历教育方面，本文所关心的主要为技工学校阶段，中等技工学校属于中

等教育，层次上相当于高中，认证为中级技工；高级技工学校属于高等职业教育，

与高等教育同等层次，认证为高级技工。 

图 9：国内教育升学路线图  

 

资料来源：中国通才教育招股书、弗若斯特沙利文、前瞻产业研究院，德邦研究所 

 

新生人口下滑对学前教育影响已经显现，幼儿园入园人数/幼儿园数量均出现

拐点。 

按照幼儿园平均 3 岁入园年龄计算，则在 2017 年新生人口下滑后，2020 年

入园人数应受到影响。我们看到实际上 2015 年国内幼儿园入园数量在触及 2009

万高点后，就整体呈现下滑趋势，而这种趋势在 2020 年后有加速迹象，2021 年

入园人数为 1526 万。 

由于毛入园率已经较高（毛入园率为适龄幼儿进入幼儿园的比例），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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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了 89.7%，可以预计未来入园人数主要受适龄人口的影响，即受 3 年前的新

生人口影响。 

 

图 10：国内历年幼儿园入园人数 

 

资料来源：wind，教育部，德邦研究所 

 

图 11：国内历年幼儿园毛入园率  

 

资料来源：wind，教育部，德邦研究所 

 

而在幼儿园数量方面，也出现了类似的拐点。 

2022 年国内幼儿园数量为 28.9 万所，而 2021 年为 29.5 万所，是自 2007

年以来出现的首次下滑。 

若按照城市、县镇、农村划分，2021 年三者幼儿园数量各自占比 34%、33%、

33%。其中农村幼儿园数量 2021 年下滑 2.9%，而城市、县镇则分别增长

4.8%/1.5%，预计主要与城市化推进导致的农村人口减少相关。 

若按各省行政区观察，2022 年仅上海、广东、江苏、安徽、湖北、海南、云

南、西藏幼儿园数量实现增长，其余地区均出现不同程度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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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国内幼儿园数量 

 

资料来源：wind，教育部，德邦研究所 

 

图 13：国内幼儿园数量：分行政区域级别（个） 

 

资料来源：wind，教育部，德邦研究所 

 

图 14：2022 年各省级行政区幼儿园数量同比增长  

 

资料来源：澎湃新闻《消失的 2 万所幼儿园背后，存在这些结构性变化》，教育部，德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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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义务教育：入学人口完全跟随适龄人口波动，乡村小学/
初中数量大幅减少 

3.1. 义务教育阶段入学率已达 100% 

国内义务教育普及主要分为三个阶段。 

基本普及小学教育（1980－1985 年）：1980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做出《关
于普及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全国在 1990 年前基本普及小学教育。
截止 1984 年，全国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和巩固率均超过 95%。 

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1986-2000 年）：1985 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
制改革的决定》明确要求，要有步骤地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1986 年，全国人大
颁布《义务教育法》，明确提出国家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截至 1999 年末，国内
小学/初中阶段入学率分别达到 99.1%/88.6%。 

全面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巩固提高义务教育水平（2000 年-至今）：2006 年
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颁布了《义务教育法》。新的《义务教育法》明确国家将义务
教育全面纳入财政保障范围，将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
明确义务教育不收学费、杂费。截至 2020 年，国内小学/初中阶段入学率分别达
到 99.96%/102.5%。 

表 2：国内义务教育相关政策 

基本普及小学教育 

（1980-1985） 

1980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做出《关于普及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全国在 1990 年前基本普及小

学教育。 

1983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和改革农村学校教育若干问题的通知》，提出了普及初等教育的任务和

措施。 

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 

（1986－2000 年） 

1985 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要求，要有步骤地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 

1986 年，全国人大颁布《义务教育法》，明确提出国家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 

1993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提出到 2000 年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目标。 

全面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巩固提高义

务教育水平 

（2000 年-至今） 

2006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颁布了《义务教育法》。新的《义务教育法》明确国家将义务教育全面纳入财政保障

范围，将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明确义务教育不收学费、杂费。 

资料来源：教育部，德邦研究所 

 

图 15：国内历年小学&初中入学率 

 

资料来源：wind，教育部，德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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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高入学率背景下，义务教育阶段入学人口几乎完全跟随适龄人口波动 

在当前全员入学背景下，我们看到，小学、初中入学人口几乎完全跟随适龄

人口波动。 

按照小学 6 岁计算适龄人口，2017 年新生人口下滑，则 2023 年开始小学入

学人口开始下滑； 

按照初中 12 岁计算适龄人口，则 2029 年开始初中入学人口将要下滑。 

 

图 16：历年小学入学人口&小学适龄人口  

 

资料来源：wind，国家统计局，德邦研究所（注：小学入学适龄人口按 6 岁计算） 

 

图 17：历年初中入学人口&初中适龄人口 

 

资料来源：wind，国家统计局，德邦研究所（注：初中入学适龄人口按 12 岁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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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小学数量持续下滑，初中数量下滑后逐渐稳定，乡村小学/初中数量大

幅下滑 

小学：1998 至 2022 年，国内小学数量从 61 万所持续下滑至 15 万所。从行

政区域结构上看，乡村小学数量从 1997 年 51.3 万所下降至 2021 年 8.2 万所，

且期间无任何一年出现反弹。对于镇区小学，同期从 8.4 万所下降至 4.3 万所，

但于 2009 年触及 3.0 万所后，后续出现回升趋势。对于城区小学，同期从 3.2 万

所轻微下降至 3.0 万所，且在 2009 年触及 1.6 万所后，后续回升明显。 

对于乡村小学数量的大幅下滑，主要原因为城镇化率快速提升，农村地区生

源减少，为了提高教学质量，而进行的撤点并校。1997 年至 2023 年，国内城镇

化率从 31.91%提升至 66.16%。 

从公办/民办属性看，国内小学主要为公办，2022 年公办小学占比达 94.1%。

而民办小学尽管占比低，但数量从 2003 年 5676 所持续增长到 10500 所。 

 

图 18：国内小学数量 

 

资料来源：wind，教育部，德邦研究所 

 

图 19：国内小学数量：分行政区域（所） 

 

资料来源：wind，教育部，德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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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国内总人口城镇化率  

 

资料来源：wind，国家统计局，德邦研究所 

 

图 21：国内小学数量：公办/民办（所）  图 22：国内小学数量：公办/民办比例（2022 年） 

 

 

 

资料来源：wind，教育部，国家统计局，德邦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教育部，德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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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教育部门办/民办属性看，国内初中同样主要为教育部门举办，2021 年占

比 88%，而民办初中数量从 2005 年 0.46 万所增长至 2021 年 0.62 万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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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国内历年初中数量  

 

资料来源：wind，教育部，德邦研究所 

 

图 24：国内历年初中数量：分行政区域（所） 

 

资料来源：wind，教育部，德邦研究所 

 

图 25：国内历年初中数量：教育部门办/民办 （所） 

 

资料来源：wind，教育部，德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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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高中教育：适龄人口保持增长，普职分流历经多次变迁 

4.1. 高中阶段入学率提升空间有限，适龄人口 2033 年前保持在 1500 万+ 

2003-2010 高中阶段毛入学率快速提升，从 43.8%提升至 82.5%。期间我们

看到尽管适龄人口从 2484 万减少至 2074 万，但入学人口从 1268 万增长至 1707

万。其中主要原因有：（1）1999 年开启的高校大扩张，刺激了高中入学（将在第

5 章高等教育中介绍）；（2）中等职业教育招生快速增长（见下一节）。 

2010 年后，高中阶段毛入学率缓慢增长，2022 年为 91.60%，未来提升空间

有限。期间入学人口跟随适龄人口下滑，前者从 2010 年 1707 万下降至 2021 年

1394 万。 

2024-2033 年高中阶段适龄人口预计将保持在 1500 万以上，且 2024-2031

年呈小幅增长趋势。 

图 26：国内高中阶段毛入学率 

 

资料来源：wind，教育部，德邦研究所（注：高中阶段教育包括普通高中与中等职业教育，中等职业教育包括职业高中、普通中专、 成人中专 、技工学校四类） 

 

图 27：历年高中入学适龄人口与招生人数  

 

资料来源：wind，教育部，国家统计局，德邦研究所（注：高中阶段入学适龄人口按 15 岁计算，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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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普职分流：政策经历多次变迁，2010 年后强调普职融合 

普职分流：1996 年通过的第一版《职业教育法》明确提出职业教育和普通教

育分流的概念，即“实施以初中后为重点的不同阶段的教育分流”。 

国内普职分流政策经历了多次变迁，参考金金、程天君《普职分流政策的变

迁：脉络、结构与逻辑》大致可以分为 5 个阶段： 

1978-1990 年普职分流政策的形成。 

1991-1994 年职普比目标不断提升，加速扩大职业教育规模。 

1995-1998 年探寻“科学合理”的职普比，目标职普比并没有继续攀升，不

再过分追求分流的速度与效率，而是转而关注普职分流比例的均衡化与合理性。 

1999-2009 年高校扩招冲击下的分流滑坡，由于“包分配”就业政策的取消

与高校扩招的冲击，中职招生占比持续下滑。相关政策出台吸引更多的学生自主

选择中等职业教育。 

2010 年至今“以人为本”理念下的普职融合：探索发展综合高中并推动建设

课程互选、学分互认的教育体系，在“纵向分流”的基础上加强普职教育的“横

向融通”。 

表 3：普职分流政策的变迁 

普职分流政策的形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职恢复（1978—1990 年） 

1983 年 
教育部联合劳动人事部、财政部、国家计委发出《关于改革城市中等教育结构、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意见》，提出“力争到 1990 年，

使各类职业技术学校在校生与普通高中在校生的比例大体相当”。 

1985 年 
《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我国广大青少年一般应从中学阶段开始分流”，要求“力争在 5 年左右，使大多数地区

的各类高中阶段的职业技术学校招生数相当于普通高中的招生数”。这是“分流”表述首次出现在政策文件中，标志普职分流政策的形成。 

追求“不断攀升”的职普比（1991—1994 年） 

1991 年 
1991 年《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出台，提出要扩大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招生规模，“使全国高中阶段职业技术学

校的在校生人数超过普通高中的在校生人数”。 

1994 年 

《国务院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进一步细化分流方式，规定我国大部分地区以初中后分流为主，初中毕业生

进入职业学校或职业培训中心的人数应逐步达到 50%—70%，具体要求是，到 2000 年全国中等职业学校招生人数和在校生人数应达

到高中总人数的 60%左右，在部分普及高中教育的地区可以达到 70%。 

探寻“科学合理”的职普比（1995—1998 年） 

1998 年 
《面向 21 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高中阶段普职招生比例应在“保持现有比例”的基础上，“科学预测”社会产业结构和就业市

场对中等职业教育的需求，并根据各地发展水平适当推迟分流至高三结束。 

高校扩招冲击下的分流滑坡（1999—2009 年） 

2001 年 教育部依然把“全国高中阶段职业教育招生数和在校生数与普通高中的规模大体相当”作为“十五”期间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的目标。 

2005-2006 年 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工作会议上均提出了要“完成中等职业教育扩大招生 100 万人”的任务。 

普职分流政策的叠加：“以人为本”理念下的普职融合（2010 年—至今） 

2021 年 
《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指出，要探索发展综合高中并推动建设课程互选、学分互认的教育体系，在“纵向分流”

的基础上加强普职教育的“横向融通”。 

资料来源：金金、程天君《普职分流政策的变迁：脉络、结构与逻辑》，中国教育在线，德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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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2010 年中职教育招生快速增长，带动高中阶段入学率快速提升。 

上个世纪 90 年代，中专毕业生分配制度改革，毕业生不再享有“包分配”、

“铁饭碗”的待遇，中专开始受到较大影响。另一方面，1999 年高校开启大规模

扩招。在这种情况下，中职吸引力下滑，普通高中招生大幅增长。1998-2003 年，

普通高中招生从 360 万增长至 752 万，而中职教育招生从 530 万降低至 516 万。 

为防止中职招生规模进一步缩小，国家在 2005 和 2006 连续两年的职业教育

与成人教育工作会议上均提出了要“完成中等职业教育扩大招生 100 万人”的任

务。这是继 20 世纪 80 年代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以来又一次将中职扩招定为教育改

革工作的重心。2003-2010 年，中职招生从 516 万大幅增长至 870 万，同期普通

高中招生从 752 万增长至 836 万，增幅明显小于前者。 

2010 年后，普职分流政策不再单纯是为了扩大职业教育规模而实施的强制分

流，地方政府在分流过程中对普职比政策放宽执行，中职教育招生逐渐下滑。 

图 28：历年普通高中与中等职业教育招生人数 

 

资料来源：wind，教育部，德邦研究所 

 

图 29：高中阶段教育：普通高中招生占比 

 

资料来源：wind，教育部，德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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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0：普通高中与中等职业教育院校数量 

 

资料来源：wind，教育部，德邦研究所 

 

普通高中数量方面： 

从行政区域上看，2021 年城区/镇区/乡村数量分别为 7684/6098/803 所。 

从公办/民办划分，2021 年数量分别为 10450/4008 所。趋势上，公办数量有

所下滑，2011 年为 11087 所；民办数量有所增长，2011 年为 2394 所。 

 

图 31：普通高中数量：分行政区域（所）  

 

资料来源：wind，教育部，德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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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普通高中院校：公办/民办  

 

资料来源：wind，教育部，德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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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持续提升，优质本科仍然稀缺 

5.1. 适龄人口增长及升学途径拓宽，共同驱动高考报名人数持续创新高 
 

2024 年高考报名人数达 1342 万人，近年来持续创新高。 

根据教育部，报名高考需要高级中等教育学校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力，这包括

普通高中、中等职业教育（包括普通中专、职业高中、职业中专、成人中专、技

工学校）等。以上群体中剔除部分毕业学生未参加任何形式高考的，加上参加高

考的往届考生，即得到整体高考报名群体。 

整体上高考报名率在持续提升。2022 年毕业中等教育学生合计 1343 万人，

同年高考人数为 1193 万人，两者间差距近年来持续缩小。 

高考报名率的提升部分受益于升学途径拓宽。除了普通高中毕业参加高考之

外，包括对口升学、高职单招、成人高考等多种形式打通了中职教育的升学途径。 

图 33：历年高考报名人数 

 

资料来源：wind，教育部，德邦研究所 

 

图 34：历年高考报名人数与中等教育毕业人数 

 

资料来源：wind，教育部，中国政府网，德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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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国内中考后升学路线 

 

资料来源：新浪网，哈尔滨新闻网，德邦研究所 

 

5.2. 报考率及录取率提升，共同驱动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提升 

1999 年，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制定的《面向 21 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

到 2010 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15%的目标。经过 1999 年开始的持续扩

招，2002 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 320.5 万人，高校在校生人数达 1600 万人，高等

教育毛入学率达 15%，我国迈入了国际公认的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提前 8 年达

到了《面向 21 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的目标。从 1999 年开始的这次高校

扩招一直持续到现在，是新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持续时间最长、扩招规模最大

的一次高校大扩招。 

伴随此轮高校扩张，国内高考录取人数和录取率大幅提升，1998 年至 2023

年，高校录取率从 33.8%提升至 80.7%，录取人数从 108 万增长至 1042 万。 

高考报名率与录取率的提升共同驱动了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提升，后者从

1998 年的 9.8%提升至 2022 年的 59.6%。 

正是由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持续提升，我们会看到部分时间段高考适龄人

口下滑与录取人数增长的背离现象。2005-2022 年，高考适龄人口从 2550 万减

少至 1593 万，而由于毛入学率从 21%提升至 59.6%，同期高考录取人数从 504

万增长至 1015 万。（注：文中高考适龄按 18 岁计算，此处适龄人口按 18 年前出

生人口作为合理替代。） 

而从 2024 至 2034 年，高考适龄人口将迎来稳健增长期，预计从 1584 万增

长至 1786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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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历年高考录取人数与录取率  

 

资料来源：wind，教育部，中国教育网，德邦研究所 

 

图 37：历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  

 

资料来源：wind，教育部，德邦研究所 

 

图 38：历年高考适龄人口、报名人数、录取人数 

 

资料来源：wind，教育部，国家统计局，德邦研究所（注：高考适龄按 18 岁计算，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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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持续超政策目标完成，各省市分化明显，仍有提

升空间 

按照国际上的普遍分类，高等教育可划分为精英（高等教育毛入学率 15％以

下）、大众化（毛入学率在 15％～50％之间）、普及化（毛入学率在 50％以上）3

个阶段。2022 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达到 59.6%，进入普及化阶段。 

从过去几次国家五年规划的完成上看，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实现值始超出设

定目标。2010、2015、2020 该目标值分别为 25%、36%、40%，而最终实现值

分别为 26.5%、40%、54.4%。2025/2035 该目标值被设定为 60%和 65%，而截

至 2022 年末，实际值已经达到 59.6%，最终预计仍将超目标完成。 

当前国内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较美国（73%）、欧盟（88%）仍有距离。 

国内分省市看，不同区域分化明显。不考虑北京、上海两个教育资源最为丰

富的城市。黑龙江（2022 年）、湖北（2021 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分别达到了

78.4%、71.9%的较高水平，而作为对比，甘肃（2021 年）、青海（2021 年）分

别仅为 48.3%、48.8%。 

邬大光、王宇翔在《我国高等教育规模扩张进程与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对

各省和地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考察》中发现：我国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进程，

政府出台的扩招政策无疑影响巨大，近二十余年毛入学率指标在国家和省级教育

规划中的频繁使用，就是政策因素影响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具体表现。在对各地

区毛入学率指标制定及完成情况的分析中可以发现，毛入学率指标的完成情况和

大幅超额完成目标现象的增多，说明毛入学率指标在各省的教育规划中不完全是

通过科学方法对未来发展情况的预测，更具有一定的“任务”性质。 

 

图 39：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三个阶段  

 

资料来源：钟秉林《迈入普及化的中国高等教育：机遇、挑战与展望》，德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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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0：国内高等教育历史五年规划目标值与实现值 

 

资料来源：发改委、教育部、中国教育网、东方网、中教控股公告等，德邦研究所 

 

图 41：各省市常驻人口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  

 
资料来源：wind，教育部，国家统计局，各省市政府官网、教育厅，中国教育在线，光明网，邬大光、王宇翔 《我国高等教育规模扩张进程与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对各省和地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考察》等，德邦研究所（注：地址后年份为毛入学率统计节点，吉林入学率数据为估计值，常驻人口均为 2023 年数据） 

 

图 42：各省市人口出生率（2023 年）  

 

资料来源：wind，国家统计局，德邦研究所（注：黑龙江、新疆、海南、重庆、河北为 2022 年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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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高等教育中本科招生占比不足一半，名校录取竞争激烈 

在高等教育阶段，2022 年本、专科招生数量分别为 468 万、539 万人，占比

分别为 46%/54%。近年来本科招生占比呈小幅下降趋势，2018 年该值为 53%。 

从高等教育院校数量上看，2022 年本、专科学校数量分别为 1239/1489 所，

占比分别为 45%/55%。本科院校占比也呈小幅下滑趋势。 

图 43：高等教育：本、专科招生数  

 

资料来源：wind，教育部，国家统计局，德邦研究所 

 

图 44：高等教育：本科招生占比  

 

资料来源：wind，国家统计局，德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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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普通高校：本、专科学校数量（所） 

 

资料来源：wind，教育部，德邦研究所 

 

图 46：普通高校：本科学校占比 

 

资料来源：wind，教育部，德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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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本科学历的吸引力。 

而从 2010 年开始，国内每年毕业的专科生人数超过 300 万，2022 年达到 495

万，不断增长的专科招生数也预计将继续扩大未来专升本参考基数。 

尽管专升本名额持续扩张，部分省市报录比数据显示出专升本录取竞争也较

为激烈。2022 年江苏/河南/山东/湖南/上海的报录比分别为 2.9/2.8/2.7/2.6/2.5。 

此外，不同省市本科录取率分化严重，2023 年录取率最高的吉林/上海/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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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7：历年专升本招生  

 

资料来源：教育部，德邦研究所 

 

图 48：历年专科毕业人数  

 

资料来源：wind，教育部，国家统计局，德邦研究所 

 

图 49：部分省市专升本报名/招生情况（2022 年） 

 

资料来源：鲸媒体，德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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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0：各省市高考录取情况（2023 年） 

 
资料来源：CETV 升学，各省教育考试院，德邦研究所（注：本表主要考虑普通本科批次的录取情况，不含艺术、提

前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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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硕士：考研报名数近年来首降，专硕招生占比大幅提升  

6.1. 考研报名数近年来首降，录取率持续下滑 

2024 年考研报名人数 438 万人，同比-7.6%，为近十年来首次下滑。事实上

2023 年考研人数增速便明显放缓，相比此前双位数增速，2023 年仅增长 3.7%。 

从区域上看，山东、河南、陕西、江苏为考研大省，报名人数均在 30 万以上。 

图 51：历年考研报名人数 

 

资料来源：大学生必备网，德邦研究所 

 

图 52：2023 研究生报考地区分布  

 

资料来源：飞致云，德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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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考研报名人数的下滑，有以下相关的原因。 

1） 更多人选择直接就业。根据智联招聘发布《2023 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

2023 届毕业生有 57.6%的比例选择直接就业，相比 2022 届提升；而选

择在国内继续学习的比例则出现下滑，2022/2023 届分别为 9.3%/4.9%。 

2） 公务员考试分流。2023 年国考报名人数达 260 万人，同比+23%，近两

年均维持较高增速。 

3） 考研录取率持续降低。2023 年考研录取率为 24%，而 2017 年高点时为

36%，近年来呈现持续下滑趋势。此外，若剔除保研名额，22 年真实考

研录取率为 17.8%，相比整体 24%的录取率显著降低。 

图 53：高校毕业生去向  

 

资料来源：中国网科技，智联招聘，德邦研究所 

 

图 54：历年国考人数及增速 

 

资料来源：新东方《2024 中国大学生考研白皮书》，德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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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历年考研录取率  

 

资料来源：wind，教育部，大学生必备网，德邦研究所 

 

图 56：2022 年剔除保研人数后的考研录取率  

 

资料来源：新东方《2024 中国大学生考研白皮书》，教育部，德邦研究所 

 

6.2. 专硕招生占比持续提升 

2023 年 12 月 19 日，教育部发布《关于深入推进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研究

生教育分类发展的意见》，提出学术学位坚持高起点布局，学术研究生培养以博士

为主，硕士全面转向应用人才培养，加大专业研究生的培养规模，未来新增硕士

点，原则上主要以专业硕士为主，到十四五末，专业硕士占比需要达到 60%左右，

同时提出大幅增加专业博士研究生招生量。 

2011-2020 年，国内硕士研究生招生中，专硕占比从 32%提升至 61%。 

根据中国教育在线和掌上考研通过对今年 662 所高校（不含科研院所及党校）

硕士研究生统招计划（不含推免计划）统计，只招收专硕的院校占比为 11.03%，

统招专硕计划占比在 60%以上的院校占比为 78.4%，而统招专硕计划占比在 50%

以下的院校占比仅为 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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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7：硕士研究生招生专硕占比  

 

资料来源：中国教育在线，教育部网站，德邦研究所 

 

图 58：2024 高校专硕招生计划占比分布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教育在线，掌上考研，德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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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风险提示  

文中相关数据来源口径多样化导致的统计偏差。文中引用了多种来源的数据，

不同来源的数据可能在统计口径上以及统计的准确性上存在差异。其中部分来源

的数据经历了统计口径上的变化，我们对相关数据进行了口径一致性的处理，但

仍然可能忽视少数数据统计口径上的变化，从而导致数据源出现偏差，以及最终

结论上的出入。 

部分数据更新滞后。基于部分数据更新频率及获取能力上的限制，可能出现

数据陈旧，未能及时反映实际现状的风险。基于此数据得到的结论，可能存在偏

差。 

政策变动风险。国内教育行业受政策影响明显，且政策出台的频率较高。当

前的行业趋势可能因为政策的变化出现加速甚至扭转，从而影响相关结论未来适

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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