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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城市化的进程及发展受制于多种因素,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与城市化进程之间存在

着互动关系,即城市化的发展对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源表现出旺盛的需求; 另一方面,教育水平的提升,又为城

市化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力和科技资源的支撑。城市化与高等教育的互动是加快城市化进程的有效途径。

本文以珠江三角洲城市化和高等教育发展为例, 探析两者之间的发展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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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化和大学生入学率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
区现代化水平的标志。据中国社会科学院 2000

年一项研究成果表明: 我国现代化水平居世界第

66位,其中影响我国现代化水平的三项主要指标

是 GNP、大学生入学率和城市化水平。其中, 衡

量城市化水平的参数之一,市镇人口占总人口的

比例只有 33%, 距标准 50% 以上和世界平均

46%还有较大差距,居世界第 94 位; 大学生占适

龄人口比例仅 4%, 相当于现代化标准 10% )

15%(平均为 12. 5%)的 32% [ 1]。因此,提高我国

的现代化水平, 在提高 GNP 的基础上, 必须加快

城市化进程和高等教育发展水平。虽然,我国经

济已开始由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 但我国社会从

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的速度还十分缓慢。珠江三

角洲地区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窗口, 二十多年来

在城市化和高等教育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本文

试图通过对该地区城市化进程与高等教育的发展

加以剖析,找出两者之间的相关性。

一

本文所指的珠江三角洲即 1994年广东省确

定的珠江三角洲经济区范围: 包括广州市区及所

辖的花都、从化、曾城、番禺 4 市; 中山市;江门市

区及所辖的新会、台山、开平、恩平、鹤山 5市; 佛

山市区及所辖的南海、顺德、高明、三水 4市;肇庆

市区及所辖的高要、四会、东莞 3市;惠州市及所

辖的惠阳市和博罗、惠东 2县;珠海市及所辖的斗

门县;深圳市。

珠江三角洲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下, 经济

高速增长, 产业结构迅速变动,社会进步加快,紧

紧追赶世界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1981- 1994

年 GDP 年均增长幅度 17. 8%, 1996年第二产业

与第三产业之和占 GDP 的比重为 92%, 1996年

人均 GDP超过 20000元。城市化水平 1996 年达

到 46. 6%,与世界城市化平均水平相当[ 2]。1996

年珠江三角洲地区有 9个地级以上城市,市区非

农业人口百万以上城市 1座:广州; 50- 100万人

口的城市 1座:深圳; 25- 50 万人口的城市 7座:

珠海、惠州、东莞、中山、江门、佛山、肇庆。上述 9

个城市无论是非农业人口规模还是行政等级都已

达到了中心城市标准。除了上述城市外,珠江三

角洲地区还有众多的县级市,其中 5个城市 1996

年市域内非农业人口已超过 25万,如番禺市( 32.

7万) ,新会市( 26. 1 万) ,台山市( 32. 4万) , 南海

市( 37. 1万) ,顺德市( 32. 2万)。

珠江三角洲的城市化表现出明显的以农村城

镇化为主导、以中小城市为主体的城市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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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非农业化人口由 1980年的 48. 1万人增加到

1996年的 967. 1万人,年均增长 4. 5% ,高于同期

全国平均水平( 3. 5% ) ; 城市化率相应由 1980年

的 27. 4%上升到 1996 年的 47. 9% ,比全国高出

约 27个百分点。表现为城镇数量急剧增加, 城镇

规模急剧扩大, 大规模乡~ 城人口迁移流动以及

城市空间范围不断扩大。1978 年珠江三角洲地

区仅有 5 个城市, 32 个建制镇, 城镇密度很低。

到 1996年, 该区域有 25个城市, 329 个建制镇,

城镇密度比 1978 年增加了 10倍, 区域内大约相

隔10公里便有一座城镇 [ 3]。城市化的发展直接

促进了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结构的转变。从

1980~ 1993年,农业占珠江三角洲农村社会总产

值的比重由 68. 4%下降到 27. 8% ;而同期第二产

业的比重则由 24. 7%上升到 61. 7%,第三产业的

比重由 6. 9%上升到 10. 5%
[ 4]
。这都表明, 珠江

三角洲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在国内已居领先地位。

二

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城市化发展对高等教育提

出了新的要求,直接促进了高等教育的发展。改

革开放前的广东省高等教育十分落后, 教育发展

历经波折。20 世纪 50年代初全国性院系调整,

全省高校仅保留 5所; 60年代/ 备战0 , 广东因地

处/ 前沿0 ,高等院校无法发展;随后又是/ 文革0 10

年的冲击。旧痕复新伤,以至广东高等教育在较

长时期内元气难以恢复。无论高等教育基础设施

还是学校数量、质量、发展规模和教育的综合水平

等方面,均落在全国的后面。珠江三角洲地区的

社会发展明显受到高等教育的制约。

针对这种状况, 广东省在 20 世纪 80年代中

期开始大力发展高等教育。从中心城市入手,率

先改革办学体制,实行分级办学分级管理制度,调

动了各级政府的办学积极性, 掀起了一场轰轰烈

烈的中心城市的/ 新大学运动0。/ 以 1980年 5月

汕头大学筹委会成立为发端, 1983年 9月汕头大

学、深圳大学正式招生为起点, 至 1993年 9月广

东省人民政府批准命名惠州大学为一个阶段结束

的标志,这一期间相继成立了(包括合并)汕头大

学、深圳大学、广州大学、五邑大学(江门市)、佛山

大学、韶关大学、嘉应大学(梅州市)、西江大学(肇

庆市)、孙文学院(中山市)、东莞理工学院、惠州大

学共 11所省级以下城市政府创办或牵头创办的

综合性或多科性高等院校。0 [ 5]这些高等院校所处

的城市都在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内。

进入 20世纪 90 年代中期之后,珠江三角洲

地区高等教育发展又出现了一系列的新趋势:

趋势之一: 中心城市纷纷兴办大学园区。目

前,深圳、珠海、东莞、广州已纷纷开始着手大学园

区的建设。

趋势之二: 省属高校是高等教育地方化的主

体力量。为了充分发掘现有省属高校的潜力,以

适应广东 201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需要,广东省

高教行政部门正不断调整、充实省属高校,走内涵

发展的道路。/ 九五0期间,广东省在确保办好华

南师范大学、广东工业大学等重点院校的同时,把

广东商学院办成法商学院,适当时候发展为广东

法商大学;把广东医药学院改办为广东药学院;把

广东美术学院扩办成广州美术大学, 下增设设计

学院;在华南农业大学内增办林学院,在中山大学

内办法学院,在华南理工大学内办轻工学院,把广

东石油专科学校办成石油化工学院等等。以上中

央部、委属高等学校适应广东需要而扩展的部分,

均由省财政拨款增加投资 [ 6]。

趋势之三: 新增院校以高等职业院校为主。

新增院校以高职为主, 一方面是为满足高等教育

大众化的需要, 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对受过高等职

业教育人才的需求。2000 年以前,广东省高职院

校只有 7所,到 2001年上半年为止, 广东省的高

职院校已达 24所。

趋势之四: 大力发展民办高等教育。广东省

是我国的主要侨乡, 祖籍广东的华侨约有 2000

万,占华侨总数的 70%。在 500万港澳同胞中,

祖籍广东的占 90%以上。他们具有捐资兴学、造

福桑梓的优良传统, 是兴办民办高校的一支重要

力量; 当地富裕起来的居民和企业家也有兴学之

积极性。/ 据统计,到 1992年,仅广州市各类中学

后民办学校就已发展到 360多所, 15 万人, 专兼

职教师和办学人员共 7300多人,其中固定资产在

100万元以上的有 30多家。1999年上半年,广东

省高教厅依据国务院5社会力量办学条例6的规

定,分两次公布了经复查合格取得办学许可证的

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 247 所。其中专修学院 56

所,加上南华工商学院、华联学院、培正商学院、白

云职业技术学院、潮汕学院与新安学院 6所学历

教育机构作为排头兵, 广东省民办高等教育机构

已初具规模。0 [ 7]

到 2000年,广东省共有普通高校 52所,在校

生29. 95万; 其中本科院校 31 所, 在校生 15. 03

万人; 招收研究生的单位 26个,其中高校 18所,

在校研究生数为 1. 3万人, 专科院校 21所,在校

生 14. 92万人。与 1991年相比,普通高校本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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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人数从 3. 5万人增加到 12. 8万人,增长了近

3. 7倍;在校生由 9. 3万人增加到 29. 9 万人, 在

全国由第 9位上升到第 4位, 每 10万人口拥有在

校本专科生由 144人增加到 412 人, 在全国排名

由第 16位上升到第 13位。成人高校 41所, 在校

生数 20. 1万人,其中本科在校生 2. 5 万人,专科

在校学生 17. 6万人, 每 10万人口成人高校在校

生为 277人,在全国排名第 14 位。此外, 高等教

育的专业科类结构也有了较大发展, 尤其工科专

业由 1999年的 29. 2%上升到 2000年的 32% ;在

层次结构方面, 本专科生之比约为 1B1, 本专科生

与研究生之比约为 23B1。[ 8]

三

珠江三角洲的城市化及高等教育的发展进程

可以说是反映了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从滞后

到同步发展的过程。综观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主要表现为一种经济

差距。事实上, 这种现象只是一种表象,在经济差

距的背后是知识差距, 在知识差距的背后是教育

差距,在教育差距的背后是高等教育差距。因此,

缩小经济差距, 必须从缩小教育差距尤其是高等

教育差距入手。

城市化必须有高等教育作为支撑,因为城市

化的动力是经济的发展。关于经济发展与教育尤

其是高等教育的孰先孰后一直是理论界争论不休

的问题:二战前由于当时各国生产力水平不太高,

生产技术水平也比较低下,经济的增长不是靠技

术的进步、科学管理和劳动者的素质,而是依靠增

加生产设备、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教育对经济发

展的促进作用还不显著,于是产生了先发展经济

再发展教育的理论; 二战后,科学技术成了第一生

产力, 发展科学技术和培养提高劳动者素质的教

育,就成为经济迅速增长的基础,于是人们逐渐认

识到必须先发展教育,经济起飞才有希望。

珠江三角洲的起步阶段高等教育是滞后于经

济发展及城市化进程的, 如广东省 1980~ 1990年

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12. 4% ,而同期人才年

均增长率为 5. 6% ;大量的统计资料表明: 虽然广

东省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各项经济指标在全

国都处于领先地位, 但无论是高等教育毛入学率、

每万人中大学生数在全国都没有与之同步。

据统计, 2000 年, 广东省人均 GNP 达到

12846元, 折算为 1550 美元, 其中珠江三角洲各

市人均 GNP 在 3000美元左右, 相当于中等发达

国家水平。但高等教育的规模仅是人口为广东省

1/ 10的香港的两倍,而高教经费仅是其 1/ 6;与人

口只有广东省 1/ 3的台湾相比, 广东省高校的数

量仅为台湾的 1/ 3。因此,实现高等教育的跨越式

或超常规发展仍是摆在珠江三角洲面前的紧迫任

务。

珠江三角洲早期的产业结构主要是劳动密集

型的,不足的技术人才、管理人才及大量的劳动力

主要靠吸引国内其它相对落后地区省份人才的

/ 孔雀东南飞0 ;世纪之交, 随着知识经济的来临、

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西部大开发号角的吹响,加

入WT O后人才的跨国界流动, 对知识型、技术型

人才的争夺将成为未来劳动力市场的一大特征,

珠江三角洲对人才的吸引力将随政策优势而逐渐

减弱,因此, 只有加快本地人才的培养, 才不会出

现各类人才日益匮乏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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