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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结构、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的

相关性分析
———以安徽省为例

汤 建
( 厦门大学 教育研究院，厦门 361005)

摘 要: 高等教育结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三者之间的关系表明，高等教育要想更好地

发挥其经济功能和社会作用，适应并引领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关键在于三者之间互动与

关联机制的形成。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灰色关联法，分别对高等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高

等教育结构与就业结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相关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 第一，安

徽省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呈现良性的互动关系; 第二，安徽省产业带动就业的方向开

始转变，第三产业容纳新增就业力量的能力有所加强，成为三大产业中吸纳和扩大就业的

中坚力量; 第三，相对于其他学科，与第三产业相关的学科更能适应安徽省经济社会的发

展需求; 第四，安徽省目前的学科结构呈现一种“偏振型”状态，存在结构性就业矛盾。因

此，要加强高等教育结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三者之间的互动与关联，以高等教育结构

调整为龙头，使之匹配、适应乃至引领区域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变化，从而不断促进产

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在更大程度上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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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迅速，但长期以来需求侧改革的思路却导致有效供给不足与有效需

求乏力之间的矛盾，改革的实际成效并不尽如人意。2015 年国家提出供给侧改革，因此有学者

提出从供给侧思考高等教育改革，以期提高高等教育改革的质量和效益。现实中，高等学校毕业

生作为高等教育的供给侧要素，面临着结构性失业问题。然而，大学生就业并不是孤立存在的，

它是人才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被置于经济结构调整、高等教育结构优化、产业结构升级、建

设创新型国家的大背景下考虑。高校毕业生就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与高等教育系统

内部的人才培养质量、结构、规模紧密相关，还受到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高等教育结构需要适

应产业结构的调整，为产业结构的优化提供合理的劳动力结构。但高等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的

良性互动关系的形成，需要就业结构的反馈。产业结构、高等教育结构和就业结构协调发展，可

以有效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促进社会经济的稳定增长和高等教育的内涵发展。

因此，需要处理好高等教育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三者之间的关系，更好地发挥高等教育

的功能。研究表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与经济发展具有高度的同构性［1］。在知识密集型产业领

域，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与收入成正比［2］。也就是说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3］，且就

业结构和产业结构会出现结构性变迁规律。此外，就业结构合理化对经济稳定起正向作用［4］。

本文以安徽省为例，从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高等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高等教育结构与就业结

构 3 个方面，分析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以期为安徽省高等教育结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协

调发展提出优化建议。

一、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互动关系

就业结构主要是指劳动力在不同行业、部门和地区间分布的数量对比关系［5］。在此主要分

析劳动力在三大产业中的分布结构。产业结构作为经济结构中的关键要素［6］，一般采用三大产

业分类法，分为第一产业( 产品直接取自自然界的部门，如农业、林业、渔业等) 、第二产业( 对初

级产品进行再加工的部门，如工业、制造业和建筑业等) 和第三产业( 为生产和消费提供各种服

务的部门，如文教卫体娱乐业、服务业和运输业等) 。

( 一) 指标选取

采用“就业弹性”来反映就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学界的通常做法。就业弹性在数值

上等于就业人数增长率 /GDP 增长率［7］。它指的是经济增长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所带动的就业

增长率，表示经济增长对就业人员的吸纳程度。即就业弹性系数越大，说明经济增长对就业的带

动效应越大; 反之，则会出现经济正增长而就业减少或经济负增长而就业增加的现象［8］。本文

以 2006—2014 年安徽省三大产业的 GDP 增长率及各产业中就业人数增长率为测量指标。那

么，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系数 = 就业人数增长率 /GDP 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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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安徽省三大产业就业弹性分析

通过对安徽省统计局官方网站和《安徽统计年鉴》( 2006—2014 年) 中的相关数据进行统计

处理后，绘制成表 1。从表 1 中可以看出，2006—2014 年，安徽省的 GDP 增长虽然迅速，但总体

就业人数增加值比率却较低，平均不足 0． 3%，表明在 GDP 增长背景下，总体就业呈振动滞后变

化。安徽省第一产业就业弹性系数除了 2010 年和 2011 年外，均为负值，说明第一产业创造的产

值并未减少; 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量的下降，说明由第一产业带来的经济增长并未对就业起到明

显的带动作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就业弹性系数均为正值，说明第二、三产业对劳动力的吸

纳能力处于相对稳定的态势。相对来说，2006—2011 年，第三产业的就业弹性系数较大，即第三

产业的经济增长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所带来的就业增长更胜一筹。2011 年之后，在三大产业

中，第二产业创造就业机会的能力则更强。

表 1 安徽省三大产业就业弹性统计表

时间
就业人数增长率( % )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GDP 增长率( % )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就业弹性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2006 － 0． 024 0． 066 0． 056 0． 046 0． 207 0． 120 － 0． 522 0． 319 0． 467

2007 － 0． 058 0． 083 0． 094 0． 187 0． 243 0． 167 － 0． 310 0． 342 0． 563

2008 － 0． 029 0． 071 0． 064 0． 182 0． 246 0． 159 － 0． 159 0． 289 0． 403

2009 － 0． 017 0． 028 0． 053 0． 055 0． 168 0． 132 － 0． 309 0． 167 0． 402

2010 0． 011 0． 021 0． 017 0． 156 0． 312 0． 145 0． 071 0． 067 0． 117

2011 0． 010 0． 022 0． 023 0． 166 0． 291 0． 186 0． 060 0． 076 0． 123

2012 － 0． 042 0． 066 0． 057 0． 081 0． 132 0． 131 － 0． 519 0． 500 0． 435

2013 － 0． 040 0． 056 0． 044 0． 041 0． 105 0． 168 － 0． 976 0． 533 0． 262

2014 － 0． 037 0． 036 0． 029 0． 055 0． 066 0． 123 － 0． 673 0． 833 0． 236

注: 为方便统计，表 1 中就业人数增长率和 GDP 增长率数据为实际数据的 1 /100

进一步分析，根据《安徽统计年鉴》对三大产业结构分类的统计，第三产业中传统服务行业

所占比例略呈下降趋势，新兴服务行业蓄势待发。相对于知识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领

域，“资本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增幅呈显著提升状态［9］。另外，根据安徽省就业

局 2011—2015 年发布的《全省就业失业动态监测情况报告》( 见表 2) : 近年来，三大产业的需求

人数均呈下降趋势，而三大产业的年度需求却呈稳定增长趋势，也就是说在当前经济增速放缓的

情况下，安徽省的就业情况在三大产业中均表现较好，带动用工需求持续增加。从三个产业的需

求所占比重来看，安徽省第一、二产业的需求比重呈下降趋势，第三产业的需求比重呈上升趋势。

这说明，在经济增速放缓的情况下，第三产业带动就业增长的作用更大。可见，安徽省产业带动

就业的方向发生了转变，尽管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仍然较低，但第三产业容纳新增就业人口的能

力却在不断增强。也就是说，安徽省的第三产业将成为三大产业中吸纳和扩大就业人口的中坚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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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安徽省三大产业的需求人数

时间
第一产业

需求人数 需求比重( % )

第二产业

需求人数 需求比重( % )

第三产业

需求人数 需求比重( % )

2011 78 944 3． 74 1 126 054 53． 31 907 364 42． 95

2012 63 024 3． 23 1 020 712 52． 39 864 475 44． 38

2013 69 998 3． 10 1 217 948 53． 93 970 426 42． 97

2014 80 225 3． 43 1 260 193 53． 94 995 817 42． 62

2015 63 093 3． 13 1 004 938 49． 85 947 875 47． 02

二、高等教育结构与就业结构的互动关系

就业结构即劳动力分配结构，是影响高等教育结构的重要因素之一。高等教育结构是一个

多维复杂的综合结构，包括内部结构( 学科专业结构、课程结构、队伍结构) 和外部结构( 地域结

构、层次结构和形式结构) 。这里主要讨论其内部结构中的学科结构。学科结构作为高等教育

结构的微观层面之一，反映的是高等教育培养不同专业领域人才的横向结构，可以选用各学科的

高校毕业生数来反映。学科结构是高等教育结构的子系统。对一个系统发展的变化态势进行量

化度量，最适宜的选择是灰色关联度分析方法，该方法还适用于样本量不足的总体。因此，通过

主成分分析法建立相应的综合指标模型，在主成分分析的基础上建立灰色关联模型，分析就业结

构与高等教育结构之间的关系。相关数据来源于《安徽省统计年鉴》，经整理 2006—2014 年安

徽省高校毕业生各学科人数和各产业的就业人数，绘制出 2006—2014 年安徽省高校毕业生各学

科人数表( 见表 3) 以及三大产业就业人数表( 见表 4) 。

表 3 2006—2014 年安徽省高校毕业生各学科人数

单位: 人

时间 哲学 经济学 法学 教育学 文学 历史学 理学 工学 农学 医学 管理学

2006 101 6 682 6 284 17 055 19 143 661 9 798 45 869 2 105 14 065 22 420

2007 71 7 965 7 743 18 861 22 338 525 11 376 58 754 2 900 16 763 33 913

2008 55 9 621 5 774 16 631 25 825 523 12 960 63 386 2 994 17 674 35 677

2009 56 10 716 6 063 14 619 26 803 502 13 139 69 465 3 274 19 497 41 615

2010 50 5 514 3 087 3 916 14 889 557 13 807 25 601 1 970 6 960 14 047

2011 56 5 935 3 240 4 011 18 657 658 16 911 31 515 2 153 7 247 15 508

2012 57 6 279 3 227 3 832 18 926 651 17 841 36 056 2 216 8 832 16 941

2013 54 7 252 3 224 3 714 13 597 529 14 696 40 946 2 496 8 896 19 723

2014 52 7 517 3 466 3 603 13 254 497 15 260 47 114 2 616 9 393 23 088

因为学科结构各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特征，所以选择因子分析进行降维。首先，运用

SPSS21． 0 对表 3 数据做主成分分析。从提取的数据来看，变量的共同度较高，说明大部分变量

能被因子提取，因子分析的结果有效。由于只有两个因子的特征值大于 1，而且这两个特征值大

于 1 的因子贡献率占比达 89． 41%，所以，提取前两个因子作为主成分。通过主成分分析得出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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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主成分的模型为:

F1 = 0． 10X1 + 0． 33X2 + 0． 32X3 + 0． 33X4 + 0． 30X5 － 0． 18X6 － 0． 24X7 + 0． 36X8 +

0． 32X9 + 0． 36X10 + 0． 36X11 ( 1)

F2 = 0． 60X1 － 0． 25X2 + 0． 26X3 + 0． 28X4 + 0． 02X5 + 0． 042X6 － 0． 37X7 － 0． 11X8 －

0． 30X9 + 0． 04X10 － 0． 13X11 ( 2)

把两个主成分所对应的特征值与两个主成分总的特征值之和的比例作为权重，计算主成分

综合模型，即高等教育学科结构对就业结构影响的综合模型:

F = 0． 22X1 + 0． 19X2 + 0． 30X3 + 0． 23X4 － 0． 03X5 － 0． 27X6 + 0． 24X7 + 0． 17X8 +

0． 28X9 + 0． 24X10 ( 3)

其中，Xi( i = 1，2…11) 为高等教育各学科指标的标准值。

表 4 2006—2014 年安徽省三大产业就业人数

单位: 万人

时间
第一产业

人数 比重( % )

第二产业

人数 比重( % )

第三产业

人数 比重( % )
就业总人数

2006 1 741． 0 0． 47 835． 7 0． 22 1 164． 4 0． 31 3 741． 0

2007 1 639． 7 0． 43 904． 9 0． 24 1 273． 4 0． 33 3 818． 0

2008 1 592． 8 0． 41 968． 7 0． 25 1 354． 5 0． 34 3 916． 0

2009 1 566． 1 0． 39 996． 0 0． 25 1 425． 9 0． 36 3 988． 0

2010 1 583． 6 0． 39 1 016． 5 0． 25 1 449． 9 0． 36 4 050． 0

2011 1 598． 9 0． 39 1 038． 5 0． 25 1 483． 5 0． 36 4 120． 9

2012 1 531． 2 0． 36 1 107． 3 0． 26 1 568． 3 0． 38 4 206． 8

2013 1 469． 7 0． 34 1 169． 2 0． 27 1 637． 0 0． 39 4 275． 9

2014 1 415． 3 0． 33 1 211． 1 0． 28 1 684． 6 0． 39 4 311． 0

用同样的方法，得出就业结构对高等教育结构影响的综合指标模型为:

Y2 = － 0． 374Z1 － 0． 382Z2 + 0． 381Z3 + 0． 375Z4 + 0． 381Z5 + 0． 378Z6 + 0． 375Z7 ( 4)

其中，Zi( i = 1，2，…7，) 为就业结构各指标的标准值。

其次，运用 Microsoft Excel 进行灰色关联分析［10］。首先对原始数据( 参考数列和比较数列)

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即均值化处理; 然后对各个数据进行求差序列计算，求得各个数据与选取参

考数据的绝对差; 再求出两端极大值和极小值后，求得各列数据与参考数据的关联系数; 最后求

出各列数据的标准差和平均值，也就是各变量的相关系数。计算得出学科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关

联序为第三产业 ＞ 第一产业 ＞ 第二产业。同理，计算就业结构与高等教育学科结构的关联序为:

哲学 ＞ 农学 ＞ 经济学 ＞ 历史学 ＞ 理学 ＞ 文学 ＞ 工学 ＞ 管理学 ＞ 法学 ＞ 医学 ＞ 教育学。

另外，结合表 1 和表 3 可知，安徽省工学学科的毕业生在数量上不稳定，呈下降趋势，这一变

化与安徽省第二产业的产值变动趋势并不相符，与第二产业的占比趋势也不相符。通过以上分

析可知，安徽省高等教育结构与就业结构之间存在相关关系。一方面，高等教育各学科毕业生数

的变化会影响就业结构的调整。人文学科毕业生数对第一产业具有正向影响，其毕业生数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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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扩大第一产业的就业规模; 应用学科毕业生数的增加会扩大第二、三产业的就业规模; 基础学科

毕业生数的增加则会扩大第二产业的就业规模。另一方面，安徽省就业结构的变动会对高等教育

各学科结构产生影响。哲学、农学、经济学受影响较大，管理学、法学、医学和教育学等学科受影响

较小。可见，目前比较适应经济发展现状的是与第三产业相关( 主要服务于第三产业) 的学科。

三、高等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的互动关系

从理论上讲，学科结构与产业结构具有相辅相成的关系［11］。一方面，高等教育的学科结构

会影响人力资本的供给结构，高等教育机构培养的人才要到各个产业的工作岗位中就业，进而影

响就业市场结构的变化。一定的产业结构需要一定的专业人才，适应产业结构发展的学科结构

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所需的优秀人才，促进知识成果转化和经济的持续增长; 而与产业结构需求

失衡的学科结构会对产业结构产生一定的制约作用。另一方面，产业结构的变动会引发人才需

求结构的变化，经济增长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因此，高等教育学科结构

必须根据产业结构的调整而做出适当调整。

首先，我们分析安徽省高等教育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可以用产业总产值来表示产业产

值结构，就业结构则以高校毕业生数来表示，数据来源于《安徽统计年鉴》，采用 SPSS 21． 0 进行

相关分析，得到高等教育规模与经济增长相关性的分析结果( 见表 5) 。由表 5 可以看出，安徽省

高等教育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安徽省高等教育在

学科结构、知识成果转化和技术创新方面均取得到了一定的成效，能够有效促进产业结构的升

级。值得注意的是，在高校扩招形势下，安徽省高等学校毕业生在规模上的扩张快于经济结构调

整进程中新产业所提供的岗位数量。

表 5 高等教育规模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

总产值 毕业生数

总产值
Pearson 相关性 1 0． 914＊＊

显著性( 双侧) 0． 001

毕业生数
Pearson 相关性 0． 914＊＊ 1

显著性( 双侧) 0． 001

注:＊＊在 0． 01 水平( 双侧) 上显著相关

其次，分析高等教育学科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的相关性。一方面，高校毕业生数的增加与第

二、三产业增加的行业数之间呈正相关关系，说明高等教育各专业人才的培养能够促进产业结构

的优化升级。另一方面，产业结构一般用产业增加值在 GDP 中的比重来表示，以三大产业分别

所占比重作为反映产业结构的变量，以高等教育各学科专业的毕业生数作为反映高等教育结构

的变量，采用 SPSS 21． 0 进行相关分析，选取 Pearson 积差相关法分析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程度。

由表 6 可知，高等教育学科结构与产业结构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学科结构是影响产业结

构的重要因素，当学科结构趋向合理时，能有效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结合表 3 可知，目

前安徽省高等教育学科结构中所占比例最大的是工学，其次是理学，也就是说与第二产业相关的

学科占比很大，而与第一产业相关度较高的农学所占比例很小。另外，随着安徽省第三产业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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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教育学、法学、管理学和医学等与第三产业关联性强的学科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发展，但是与第

二产业相关的学科相比，其占比仍然较小。也就是说，安徽省学科结构呈现所谓的“偏振型”状

态［12］。这种偏振型的学科结构不利于产业的发展，形成的人才结构也无法与产业结构相匹配，

从而导致“就业难”和“招工难”并存的现象。

表 6 高等教育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相关性

学科 第一产业比重 第二产业比重 第三产业比重

哲学
Pearson 相关性 0． 799 － 0． 799 － 0． 782

显著性( 双侧) 0． 010 0． 010 0． 013

经济学
Pearson 相关性 0． 072 0． 014 － 0． 125

显著性( 双侧) 0． 854 0． 972＊＊ 0． 749

法学
Pearson 相关性 0． 739 － 0． 649 － 0． 780

显著性( 双侧) 0． 023 0． 058 0． 013

教育学
Pearson 相关性 0． 796 － 0． 706 － 0． 836

显著性( 双侧) 0． 010 0． 033 0． 005

文学
Pearson 相关性 0． 516 － 0． 476 － 0． 530

显著性( 双侧) 0． 155 0． 196 0． 142

历史学
Pearson 相关性 0． 351 － 0． 464 － 0． 272

显著性( 双侧) 0． 355 0． 208 0． 479

理学
Pearson 相关性 － 0． 771 0． 696* 0． 801

显著性( 双侧) 0． 015 0． 037 0． 009

工学
Pearson 相关性 0． 255 － 0． 148 － 0． 318

显著性( 双侧) 0． 507 0． 704 0． 405

农学
Pearson 相关性 － 0． 025 0． 127 － 0． 040

显著性( 双侧) 0． 949 0． 745 0． 919

医学
Pearson 相关性 0． 513 － 0． 426 － 0． 556

显著性( 双侧) 0． 158 0． 253 0． 120

管理学
Pearson 相关性 0． 284 － 0． 185 － 0． 340

显著性( 双侧) 0． 460 0． 634* 0． 371

注: * 在 0． 5 水平( 双侧) 上显著相关;＊＊在 0． 1 水平( 双侧) 上显著相关

四、高等教育结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三者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 3 点结论: 第一，安徽省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呈现良性的互动关

系。第二，安徽省高等教育结构、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当高等教育结构

与产业结构要求相适应时，高等教育就可以为产业发展提供合适够用的劳动力，从而促进产业的优

化升级。需要补充说明的是，高等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的互动和调适需要就业结构的媒介作用。

第三，产业结构对安徽省高校毕业生就业结构具有显著影响。高等教育各学科毕业生数的变化会

影响就业结构的调整，尤其是影响第三产业结构的调整。因此，我们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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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促进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发展

由上文分析知，安徽省第一产业占 GDP 的比重持续减少，第三产业占 GDP 的比重稳步上

升。第三产业承担的就业岗位日趋增多，因而需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但就目前而言，安徽省就

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矛盾比较突出，急需纠正［13］。因而政府应强调就业与经济增长并重，推动

由经济增长带动就业的模式向经济增长与就业协调发展的方向转变，促进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

二者之间的适配性，实现就业与经济的同步发展。高校应以区域产业结构的现状和发展趋势为

依据调整专业结构，使高校的专业结构能与产业结构有效对接。

此外，产业结构与大学生就业需求紧密相关［14］。大学生就业问题是安徽省乃至全国高等教

育必须面对且急需解决的难题。在理论上知晓了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的机理之

后，我们就需要在实践中采取措施促进二者的协调发展，因此结合安徽省产业发展现状和趋势，

通过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鼓励创业者进入第三产业领域，重点优先发展信息服务型、劳动密集

型、科技型等产业，积极扩大创业领域，发挥创业的就业倍增效应，以此提高劳动生产率。高等学

校应该变被动为主动，积极推进创新创业教育，培养大学生的创新素质和创业能力，鼓励大学生

自主创业。当产业结构与就业机构实现协调发展并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时，便能实现经济的稳

定增长，从而缓解就业压力。

( 二) 促进高等教育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发展

大学会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适时调整自己的学科布局和结构，从而提升自身的适应性，

更好地发挥社会服务功能。高等教育结构调整作为一项全局性的工作，必须进行动态调整，以适

应产业结构的需要并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高等教育的特征之一在于其适应性，结构的优

化带来的是功能的完善。高等学校应在满足发展需要的前提下，建立与产业结构相匹配的就业机

制，通过完善人才培养机制和优化人才结构，为产业部门输送更加多样化的高层次人才，实现高等

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互动发展，优化升级，形成“高等教育—就业—产业”的联动机制［15］。

从招生上来看，毕业生数量上的扩张导致高等学校学科专业结构的变动，结构调整反映了数

量上的失衡。因此，要努力增设与第三产业相关的学科专业，接轨前沿学科，并适度扩大招生规

模，限制“红牌专业”招生数量。从人才培养过程来看，高等教育结构要考虑就业结构的变化趋

势，培养的人才应该符合劳动力就业市场的变化要求。高校应注重结构调整的科学合理性，灵活

调整专业方向，减少择业障碍，解决就业的结构性矛盾，通过产学研合作培养创新性人才和复合

型人才。从促进大学生就业方面来看，需要政府、高校、社会共同努力，推动就业方式的转变。

( 三) 促进高等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协调发展

一方面，根据产业结构的发展趋势优化学科结构。高等教育学科结构调整反映了经济结构

对人才的需求。高等教育学科结构与产业结构的适配性决定了经济增长的速度，社会需求则决

定了高等教育专业的口径宽窄。因此，专业设置应该以增强学生的社会适应性为目标，实现综合

化和创新性。目前安徽省正处于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时期，加快和优化第三产业的发展是经济

建设的关键举措，因此必须加强人文科学、社会科学、教育学、管理学、医学等与第三产业相关的

学科专业建设，同时重视基础学科的建设，以保障安徽省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政府应为新兴

学科的发展提供大力支持，重视应用性和技术性学科专业的发展。另外，要以实现学科专业调整

的市场化为目标，对专业进行评估预警，保证专业设置的质量，从而构建高等教育学科发展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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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动力机制［16］。

另一方面，高等教育结构的调整应该与产业结构的变化和调整保持动态平衡。考虑到高等

教育人才培养的滞后性，高等教育结构调整需要一定的前瞻性，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同时注重高校

专业与社会需求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即社会需求的滞后性和招生的超前性之间的矛盾。预警机

制是缓解大学生结构性就业难题的有效措施之一，通过强化专业监测预警，实现教育运行的量化

管理; 通过对不同专业的失业率进行动态监测和预警，实现对专业结构的主动干预和调控。因

此，高等学校应在明确学科发展定位的前提下，结合学科发展现状，对产业结构发展态势进行充

分调研，通过积极稳妥的方式，对现有学科结构进行调整。同时，高等学校还要及时对社会需求

的人才类型和层次进行预测，从而优化高等教育结构以适应产业结构的变化。最后，要明确高等

教育结构调整的依据与方向，并考虑其本身与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更

好地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服务。

五、结 语

现实中，高等教育供给与产业需求、就业需求之间的匹配度不高，导致高等教育功能无法充

分发挥。从结构的角度出发，高等教育的适应性体现在供给与需求的匹配度上。高等教育的供

给指的是高等教育系统的能力和水平，即高等教育能够提供什么样规模、类型、水平的教育。高

等教育的需求则回答了 3 个问题，即哪些人需要高等教育，这些人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有多大，这

些人需要什么样的高等教育。高等教育需求与供给匹配度越高，其功能的有效性发挥就越强。

高等教育功能的发挥依赖于其结构的优化。由于大学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会根据文化、科技发展

和社会需求适时调整自己的结构，从而增加社会适应性，更好地发挥自己的功能。所以，高等教

育结构的优化应该放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进行综合考量。基于此，分析高等教育结构、就

业结构、产业结构三者之间的内在机理，可以为寻求与产业发展、就业需求更加匹配的高等教育

发展提供路径，从而有效提高高等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发挥高等教育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

和智力支持的引擎作用。

参考文献:

［1］ 袁广林． 供给侧视野下高等教育结构性改革［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6( 6) : 15－22．

［2］ JIN HWA JUNG，KANG－SHIK CHOI． The labor market structure of knowledge－based industries: a Korean case

［J］． Journal of the Asia Pacific economy，2006，11( 1) : 59－78．

［3］ ＲOBEＲT E，LUCAS J．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98，

22( 1) : 3－42．

［4］ SHEＲＲILL S．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economic stability［J］． Applied economics letters，2009，16( 6) : 549－555．

［5］ 王静文． 为什么经济放缓就业不降反升? ———引入“产业—就业结构”视角的联动机制分析［J］． 云南财经

大学学报，2017，33( 5) : 26－41．

［6］ 马永霞，马立红． 高校毕业生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研究的可视化分析［J］． 教育与经济，2016( 6) : 40－46．

［7］ 常进雄． 中国就业弹性的决定因素及就业影响［J］． 财经研究，2005( 5) : 29－39．

［8］ 乔学斌，姚文凡，赵丁海． 互动与共变: 高等教育结构、毕业生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相关性研究［J］． 东南大

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15( 4) : 122－126．

·65·

重庆高教研究 2018 年第 2 期 在线投稿: http: / / yxxy． cbpt． cnki． net /



［9］ 王丽莉，文一． 中国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吗? ———基于工业化路径的跨国比较［J］． 经济评论，2017( 3) :31－69．

［10］ 于萍，李克． 使用 Microsoft Excel 进行数据的灰关联分析［J］． 微型电脑应用，2011，27( 3) : 29－37．

［11］ 吴越，李春林． 多学科视角下的高等教育结构研究: 国内文献述评［J］． 重庆高教研究，2016，4( 4) : 116－121．

［12］ 杜传忠，刘忠京． 我国高等教育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基于产业结构升级的视角［J］． 大学( 研究版) ，2014( 9) :23－32．

［13］ 王忠平，史常亮． 江苏省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变动与就业的动态关系研究［J］． 农业技术经济，2010( 11) :115－121．

［14］ YAO Z． Productivity growth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adjustment: an analysis of China’s provincial panel data ［J］．

Chinese economy，2015，48( 4) :253－268．

［15］ 辜胜阻，王敏，李睿． 就业结构性矛盾下的教育改革与调整［J］． 教育研究，2013( 5) :12－19．

［16］ DＲUCKEＲ J． An evaluation of competitive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regional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 change ［J］．

Ｒegional studies，2015，49( 9) :1－16．

( 责任编辑 张海生)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Higher Education Structure，Employment
Structure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Taking Anhui Province as an Example

TANG Jian
( Institute of Education，Xiamen University，Xiamen 361005，China)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structure of higher education，industrial and employment indi-

cates that to give full play for the function of higher education，the key lies in the interaction among the

three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associated mechanism． The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and grey relational

analysis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higher education structure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higher education structure and employment structure，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employment structure． The

results show that: firstly，there is a posi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higher educ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nhui province． Secondly，the direction of industry driven employment in Anhui has begun to change，

and the capacity of the third industry to accommodate new employment forces has been strengthened，and it

will become the backbone of absorbing and expanding employment in the three major industries． Thirdly，

compared with other disciplines，the disciplines related to the third industry can better adapt 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nhui province． Fourthly，the current discipline structure of Anhui

province presents a“polarization”state，and there is a structural employment contradiction in Anhui

province． Therefore，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interaction and correlation among the higher education

structure，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employment structure． With the adjust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structure

as the leader，it can match，adapt and lead the change of regional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employment

structure，to continuously promote the optimization and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and largely allevi-

ate the structural employment contradiction．

Key words: higher education structure; industrial structure; employment structure; the principal com-

ponent analysis; the grey relational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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