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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高等教育向大众化阶段发展,我国的研究生教育也正由研究生教育大国向研究生教育强国转

变,研究生教育在国家创新驱动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通过选择研究生教育发展相关指标,尤其是研

究生教育资源数据和各地区经济发展指标进行面板数据分析,进一步论证研究生教育资源配置与经济发展

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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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对教育重要性的认

识越来越深刻,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相辅相成,教育

发展促进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推动教育发展.在教

育大众化过程中,全社会平均受教育年限逐渐增加,
人口素质的提高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

基础.研究生教育是最高层次的教育,对经济社会

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人口红利为我国过去三十年经济高速增长提供

了重要的人力资源保障.当今世界,人口数量增长

率较低,人口老龄化严重,劳动力人口占比逐渐下

降.社会经济发展仅靠人口基数已不能维持经济的

可持续发展,培养高素质的人才资源、创新经济发展

模式将是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
过去三十年我国的研究生教育取得了重要的成

果,已成为研究生教育大国,正朝研究生教育强国努

力.我国的研究生教育目前计划色彩还比较浓厚,
本文通过对近３０年的研究生教育对全社会经济增

长的贡献作实证研究,分析不同区域(省市)研究生

教育和经济发展相互依存状况,并在此基础上研究

基于优化资源配置和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研究生教

育发展政策,以期能为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促进我

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

一、研究理论模型选择

研究生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特定阶段,与经济

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首先,研究生教育是社会经

济发展的产物,是教育对社会人才需求不断反映的

结果.其次,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反过来又成为经济

发展最强劲的推动力[１].
区域经济与研究生教育的关系已有较多研究.

区域经济为研究生教育提供科研经费,研究生教育

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高层次人才和技术支持[２].关

于研究生教育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究竟体现在哪

里,多数学者认为研究生教育提高了人力资本以及

经济创新水平和能力.



在经济增长方面,学者对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

做了众多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在西方经济学理论中

有较多研究经济增长的模型,有内生增长模型、外生

增长模型、全要素生产率模型等,也可以用计量的方

法来研究某些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经济增长

的基本模型中,通过生产函数 Y＝F(A,K,L),可看

出技术进步、资本、人力资源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研究生教育是技术进步的源泉,是人力资源的重要

组成部分.
各要素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有很多模型可进行

分析计算.外生模型、内生模型、柯布一道格拉斯

(CobbＧDoglas)生产函数模型、全要素生产率(TFP)
模型等可用于计量教育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学界

针对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改进演化进行了很

多研究,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果.
罗默(１９９０)等经济学家给出了生产函数的四要

素模型:

Yt＝AtKαtLβtHγteε
　　其中,Y、A、K、L 和H 分别表示t期的总产出

(GDP)、全要素生产率(主要由技术进步、技术效率

等因素构成)、物质资本、劳动力存量和人力资本水

平,ε为随机误差项,α、β、γ 分别表示物质资本存

量、劳动力和人力资本水平对总产出增长的弹性

系数.
这一模型大致反映了经济增长的重要要素,简

单且易于被大家所接受.本研究选用这一模型进行

研究,可利用公开信息进行回归分析.
研究过程中,Y 采用国内生产总值(GDP)数

据,K选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TIFA),H 选用延

后三年累计研究生招生数,L选用各地区就业人数.

H 选用研究生招生累计数有较为充分的理由:(１)

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恢复高考和研究生招

生,假设研究生毕业３５年内尚在工作岗位,且一般

招生人数都能顺利毕业进入工作岗位(按中国现有

严进宽出的体制不能毕业的占比极低);(２)研究生

招生人数与研究生资源配置密切相关(相关拨款及

投入都与研究生招生计划成正比),有利于说明研究

生招生资源的配置;(３)随着普通高等教育的大发

展,普通高等教育提高国民基本受教育年限提升了

技术生产率,本研究不单独考虑其影响,研究生作为

人力资本对经济社会的影响较大.

二、模型实证分析与研究

(一)基本数据

研究搜集了１９８１—２０１３年间分省市的GDP数

据、人口(POP)、固定资产投资数据(TIFA)、就业数

据(LABOR)、研究生招生人数(ZYJS)等数据.从

基本数据来看,近３０年经济取得了快速发展,年度

GDP由１９８１年的４７０８亿增长到２０１３年的６３４３４５
亿,名义 GDP增长约１３０倍;我国研究生年度招生

规模自恢复招生以来有较大幅度的增加,研究生招

生规模由１万增长到６０万,累计培养研究生达６００
万;固定资产投资由９０６亿增长到４４万亿,增长

４８０倍;就业人数由４．３７亿增长到８．３５亿.
经过一系列分析,选取 GDP、TIFA、LABOR、

ZYJS作自然对数处理.

Yt＝lnGDP
Kt＝lnTIFA

Lt＝lnLABOR
Ht＝lnZYJS

　　由于通过国家统计局和教育统计年鉴搜集到较

多的分省分年度数据,考虑采用面板数据进行分析,
可分别进行分省分析、全国汇总分析以及对区域进

行分类处理.分析过程中将全国按照省(市、区)代
码划分为华北(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东北

(辽宁、吉林、黑龙江)、华东(上海、浙江、江苏、安徽、
福建、江西、山东)、华中南(河南、湖北、湖南、广东、
广西、海南)、西南(四川、重庆、云南、贵州、西藏)、西
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在全国 GDP、固定资产投资和研究生教育有较

大增长幅度的同时,地区之间的差异也非常大.表

２反映了我国研究生教育与 GDP发展情况.可以

看出,各地区 GDP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不均衡,研究

生教育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出现一定程度的错

位,与当前我国总体发展不均衡的现实状况相符.
全国累计研究生数与 GDP相比来看,亿元 GDP平

均研究生数约为９．８８人,分地区来看,华北、东北、
西北比例较高,而华东、华中比例较低,华东、华中

GDP总量大.东北、西部培养的研究生不少,但“孔
雀东南飞”导致人力资源流失.华东、华中南地区

GDP总量大,培养的研究生数量也很大,与此同时

也吸引了大量外地培养的研究生来该区域就业.华

北地区,研究生总量多,但超过２/３的学生集中在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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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支撑了北京地区经济发展.但华北地区的内蒙、
山西、河北等省(区)的研究生教育和经济发展都显

得较弱.

表１　面板数据(GDP、累计研究生数、固定资产投资额、就业人数)

１９８１年 ２０１３年

省市
GDP

(亿元)
累计研

究生数

固定资产

投资(亿元)
就业人数

(万人)
GDP

(亿元)
累计研

究生数

固定资产

投资(亿元)
就业人数

(万人)

全国 ４７０８ １０００８ ９０６ ４３７０７ ６３４３４５ ６２７００５７ ４４０６３５ ８３４７２

华北 ６７０ ３１５７ １５５ ４９５２ ９２２６８ １４９５８５５ ６４４２０ ９３６６

东北 ６２８ １２３２ １２９ ３３７８ ５４７１４ ７７５４９０ ４６５４０ ５９１５

华东 １６２４ ２８７０ ２８１ １３２９８ ２３００６５ １７７５８６９ １４６３９１ ２７９９６

华中南 １１０５ １４３９ １８９ １１８０４ １６１７０８ １１１７２０２ １００１４９ ２３４２０

西南 ４１５ ６１３ ８５ ７３９１ ５９９１０ ５９０７７８ ４８９７９ １１４６３

西北 ２６６ ６９７ ６７ ２８８４ ３５６８０ ５１４８６３ ３４１５６ ５３１２

表２　区域GDP与研究生人数

区域 GDP(亿元) 累计研究生数 比例

全国 ６３４３４５ ６２７００５７ ９．８８

华北 ９２２６８ １４９５８５５ １６．２１

东北 ５４７１４ ７７５４９０ １４．１７

华东 ２３００６５ １７７５８６９ ７．７２

华中南 １６１７０８ １１１７２０２ ６．９１

西南 ５９９１０ ５９０７７８ ９．８６

西北 ３５６８０ ５１４８６３ １４．４３

　　(二)模型实证分析

根据理论模型的分析以及对采集的数据进行分

析,经济发展水平与固定资产投资、就业和研究生规

模具有显著相关关系,基本符合理论模型.在此基

础上,用计量的方法对该理论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研究中由于采集了１９８１年至２０１３年之间的跨地区

截面和时间序列数据,研究采用面板模型进行分析.
根据理论和模型分析,建立如下线性模型:

lnGDP( ) ~lnTIFA( ) ＋laglnZYJS( ) ,３( ) ＋
ln(LABOR)

分别采用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回归

分析.
固定效应模型回归分析结果(表３)显示,R＝

０．９９４,Adj．R＝０．９４７,P＜２．２２eＧ１６,固定效应回归

分析 中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TITF)、累 计 研 究 生 数

(ZYJS)、就业(LABOR)对经济发展(GDP)都具有

显著影响.回归系数分别为０．６０３、０．１０８、１．３９９均

为正值,说明这些因素对 GDP都产生了正向影响.

表３　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

EstimateStd．ErrortＧvaluePr(＞|t|)

log(TIFA) ０．６０２７８９　０．０１７３６９　３４．７０４２＜２．２eＧ１６∗∗∗

lag(log(ZYJS),３) ０．１０７９３７　０．０２０２７４　５．３２３９２．７１７eＧ０７∗∗∗

log(LABOR) １．３９９１３２　０．１９０５２７　７．３４３５５．１５０eＧ１２∗∗∗

Signif．codes 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１‘’１

　　TotalSumofSquares:３７４．６８ResidualSumofSquares:２．２０６
　　RＧSquared:０．９９４１１　　Adj．RＧSquared:０．９４６７７
　　FＧstatistic:１１２５６．３on３and２００DF,pＧvalue:＜２．２２eＧ１６

　　时间效应模型回归分析结果(表４)显示,R＝０．
９９３,Adj．R＝０．９７４,P＜２．２２eＧ１６,时间效应回归分

析中固定资产投资(TITF)、累计研究生数(ZYJS)、

就业(LABOR)对经济发展(GDP)都具有显著影

响.回归系数分别为０．６４１、０．１６４、０．２９６,均为正

值,也说明这些因素对 GDP都产生了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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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随机效应模型回归结果

EstimateStd．ErrortＧvaluePr(＞|t|)

(Intercept) －０．６１２９２２　０．３０６９４２　－１．９９６９　０．０４７１６∗

log(TIFA) ０．６４０８０７　０．０１７７７５　３６．０５１５＜２．２eＧ１６∗∗∗

lag(log(ZYJS),３) ０．１６４０２６　０．０１８６０７　８．８１５４　５．０４０eＧ１６∗∗∗

log(LABOR) ０．２９６２３５　０．０３４７９９　８．５１２９　３．５２７eＧ１５∗∗∗

Signif．codes 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１‘’　１

　　TotalSumofSquares:３８８．５９　　ResidualSumofSquares:２．７４３７
　　RＧSquared:０．９９２９４　　Adj．RＧSquared:０．９７４０３
　　FＧstatistic:９６５６．５１on３and２０６DF,pＧvalue:＜２．２２eＧ１６

　　在固定效应和时间效应回归基础上,进行豪斯

曼(hausman)检验并选择模型.经检验chisq ＝
３３．８４０５,df＝３,pＧvalue＝２．１４１eＧ０７,alternative
hypothesis:onemodelisinconsistent.根据豪斯

曼检验结果P值很小,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合理.
通过上述检验,数据存在个体效应,但不存在时

间效应.该模型应选择个体效应模型进行分析.运

用个体影响固定效应模型对面板数据进行回归.
通过面板模型回归结果来看,经济增长与固定

资产投资、总研究生数、就业人口有显著关系.用数

据证实该模型显著性高,进一步论证了研究生资源

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在当前我国人口基数大而

研究生总规模有限的情况下,研究生培养规模适度

增加,有利于经济增长.
从全国来看,名义 GDP年均增长率１６．６％,固

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率２１．３％,就业人口增长２％,
累计研究生数增长率为２２．３％.利用对经济增长的

贡献率＝(要素增长率×要素的产出弹性/GDP增

长率)×１００％来计算[３],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

的贡献率为７７％,研究生规模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贡

献率为１４．５％,劳动力的增长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

１６．９％.可见,研究生规模增加对经济增长贡献率

较高.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经济增长点向高

技术转移,作为创新人才的主体,研究生对经济增长

的贡献可能会更加重要.
(三)分区域分析

在以上分析基础上进一步对各地区情况进行分

析,分别对我国五大区域(按省市所在区域华北、东
北、华东、华中南、西南、西北)进行回归分析.

同样采用固定效应面板模型进行分析,几大区

域对相关因素都具有显著效应,固定资产投资和总

研究生数系数均为正.但东北地区和西南地区对就

业成负相关系数,可能与当地人口净流出有较大的

关系.华中南地区尤其是广东省是人口流入重点地

区,吸引了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研究生系数值

较低.
回归结果(表５)显示,该模型应用于各地区的

分析,R 值均较大,P 值都非常小,经济发展水平

GDP与研究生数回归系数均为正,研究生教育对

GDP都具有正相关关系,且对 GDP的贡献都较大,
但同时在各地区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说明各地区

经济教育发展程度有较大的差别,研究生教育与经济

发展并不完全协调.关于地区经济发展与研究生教

育发展协调关系的研究可见文后参考文献[４]Ｇ[６].
表５　分区域面板回归结果

华北 东北 华东 华中南 西南 西北

固定资产投资 ０．６３１４４２ ０．５１６２９８ ０．６１９７３ ０．５６９３４ ０．６１３１１９ ０．６４６３０１

研究生 ０．１２２６２２ ０．２９６２９５ ０．１１２４５ ０．０７４０１４ ０．３８３６３５ ０．０９５３４１

就业 １．１０２８０６ －０．４１９４７ ０．８８８９ １．６６８１２８ －１．６６７０１ ０．７１５０８

研究生教育贡献率 １５．６５％ ４４．１３％ １４．９４％ １０．１５％ ５４．６６％ １３．２１％

R检验 ０．９３４３１ ０．９２１４９ ０．９３５７４ ０．９４１１５ ０．７３９３１ ０．９４１４１

P值 ２．２２e－１６ ２．２２e－１６ ２．２２e－１６ ２．２２e－１６ ２．２２e－１６ ２．２２e－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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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研究生教育对促进经济增长有较大贡献,
可适当扩大研究生教育规模

教育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的智力支持和技术革

新源泉,适当扩大研究生教育规模有利于经济发展.
当前我国教育资源有限,但有意愿攻读博士、硕士研

究生的需求越来越大,还无力达到西方国家那样由

学校自主招生、自主确定招生规模的阶段,在教育投

入４％目标逐渐达到的情况下,适当扩大研究生教

育规模是可能的.当然,限于目前研究生教育尤其

是博士生教育是培养学术研究型人才,过快增长也

会导致社会需求跟不上,形成就业等新的矛盾.研

究生教育主要是通过培养研究生人才对经济建设作

出贡献,因此,那些对经济发展有重要贡献、社会需

求量大的研究生学科(或专业)应扩大招生规模.如

增加应用型专业学位的培养,以加快新知识新技术

的传播与应用,能提高生产效率,为经济增长做

贡献.
(二)针对区域间研究生教育与经济发展水平不

平衡,可加大中西部地区研究生教育资源投入

地区经济发展差异是我国面临的一大难题.经

济发展落后的地区无力吸引优秀学生就业,必然造

成人力资本欠缺,进而影响经济发展.中部地区研

究生教育规模较大,但其研究生毕业后有很大比例

选择迁移到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尤其是北京市、
上海市与广东省)就业[５].华北、华东、华中(南)地
区集中了我国区域研究生教育,但与经济发展水平

的协调性程度不高[６].研究生教育薄弱的地区应保

持适当的增长规模,以促进研究生教育与经济发展

水平的适应关系.西部地区人力资源流失严重,而
东部地区聚集了大量人力资源,应通过政策调控,合
理引导研究生理性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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