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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西宁7月22日电 2023年
江源综合科学考察队队员22日抵达
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在长江源区
的通天河直门达河段进行了多学科采
样观测，意味着2023年江源综合科考
正式启动。

本次科考由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
会长江科学院牵头组织，联合水利部
科技推广中心、青海省水利厅等单位，
开展长江源和澜沧江源地区的水资
源、水生态环境等科学考察，内容包括
河湖水文、河床泥沙、河道河势、水环
境、水生态、水资源、水土流失、冰川冻
土等。

结合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今年4月通过
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本次科考围
绕长江源自然资源状况和生态环境特
点，具体开展江源河流水沙特征时空
分布、江源湿地碳储量估算、高原冻土
冻融变化影响、冰川冻土厚度探测等
科考项目，深入研究分析江源气候变
化、水文水资源、冰川冻土演变、生态
系统碳汇等课题。

作为青藏高原生态系统的重要组
成部分，长江源和澜沧江源地区是气
候变化的敏感响应区和生态环境脆弱
区，对流域气候系统稳定、水资源保
障、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系统安全具
有重要影响。

江源科考从2012年开始每年开
展，深入长江源区，摸清生态“本底”，
研究变化规律，是对长江源开展次数
最多、覆盖最广的科研活动之一。

据长江科学院总工程师徐平介
绍，此次科考将进一步掌握长江源
和澜沧江源地区的生态环境现状，
为长江大保护、三江源国家公园建
设、长江源和澜沧江源区“水—生态
—环境”演变与适应性保护对策研
究提供基础数据，更好地发挥科学
研究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中的支撑
作用。

科考启动当天，长江科学院河
流所、水环境所等科研单位的科考
队员在直门达河段进行了悬移质泥
沙和河床沉积物、浮游生物等样品
的取样。

聚焦“水土湖草冰”

2023年江源综合科考启动

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指出，当前我国人口发展呈现少子化、老
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的趋势性特征，
必须全面认识、正确看待我国人口发展
新形势。会议同时强调，把教育强国建
设作为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工程，全
面提高人口科学文化素质、健康素质、思
想道德素质。

显然，人口发展新形势将深刻影响
教育发展，教育事业则需要主动变革、前
瞻布局，以顺应人口发展新形势，拓展人
口红利，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和人的全面
发展能力，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

这是一个宏大课题，也是一个焦点
难题。面对人口新形势，我国既面临教
育资源结构性调整等压力，也显露出更
好实施个性化教学、推进素质教育的契
机。在人口新形势下，教育如何谋变？
《半月谈》编辑部组织多名记者，与业内
专家学者、教育主管部门、校长、教师等
深入交流，从教育资源配置、教师队伍建
设、“小班化”教学、发展终身教育等四方
面进行对话，为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建
言献策。

正视变局：
生源减少，危中有机
半月谈记者：我国人口变化将对教

育体系产生哪些直观影响？

熊丙奇（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

有关研究推测，我国基础教育学龄人口
总规模在2021～2023年呈增加趋势，从
2.16亿增加至2.20亿，之后将持续减少
至1.62亿，小学、初中、高中阶段的学龄
人口将分别在2023年、2026年、2029年
达到峰值，之后快速减少。

生育率下降对教育带来的首要影响
是生源减少，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的
生源依次减少，乡村学校、职业学校、民
办学校招生变得艰难。另外，随着近年
来我国人口流动更加频繁，可能会加剧
这种“马太效应”。结合人口趋势来看，

当下我国教育发展的主要问题，已经不
是数量而是质量，是优质教育资源如何
均衡配置，以及如何满足受教育者多样
化教育需求的问题。

程佳（黑龙江省教师发展学院研究

员）：人口规模、结构及区域变化会对教
育发展产生较大影响。以黑龙江省为
例，近年来，全省人口出生率降低，人口
总规模减小，适龄人口随之减少，影响了
普通中小学年招生数和学校教育规模。
2010年至2021年的数据显示，全省小学
在校生减少近38%，招生数减少近47%，
学校数减少近79%。一些农村学校由于
没有在校生或在校生很少，在网点布局
调整中被撤并或降级为教学点。与之相
对应，教职工数和专任教师数也分别减
少了44.6%、45.4%。

半月谈记者：所谓“危中有机”，人口

规模减少、适龄人口减少，给教育体系带

来挑战的同时，是否为教育提质增效创

造了条件？

储朝晖（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

员）：提升人口质量、释放人才红利，对教
育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
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既是人口变
化赋予的历史机遇，也是教育改革与发
展适应“负增长、低生育、老龄化、高流
动”人口发展新形势的重要举措。

杨院（天津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助

理、教授）：从宏观角度上看，实现人口
高质量发展需要以高质量教育体系建
设为载体。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需要
从教育评价、教育投入等多方面推进
基础教育综合改革、职业教育类型化
发展、新工科建设、高等教育“双一流”
建设，促进教育体系与未来经济社会
发展相适应。

直面挑战：
“城挤乡空”趋势加剧
半月谈记者：从近期和中长期看，人

口结构变动和流动必然对学龄人口分布

带来深刻影响。具体而言，教育资源的

供给和布局将呈现怎样的变化趋势？

张志勇（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

策研究院执行院长）：伴随少子化趋势，
义务教育学位需求总量将缩减，但城乡
学位需求的空间分布差别将继续拉大。
全国城镇人口不断向发达地区、经济活
跃地区转移，教师资源将面临人口流入
区域缺编和人口流出区域空编并存的状
况。我们在西部调研时发现，当地一个
乡镇户籍人口约1.2万，只有3000人留
在当地，几乎都是老年人。一所2014年
建成、能容纳千名学生的学校，现在仅有
19个学生、13名老师。

向斌（重庆市沙坪坝区委教育工委

书记、区教委主任）：随着人口减少，未来
偏远贫穷、教育落后的地区可能会空置
大量学校，有限的生源也将集聚到教育
发达地区，形成一边生源短缺、一边学位
紧俏的局面。

董伟学（海南省琼中黎族苗族自治

县长征学校校长）：整体来看，农村学校
生源减少是不可扭转的大趋势。长征学
校生源数量从5年前的600多人减少到
目前的421人。去年9月，因为一年级没
有招到新生，仅剩二年级1名学生，学校
的一个教学点已经取消办学。

赵利（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建

新幼儿园园长）：从区域来看，常住人口
正增长区域尤其是东部沿海人口流入地
区，教育资源会出现供不应求；中西部和
东北等人口流出地区则相反。区域内城
乡之间教育需求也有差异，未来一段时
期我国人口还将继续流入城镇，而乡村
地区人口则会出现单边下行的趋势。

尽管出生率有所下降，但城市热点
公办幼儿园招生不受影响。大量农村人
口和适龄儿童涌向城市，对优质教育资
源的需求不减反增，优质学校资源也可
能更加集中。如今，3岁以下的孩子入
园需求旺盛，城市幼儿园招生年龄有所
下移，新设“宝宝班”“贝贝班”，有的幼儿

园依然“一位难求”。

前瞻布局：
科学规划，顺势改革
半月谈记者：顺应人口新趋势，教育

发展应做哪些前瞻性调整和规划？

储朝晖：最重要的是通过提前布局、
科学布局来解决优质教育资源均衡问
题。同时，要注重评价标准的多样性，以
更利于学生发展。

彭泽平（西南大学教育学部副部

长）：对地方政府而言，要充分考虑本地
未来人口的出生和流动趋势，做好科学
的教育发展规划，合理调整学校布局结
构，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提高办学质量和
效益。

21世纪教育研究院人口与教育发
展课题组：我们倡导降低班额、生师比，
保留偏远地区小规模学校，积极探索不
同学段、不同学校之间的资源融合，如九
年一贯制学校灵活调整小学、初中容
量。公办学校向民办学校购买学位，解
决生源问题并支持民办学校发展，积极
探索教学方式改革和评价方式改革，追
求更加优质的教育。同时，要加大力度
保护教育相对落后地区的利益，通过区
域间校际联盟、普职融通等方式，横向、
纵向贯通教育资源，提高各地区教育资
源使用的灵活性和自主权，提高资源使
用效能。

胡咏梅（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

授）：在保障教育充足性、公平性的目标
下，各地各级政府要开展全面、系统、深
入的调研，尽可能提前做好科学规划。
要以此为契机，树立新的人才观和教育
观，进一步强化素质教育在各级各类教
育中的地位，注重培养学生的探索性思
维、创新性思维和批判性思维，对于教师
教育素养的培训也要加强。同时，扭转
家长对子女培养功利化的倾向，营造良
好的教育生态环境。

（据新华社电）

生源减少“城挤乡空”趋势加剧

人口新形势催动教育大变革

7月21日至24日，2023中国（北京）国际精品陶瓷展览会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举办。

图为7月22日，观众在唐山展区观展。

新华社记者 陈钟昊摄

2023中国（北京）国际精品陶瓷展览会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