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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00-2009 甘肃省高等教育规模基本指标西部大开发战略是促进我国区域间协同发展， 实现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重要举措。 在西部大开发的第一个

10 年，西部各省的经济社会取得了长足进展。 其中甘肃人均

GDP 比 10 年前增长了 2 倍多，教育事业快速发展。 作为与经

济发展最为密切的高等教育发展也比较突出， 高等教育毛入

学率从 2000 年的 6.7%提高到 2010 年的 22%， 进入大众化发

展阶段。 在这 10 年，高等教育对经济社会的贡献也非常显著。
目前西部大开发进入第二个 10 年建设阶段，中央提出了新的

发展目标和任务。 在这个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深入分析教育和

经济发展的协同作用对于两者的发展是非常有价值的。 本研

究遵循高等教育与经济外部关系规律， 运用高等教育弹性系

数，以甘肃为案例，分析西部高等教育与经济 协 同 发 展 情 况，
力图为实现西部大开发新 10 年的发展目标，从而为促进高等

教育与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寻因探路。
一、西部大开发前 10 年甘肃高等教育和经济发展概况

1． 高等教育发展情况。 西部大开发前 10 年，随着国家对

西部的一系列政策倾斜与财政支持， 甘肃高等教育以较快速

度发展。 目前，比较常用的衡量高等教育发展的指标是高等学

校数量、高校招生数量、高校在校生数、高等 职 业 教 育 和 民 办

高等教育发展等［1］。 据此，过去 10 年甘肃高等教育得到了较快

发展。 从高等教育规模看，到 2009 年，高等学校数量增至 40
所，招生人数达 10.95 万人，在校学生规模达到 36.15 万人，百

万人口高校数达到 1.49 所，十万人口在校生数是 2000 年的 4
倍多。 从高等教育结构看，高等职业教育飞速发展，高职院校

数量由 2 所增至 21 所，高职院校招生 人 数、在 校 生 数 大 幅 上

升，高职生占在校生比例达 24.95%（表 1）。
从以上五项指标看， 甘肃高等教育在西部大开发第一个

10 年取得了快速发展，尤其是高等职业教育迅猛发展，甘肃高

等教育规模进一步扩张， 基本具备为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人才

的条件。 但是，甘肃高等教育与全国水平相比还有较大距离，

高 等 教 育 毛 入 学 率 仍 低 于 全 国 平 均 水 平 （2009 年 全 国 为

24.2%，甘肃为 21%），2000 到 2009 年，百万人口高校数差距由

0.12 所扩大到 0.25 所，十万人口在校生数差距由 119.22 人扩

大到 234.76 人。 民办高等教育更是不能相提并论，至 2009 年

甘肃有民办独立学院 5 所， 而全国有包括独立学院在内的民

办高校 980 所。
2． 经济发展概况。 改革开放特别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

以来，甘肃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很大成就，正处在加快发展的重

要 阶 段 。 十 年 间 ， 甘 肃 国 民 生 产 总 值 翻 了 两 番 ，2009 年 达

3387.56 亿元。 从 2005 年开始，经济增长速度逐渐加快，其中

2005 年涨幅达 24%，GDP 占全国 GDP 的比例基本保持在 1%
左右，2005-2008 年超过 1%。这为缩小与全国差距奠定了稳定

基础。甘肃的人均 GDP 从 2000 年的 4129 元上涨到 2009 年的

12872 元，实现了大幅增长。 甘肃产业结构逐步调整，第一产业

比重逐年下降，第二产业比重逐年上升，第三产业比重则波动

式变化，但第二产业比重最高。 而从三产就业结构看，第一产

业就业人数持续占绝对优势，2008 年最高达 902 万人， 占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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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西部大开发前 10 年，甘肃高等教育与经济分别以较快速度增长，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经济实力逐渐增强。通过反

映高等教育与经济协同发展的弹性系数发现，在过去 10 年，甘肃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表现出由不协同向协同化发

展的趋势。 甘肃要实现西部大开发新 10 年的发展任务与目标，实现高等教育与经济快速高质发展，必须促进二者

的协同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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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

年份
高校数

（所）
招生数

（万人）

在校生

数（万

人）

高职生占

在校生比

例（%）

百万人

口高校

数（所）

十万人口

在校生数

（人）

2000 18（2） 3.38 8.17 3.79 0.70 319.53
2001 25（9） 4.54 11.09 7.57 0.97 430.64
2002 25（9） 5.31 14.30 1.19 0.96 551.57
2003 31（11） 6.01 17.34 10.44 1.19 666.07
2004 31（11） 6.42 20.03 13.63 1.18 764.86
2005 33（14） 7.16 22.95 17.21 1.27 884.61
2006 33（15） 8.69 26.37 21.16 1.27 1011.80
2007 34（17） 9.43 29.60 22.91 1.30 1131.00
2008 39（19） 10.51 33.19 24.74 1.48 1262.88
2009 40（21） 10.95 36.15 24.95 1.49 1371.92

注：括号内数字为高职院校数；表中数据根据《中国教育统计年

鉴》（2000-2009 年）计算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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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00-2009 年甘肃 GDP 与产业结构指标

年份
GDP

（亿元）

人均

GDP
（元/人）

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比重

（%）
就业人口

（万人）
比重

（%）
就业人口

（万人）
比重

（%）
就业人口

（万人）

2000 983.00 4129 18.4 881 40.1 280 41.5 316
2001 1074.85 4386 18.5 887 40.7 275 40.8 327
2002 1161.00 4768 17.5 889 40.7 278 41.8 333
2003 1301.06 5429 17.0 890 40.9 282 42.1 339
2004 1558.93 6566 17.0 891 42.2 284 40.8 345
2005 1928.14 7477 15.9 886 43.4 204 40.7 302
2006 2276.70 8757 14.7 886 45.8 207 39.5 308
2007 2702.40 10346 14.3 887 47.3 212 38.4 316
2008 3176.11 12110 14.6 902 46.3 219 39.1 326
2009 3387.56 12872 14.7 739 45.1 205 40.3 463

62%。 第二产业就业人数则呈波浪式下降趋势，第三产业就业

人数呈波浪式上升趋势。这与三产对 GDP 的贡献对比，甘肃产

业结构与就业结构极其不协调。 第一产业就业人数最多，但对

GDP 贡献最小，第二产业占 GDP 份额最大，但就业人数最少。
这表明，甘肃经济发展主要依靠第二产业拉动，工业化进程中

的重工业化还没有完成，工业经济还有上升空间。 而第三产业

发展滞后，处于低层次发展，需要大幅提高。 这与英国著名经

济学家克拉克提出的三产就业人数由多到少应为 “3-2-1”的

排序还有很大差距［2］。甘肃目前是“1-2-3”顺序，所以就业结构

与产业结构矛盾突出，结构调整任务艰巨。

从以上数据看出，西部开发前 10 年在中央一系列倾斜政

策的刺激下，甘肃经济发展的潜能逐渐被激活，甘肃经济逐渐

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但是，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依然有相当

差距，如人均 GDP 差距由 2000 年的 3729 元扩大到 2009 年的

12703 元，进一步拉大，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矛盾突出，转变发

展方式任重道远。
二、高等教育与经济协同发展的实证研究

根据教育外部关系规律， 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具有相互

制约、相互促进的关系。 经济发展需要高等教育为其提供智力

支持和人才供给， 高等教育发展则需要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作

为后盾。 高等教育与经济的协调发展不但有利于促进经济发

展，也有助于高等教育发展。 本研究用高等教育弹性系数反映

西部大开发前 10 年甘肃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1． 方法与指标。 弹性原本是物理学概念，指某一物体对外

界力量的反应力。 经济学借用这个概念以说明存在函数关系

的经济变量之间，因变量对自变量变动的反应程度。 它可以告

诉我们当一个经济变量发生 1%的变动时，由它引起的另一个

经济变量变动的百分率，弹性大小用弹性系数表示 ［3］。 计算公

式为：

E（弹性系数）=Y 变量变动的百分率÷X 变量变动的百分率

若 E>1，表明 Y 增长速度快于 X 增长速度，Y 在 X 中的比

重有所上升；若 E<1,表明 Y 增长速度慢于 X 增长速度，Y 在 X
中的比重有所下降；若 E=1，表明两者实现同步发展。本研究借

用高等教育弹性系数来研究当甘肃高等教育规模发生变动时

由它引起的甘肃经济的变动情况， 以此来说明西部大开发前

10 年甘肃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是否协同， 高等教育对经济发

展贡献怎样。
本研究选取百万人口高校数、十万人口在校生数、高等教

育人口比重、 高职生占在校生比重以及民办与公办高校比例

为高等教育规模指标， 根据以上指标与高等教育的密切程度

及专家赋值建议，分别赋予 0.1、0.5、0.2、0.1、0.1 的权重 ［1］。 由

于 5 个指标单位不同，先用极值法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再加权

计算， 得到甘肃省高等教育规模指标， 最后根据 1999—2009
年 的 高 等 教 育 规 模 数 据 计 算 出 甘 肃 省 2000—2009 年 高 等 教

育规模增长率。 经济增长指标选用能够反映甘肃经济发展水

平的人均 GDP，经计算得出甘肃人均 GDP 增长率。 最后根据

弹 性 系 数 计 算 公 式 得 出 2000—2009 年 甘 肃 高 等 教 育 规

模弹性系数。
2． 结果分析

（1）高等教育规模弹性系数分析。 从甘肃高等教育规

模 弹 性 系 数 及 走 势 看 ，2000 -2003 年 弹 性 系 数 大 于

1，2004—2009 年在 0.5-1 之间浮动，2000 与 2009 年两极

弹 性 系 数 分 别 是 1.01 与 0.96。 弹 性 系 数 的 走 势 表 明

2000-2003 年高等教育发展明显快于经济发展，二者协同

度很低，2004-2009 年则逐渐表现出协同化发展的趋势。

2000 与 2009 年弹性系数接近于 1，说明在这两个年份高

等教育与经济发展协同程度很高。 区别在于 2000 年是在

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处于较低水平的协同，而 2009 年则

是在高等教育规模增长、 经济总量实现巨幅增长后较高

层位的协同。

（2）普通高等教育、高等职业教育与产业结构调整关系的

分析。 米勒认为“并非所有教育都会促进经济增长”［4］。 鉴于前

10 年 甘 肃 高 等 职 业 教 育 发 展 对 高 等 教 育 规 模 增 长 的 突 出 贡

献，二者成显著正相关（r=0.888，p=0.001），为进一步深入分析

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又分别计算了普通高等教育与

高等职业教育规模与三产比例变化的弹性系数。
从弹性系数看，以 2004-2009 年数据为例，总体上高等职

业教育对人均 GDP 增长的弹性系数都大于 1，影响较强，但高

职教育发展速度过快于经济发展速度。 普通高等教育除 2009
年外弹性系数都在 0.5-1 之间， 发展速度慢于经济发展速度，
对人均 GDP 增长影响持续较弱。 2009 年普通高等教育、高等

职业教育对人均 GDP 增长影响趋于接近， 协同程度趋于良好

（图2）。这说明总体上高等职业教育对人均 GDP 增长的影响要

注：表中数据引自 2000—2009 年《中国统计年鉴》

图 1 2000-2009 年甘肃高等教育弹性系数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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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于普通高等教育。这与王红波“职业教育是甘肃 GDP 增长的

格兰杰原因”［5］的研究结论一致。
在产业结构变化方面， 普通高等教育对第三产业比重影

响比较稳定， 弹性系数持续在 0.5-1 之间， 影响较弱；2004-
2008 年对第二产业比 重 变 化 的 弹 性 系 数 小 于 1， 影 响 较 弱，

2009 年影响开始增强， 普通高等教育对第一产业比重影响由

大幅变化到趋于稳定（图 3）。 高等职业教育对三产比重变化的

弹性系数都大于 1，说明对三产结构变化影响较大，高等职业

教育与三产结构变化的协同程度也在调整中， 弹性系数逐渐

靠近 1，从 2007 年开始对第二产业比重影响增强，对一、三产

业比重影响趋于稳定（图 4）；

由以上数据及分析可以看出， 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影

响表现出结构性差异， 普通高等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对甘肃

经济增长及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有所不同。 总体上普通高等

教育对经济增长及产业比重调整的影响弱于高等职业教育。
三、甘肃高等教育与经济协同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及战略机遇

2010 年 5 月，国务院颁发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支

持甘肃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7 月国务院召开西部大开

发工作会议并宣布西部开发进入新 10 年，同 月《国 家 中 长 期

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出台，2011 年国家

又开始实施第十二个五年计划。 这一系列重要举措为甘肃高

等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创造了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 为充分

抓住这一难得机遇，甘肃也相应制定出台了“十 二 五”规 划 纲

要和《甘肃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 规 划 纲 要》。 这 两 个“纲

要”为甘肃社会经济与教育发展描绘了宏伟蓝图。 其中，制定

了“保持快速增长（预期年均增长 12%以上），产业结构不断优

化，突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发展质量不断 提 高”的 经 济 发

展目标，制定了“落实教育的战略地位，加大教育投入，规模稳

步扩大，质量大幅提高，形成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

构调整要求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让高等教育成为经济社会

发展和科研自主创新的主引擎”的高等教育发展目标。 在以知

识生产、分配和消费为基础的知识经济时代，意欲实现这些发

展目标，就必须遵循高等教育与经济协同发展的规律与要求，
一方面通过增强经济实力从而加大对高等教育发展的经费投

入； 一方面应强调劳动者的创新素质是经济发展的核心增长

因素， 充分发挥高等教育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及产业结构调

整中的作用。
在农业经济时代， 技术研发与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在 10%以下，工业经济时代这一数值为 40%以下，而到了知识

经济时代，这一数值上升到了 60%-80%之间［6］。 因此，就甘肃

未来经济发展而言，必须坚持“经济欲转型，教育应先行”的原

则，重视发挥高等教育在人才培养、科研创新方面为社会经济

发展提供强大智力支持的作用。 高校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主

阵地，具有科学研究的优势。 高校通过专业调整及学科设置，
能够为经济发展培养所需之才。 经过前 10 年发展，甘肃高等

教育基本具备了为经济发展及转型培 养 高 素 质 人 才 的 条 件。
尤其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迅速，初具规模，高职院校专业涉及交

通、建筑、石化、工业、钢铁、金融、医药、畜牧、农林等行业，与

甘肃传统优势支柱产业相符合。 捕捉到产业结构调整及发展

新兴产业的市场讯息， 甘肃高职院校 也 已 开 始 增 设 电 子、能

源、新材料加工、环境、生物工程等新专业，培养新兴产业急需

的高质量技术人才，积极适应产业结构调整需求。 这对降低甘

肃第一产业就业人口比重，提高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口数量，促

进第三产业发展十分重要。 高等职业教育直接为地方经济建

设服务，它的生命力在于对地方经济的适应性和服务性 ［7］。 甘

肃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必然促使甘肃高等职业教育结构

的变化，而在产业结构及发展方式转型的条件下，高职院校如

何抓住机遇更好地为经济发展服务， 则成为高等职业教育发

展的关键。
（二）高等教育与经济协同发展的建议

目前， 各项政策汇聚一起为甘肃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创

造了良好的发展机遇与条件， 而高等教育与经济协调发展也

必将促进甘肃社会全面进步。 为此，第一，在努力提升甘肃经

济发展速度与水平、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加快新兴特色

优势产业发展的同时，应提升经济发展的科技含量，除了物力

资本投入， 还应高度重视人力资本投入对经济发展的持久性

图 2 2004-2009 年高等职业教育、普通

高等教育对人均 GDP 增长的弹性系数比较

图 3 2004-2009 年甘肃普通高等教育与产业比重变化的弹性系数

图 4 2004-2009 年甘肃高等职业教育与产业比重变化的弹性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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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贡 献

率的视角， 考 察 我 国 不 同

类型高等 教 育 机 构 在 大 众

化发展阶 段 所 发 生 的 量 的

变化。 实证分析结果显示：
地方本科 院 校 是 毛 入 学 率

的重要贡 献 力 量， 高 职 院

校和民办 院 校 则 是 促 进 毛

入 学 率 增 长 的 关 键 因 素 ，
教育部直 属 高 校 对 毛 入 学

率的增长 没 有 贡 献。 从 构

成看， 公 民 办 院 校 并 存 发

展，职业型、教学 型 和 研 究

型高校结 构 逐 步 优 化。 我

国高等教 育 进 入 大 众 化 以

来， 其内 部 体 系 正 在 朝 向

适应大众化的“成 熟”方 向

发展。
关键词：大众化；高等教育机构；毛

入学率；贡献

作用。 因此，一方面应提高企业的就业岗位提供能力，吸纳大

量高校毕业生进入企业， 提高企业人力资本存量与自主创新

研发能力，为实现产业升级、技术研发与改造奠定基 础；另 一

方面应强化企业“产学研用”意识，发挥企业的资金 与 市 场 感

应优势，发挥高校的人力与设备优势，加强企校合作。 如兰州

大学与白银公司、金川公司、兰州石化公司合作建立实验室就

是先例。 唯有如此方可实现既保持较快速度，又保持较高质量

的发展目标与任务。
第二，应充分发挥高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与服务社会的

职能，增强高校服务甘肃经济建设意识，切实落实教育优先发

展的战略地位。 应将高等教育发展纳入甘肃经济社会发展规

划，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入，重点支持为新兴产业培养人才的

新增学科专业发展，科学合理调整高校布局与学科专业结构，
加强人才规划和需求预测， 引导高校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及时调整学科专业，积极培育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学科专业，
强化与风能、太阳能、新材料制造加工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紧密

相关的学科专业建设，为社会发展培养高素质人才。 此外，应

充分发挥高等职业教育的优势作用，提升高职教育质量，建立

和完善遍布城乡、灵活开放的职业教育和培训网络体系，促使

职业教育规模、专业设置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适应，加快经

济社会发展， 特别是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急需的高素质技能型

人才的培养。
第三，应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与协调功能。 一方面应切实

实施好甘肃“十二五”规划和《甘肃省中长期教育改 革 和 发 展

规划纲要》， 为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提供制度支撑与保障；另

一方面，应发挥政府的引导协调功能，积极引导企业与高校之

间的合作，通过合作宣传、组织协调、制度保障、财政支持、评

估督导等途径，建立企校合作长效机制，深化企校合 作，支 持

大学科技园区建设，搭建企校合作平台，促进甘肃高等教育与

经济协调发展。
（李雄鹰，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 心 博 士 生，福 建

厦 门 361005，兰 州 大 学 教 育 学 院 讲 师，甘 肃 兰 州 730000；
吴建春，酒泉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甘肃酒泉 73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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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校 扩 招 促 使 我 国 迅 速 进 入 高 等

教育大众化发展阶段，一跃成为世界高

等教育大国。 正如马丁·特罗关于高等

教 育 发 展 三 阶 段 论 中 的 分 析 ，“每 一 个

发 达 社 会 的 高 等 教 育 问 题 都 与 数 量 增

长相联系”［1］。 高等教育规模的急剧扩张

必然引起高等教育系统的相应变化。 马

丁·特罗从西方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史

实 中 阐 述 了 高 等 教 育 在 阶 段 转 变 过 程

中出现的量和质方面的 11 个变化。 日

本学者天野郁夫等把马丁·特罗理论引入日本，逐渐发现日本

特色及亚洲模式下的大众化理论。 我国高等教育自 2002 年进

入大众化阶段以来，学者们纷纷就“中国模式”进行探讨。 无论

是高等教育规模、理念、功能、课程和教学 形 式 等 发 生 的 任 何

变化，都离不开高等教育机构这个载体。 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

过程中，是谁承担了更多的大众化任务？ 各类高等教育机构分

别发生了哪些变化？ 笔者通过实证分析我国大众化以来不同

类型高等教育机构对毛入学率的贡献， 试图厘清高等教育机

构在大众化阶段所发生的一些量的变化。
一、相关概念界定及数据统计

1． 高 等 教 育 毛 入 学 率 及 数 据 整 理。 高 等 教 育 毛 入 学 率

（GER） 是国际上通用的一项用来衡量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的重

要指标。 该指标既能说明一个国家为适龄青年所提供的高等

教育机会，又能反映该国高层次人才培养的相对比例。 在此本

文参考了纪宝成和杨晓青关于高等 教 育 毛 入 学 率 的 探 讨，其

从计算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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