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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国以来 ,山东省一直是我国的人口大省。

2000年山东省总人口已达 9079万 ,仅次于河南省

(9256万人),居于全国第二位。
[ 1]
山东的经济崛起

是改革开放的成果 ,20世纪90年代以来 ,山东省国

内生产总值一直居全国前列 , 1998年已达 7162.2

亿元。1998年山东省国内生产总值在全国的比重

中上升至 9%,其中第二 、三产业增加值 、社会消费

品零售额和财政收入等均居全国第三位 ,从而确立

了山东省作为东部沿海经济大省的地位 ,被世界银

行誉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之一” 。[ 2]作为经济强

省和人口大省的山东 ,其经济发展与人口发展有着

不容忽视的相互关系。本文仅从经济发展与人口

文化素质的关系进行分析与探讨。

　　一 、山东经济发展状况及其定位

改革开放以来 ,山东经济高速发展 ,整体经济

实力得到大幅度提升。从总量上看 ,山东经济在

全国已居于前列 。山东省的产业结构也逐步得到

调整优化 ,处于良性循环的态势。国内生产总值

的三次产业构成由建国初期 1952年的 65.8∶18.1

∶16.1 ,发展到 1978年转变为 33.3∶52.9∶13.8 ,到

1998年转变为 17.0∶48.3∶34.7。三次产业结构的

变化 ,表现为第一产业比重大辐度下降 ,第二 、三

产业比重大幅度上升 ,产业结构逐步得到调整与

改善 , “二 、一 、三”的排序格局已被“二 、三 、一”的

排序取代 ,产业结构已向高级化的方向迈进 。这

表明山东经济已步入工业化发展的中期阶段 。此

外 ,1998年 ,山东进出口总额达 194.3亿美元 ,在

全国居第 4位。同时对外出口商品竞争能力显著

增强 ,进口商品中消费品的比重大幅度下降 ,转向

主要引进先进技术和国内短缺的重要资源;1998

年利用外资为 190.4亿美元 。同时国际旅游业已

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改革开放以来 ,山东人

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 1998年城镇居民人均收

入达 5380.1元 ,农村人均收入 2453元 ,总体达到

小康水平 。[ 2]

据《中国社会发展不平衡对现代化进程的影

响与对策》课题组选择三类指标体系(经济发展投

入指标体系 、经济发展投入绩效指标体系 、经济发

展水资源和矿产资源的禀赋状况)共计 26项指

标 ,对 1995年全国 30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四川

省含重庆)进行主成份分析和聚类分析 ,将 30个

省份分为四类地区 ,山东属于第二类即经济较发

达地区六个省之一 ,其余五个是广东 、江苏 、浙江 、

辽宁 、福建 。此外 ,从衡量经济发展水平和实力的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特征看 , 1978 年以来 ,

山东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对于全国人均水平处于

相对上升趋势之列 。综上所述 ,可以得出这样一

个结论:山东的经济实力强大 ,经济发展水平在全

国处于前列。

　　二 、山东人口文化素质的总体水平

改革开放以来 ,山东人口的文化素质得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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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提高 ,主要表现为总人口识字率上升 、文盲率下

降 ,每 10万人口中具有小学程度的人口减少 ,具

有初中及以上教育程度的人口增加 。据 2000年

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 ,山东省总人口文盲率

由1990年的 16.87%下降到 2000年的 8.46%,下

降了 8.41个百分点。1990年每十万人中拥有大

专以上 、高中和中专 、初中 、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口

分别为 975 人 、7140 人 、25182 人和 36260 人 ,而

2000年为 3331人 、11036人 、36634人和 32736人 ,

除了拥有小学程度的人口数减少外 ,其余文化程

度的人口均有很大增长 ,尤其是大专及以上程度

人口和初中文化程度人口 。

但从国内横向比较来看 ,山东省人口文化素

质水平相对较低 。据第五次人口普查快速汇总的

资料表明 , 2000年山东省文盲率 8.46%,高于全

国平均水平 6.72%,在全国排名第 22位 ,甚至比

部分西部省区如重庆(6.95%)、四川(7.64%)、陕

西(7.29%)、新疆(5.56%)排位还低。2000 年每

10万人口中接受小学教育的人口数 ,山东省为

32736人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35701 人 ,在全国处

于第 20位;每 10 万人接受初中教育人数山东省

为36634人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33961人 ,居于第

6位;每 10万人接受高中教育人数 ,山东为 11036

人 ,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排名第 15位;每 10万

人接受大专及以上教育人数 ,山东省为 3331人 ,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3611 人 ,排名第 15 位。1998

年山东6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6.61年 ,

在全国排序第 25位 ,在东部地区排名最后 ,甚至

低于若干西部省区。[ 2]

通过以上分析 ,总体上可以得出山东人口文

化素质水平现阶段处于国内中等偏下水平的结

论 ,人口文化素质水平显然与山东经济大省的地

位不相符 。

　　三 、山东经济发展与人口文化素质的

关系

　　许多经济学家研究证实教育与经济发展成正

相关关系 。其中美国经济学家巴罗的研究最具代

表性 。他对98个国家和地区 1960-1985年 25年

间初 、中等入学率与人均 GDP 增长率的关系作了

多项分析 ,结果发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

与初 、中等入学率的正相关系数高达 0.73。[ 3]此

外 ,根据世界银行专家的有关研究 ,增加教育投

资 、使劳动者受教育的时间平均每增长一年 ,创造

的GDP就会增加 9%,劳动者在头三年连续受教

育的情况下 ,就能使 GDP 平均每年增加 27%,其

后三年的教育投资也可使 GDP 平均每年增加

4%。
[ 4]
本文通过考察 1978 年以来山东国内生产

总值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各级学校在校生人数的

增长速度来对山东经济发展与人口文化素质的关

系作出分析(见表 1)。

表 1　1979-1998 年山东经济发展与在校生增长速度情况 单位:%

年份 GDP 增长速度 人均 GDP增长速度 普通高校 中等专业学校 普通中学 小学

1979 11.6 10.7 16.6 -52.3 -12.5 -0.17
1980 16.1 14.9 14.9 -9.1 -2.5 0.16
1981 18.1 17.4 17.8 -6.8 -11.4 -2.3
1982 14.1 12.5 -13.8 4.3 -4.0 -3.8
1983 16.3 15.1 5.4 16.4 -9.1 -3.3
1984 26.5 25.2 20.2 8.4 6.0 -1.9
1985 17.1 15.9 25.8 19.1 6.5 -3.6
1986 9.1 10.2 10.6 13.8 5.6 -2.6
1987 20.3 18.3 3.8 -9.6 0.9 -2.9
1988 25.3 23.3 5.6 10.7 -1.6 -1.7
1989 15.8 14.3 2.6 17.8 -2.6 -0.8
1990 16.8 13.8 1.8 10.4 1.0 -0.6
1991 19.8 16.9 1.2 4.4 1.55 -0.3
1992 21.3 20.5 21.6 2.1 2.5 1.3
1993 26.5 51.8 16.6 16.9 3.3 4.9
1994 39.3 38.8 3.2 20.3 8.1 5.0
1995 29.2 28.8 2.4 16.3 10.1 3.3
1996 19.2 18.7 5.5 11.9 8.8 1.9
1997 11.6 11.1 3.6 7.4 5.7 -3.9
1998 7.7 7.1 6.6 5.1 5.6 -0.35

　　资料来源:根据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和山东省统计局编写的《山东五十年》(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9版)有关数据整理计算。

说明:本表各项指标的增长速度为环比增长速度 ,GDP和人均 GDP增长速度按可比价格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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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历年经济增长与在校生增长速度来看 ,山

东省人口文化素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大体表现出

三个阶段发展的特点:

第一阶段(1978-1984)　这个阶段国内生产

总值开始大幅度增长 ,人均 GDP 持续增长 ,普通

高校在校生人数急速增长 ,增幅最大 ,中等专业学

校的学生人数快速增长 ,但普通中学在校生人数

增长缓慢 ,小学在校生数量呈下降趋势 ,这主要是

由于 1978年恢复高考制度所致 。这一时期 ,山东

经济基本处于农业经济阶段 。1978 年三次产业

结构为 33.3∶52.9∶13.8 ,到 1984年则转变为 38.2

∶41.1∶20.7 ,而三大产业从业人员结构由 1978年

的79.2∶12.3∶8.5 转变为 1985年的 68.6∶19.9∶

11.5 ,[ 2]这表明此阶段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

展开 ,尤其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实施 ,山东

省产业结构完成了一次产业结构的转换 ,即第一

产业比重下降 ,第二 、三产业比重上升。这一阶段

经济增长主要源于经济体制改革等制度性因素 ,

但经济初步发展促使原先基础薄弱的高等教育 、

中等专业教育优先发展 ,表明人口文化素质水平

已开始向中高层水平发展 。由于人力资本效应的

滞后性 ,这一时期教育的发展主要是为经济进一

步增长打下坚实的智力基础 ,提供了必要的智力

准备 。

第二阶段(1985-1991)　这一阶段是山东工

业化起飞阶段 ,这一时期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

内生产总值持续增长 ,且增速基本在 10%以上。

九年义务教育得到巩固和强化 ,普通中学在校生

人数开始增长 ,中等专业教育持续增长 。产业结

构已由 1985年的 34.7∶43.1∶22.2转变为 1991年

的28.8∶41.2∶30.0 ,第二产业依然是支柱产业 ,第

三产业得到长足的发展。第一阶段高等教育和中

等专业教育所培养的人才恰好陆续进入工作岗

位 ,满足了二 、三产业发展的人才需求。此时 ,教

育发展与经济发展呈现出相互促进 、共同发展的

态势 ,人口文化素质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日益显现。

这一时期 ,经济发展与人口文化素质的正相关关

系初见端倪。

第三阶段(1992-1998)　山东省已完成工业

化起飞阶段 ,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产业结构已

由 1992 年的 24.3:45.5:30.2 调整为 1998 年的

17.0:48.3:34.7 ,第二产业比重有所增大 ,第三产

业比重大幅度上升 。这一时期 ,山东经济基础雄

厚 ,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尤其是二 、三产业的持续

增长。与此同时山东省高等教育 、中级教育和小

学教育进入平稳 、持续发展阶段 ,各级教育在校生

人数均呈递增趋势 ,尤其是中等专业教育发展势

头喜人 ,可见这一时期山东省人口文化素质进入

全面提升时期。主要原因是进入工业化中期阶

段 ,伴随着二 、三产业的持续增长 ,必然对受过中

等以上教育的人才的需求量增大 ,经济发展促使

高等教育 、中等专业教育迅速发展 ,在校生人数快

速增长 ,从而进一步促使山东人口文化素质向中

高层次提升。而高素质的人才又支持 、促进了经

济的持续增长 ,形成良性循环 。总之 ,这一时期人

口文化素质与经济发展的正相关关系日益凸显。

通过以上分析 ,可知山东省人口文化素质与

经济发展呈正相关关系。人口文化素质的提高一

方面为技术进步 、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高素质的

劳动力 ,提高了生产力水平 ,另一方面促进了经济

技术的可持续发展 ,增强了经济增长后劲。

　　四 、结论及解决途径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 ,改革开放以来 ,在山东省

经济显著发展的同时 ,人口文化素质也得到了长

足的发展 ,但通过横向比较分析可知 ,尽管目前山

东省在全国的经济地位举足轻重 ,但人口文化素

质却居全国中等偏下水平 ,某些指标甚至低于部

分西部省区。经济发展与人口文化素质具有相辅

相成的关系 ,具有一定文化素质和掌握一定技能

的人力资源既是与生产要求相适应的现实生产

力 ,也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 。山东省人

口文化素质较差的现状与其经济强省的地位不相

符合 ,必将影响山东省经济进一步发展 ,导致经济

增长后劲不足 。

与此同时 ,新时期山东产业结构升级优化对

劳动力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 。进入“九五”以来 ,

供求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 ,买方市场的形成标志

着从数量方面调整产业结构的任务已告一段落 ,

产业结构升级将是山东新一轮的经济结构调整的

核心内容 。只有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发展一系列技

术相对密集的产业 ,才能扩大市场 ,保证山东省经

济能够持续增长;而产业结构升级以劳动力素质

升级为先决条件 ,没有劳动力素质的迅速提升 ,没

有劳动力素质结构的升级 ,产业结构升级只能是

一句空话 。

根据人力资本理论 ,目前解决山东人口文化

素质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问题的正确途径是: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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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人力资本投资 ,提高人口文化素质 ,使人力资本

成为经济发展的发动机。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力

资本投资是为了提高人的素质所进行的投资 ,包

括对人的体力 、智力和能力等方面的投资 ,其投资

范围主要包括正规教育 、培训学习 、医疗保健等方

面的费用支出。人口文化素质是人力资本存量的

重要组成内容 ,教育是提高人口文化素质的主要

手段和主要投资方式 。针对山东省人口文化素质

现状和经济发展的人才需求 ,当务之急是在继续

贯彻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基础上 ,在有条件的地区

开始普及 12年义务教育 ,在农村 ,重点解决青壮

年文盲问题 ,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同时在全面提升

人口文化素质的基础上 ,大力发展与产业结构调

整相适应的职业技术培训 ,提高人口技能水平 ,这

对山东教育而言 ,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十年树

木 ,百年树人” ,人口文化素质的提升是一个长期

的渐进过程 ,短时期内难以改观 ,因此需要领导者

要有超前的眼光和切实的举措促使人口文化素质

的提高与经济科技的发展做到协调有序 ,使人口

文化素质与产业结构调整相适应。

总之 ,人口多 、老龄化速度加快是山东省人口

发展趋势的基本特征。在知识经济的今天 ,知识

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已由 20 世纪初的 5%-

20%,增加到 80%。面对这种事实 ,目前在继续

严格控制人口增长 、不断完善老龄工作的同时 ,应

采取多种手段大力提高人口文化素质 ,变人口压

力为人口动力 ,从而实现山东省经济可持续增长 ,

使山东经济能够在新时期再创辉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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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结语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理解就是翻译。任何译本译

文都是译者个人理解的产物。同一原作的不同译本之间

必然有相似和差异 ,这是由译者认知语境构建的不同造成

的。限于篇幅 ,本文只讨论了译者的认知语境对于理解过

程的决定作用 ,其实它同样决定了译者将搜索到的匹配的

图式形成译入语的过程 ,关于这一方面有待于进一步的研

究。应该认识到 ,认知语言学 、心理语言学的发展已为翻

译心理的研究提供了发展的契机 ,我们期待更多有关翻译

心理研究的成果。

　　参考文献:
　　[ 1] Bassnet t Susan.Researching Translation Studies:The Case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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