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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结构升级下高等教育学科结构的优化

——基于供给侧视角

徐  岚  朱瑶丽 

摘  要：高等教育学科结构一定程度上是产业结构的缩影，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着高等教育学科结构的调整，

学科结构对产业结构具有反作用。近十年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产业结构也处在调整和升级的关键期，这对高等教

育学科结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利用 2006—2015 年我国高等教育学科结构和产业结构的相关数据，运用典

型相关分析法对两者的互动关系进行了量化分析，并提出一些建议：从供给侧视角理顺政府、高校和社会的关系，

通过完善动态预测机制、做好学科规划调控学科规模、建立监督反馈机制来促进高等教育学科结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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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潘懋元认为“高等教育要受经济、政治、文化等的

制约，并对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的发展起作

用 [1]。”这是高等教育与社会互动关系的体现。伯顿·克

拉克认为“高校是由院校和学科专业共同组成的纵横

交叉的组织形式 [2]。”学科专业是高等教育实现人才

培养功能的基础要素和重要载体，既体现着高校的办

学定位与培养特色，也规定着人才培养的类型、方向和

层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并影响着社会发展对人才的

需求规格。“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以市场为主要调节

手段的国家，其高等教育学科专业结构就是产业结构

的缩影 [3]。”首先，产业结构影响甚至决定着高等教育

学科的设置，高等教育的四大功能是人才培养、科学研

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这四大功能的实现都是

通过人才实现的，人才只有在适合的社会岗位上才能

发挥其作用。其次，产业结构的升级变化要求高等教

育学科结构也进行相应的调整，经济的不断发展带来

产业结构的调整，所需要的人才结构也就相应地发生

了变化，其知识结构、知识的广度、深度等都要进行相

应的调整。第三，高等教育学科结构对产业结构具有

反作用，合理的高等教育学科结构对产业结构的升级

起着推动促进作用，反之起着阻碍作用。

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事业获得了长足发展，

2002 年我国迈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预计 2019 年

将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但是随着我国高等教育

和经济的快速发展，长期在需求侧主导下过分强调高

等教育的外部关系规律，导致高等教育数量与质量矛

盾问题逐渐显现，高等教育学科结构与产业结构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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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也日益凸显。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对高素质、

专业化人才提出了数量需求和更高的质量要求，但自

高校扩招以来，一方面毕业生人数虽持续增长，大学生

就业率却持续低迷，每年都是最难就业季，出现“库存

过大”现象 [4]；另一方面有些岗位，如制造业、服务业等

持续出现招工难、用工荒，难以招到合适的专业技能型

人才，出现“供给不足”现象。究其结构性失衡出现的

主要原因，乃高等学校追求规模发展，学科设置追求大

而全，导致同质化或重复建设现象严重，学科专业设置

与市场需求脱节，与产业结构不匹配，导致供需结构失

衡、毕业生出现结构性失业、高等教育对经济发展和产

业结构调整的推动作用难以发挥。

当今世界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学科结

构是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需求的集中反映，产业结构

的优化升级需要专业人才来推进，只有学科结构与产

业结构相匹配、相适应，才能实现资源的最优化配置，

促进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供给侧”是近年来最

具影响力的命题之一，是与“需求侧”相对应的概念，

最初出现在经济领域，后来慢慢延伸到教育领域。高

等教育供给侧改革的提出是立足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

的现实基础之上，是高等学校转型、学科优化的现实

状况所需要的。其根本目的是提高供给质量和人才

培养质量，以高等教育的供给侧或供给端为突破口，

对高等教育相关要素的配置进行优化调整，矫正要

素配置扭曲问题，提高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效率和

质量 [5]。基于以上背景，通过对我国高等教育学科

结构和产业结构的现状进行分析，明晰两者之间的

关系，探讨如何在产业结构升级的背景下从学科供

给端来进一步优化学科设置，实现高等教育资源的

最优配置，进而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具有理论和

现实的双重意义。

二、我国高等教育学科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关系

实施经费分配机制改革和高校扩招以来，我国高

等教育获得了长足发展，在规模上位居世界高等教育

第一大国之位，基本形成了多类型、多层次、多学科的

高等教育体系。改革开放和实行市场经济以来，我国

经济高速发展并已跃身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科技

创新、知识创新为核心要素的经济增长新模式大大推

动了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和升级，我国产业结构

的重心实现了从“第二产业、第一产业、第三产业”到

“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第一产业”再到“第三产业、第

二产业、第一产业”的演变。

（一）高等教育学科结构现状

如表 1 所示，2006—2015 年我国的高等教育毕

业生规模逐年扩大，从 2006 年的 1,726,674 人增长到

2015年的3,585,940人，增长了107.68%。从横向来看，

2006—2015 年间工学始终是占主导地位的学科，其毕

业生人数占比稳居第一位，毕业生比例维持在 31% 以

上；其次是文学（外语、艺术）、管理学和理学，2006 年上

述三类学科毕业生人数占比分别为 16.41%、14.99% 和

11.28%，2015 年分别为 19.11%、19.11% 和 7.13%，以

上四类学科的毕业生人数占比在 2015 年达到 78.27%；

规模最小的是历史学和哲学，2006 年其毕业生人数占

比分别为0.61%和0.08%，2015年进一步下降到0.49%

和 0.06%。可见偏应用性学科与社会需求的联系较为

紧密，毕业生规模较大，而偏基础性又是软性的学科所

占比重较小。从纵向来看，与第一产业相关度较大的

农学毕业生规模不断减小，占比从 2006 年的 2.13% 减

少到 2015 年的 1.70%，这与第一产业在我国产业结构

中的变化趋势是一致的；与第二产业相关度较大的理

学和工学所占比例一直较高，但稳中有降，从 2006 年

的 44.62% 下降到 2015 年的 40.05%，其中理学呈逐年

减少趋势，工学则呈增减波动变化；与第三产业相关度

较大的学科规模变化趋势不一，管理学和文学主要呈

增势，且规模增长较快，法学主要呈下降趋势，由 2006

年的 5.30% 下降到 2015 年的 3.66%，下降比例较大，

历史学虽然也呈下降趋势，但是下降较少，而经济学、

教育学、哲学和医学所占比例主要是内部波动变化，且

变化幅度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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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我国高等教育各学科毕业生构成  单位：人、%

年份 毕业生数总计
学            科

农学 理学 工学 经济学 管理学 教育学 文学 法学 哲学 历史学 医学

2006 1726674 2.13 11.28 33.34 6.06 14.99 3.58 16.41 5.30 0.08 0.61 6.22

2007 1995944 2.17 11.43 31.75 6.35 15.20 3.63 17.32 5.31 0.07 0.62 6.15

2008 2256783 2.02 11.15 31.22 6.27 15.78 3.59 18.03 5.15 0.07 0.56 6.16

2009 2455359 1.91 10.77 31.10 6.14 16.27 3.53 18.68 4.77 0.07 0.55 6.21

2010 2590535 1.87 10.39 31.39 6.11 16.64 3.49 18.82 4.42 0.08 0.53 6.26

2011 2796229 1.83 9.98 31.63 6.17 16.91 3.40 19.24 4.22 0.08 0.51 6.03

2012 3038473 1.77 9.68 31.75 6.20 17.39 3.42 19.35 4.00 0.07 0.51 5.86

2013 3199716 1.84 7.78 33.09 6.05 17.98 3.27 19.60 3.83 0.06 0.49 6.01

2014 3413787 1.75 7.48 33.17 6.04 18.57 3.29 19.21 3.80 0.06 0.49 6.14

2015 3585940 1.70 7.13 32.92 6.12 19.11 3.46 19.11 3.66 0.06 0.49 6.24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7—2016 年整理得出。为方便统计，将 2013—2015 年艺术类的毕业生数归到文学类上。

（二）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高速发展，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飞速，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显著提升，产业结构调

整升级的步伐也随之加快。从表 2 可以看出，我国的产业结构在不断调整中渐趋合理。从横向来看，我国产业结

构的重心演变轨迹是从第二、第一产业为主到以第三产业为主；产业升级路径是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到资本密集型

产业再向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产业转移。2006 年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生产总值的比例为 10.6:47.6:41.8，2015

年这一比例变化为 8.9:40.9:50.2。纵向来看，总体发展趋势是第一产业比重缓慢下降，十年间下降了 1.7%；第二

产业在 2011 年之前一直稳居主导地位但比重稳中有降，十年间下降了 6.7%；第三产业自 2012 年起迅猛发力，连

续 4 年保持比重迅速上升态势，2015 年占比达到 50% 以上，超越第二产业成为产业结构的重心，十年增长幅度为

8.4%。

与产业结构调整相对应的是就业人员结构的变化，表 3 说明 2006—2015 年我国就业人口呈逐年增加态势。

根据“配第—克拉克”定理，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

然后再向第三产业转移 [6]。从横向来看，我国三大产业就业人员结构总体呈现出重心由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

业转移的发展趋势，比重由2006年的42.6:25.2:32.3变成2015年的31.4:30.1:38.5，这与“配第—克拉克”定理相符。

从纵向来看，具体表现为第一产业的就业人员人数不断减少，比重不断下降且速度较快，从 2006 年的 42.6% 下降

到 2015 年的 28.3%，下降了 14.3%，第二产业的就业人员人数先增后减，比重也是先升后降，2006—2012 年比重

增长了 5.1%，从 2013 年开始呈现缓慢下降的趋势，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员人数和比重呈逐年增加的趋势，从 2006

年的 32.3% 到 2015 年的 42.4%，增长了 10.1%，增长迅猛。

                                                                    表 2  我国三大产业生产总值构成  单位：亿元、%

年份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生产总值 比重 生产总值 比重 生产总值 比重

2006 23317 10.6 104361.8 47.6 91759.7 41.8

2007 27788 10.3 126633.6 46.9 115810.7 42.9

2008 32753.2 10.3 149956.6 46.9 136805.8 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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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生产总值 比重 生产总值 比重 生产总值 比重

2009 34161.8 9.8 160171.7 45.9 154747.9 44.3

2010 39362.6 9.5 191629.8 46.4 182038 44.1

2011 46163.1 9.4 227038.8 46.4 216098.6 44.2

2012 50902.3 9.4 244643.3 45.3 244821.9 45.3

2013 55329.1 9.3 261956.1 44.0 277959.3 46.7

2014 58343.5 9.1 277571.8 43.1 308058.6 47.8

2015 60870.5 8.9 280560.3 40.9 344075 50.2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7—2016 年整理得出。

                                                            表 3  我国三大产业就业人员构成  单位：万人、%

年份 总计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就业人员 比重 就业人员 比重 就业人员 比重

2006 74978 31941 42.6 18894 25.2 24143 32.2

2007 75321 30731 40.8 20186 26.8 24404 32.4

2008 75564 29923 39.6 20553 27.2 25087 33.2

2009 75828 28890 38.1 21080 27.8 25857 34.1

2010 76105 27931 36.7 21842 28.7 26332 34.6

2011 76420 26594 34.8 22544 29.5 27282 35.7

2012 76704 25773 33.6 23241 30.3 27690 36.1

2013 76977 24171 31.4 23170 30.1 29636 38.5

2014 77253 22790 29.5 23099 29.9 31364 40.6

2015 77451 21919 28.3 22693 29.3 32839 42.4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7—2016 年整理得出。

（三）产业结构偏离度

在经济学中，结构偏离度是用来衡量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匹配程度和对称状态的指标 [7]。产业结构偏离

度则是指各产业的增加值比重和就业比重之比与 1 的差。“结构偏离度的绝对值越小，表示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

的关系越协调，结构偏离度等于零，说明此时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关系完全协调，处于最佳状态 [8]。若某一产

业的结构偏离度为正，则表示该产业的增加值比重大于就业比重，说明该行业劳动生产率相对较高，存在劳动力

转入的可能，反之则表明该行业产值低，劳动力生产率相对不高，存在劳动力转出的可能。根据表2和表3的数据，

可计算出各年份三大产业对应的结构偏离度，见表 4。整体上就绝对值来看，三大产业的结构偏离度均有所减小，

从 2006 年的 0.7512、0.8889、0.2981 演变成 2015 年的 0.6855、0.3959、0.1840，这表明我国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

的关系越来越趋于协调。从横向来看，只有第一产业的结构偏离度为负，第二、第三产业的结构偏离度都为正，这

说明三大产业与就业结构的匹配度、协调性存在显著差别，第一产业与就业结构的协调性最差，第三产业与就业

结构的协调性最好，第二产业次之。从纵向来看，第一产业结构偏离度一直小于零，说明产业比重小于就业比重，

该行业产值小，劳动生产率不高。第二产业结构偏离度不断减小，且减小速度很快，说明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失

衡的问题得到有效改善，生产效率提高，存在劳动力转入的可能。第三产业结构偏离始终是最小的，且减小的趋

势较缓慢稳定，说明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互动性和协调性最好，这与第三产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不断增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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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机制灵活的特点分不开，未来还可能承接更多的

转入劳动力。

                   表 4  三大产业结构偏离度  单位：%

年份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2006 -0.7512 0.8889 0.2981

2007 -0.7475 0.7500 0.3241

2008 -0.7399 0.7243 0.2892

2009 -0.7428 0.6511 0.2991

2010 -0.7411 0.6167 0.2746

2011 -0.7299 0.5729 0.2381

2012 -0.7202 0.4950 0.2548

2013 -0.7038 0.4618 0.2130

2014 -0.6915 0.4415 0.1773

2015 -0.6855 0.3959 0.1840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7—2016 年整理得出。

（四）高等教育学科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关系

在了解我国高等教育学科结构和产业结构发展

现状的基础上，为了进一步探究我国高等教育学科结

构和产业结构的互动关系，本研究选取 2006—2015 年

我国普通本科分学科毕业生数据和国内生产总值构成

数据，为了便于研究和统计根据各学科的性质将 12 个

学科划分成 6 个指标：分别是农学类 X1、人文类 X2（哲

学、文学）、理工类 X3（理学、工学）、经管类 X4（经济学、

管理学）、教育类 X5、医学类 X6，根据《国民经济行业

分类》将产业结构划分成：第一产业 Y1（农、林、牧、渔）、

第二产业 Y2（工业、建筑业）、第三产业 Y3（服务业）3

个指标。本研究采用典型相关分析，利用两组变量的

综合变量 U1 和 V1 的相关关系可以从总体上把握学

科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关系，弥补了简单线性回归的不

足。

由于高等教育学科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单位不

同，所以采用标准化系数。从表 5 可以看出，学科结

构和产业结构共提取了三对综合变量，对典型相关

系数进行显著性检验后，发现三对变量的显著性分

别为 0.017、0.281 和 0.859，只有第一对综合变量的

显著性小于 0.05，故可以拒绝零假设，采用第一组典

型变量系数，认为高等教育学科结构和产业结构之

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也可用高等教育学科结构的

变量组来解释产业结构的变量组。表 6 是学科结构

指标的原始变量与其对应的典型变量 U 之间的相关

分析，学科结构指标的相关系数均为正数，说明学科

结构指标均与典型变量 U 呈正相关，且通过典型变

量 U 与产业结构指标呈正相关。同理，表 7 表明产

业结构指标均与典型变量 V 呈正相关。根据分析得

出学科结构的综合变量 U1=0.805X1+0.614X2+1.532

X3+1.233X4+0.274X5+0.024X6，产业结构的综合变量

V1=4.496Y1+14.146Y2+17.145Y3。从高等教育学科结

构的典型相关方程中可以看出，在学科结构中起主导

作用的是理工类 X3（理学、工学），其载荷量为 1.532，

其次是经管类 X4（经济学、管理学），其载荷量为 1.233，

医学类 X6 和教育类 X5 所起的作用较小，载荷量分别

为 0.024 和 0.274。从产业结构的典型相关方程中可

以发现第三产业 Y3 起主导作用，载荷量为 17.145，其

次是载荷量为 14.146 的第二产业 Y2 的影响大，第一

产业 Y1 所起的作用最小。综合分析可推断出经管类

与第三产业的互动性较强，对第三产业的贡献值较大，

要想第三产业得到更好更快的发展，必须要大力发展

经管类学科，培养经管类人才。理工类与第二产业的

匹配性较高，理工类人才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

第二产业。第一产业的载荷量虽然较小，但保持正值，

说明其发展较为稳定。

典型冗余分析用来说明典型变量对原始变量组

整体的变异解释程度，即对高等教育学科结构和产业

结构的解释程度。第一典型冗余表示组内变异，即典

型变量对自身变量组的解释程度，第二典型冗余表示

组间变异，即第二组的典型变量对第一变量组的解释

程度。从表 8 可以看出，高等教育学科结构的典型变

量 U1、U2、U3 对自身变量组的解释程度分别为 0.062、

0.065、0.166，产业结构的典型变量 V1、V2、V3 对其解

释程度分别为 0.598、0.061、0.046；产业结构的典型变

量 V1、V2、V3 对自身变量组的解释程度分别为 0.849、

0.133、0.018，学科结构的典型变量 U1、U2、U3 对其解

释程度分别为 0.844、0.124、0.005，综合比较而言，第一

对典型变量的解释程度较高较好，可以说明高等教育

学科结构和产业结构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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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典型相关系数显著性检验

典型相关系数 Wilk’s df Sig.

1 0.997 0.0000 18 0.017

2 0.965 0.049 10 0.281

3 0.529 0.72 4 0.859

表 6  学科结构典型变量系数

U1 U2 U3

X1 0.805 -2.205 4.063

X2 0.614 -0.304 8.524

X3 1.532 -1.08 19.226

X4 1.233 -3.75 20.991

X5 0.274 -0.734 1.983

X6 0.024 -0.026 1.441

表 7  产业结构典型变量系数

V1 V2 V3

Y1 4.496 -10.521 15.398

Y2 14.146 -33.409 62.926

Y3 17.145 -42.969 76.219

表 8  典型变量对学科结构、产业结构的解释程度

典型变量 第一典型冗余 第二典型冗余

D1 0.602 0.598

D2 0.065 0.061

D3 0.166 0.046

I1 0.849 0.844

I2 0.133 0.124

I3 0.018 0.005

三、产业结构升级下学科结构的优化策略

无论是理论层面还是实际层面，高等教育学科结

构和产业结构之间都有着很强的相关性，产业结构的

升级、就业结构的变化都要求高等教育学科结构也要

进行一定的优化。高等教育“供给侧改革”是通过对

供给端相关要素配置的改革来提高高等教育供给质量

和人才培养质量，高等教育的供给主体包括政府、高校

和社会三方面，高等教育供给结构包括层次结构、类型

结构、科类结构、布局结构等。在高等教育学科结构的

优化中，政府是调控者，高校是实施者，社会是监督者，

理顺三方关系，明确各方职责是优化高等教育学科结

构、实现高等教育资源最优配置的可行之路。

（一）政府：做好宏观调控，完善动态预测机制

政府在高等教育中主要充当宏观调控者的角色，

要把握产业发展和教育发展的大局，建立或完善人才

需求预测机制。充分利用教育部资源、统计局资源等，

对产业结构的发展和调整动向进行实时监控和预测，

及时准确地了解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以便高等学校能

够根据社会或产业发展来调整学科结构和各学科人才

的培养数量和质量，减少或者避免了社会和高校信息

不对称现象的发生，更好地对接产业结构的升级，实现

教育资源的最优配置，满足社会所需。另外，政府要建

立或完善学科动态调整机制，制定学科结构战略性调

整政策，从整体上建立更加灵活的高等教育学科进退

机制，对待新兴学科要鼓励，对待传统优势学科要支

持，对待衰落学科要归并、裁撤。

（二）高校：做好学科规划，调控学科规模，优化学

科结构

高等学校作为高等教育服务的直接提供者，对学

科结构的设置起着源头式的主导作用，要担负好实施

者的角色，根据自身发展实际和产业结构动向做好学

科规划、优化学科设置、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发挥社会

服务功能。在高等教育数量与质量的两难矛盾下，高

校要认清自己的角色和地位，明确自己的优势和短板，

注重优势学科的发展，避免盲目追求学生规模以及学

科体系的大而全，要注重发挥自然优势和社会优势，办

出自己的特色，与社会经济相对接，引领、服务于社会

经济发展。

结合对高等教育学科结构与产业结构关系的分

析，高校要把控好各学科的发展规模，对不同的学科灵

活采取不同的发展策略，适应未来产业结构的变化趋

势，对接未来发展的人才需求。对与第三产业密切相

关的学科要给予大力支持，可以有针对性地扩大其发

展规模。要重视经管类学科的发展，适当地扩大其规

模，满足产业结构调整的需求，对人文类学科主要是稳

定培养规模，提高培养质量，医学类学科的发展空间较

大，要适当增加医学类的投入，扩大医学类人才的产

出；对与第二产业相关度较高的理工类学科，在规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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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保持现状稳定，侧重内部结构的优化，提升学科

的内在质量，培养适应现代化企业需求的人才；对与

第一产业相关度较高的学科，农学类学科的发展空间

较小，要注意其在林、牧、渔业上的贡献，走新型农业、

现代化农业发展道路；要建立、发展新兴学科和交叉

学科，这是高等教育学科结构调整或优化的一大趋势。

产业结构的调整催生了一批对口的新兴学科或交叉学

科，以适应现代产业发展所需要的人才的变化。构建

以学科群为基础的发展平台，加强新老学科的整合，发

展新的学科增长点，加强各学科间的横向联系，打破学

科专业壁垒，合并相似或联系密切的学科，跨学科设置

交叉学科专业 [9]。

（三）社会：建立监督反馈机制，加强第三方学科

评估

社会在高等教育中的角色主要是监督者、评价

者、反馈者，要建立相应的第三方中介评价制度、监督

制度和外部质量保障体系。社会要积极参与学科评估，

通过调查等各种手段来收集高等教育资料，提高和保

障高等教育学科设置的科学性、合理性、先进性，为高

等教育学科结构调整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社会是市

场或企业的代表者，作为代理的第三方评估机构要定

期、积极了解产业结构的发展现状和企业对人才的

需求动向，并及时反馈给高校，以便高校调整人才培养

计划，更好地满足市场所需，减少供需不平衡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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