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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7一1 2岁儿童失学状况分析

张 毅

本文分析 了我国贫困地 区和全国 7一 1 2岁儿童失学问题
,

认为茬贫困地 区
,

7一

1 2 岁儿童失学的原 因依次为
: 1

.

生活贫困
,

经济困难
; 2

.

做为家庭劳动力的补充
; .3

由于种种原 因不愿读书
; 4

.

因疾病或残疾失学
。

从全 国范围看
,

7一 1 2 岁儿童失学的

原 因主要为
: 1

.

因社会环境影响 (如读书无用论等 ) 而不愿读书
; 2

.

因学校教学条件

或学校 的办学方针 (如片面追 求升学率 ) 而不愿读书
; 3

.

因个人 目的 ( 如为脱离农村

而上 学 )达不到而弃学
; 4

.

生活贫困
,

经济困难
; 5

.

课本知识与现实脱节
。

作者认为
,

学校教学条件的改善和办学方针的改变
,

对失学儿童家长 的正确 引导
,

是解决这一 问

题的当务之急
。

作者
:

张毅
,

女
,

1 9 6 3 年生
,

新疆大学人 口研究所讲师
。

经济腾飞的首要前提是全 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
,

而这又有赖于基础教育的普及
,

具体地

说
,

就是要普及初等义务教育
。

建国以来
,

中国的初等教育有了长足的发展
。

特别是 1 9 8 6 年 4

月《中华人民共和 国义务教育法 》颁布以来
,

中国初等教育普及有 了突破性的进展
。

根据 1 9 9 0

年全国第四次人 口普查资料统计
,

初等教育阶段 7一 12 岁学龄儿童在学率已达到 89
.

21 写
。

但

人均教育经费不足 70 元
,

仅约合 n 美元
,

列世界倒数第二位
。

而发达国家人均教育经费已达

千美元
。

我国用于基础教育的经费
,

小学生人均仅 60 元
。

一般只能保证教师的
“
人头费

” ,

一些

农村小学甚至只够教师发 10 个月的工资
。

用于教学活动的公用经费
,

中学生每人每年平均 5

元多
,

小学生仅 1元多
。

全国的情况 尚且如此
,

贫困地区的初等教育条件之差更令人难以想象
。

中国实行 义务教育
,

但小学生每年还要 交纳 60 多元的书本费
,

这对于贫困地区人均收入仅

2 0 0 余元的家庭来说
,

的确难以负担
。

据 1 9 90 年贫困地区资料统计分析
,

全国因家庭贫困失学

的 7一 12 岁小学生为 4 17 万
,

中国贫困人 口的儿童在学率仅为 68
.

35 %
。

1 9 90 年 9 月 30 日
,

联合国世界儿童问题首脑会议通过的《儿童权利公约 》
,

提出了儿童优

先的原则
,

要求在本世纪结束的时候
,

让地球上的每一个儿童都受到基本教育
。

中国政府为此

发起
“

希望工程
” ,

动员人民参与办教育
,

捐钱捐物支援贫困地区办学
。

本文针对全国和贫困地

区学龄儿童 ( 7一 12 岁 ) 失学状况进行分析
。

资料主要来源于
: 1 9 90 年全国人口普查资料

; 《中国

民政统计年鉴 1 9 9 0一 1 9 9 3 })( 民政部综合计划司编 ) ; 《中国贫困地区人 口国情资料 }}( 张纯元等

编
,

北京大学出版社 1 9 9 2年版 )
。



一
、

贫困人 口的失学分析

据 19 90 年调查
,

在 中国 2 1 9 4 个县 中
,

有 6 79 个县处于相对贫 困状 态
,

年 人均纯 收入在

100 一 30 0 元间
。

大部分脱贫户经济收入很不稳定
,

返贫 户时有发生
。

贫困户和脱贫户人数占贫

困县总人 口的 80 %
。

他们连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
。

近年来 由于国家和各级政府扶贫工作
,

中国

贫困的总人数 已是稳 中有降
。

1 9 90 年
,

中国贫困地区人 口 国情资料课题组对 67 9 个贫困县进

行了抽样调查
,

选择了 23 个县进行了重点调查分析
。

认为 23 个县代表 67 9 个贫困县具有一定

的可靠性
。

对这 23 个调查县
,

课题组收集了大量人口
、

社会经济资料
,

笔者选取了其中 7一 12

岁的人 口及其有关的文化教育方面的资料
,

借此分析贫困人口 的失学率及失学人数
。

这 23 个

县 7一 12 岁的人口 占总人 口的 比例为 12
.

80 % 全国为 10
.

41 %
,

全国城市为 8
.

46 %
,

全国镇

为 9
.

1 9%
。

贫困地区的高出生率造成贫困地 区 7一 12 岁人 口 占总人 口的比例不仅高于全国平

均 比例
,

而且高于全国农村其它地 区
。

表 1 23 个贫困县 7一 12 岁人 口及教育状况表 %

贫困县 占总人口 失学率 贫困失学 不愿读书失学 有病失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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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县

宜 川

定 西

疏 附

福 鼎

占总人 口 失学率 贫困失学 不愿读书失学

续表 l

有病失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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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 7一 2 1岁失学率是先算 6一 9岁失学率
,

即 6一 9 岁不在校人数与 6一 9 岁总人数之

比
,

因为 6 岁的儿童很多还没有开始上学
,

所以 6一 9 岁的失学率必然高于小学阶段的失学率
,

而统计资料中只有 6一 9 岁的在校人数和总人数
。

用全 国 1 9 9 0 年人 口普查资料农村人 口 7一

12 岁失学率与 6一 9 岁失学率之比作为调整系数 ( 0
.

8 2 8 2 6) 乘于贫困地区 6一 9 岁的失学率便

得到贫困地区 7一 12 岁失学率
。

23 个县 7一 12 岁儿童平均失学率为 33
.

04 %
。

假定这 23 个县

7一 12 岁人 口的比例和失学率能反映全部贫困人 口 的状况
,

同时假定 19 90 年以后各年的 7一
1 2 岁人口 比例和失学率保持不变

,

可推算 1 9 90 年及以后各年的因贫困失学的人数
。

表 2 1 9 9 0一 1 9 9 2年贫困人 口 7一 12 岁失学人数

年 限 贫困人数 7一 12 岁人数 失学人数

19 9 0 9 8 5 1 8 5 6 2 1 2 6 1 0 3 7 6 4 1 6 6 4 6 8

1 9 9 1 8 9 5 4 1 3 8 6 1 1 4 6 1 2 9 7
.

3 7 8 6 8 1 3

1 9 9 2 8 2 7 5 8 3 4 2 1 0 5 9 3 0 6 8 3 4 9 9 9 5 0

由于 23 个县是 1 9 9 0 年考察的
,

希望工程是 1 9 8 9 年 10 月发起的
,

截止 1 9 90 年底希望工

程赞助了不足 1 万人
。

所以
,

23 县的失学率受希望工程的影响很小
。

上述 1 9 9 0 年
、

1 9 9 1 年和

1 9 9 2年 7一 12 岁失学人数都是在没有希望工程的前提下推算出来的
。

希望工程从 1 9 8 9 年 10

月至 1 9 9 3 年底资助贫困地区失学儿童 54
.

9 万
。

预计 1 9 9 4 年希望工程救助失学儿童达到 1 00

万
。

贫困地区失学儿童一方面 由于家庭脱贫可以上学
,

另一方面受希望工程赞助可以返校
。

如

果希望工程每年赞助 50 万学生
,

加上因扶贫减少失学学生数
,

按 1 9 9 2 年与 1 9 9 1 年贫困失学

人数之差 29 万来推算
,

则贫困地区每年减少 79 万失学人数
,

如果 1 9 9 4 年因贫困失学的人数

为 35 0 万
,

则最多 4 年半可全部解决贫困失学的儿童复学问题
。

从 23 个贫困县的失学原 因来看
,

贫困是造成儿童失学的最主要原因
,

占总失学人数的

77
.

73 写
。

希望工程 1 9 9 1年对 1 13 个国家级重点扶贫县考察① 也显示了这一点
。

生活是贫困

地区的第一需要
,

教育不得不降到相对次要的位置上
。

百县失学调查中
,

“
.

62 %的家长认为自

己的孩子失学原因是
“

我们家庭经济有困难
” ,

71
.

28 %教师认为 自己的学生失学原因是
“
学生

上学所需承担的经济负担过重
” ,

其中有近 60 %的家庭确实拿不出钱来支付学生上学所需的

书本费
。

有一部分学生是间断性失学
,

在青黄不接和遇到较大自然灾害时
,

必须跟随父母一起

① 参看 《中国希望工程考察实录 》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 9 9 2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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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外谋生
,

他们没钱也没有时间上学
。

另一部分儿童是因充当劳动力而失学
,

有 33
.

54 %的家

庭认为自己家的劳动力
“

很不够用
” 。

在我国农村目前依然以劳动力密集型生产为主要耕作方

式的现状下
,

这部分孩子过早地担 负起生活的重担
。

他们必须在家放牧
、

养蚕
,

特别是在农忙季

节里
,

必须帮助父母干农活
。

这部分孩子占因贫困而失学儿童总数的 68
.

91 %
。

剩下的 3 1
.

09 %

的孩子因家庭贫困充当挣钱 的工具而失去就学的机会
,

这些孩子有的搞小买卖
,

有 的搞副业
,

有的外出做工或干其他活儿
。

贫困地区因不愿读书的失学人数占 1 2
.

09 %
,

片面追求升学率是儿童不愿读书的失学原

因之一
,

有些孩子由于学习成绩差
,

升学无望
,

认为不能跳农门就不愿上学
,

有的孩子受读书无

用论的影响
,

有 24
.

87 %的教师认为学生因此而失学
,

还有些孩子不愿读书是因为自己家离学

校太远
,

再加上气候条件恶劣
,

因此而失学
。

贫困地区有的师资水平较低
,

一部分学生感到学无

所获
,

不愿上学
。

贫困地区 7一 1 2 岁儿童因病失学占失学总人数的 1 0
.

18 %
。

占 7一 12 岁总人数的 3
.

36 %
。

据中国 1 9 8 7 年残疾人抽样调查资料得知
,

7一 12 岁残疾人包括视力残疾
、

听力语言残疾
、

智力

残疾
、

肢体 残疾
、

精神病残疾 和综合残疾 占全 国 7一 12 岁人 口 的 3
.

41 %
,

他们的失学 率为

3 7
.

8 9%
。

贫困地区正常儿童都无钱读书
,

残疾人的失学率会更高
,

所以贫困地区因病失学的人

数中除了调查期间地方病和传染病外
,

大部分因病失学的是残疾儿童
。

贫困地 区学生流失问题不仅严重地影响了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的发展
,

而且大大增加了文

盲
,

浪费了教育资源
,

从根本上阻碍了贫困地区社会经济发展
。

我国 10 年经济社会发展规划

中
,

一方面制定贫困地区今后 10 年 目标是 2 0 0 0 年全部达到温饱水平
,

并由温饱水平向小康过

渡
。

另一方面
,

规划了贫困地区教育的蓝图
,

针对贫困地区的特殊情况
,

力争在本世纪末普及六

年制初等义务教育
。

解决流失须同普及义务教育
、

扫盲
、

职业技术教育四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

而

且必须由全社会人人动手
、

人人参与
,

主要是各级政府各教育部门密切配合
,

而且须因地制宜
、

综合治理才能根本解决贫困地区失学问题
。

二
、

全国失学状况分析

我国规定六岁学龄儿童可以上学
,

但是大部分的儿童仍是七岁开始上学
,

所以六年初等教

育的学龄段以 7一 12 岁为宜
。

根据 1 9 90 年人 口普查资料
,

全国市
、

镇
、

县和贫困人口 7一 12 岁

在学状况如下表
:

表 3 1 9 9。 年 7
一

12 岁学龄儿童在学状况表

全 国 城 市

7一 1 2 岁总人 口

7一 1 2 岁在学人 口

在学率%

7一 1 2 岁失学人 口

失学率 %

1 1 7 6 9 7 2 0 6 1 7 8 7 0 8 4 7 7 8 6 3 9 4 0 9 2 0 2 2 4 1 9

1 0 5 0 0 6 0 2 4 1 6 7 1 3 6 1 2 7 3 1 5 8 0 9 7 6 7 8 0

贫困人 口

1 2 6 1 0 3 7 6

8 4 4 3 9 0 8

8 9
.

2 2 9 3
.

5 2 88
.

0 0 6 6
.

9 6

1 2 6 9 1 1 8 2 1 1 0 4 5 6 3 9 4 1 6 6 4 6 8

67430

1 1 5 7 2 3 5

1 0
.

7 8 1 2 0 0 3 3
.

0 4

从上表可以看出
,

全国镇失学率最低
,

市失学率略高于镇
。

如果从年龄看
,

10 岁儿童的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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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率最小只有 5
.

64 %
,

分性别看
,

女童的失学率 ( 1 3
.

20 % )大于男童的失学率 ( 8
.

54 % )
。

除了因贫困失学的 25
·

52 %的儿童外
,

有近 75 写的失学儿童是由其它各种不同的失学原
因造成

。

大部分是由观念上的原因造成的
,

还有一些受学校客观条件的影响
。

这些失学儿童大

多受社会或父母等的影响
,

不愿上学
,

所以
,

要让失学人口的这 75 %返学相对来说比较困难
。

由于学校的主观
、

客观条件使学生不愿读书
。

很多学校的民办教师缺乏必要的专业培训
,

教师的教学方法简单陈旧
,

部分教师仍沿袭满堂灌的方式
,

体罚学生的现象仍然存在
。

且大部

分学校注重升学率
,

毕业班甚至片面强调升学率
,

在课程设置上偏重数学
、

语文
,

忽视音
、

体
、

美
、

德等修养教育
。

有的学校物质条件也很差
。

观念上有的认为不读书照样种田
,

没文化照样挣钱
,

只求子女念几年书
、

识几个字便放弃

学业
,

回家务农或作小买卖
。

如果子女学习差升学无望
,

有的家长就令其退学
,

或不反对子女退

学
,

从另一方面表现学校教育与社会脱节
,

追求高升学率
,

只重尖子生和忽视差生
。

有些农民认

为上学是不合算的
,

甭说考不上大学
,

就算能考上大学
,

十几年的时间要花多少钱
,

相反若是不

上学
,

十几年的时间又可以挣多少钱
,

况且考上大学后也不一定能多挣钱
。

此外
,

读书只为跳
“

农门
” ,

能跳出农门就读书
,

跳不出去就干脆不读
,

也是原因之一
。

许多人读书没有出路
,

所以

失学成为必然
。

基于上述
,

须改善教学条件
,

对失学家长和儿童进行正确引导
,

转变其观念是解决失学的

当务之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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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种发展理论
、

中国现代化和儒学研究的新书出版

近年关于中国现代化与发展理论的著作纷纷问世
,

反映了社会学及其他相关学科如发展

经济学
、

发展史学和发展哲学等多角度的研究成果
。

除本刊前已刊登过的十来种书讯外
,

今后

本刊将继续向读者介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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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湖南出版社于 1 9 9 5 年 1 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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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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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出版社于 1 9 9 5年 2 月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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