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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依据教育本体功能的视角，研究生教育省域功能是指本省研究生教育招收了多少本省生源，培养了

多少留在本省工作的研究生。实证结果表明研究生教育省域功能的有效发挥体现在能够招收接近一半的本

省生源，能够有一半的毕业生留在本地工作。在控制了工作地工资水平、婚姻等无关变量后，本省研究生教

育能够对毕业生显示非常强大的吸附力为本土留住人才，且教育层次越高，省域功能越强。中央政府将硕士

学位和具有地区特色的博士学位授权审核权力下放至省学位办能增强地区研究生教育发展比较优势和地区

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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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界与视角：何谓研究生教育的省域功能

何谓研究生教育的省域功能？我们必须首先从

区域功能和教育功能这两个概念入手。教育功能是

指我国所研究的教育究竟其自身具有何种作用。按

照其不同的层次，可将教育功能分为本体功能和派

生功能，本体功能就是指教育的育人功能，而派生功

能则是指教 育 的 社 会 功 能，包 括 经 济 功 能、政 治 功

能、文化功能、社会分层与变迁功能。［１］按此逻辑，研
究生教育功能就是指研究生教育其自身具有何种作

用。一般而言，“研究生教育的功能包含着育人功能

和社会功能。对于研究生教育来说，育人功能是他

的基本功能，而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功能是它的

特殊功能。”［２］何谓区域功能？一些学者曾尝试对高

等教育的区域功能进行描述。“高等教育区域功能

概念的界定是高等教育功能的空间概念界定，是高

等教育在一定地理区域的经济、社会的发展中的作

用，即高等教育在一定区域的社会进步与人的发展

中的价值体现。”［３］还有学者认为“高等教育区域功

能是指高等学校与其外部一定的区域环境相互联系

和相互作用中表现出来的性质、能力和功效，是高等

学校内部相对稳定的联系方式、组织秩序及时空形

式的外在表现形式。”它包括“区域经济功能、区域文

化功能、区域政治功能、个体发展功能”。［４］与高等教

育的区域功能相似，研究生教育的区域功能就是指

一定地理区域内的研究生教育通过培养高级专门人

才，对该地区的经济、社会的发展所起的作用。但需

要注意的是，区域本身是一个内涵明确而外延模糊

的词语，区域功能所指向的空间范围具有模糊的特

性。若区域为国家，则讨论的是研究生教育对一国

发展的作用；若区域为片区（如东中西部），则讨论片

区内研究生教育对片区发展的作用。本研究主要是

将区域限定为省域，讨论研究生教育的省域功能，因



而讨论的是省域内研究生教育对于省域发展的作用。
基于教育功能理论，研究生教育省域功能包括

本体功能和派生功能：研究生教育省域功能的本体

功能是指省域内的研究生教育对本省高级专门人才

的培养所起的作用；派生功能是指省内的研究生教

育通过培养出的本土高级专门人才，促进本地区经

济、社会的发展。
本研究主要是讨论研究生教育省域功能中的本

体功能，即育人功能。因为“目前的研究，有大大泛

化教育功能、价值概念的趋向，把与教育发生着作用

的一切联系，都纳入到教育功能、价值范畴中来，也

不管这种关系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是稳定的，还

是松散的；是特有的，还是普遍的；是本质的，还是非

本质的；是主导的，还是次要的；是基本的，还是派生

的；一概称之为教育的ｘｘ功能、价值。这实质上是

消解了教育与其他社会生活的系统边界与系统特质

的差别，把教育与政治、经济、文化等活动混同起来，
否定了教育独立存在的必要性，丧失了教育的本质，
迷失了教育特有的功能、价值”。［５］并且教育的政治

功能、文化功能等都存在着难以测量、界定模糊等特

性。因此我们从本体功能的视角来讨论研究生教育

省域功能则将重点考察两个方面：从教育起点的角

度上来看，有多少人在本省接受研究生教育，这代表

着省域研究生教育为本土居民素质的提高所做的努

力；从教育的结果上看，有多少人接受完研究生教育

后留在本省工作，这代表着省域研究生教育为本土

经济、社会发展贡献了多少人才资源。

二、分析框架：我国研究生教育省域功能

发挥态势的测量与判定

　　省域功能的发挥态势如何？是否有效？这似乎

是一个不证自明的问题：国家在某省布点发展研究

生教育，该省研究生教育就能够培养出本省的高层

次专门人才。但这一认知却与某些理论有所出入。
根据劳动力迁移理论，毕业生发生迁移行为中最为

重要的因素就是预期的工资收入和职业发展。当前

我国社会 发 展 的 状 况 是“一 个 中 国，四 个 世 界”［６］。
经济发达地区所能提供的工资收入和发展机会较发

展中地区和落后地区要高。因此，在发展中地区和

落后地区发展研究生教育，很有可能是为发达地区

“作嫁”，毕业生“孔雀东南飞”。另一方面，从我国当

前各地区人才供需的实际状况来看，发达地区人才

密集，欠发达地区人才稀缺，这进一步对我国研究生

教育省域功能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
因此我们首先需要统计出接受本省研究生教育

中本土生源的学生比例以及毕业后留在本土工作的

毕业生比例。我们将接受过研究生教育的人群按照

生源地和工作地两大属性分为以下四类，四种类型

中第一类和第三类的功能最强。
表１　研究生教育省域功能的四种类型

生源地 工作地 类型编号
对就学所在省域或

片区所产生的影响

本省
本省 １

提高本省 人 口 素 质，增 加 更 多

本省的高级人才数量

外省 ２ 有助于提高本省人口素质

外省
本省 ３

增加 更 多 本 省 的 高 级 人 才 数

量，有助于提高本省人口素质

外省 ４ 一般情况下并无直接的影响

因此我们认为，研究生教育区域功能发挥的有

效性至少应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在本省接受研究

生教育的群体里，本省居民在本省接受研究生教育

的人数应占最大的比重；二，在本省毕业研究生群体

中，留在本地工作的毕业生应占最大的比重。我们

采用数学公式对上述两条标准进行阐述：
设接受研究生教育的总人数为Ｎ，其中来自本

省的人数为ｎ１，来自其他各省的人数分别为ｎ２，ｎ３，
…，ｎｐ，毕业后在本省工作的人数为ｋ１，在其他省份

工作的人数为ｋ２，ｋ３，…，ｋｐ。
若本省居民在本省接受研究生教育的人数占最

大的比重，则

ｍａｘ（ｎ１，ｎ２，…，ｎｐ）＝ｎ１；

　　若本省毕业的研究生留在本省工作人数占最大

的比重，则

ｍａｘ（ｋ１，ｋ２，…，ｋｐ）＝ｋ１
　　尽管如此，仅从描述性统计来考察区域功能的

存在性，难免会忽略各类无关变量的影响。例如，北
京毕业的研究生留在本地工作的人数很可能高于流

向其他地区工作的人数。这不仅是区域功能所发挥

的作用，更有可能是北京的工资待遇、发展前景等各

方面综合作用的结果。我们可以从描述性统计分析

中找到研究生教育为本省培养了多少人才。但是我

们不能够回答，在摒除个体特征，如婚姻、性别以及

当地工资水平等因素后，本地居民能够接受高层次

教育并留在本地工作的概率比有多大。因此我们尚

需运用回归分析来对此进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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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某位研究生是否进行毕业迁移设为变量

Ｙｉ，Ｙｉ＝０时，表示毕业生未发生迁移，Ｙｉ＝１时表示

毕业生发生迁移行为。设Ｘｉ 为影响毕业生迁移的

因素，其中包括生源地与学校所在地是否一致（Ｘ１，

０表示一致，１表示不一致），以及学校类型（９８５、２１１
还是一般高校）、婚姻状况、性别、当前年收入、工作

地居民平均 收 入 和 学 校 所 在 地 居 民 平 均 收 入 等 变

量。建立分类变量的回归模型如下：

ｌｏｇｉｔ（Ｐ（Ｙ ＝１））＝ｌｏｇ Ｐ（Ｙ ＝１）
１－Ｐ（Ｙ ＝１（ ））＝

α＋β１ｘ１＋∑
ｎ

ｉ＝１
δｉｘｉ

　　若Ｂ１＞０，且通过统计学的显著性检验，则说明

在控制了其他各类影响因素后，本地居民在本地接

受研究生教育以后留在本地工作概率会显著高于外

地居民在本地接受研究生教育后留在本地工作的概

率。同时，通过对比各类变量回归系数Ｂｉ 的数值大

小以及其概率发生比ｅｘｐ（Ｂｉ）便能比较出各类影响

因素 对 于 研 究 生 毕 业 迁 移 行 为 发 生 与 否 的 作 用

大小。

三、现实考察：我国研究生教育

省域功能发挥态势之实证分析

　　（一）问卷设计与样本选取

我们设 计 了 调 研 问 卷，问 卷 基 本 信 息 如 下 表

所示。

表２　问卷考察项目设计与考察信息

问题设计 考　察　信　息

个人

信息

性别 性别对研究生毕业迁移影响

最高学历层次 不同学历（硕士或博士）的毕业迁移情况

出生地 可获取出生地信息，是否省会城市以及所处经济地理区域

学习

经历

本科毕业院校 可获取学校类型（９８５、２１１或一般高校）

本科毕业院校所在地 可获取信息：是否省会城市、所处经济地理区域以及居民平均收入

硕士毕业院校 可获取学校类型（９８５、２１１或一般高校）

硕士毕业院校所在地 可获取信息：是否省会城市、所处经济地理区域以及居民平均收入

博士毕业院校 可获取学校类型（９８５、２１１或一般高校）

博士毕业院校所在地 可获取信息：是否省会城市、所处经济地理区域以及居民平均收入

工作

情况

工作所在地 可获取信息：是否省会城市、所处经济地理区域以及居民平均收入

年收入 获取工作报酬

工作年限 考察工作时间

　　我们与全国第一大网络调查公司———问卷星进

行合作，使用问卷星的样本服务进行抽样。课题组

向问卷星指定了样本选择的两条要求：（１）具有硕士

研究生及其以上的学历；（２）已参加工作。经过一个

月的问卷发放及回收，共收到问卷２１０３份，其中有

效问卷１０９６份。样本中男性人数为４８６，占样本总

数 的 ４４．３％，女 性 人 数 为 ６１０，占 样 本 总 数 的

５５．７％；尚未恋爱的有２１３人，占总数的１９．４％，已

恋爱但尚未结 婚 的 有４４９人，占 总 数 的４１％，已 结

婚的 有４１２人，占 总 数 的３７．６％。在 回 收 的 问 卷

中，最高学历为硕士研究生的有７７５人，占样本总数

的７０．７％，最 高 学 历 为 博 士 研 究 生 的 有３２１人，占

样本总数的２９．３％。其生源地分布在我国２９个省

级行政区，只有青海和西藏没有。其中人数最多的

五个省份为湖北、山东、河南、四川和河北，人数最少

的五个省份为海南、贵州、甘肃、宁夏和广西。工作

地点分布也覆盖了我国２７个省级行政区域，只有新

疆、西藏、青海和甘肃四省没有。其中人数最多的五

个省份为北京、湖北、广东、上海和山东，人数最少的

五个省份为云南、贵州、宁夏、吉林和内蒙古。样本

人群大多工作时间在１年以内，工作５年以内的占

了８５．９％。其中工作２０年以上的只有１０人，占总

数的０．９％。其工作 年 收 入 以３万 至５万 居 多，有

３０５人，占 总 数 的２７．８％，５万 至８万 次 之，有２２３
人，占 总 数 的２０．３％。最 少 的 为 年 收 入１００万 以

上，仅有６人，占总数的０．５％。
（二）数据分析及模型求解

我们对样本个体的生源地、就学地以及工作地

进行分析，结 果 见 表３。我 们 发 现 从 招 生 的 角 度 来

看，本省生源的研究生占样本总数的４２．８％，毕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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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样本人群出生省份分布图 图２　样本人群工作省份分布图

表３　分学历的样本生源地、就学地与工作地的关系表

最高学历
生源省份与就学省份

一致 不一致
总人数 最高学历

就学省份与工作省份

一致 不一致
人数

硕士学历 ３１３（４０．４） ４６２（５９．６） ７７５（１００） 硕士学历 ３３６（４３．４） ４３９（５７．６） ７７５（１００）

博士学历 １５６（４８．６） １６５（５１．４） ３２１（１００） 博士学历 ２０５（６３．９） １１６（３６．１） ３２１（１００）

总人数 ４６９（４２．８） ６２７（５７．２） １０９６（１００） 总人数 ５４１（４９．４） ５５５（５０．６） １０９６（１００）

　 　 注：括号内为该项目人数占样本中相关学历人数的比例

后留在本土工作的研究生占样本总数的５３．４％；从

就业的角度来看，本省就业的研究生占样本总数的

４９．４％。具体情况如表３所示。
按照上文所给出的标准，当前招收本省生源的

人数比例与本土工作的研究生人数比例都远超过省

域功能发挥有效的判定准则。这说明省域研究生教

育确实为本土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提供了很大的支

持。其中对于样本中博士群体而言，其本土生源率

与本土工作率均高于样本中硕士群体。我们以学历

作为属性变量，对硕士群体和博士群体的本土工作

率与本土生源率进行皮尔逊卡方，检验结果输出的

卡方值分 别 为３６．９１和４４．７，通 过０．０１水 平 的 统

计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学历因素对研究生教育的省

域功能发挥有着显著影响，博士群体比硕士群体更

能发挥省域功能。
当然，这种情况可能也因地域不同而异，我们将

硕士、博士迁移状况分别和省份因素进行皮尔逊卡

方检 验，发 现 卡 方 值 均 通 过０．０１的 统 计 显 著 性 检

验。（卡方 值 分 别 为５１．５７、１８３．８１）即 不 同 省 份 的

研究生就业迁移情况具有显著差异。我们将不同省

市的本省工作人数占本省研究生样本数的比例总结

如下：
表４　不同省份分学历的研究生本省就业率

省份 博士 硕士 省份 博士 硕士 省份 博士 硕士

北京 ０．５３　 ０．５５ 江苏 ０．８１　 ０．８ 重庆 ０．５　 ０．４７
天津 ０．４４　 ０．５３ 山东 ０．７６　 ０．５２ 四川 ０．６８　 ０．４５
河北 ０．５０　 ０．４６ 海南 ＮＡ　 ０．３２ 贵州 ０．６７　 ０．３５
辽宁 ０．６０　 ０．３３ 湖北 ０．６１　 ０．４２ 陕西 ０．５７　 ０．４６
吉林 ０．５１　 ０．３２ 湖南 ＮＡ　 ０．３７ 福建 ＮＡ　 ０．６７

黑龙江 ０．５３　 ０．２９ 广东 ０．８３　 ０．８７ 浙江 ０．８４　 ０．６３
上海 ０．５９　 ０．６６ 广西 ０．５３　 ０．４５

　　注：由于部分省市的博士毕业生样本太少，计算偏误较大，故空缺，以ＮＡ表示

　　我们可以看出，各地区的博士生在本土就业的

比例都高于硕士生，同时各省份研究生教育的省域

功能都能够有效发挥，即使是硕士群体本土工作比

例最低的黑龙江省，也达到了近３０％。我们进一步

采用上文所提出的分析框架进行呈现：

·４· 王传毅　李　鹏　赵丽娜·我国研究生教育省域功能发挥态势的实证研究



表５　分类型的我国研究生教育省域功能发挥态势

生源地 工作地 不同类型的省域功能对区域影响 人数占比

本省
本省 提高本省人口素质，增加更多本省的高级人才数量 ２８．３６％
外省 有助于提高本省人口素质 １２．３６％

外省
本省 增加更多本省的高级人才数量 １９．８５％
外省 一般情况下并无直接的影响 ３９．４３％

　　 由上表可知，本土生源的研究生大多会留在本

土工作，外省生源的研究生大多会离开读书省份工

作。但读书地点对于工作地的影响应该较其他影响

因素要大，因为外省生源的研究生毕业后留在本省

工作的比例明显高于本省生源研究生毕业后流向外

省的比例。为控制其他无关变量对省域功能发挥效

果的评价，我们采用上文所构建二分变量回归模型

进行讨论。我们进行了三组回归分析，第一组主要

从整体上对影响研究生迁移的因素进行分析，第二

组主要针对博士研究生群体，对影响其迁移的因素

进行分析，第三组主要针对硕士研究生。经过对不

显著变量的 筛 选，保 留 了 模 型 中 显 著 的 变 量，结 果

如下：

表６　模型求解结果表

　　　　　自变量

组别　　　　　　

研究生总体 博士研究生 硕士研究生

系数 Ｗａｌｄ值 概率比 系数 Ｗａｌｄ值 概率比 系数 Ｗａｌｄ值 概率比

生源地与就学地

是否一致
１．４８　 ９８．８　 ４．３９　 １．５８　 １０１．２　 ４．８５　 １．３７　 ９４．３　 ３．９４

性别 ０．２５　 ３．０７　 １．２８　 ０．２６　 ３．２１　 １．３０　 ０．２４　 ２．８８　 １．２７
最高学历 －０．６５　 １５．３　 ０．５２

工作地在岗人员

平均工资
０．５８　 ４９．４　 １．７８　 ０．５３　 ４８　 １．７　 ０．７４　 ５１．２　 ２．１０

婚姻 －０．２６　 ８．１９　 ０．７７ －０．３５　 ８．３４　 ０．７１ －０．１８　 ９．２６　 ０．８４
卡方值 ２６０　 ２２７　 ２７９
样本量 １０９６　 ３２１　 ７７５

　　注：已剔除不显著的自变量，表中自变量均在０．０５水平下显著。

　　结果显示影响研究生迁移的最主要因素为生源

地是否与就学地一致，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外
省居民在本地接受完研究生教育离开本省参加工作

的概率是本省居民在本省接受完研究生教育发生迁

移的４．３９倍，并且硕士层次比博士层次更明显；外

省生源的博士研究生毕业后迁移就业的概率是本地

生源博士毕业生的４．８５倍，但硕士仅为２．５６倍。
其次，工作地在岗人员平均工资对研究生迁移

的影响虽小于生源地和就学地，但仍旧不容忽视，工
作地收入待遇越高，则研究生越容易发生迁移行为。
标准化后的工作地在岗人员平均工资比全国平均的

在岗人员工资每多一个标准差的工资，毕业研究生

发生迁移的概率就上升１．７８倍。但博士对于预期

工资的敏感程度略小于硕士。
此外，性别 也 是 影 响 研 究 生 迁 移 的 重 要 因 素。

女性发生迁移的概率是男性的１．８倍；学历也对迁

移的发生有显著影响，学历越高发生迁移的可能性

越低，博士发生迁移的可能性是硕士的０．５２倍；最

后，婚姻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婚姻状况越稳定的

研究生越不容易迁移，已婚人士迁移的概率是未婚

人士的０．７７倍。

四、结论与建议

上文分析显示了两个主要结论：一，我国研究生

教育省域功能发挥的态势较好，各省份的布点均能

够为本省培养出大量的高层次创新人才，虽然市场

规律、个人特质会使一部分毕业生“流”至其他省份，
但本省的研究生教育强大的吸附力会“留”住近一半

的毕业生，为本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动力；二，不同

层次的研究生教育其省域功能发挥大小不一，较之

于硕士层次，博士层次的研究生教育所发挥的省域

功能较大，毕业的博士研究生超过一半均会留在本

土工作。
因此要促进各省市研究生教育的协调发展，提

升研究生教育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力，我们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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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中央政府调控和省域自主发展的关系，考虑下

放学位授权审核权并倾斜侧重发展薄弱地区研究生

教育。
我们认为应将硕士层次研究生教育的学位点授

权审核权下放至省级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由省级学

位委员会办公室依据本省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规划本

省研究生教育规模和结构，提高省域研究生教育与

经济社会发展的协同性。博士层次研究生教育的学

位授权审核权可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特色而定。中

央教育部门可将具有地区特色（藏学、热带农林业或

民族学等）的博士学位点的授权审核权力下放至特

定省域的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以促进各地区研究生

教育比较优势的养成，从而进一步提升省域经济社

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此外，我国将全面实施的《国民经济和社会第十

二个五年规划与发展纲要》提出要“逐步实现不同区

域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因而将“推动新一轮西

部大开发”，“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大
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和“积极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

展”。在此区域发展的浪潮中，各省研究生教育的发

展应紧紧把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一趋势，在

基本保持当前研究生教育区域结构的发展态势的前

提下，逐步将研究生教育领域中基础性平台、要素和

资源的分布扩展到民族地区和薄弱地区，以研究生

教育的发展提升民族地区和薄弱地区的人力资本水

平，从而带动其经济社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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