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试论区域经济与区域高等教育的均衡发展战略 

文/汤兆平 

   1 区域高等教育与均衡发展战略 
   高等教育的起源和发展总是以某个区域为平台。“区域高等教育”的内涵着重于各区域之间
经济、政策、文化传统、自然地理的差异，按照一定标准和依据，划分为不同区域来分析与研究。
我国目前最常用的是将全国划分为东(京津辽冀鲁苏沪浙闽粤琼)、中(晋蒙豫鄂湘皖赣吉黑)、西
(川滇黔渝藏陕甘青宁新桂)三大区域作为分析单元的“三区法”。 
   区域高等教育均衡发展，实质上是指在教育公平思想和教育平等原则的支配下，教育机构、
受教育者在教育活动中平等待遇的教育政策和法律制度。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的新命题。和谐社会的构建内在地要求各种经济、政治和文化利益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合
理而平等地分配。而位处教育“龙头”且具明显经济功能的高等教育，则成为社会公平的基础，也
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必要保证。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多次强调，没有教育
机会的均等，就谈不上社会公平。 
   目前我国高校资源相对集中于东部和少数发达城市，这种区域高等教育非均衡性的局面，严
重影响着人们的教育权利平等和教育机会均等。缩小不同区域高校发展的差距，促进区域高等教育
均衡发展，既是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现实问题的反映，也是人们对未来高等教育发展的美好理想，它
不仅关系到教育在全社会公平、公正的问题，而且关系到我国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发展。 
2 区域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的平衡量化分析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因此区域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下影响区域高等教育均衡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不同的区域经济在形成自身特色时，都需要一个与
之相适应的高等教育系统来发挥积极作用。 
   那么，如何量化当前我国区域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的资源配置协调和平衡性呢？这里借助经
济学中测量人群收人分配公平性的基尼系数来分析，收集了2006年末我国东中西部三大地区人均
GDP和每十万人高校平均在校生人数作为区域经济和区域高等教育的衡量指标来分析两者之间发展
是否均衡、协调（表1）。 
表1 2006年末东中西部区域经济与区域高等教育的资源配置情况 

   将上述数据代入基尼系数的计算公式G=1+ΣYiPi-2Σ(ΣPi)′Yi=0.0937 
3 分析及建议 
   东中西部区域经济与区域高等教育的基尼系数只有0.0937，属于绝对平均，表明两者之间非
常协调，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当前我国区域高等教育仍是绝对平衡的呢？观点显然是错误的。因
为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已经进入差距较大阶段，按北京科技大学管理学院白津夫教授接受《中国经
济周刊》采访时透露，“现在，尽管各方研究给出的数据有所差异，但共识是，我国基尼系数已经
接近0.5”， 表明我国区域经济分配差距明显。根据国际上通用的标准，基尼系数一旦超过0.6，
预示该国社会处于可能发生动乱的“危险”状态。而区域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绝对平衡，基本上也
可以定义为区域高等教育资源分配差距明显，而理论上高等教育相对经济来说，还必须适度地超前
发展。 
   20世纪90年代末中央做出“实施西部大开发、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的重大决策，给中西部
地区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这是促进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重大举措，也是同步缩小东西部区域
高等教育差距的重要动力。2005年对农村贫困学生义务教育阶段实行“两免一补”，并于2006年全
面实施，这又从义务教育上体现了受教育权的公平性。为进一步促进区域高等教育的均衡发展，提
出以下建议。 

地区  
该地区年 人均 
GDP ( 元 )  

占三地区 人均 
GDP 总和的比重

（ % ）  

累计  

百分比
（ % ）  

每 十万人高等学
校平均在校生数 

( 人 ) ）  

所占比
重

（ % ）  

东部  23734 57.187 57.187 2291 
47 ． 
909 

中部  10036 24.182 81.369 1414 29.569 
西部  7732 18.631 100 1077 22.522 

 



   1、高等教育属地化管理后，政府在经费投入上应加大对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的倾斜和扶持，
在教育用地上给予适当优惠；适当放宽对中西部大学设置基准的严格限制，并在财税政策上提供优
惠。 
   2、鼓励东部优质资源的高校到中西部办分校，扩大其高等教育的增量；实现“柔性”的人事
管理模式，支持东部高水平大学的在职知名教授、学者到中西部大学任教。2007年教育部所属6所
师范高校免费为中西部教育培养师资力量正是体现了这种区域援助。  
   3、区域高等教育的最大差异当属优质教育资源的分布不均匀。大力推进教育技术现代化，充
分发挥优势教育资源的辐射作用，有利于加速区域之间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 
   4、区域高等教育的发展要立足于本地经济的发展和优势，依靠并服务于本地经济。办学层次
上可以不拘一格，降低学校重心, 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高等教育, 兴建(改建)一批服务地
方经济的地方高校（本文系江西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基金项目。作者系华东交通大
学机电学院副书记、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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