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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和新任务， 我国研

究生教育也要确立新的发展目标———加强研究生教

育与社会、经济、科技的密切联系，服务于国家的发

展目标，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地发展。 本文首先对我

国研究生教育区域发展的宏观政策进行文本分析，

揭示其变迁过程，进而选取相应的指标，从研究生教

育的规模、结构和资源等方面，通过实证研究描述我

国研究生 教 育 的 省 际 分 布 状 况。 在 分 析 了 1990~
2005 年数据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了各省研究生教

育与所在区域社会发展的匹配程度。 希望通过以上

研究，明晰我国各省际行政区研究生教育发展状况，

为进一步优化我国研究生教育布局提供参考。

一、 我国研究生教育区域发展政策的变迁

研究生教育区域发展政策变迁不仅深受我国区

域经济发展战略、民族发展政策的影响，而且随着国

际、国内政治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这种强烈的“路径

依赖” 使我国研究生教育区域发展政策大体经历了

四个阶段的变迁。

1.追求合理布局：1949~1978 年

建国初期， 为了改变历史上形成的生产力布局

极不平衡的状况，达到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地区经济

平稳发展的目标， 我国总体上实行的是区域经济均

衡发展的战略。 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建设都急需高

层次专门人才，但由于我们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经验，

加上西方帝国主义的包围封锁， 我们只能借鉴前苏

联的人才培养经验。 1952~1957 年开展的院系调整

就是根据前苏联模式进行的。院系调整“实行全国一

盘棋， 尽可能使学校的布局合理……使大多数省份

都有一所综合性大学和工、农、医、师等专门学院……

这对于改变旧中国高等教育结构不合理的状况，使

教育适应经济建设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1]。 可见，

这一时期的政策关注了区域协调的问题。

我国高等教育区域布局除了受经济发展水平制

约外， 还深受国际、 国内政治环境的影响。 1964~
1978 年，我国根据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在中西部

的十三个省（区）进行了以战备为指导思想的大规模

国防、教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设施建设，称为

“三线建设”。 三线建设对我国国民经济结构和布局

产生了深远影响 [2]，把这一战略称为“备战时期的西

部大开发” 也不为过。 根据这一战略部署，1964~
1965 年教育部将部分高校向三线地区迁建，虽然这

一政策本身关注的重点并非高等学校区域布局协调

的问题，但客观上进一步加强了内地高校的建设。

2．追求效率优先：1978~1995 年

1978 年后，为加快发展经济，我国政府对经济

发展战略和生产力布局做了重大调整， 从宏观经济

效益着眼，采取效率优先的非均衡发展政策，优先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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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东部地区，梯度推进。 与经济发展战略相一致，研

究生教育也采取了重点扶持发达地区的政策。 1981
年 2 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布的《关于审定学位授

予单位的原则和办法》明确规定，无论硕士授予单位

还是博士授予单位都以较高的学术水准为基本条

件； 对于博士学位授予单位还明确规定，“主要限于

国家重点高等学校和国务院有关部门主管的科学研

究机构中”拥有高水准的教授、良好的科研基础及培

养条件的单位。 1984~1986 年，国务院还两次批准试

办研究生院 32 所， 加上 1978 年成立的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研究生院，全国共有 33 所普通高等学校试办

研究生院[3]。 这些政策都具有明显的效率取向特征。

正是这些效率取向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这一

时期区域间研究生教育差异不断扩大。

3．兼顾效率与均衡：1995~2003 年

根据 1993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

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及国务院《关于<中国教育改革

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我国确立了实施“211 工

程”的高等教育发展战略。 在“九五”期间，批复立项

建设的“211 工程”学校达到 99 所。 “十五”期末，又

新增了 13 所，因高校合并，总计为 107 所。这些高校

分布在全国 27 个省[4]，其中西部 12 省（区、市）仅 21
所，中部 8 省 24 所，东部 11 省（市）62 所。 虽然“211
工程”并非仅仅是关于研究生教育的政策，但因其重

点建设一批学校和学科， 力图在高层次人才培养和

科学研究上取得突破， 因此客观上为研究生教育的

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和环境。 从这一政策的初衷

看，它基本上是一个效率优先的政策（尽管后期也

适当照顾了区域均衡）。
但这一时期， 政策已明显开始重新关注区域均

衡问题。 1995 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召开，通过了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九五”计

划和 2010 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强调要把坚持区域

经济协调发展， 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放在重要战

略地位考虑。 在此背景下，1997 年 4 月国务院学位

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 1997 年博士和硕

士学位授权单位审核工作的意见》指出，新增硕士、

博士学位授予单位要从各地区与各部门高等学校分

层次办学和加强省级统筹的原则出发， 考虑地区及

行业需要， 调整授权体系的合理布局， 既要相对集

中， 也要合理布局。 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

1999 年 11 月全国研究生培养工作会议发布的报告

《积极探索，勇于创新，大力推进研究生培养工作》指

出，研究生教育相对薄弱的地区及其培养单位，要针

对本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长期目标， 制定相应

的研究生教育发展规划，通过深化改革，不断增强自

身发展的能力， 最大可能地满足本地区发展对高层

次专门人才的需要， 同时政府要采取切实可行的办

法， 鼓励发展较快的地区对发展较慢的地区和边远

地区实行对口支援， 形成区域间相互合作的模式。

2001 年教育部启动了“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

计划”，支援高校以“一对一”为主要方式，实施对受

援高校的支援和全方位合作， 切实提高了受援高校

的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学校管理等

水平， 促进了区域高等教育包括研究生教育的协调

发展。

4．从均衡布局到协调发展：2004 年~
优化研究生教育布局， 不是平均发展各地研究

生教育， 而是要促进研究生教育与区域社会经济的

协调发展。这已经成为十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研究生

教育界的基本共识和政策重点。 促进区域研究生教

育的和谐发展，一方面要统筹区域发展，逐步扭转地

区间差距扩大的趋势，实现共同发展；另一方面，就

是要发挥、巩固、形成各个地区的优势，促进区域研

究生教育与当地社会和经济的协调发展。

二、 我国研究生教育的省际分布

（一）研究生教育发展规模的省际比较

1．在校研究生绝对数的省际分布及其变化

从在校研究生的绝对规模看， 我国研究生教育

一向集中在东部和中部部分地区。 以 2005 年为例，

全国在校研究生共 978610 人， 省均规模为 31568
人。 其中，绝对数居前三位的是北京、上海和江苏①，

分别为 166473、78728 和 77884 人。排名后三位的是

西藏、青海和海南，分别是 230、894 和 1123 人。计算

1990、1995、2000 和 2005 年各省（区、市）在校研究

生数的标准差，发现标准差呈扩大趋势，这说明各地

在校研究生数的绝对差异在扩大。同时，计算这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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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各省（区、市）每万人口中在校研究生的绝对

差异和相对差异变化

年份 平均值（人） 标准差 变异系数

2005 7．63 20.13 1.88

2000 2．39 8.49 2.27

1995 1．13 4.24 2.23

1990 0．75 3.08 2.36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

表 1 我国省际在校研究生数分布的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变化

年份 总数（人） 平均值（人） 标准差 变异系数

2005 978610 31568.06 33831.70 1.07

2000 301239 9717.39 12541.00 1.29

1995 136410 4547.00 5698.80 1.25

1990 93018 2813.17 3636.99 1.29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

①为简便起见，在本文中对省级行政单位只取其名称，略掉“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称谓。

间的变异系数，发现变异系数越来越小，说明各地在

校研究生数的相对差异在缩小。 具体见表 1。

2．在校研究生相对数的省际分布

由于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规模差异很

大，仅仅比较在校研究生的绝对数是存在偏差的，为

此我们从每万人口中在校研究生数来看各省的研究

生相对规模。 仍以 2005 年为例，我国每万人口在校

研究生为 7.63 人。 每万人口在校研究生最多的三个

地区是北京、 上海和天津， 分别为 108.24 人、44.28
人、27.30 人；最少的三个省份是西藏、海南和青海，

分别为 0.83 人、1.36 人、1.65 人。 计算 1990、1995、
2000、2005 年各省（区、市）每万人口在校研究生数

的标准差和变异系数（见表 2），同样表现出绝对差

异在扩大，相对差异在缩小的趋势。

（二）研究生教育资源的省际比较

规模的发展高度依赖于资源的多少和优劣，研

究生教育资源的区域分布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

各地区研究生教育的发展规模。 这里我们主要从研

究生教育机构资源、 人力资源和财政资源等方面进

行省际差异的比较分析。

1．机构资源的省际分布

研究生教育的机构资源主要指硕士、 博士学位

授权单位、授权点以及中央批准设立的研究生院。
（1）研究生培养机构的省际分布。 2006 年，我国

共有研究生培养机构 767 个，其中高等学校 450 所，
科研机构 317 所。 拥有研究生培养机构最多的三个

省份是北京 164 个，上海 51 个，陕西 49 个。 研究生

培养机构最少的三个省份则是宁夏、西藏和海南，各

有 3 个。
（2）学位授权点的省际分布。第十次学位授权审

核后， 我国共有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 2689 个，
省均 87 个。 前三位的是北京、江苏、陕西，分别为

310 个、202 个、173 个；最少的是西藏、青海和宁夏，
分别为 0 个、1 个、2 个。有 8 个省（区）不到全国平均

值的一半，它们是内蒙古、广西、海南、贵州、西藏、青

海、宁夏、新疆。
我国共有博士学位授权点 2264 个，省均 73 个。

其中最多的省份是北京、江苏、陕西和湖北，分别为

321 个、204 个、144 个、139 个； 最少的省份是西藏、
海南、青海、宁夏，分别为 0 个、1 个、2 个、3 个。有 10
个省份不到全国平均值的一半， 它们是内蒙古、江

西、广西、海南、贵州、云南、西藏、青海、宁夏、新疆。
我国共有硕士学位授权点 15796 个， 省均 510

个。其中最多的省份是北京、江苏、山东和陕西，分别

为 1383 个、1140 个、962 个、826 个； 最少的省份是

宁夏、海南、青海、西藏，分别为 79 个、72 个、59 个和

18 个。 有 6 个省份不到全国平均值的一半，它们是

海南、贵州、西藏、青海、宁夏和新疆。
（3）研究生院的省际分布。 目前，经教育部批准

设置的研究生院共 56 所，分布在 18 个省份，其中北

京 14 所，上海、江苏各 6 所，陕西 5 所，湖北、湖南和

四川各 3 所，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和 广 东 各 2
所，浙江、福建、重庆、安徽、山东、甘肃各 1 所。可见，
与学位授权单位相比， 研究生院作为更加稀缺的政

策性资源，其集中程度更高。

2．人力资源的省际分布

与研究生教育直接相关的人力资源主要是高级

职称专任教师的规模和质量。因此，我们考察了高级

职称专任教师数及拥有博士和硕士学位专任教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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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998~2006 年各省（区、市）普通高校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差异变化

数据来源：教育部、国家统计局、财政部《1998~2006 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

公告》

年份 1998 年 2000 年 2002 年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全国平均值（元） 2893 2921 2453 2298 2238 2513

标准差 12552.08 10860.15 10087.16 9673.25 10633.9 10995.49

变异系数 4.34 3.72 4.11 4.21 4.75 4.38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教育事业统计年鉴》

年份
总数（人） 平均值（人） 标准差 变异系数

正高 副高 正高 副高 正高 副高 正高 副高

2005 101789 306486 3284 9887 2389 5919 0．73 0．60

2000 43674 138820 1409 4478 1200 2984 0．85 0．67

1995 31095 106520 1003 3436 1022 2586 0．99 0．73

1990 15052 84150 486 2715 527 2148 1．05 0．77

表 3 不同年份全国高级职称专任教师数变化

比例。

（1）高级职称专任教师的省际分布。 2005 年我

国共有正高职称专任教师 101789 人，省均 3284 人。

其中西部地区除陕西、四川、重庆外，几乎所有省份

的正高职称专任教师数量都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一

半。

2005 年 我 国 共 有 副 高 职 称 专 任 教 师 306486
人，省均 9887 人。其中西藏、宁夏、青海、海南、甘肃、

新疆和贵州 7 省（区）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

从表 3 看， 各省正副高职称专任教师数都在逐

年增加， 但各省高级职称专任教师的绝对差异在扩

大，相对差异在缩小，且正高职称教师的省际差异始

终大于副高职称教师的省际差异。

（2）拥有博士学位和硕士学位的专任教师的省

际分布。 师资的学历水平是反映其师资质量的一个

重要指标。 2005 年全国专任教师共 1072692 人，其

中有博士学位的 89693 人，占总数的 8.3％；有硕士

学位的 280122 人，占总数的 26.1％。 只有北京和上

海， 博士学位专任教师的比例高于 20％， 分别是

25.4％和 20.4％； 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也只有天津、

辽宁、江苏、浙江、广东、湖北 6 个省份。 而该比例在

青海、西藏、新疆只有 0.81％、1.43％和 2.11％。 就硕

士学位专任教师的比例来说，比例

最高的也是北京、 上海和广东，分

别为 34.7％、33.6％和 30.5％，而青

海只有 9.63％， 西藏为 11.88％，宁

夏为 16.26％。 省际差异十分悬殊。

3．财政资源的省际分布

我们选取的指标包括与研 究

生教育直接相关的高等教育预算

内生均公用经费和研发经费。

（1）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的省际分布。近十年来

我国高等教育经费总投入在不断提高， 财政性高等

教育经费也在不断提高。 但是从各地区高等教育生

均 经 费 上 看，1999 年 我 国 高 等 教 育 大 规 模 扩 招 以

来， 全国研究生教育的主要地区的生均财政性经费

总体呈下滑趋势， 特别是反映各地高校办学所需公

务开支满足程度的预算内公用经费总体呈下滑趋

势。对比 2006 年与 1998 年，全国普通高校生均预算

内公用经费平均减少了 380 元，即从 1998 年的生均

2893 元降到了 2006 年的 2513 元，降幅为 13.14%。

只有京、津、沪、渝 4 个直辖市和浙江、广西、甘肃、新

疆 4 省（区）的生均公用经费水平经过九年起伏后呈

正增长水平。 其他 23 个省（区）2006 年

的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均低于 1998 年

的水平。

省际的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也经历

了起伏，与 1998 年相比，2006 年全国各

省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的绝对差异稍有

减小，相对差异稍有扩大（见表 4）。
（2）高校研发（R&D）经费的省际分

布。 与生均预算内经费不同，自 1987 年

以来，全国及各省（区、市）的高校 R&D
经 费 都 在 逐 年 增 加。 1987 年 全 国 高 校 R&D 经 费

79383.9 万元，省均 2646.1 万元，到 2006 年已增长

到 2593585.4 万元，省均 83664 万元，增幅 3061.79％。

2006 年高校R&D 经费最高的是： 北京 463122.6 万

元，上海 268615.2 万元，江苏 237173.5 万元；最低的

是西藏 251.8 万元， 宁夏 1390.7 万元， 青海 1865.6
万元。 1987~2006 年，各地高校 R&D 经费的绝对差

异在逐年扩大，相对差异则有一定波动，但 20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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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 1 经济发展 2 经济发展 3 经济发展 4 经济发展 5

研究生教育 1 北京、天津、
上海

研究生教育 2 山东、广东、
辽宁、江苏

陕西、湖北 四川

研究生教育 3 浙江
河北、黑龙江、

吉林
湖南、河南

研究生教育 4 福建 山西 重庆
江西、安徽、
宁夏、青海

研究生教育 5 内蒙古、新疆 海南
西藏、云南、甘

肃、广西、贵州

表 6 聚类后 2005 年我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研究生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匹配程度

数据来源：历年《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

年份
全国高校 R&D

经费总值（万元）
省均平均值

（万元）
标准差 变异系数

1987 79383.9 2646.1 35396.21 1.29

1990 127655.7 4255.2 52639.05 1.20

1993 261267.6 8708.9 106415.76 1.18

1995 304804.3 10160.1 131403.21 1.25

1997 450567.2 14534.4 192855.19 1.28

1999 604281.7 19493.0 251765.10 1.25

2000 812804.6 26219.5 456756.46 1.69

2001 1002744.2 32346.6 498624.59 1.49

2003 1540822.9 49704.0 632617.72 1.27

2005 2340224.7 75491.1 918015.41 1.22

2006 2593585.4 83664.0 994978.05 1.19

表 5 1987~2006 年全国高等学校 R&D 经费

标准差和变异系数变化

达到峰值后逐年下降，2006 年的变异系数为 1.19，
说明省际的相对差异趋向缩小（见表 5）。

三、 区域研究生教育发展与区域社会发展的相

关性分析

从研究生教育发展和社会发展两个维度， 选择

相应指标， 分别对全国 31 个省级行政区进行聚类。

根据每万人口在校研究生数、正高职称教师数、副高

职称教师数、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高等学校 R&D
经费、研发人员中科学家和工程师数、博士点数、硕

士点数， 运用 SPSS 软件， 我们将全国分为五类地

区， 按照研究生教育发达程度命名为一类至五类地

区，聚类的具体结果是：研究生教育

发展一类地区（3 市）：北京、天津、上

海 ； 研 究 生 教 育 发 展 二 类 地 区 （7
省）：山东、广东、陕西、四川、辽 宁、

江苏、湖北；研究生教育发展三类地

区（6 省）：浙江、湖南、吉林、黑龙江、河

南、河北；研究生教育发展四类地区

（5 省、市）：江西、山西、安徽、重庆、福

建；研究生教育发展五类地区（10 省、

区）：西藏、宁夏、青海、海南、广西、云

南、甘肃、新疆、内蒙古、贵州。

根据人均 GDP、 第一二三产业

结构、第一二三产业就业人数、城乡居民消费支出、

科技经费等指标，我们将全国分为五类地区，按照经

济发达程度命名为一类至五类地区，具体结果为：经

济发展一类地区（3 市）：北京、上海、天津；经济发展

二类地区（6 省）：广东、江苏、浙江、福建、辽 宁、山

东；经济发展三类地区（6 省、区）：河北、黑龙江、内

蒙古、吉林、山西、新疆；经济发展四类地 区（8 省、

区、市）：海南、河南、湖北、湖南、宁夏、青海、陕西、重

庆；经济发展五类地区（8 省、区）：安徽、甘肃、广西、

贵州、江西、四川、西藏、云南。

整合两个维度的聚类结果，将各省（区、市）归到

二维表中，结果见表 6。 我们认为，分布在表格对角

线上的省（区、市），其研究生教育与区域社会发展匹

配程度较高，共包括 16 个省份。 京、津、沪三个直辖

市居于“研究生教育 1－经济发展 1”一格中；“研究

生教育 2－经济发展 2”一格中包括山东、广东、辽宁

和江苏 4 省；“研究生教育 3－经济发展 3”一格中包括

河北、黑龙江、吉林 3 省；在“研究生教育 4－经济发展 4”
一格中的是重庆；在“研究生教育 5－经济发展 5”格

中的是西藏、云南、甘肃、广西、贵州 5 省、区。

接近这条对角线的省份包括经济发展稍居于上

位的浙江、山西、海南，也包括研究生教育发展稍居

于上位的湖南、河南、江西、安徽、宁夏、青海。

相对远离这条对角线的省份， 我们认为其研究

生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存在较大反差， 包括经

济领先发展的福建、内蒙古、新疆，也包括研究生教

育领先发展的陕西、湖北和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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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我国研究生教育省际分布特征分析

第一，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各省级行政

区的研究生教育都取得了较大发展， 主要体现在两

个方面。①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大，绝对规模和相对规

模均有大幅增长。②研究生教育资源增长。机构资源

方面，研究生培养机构数量增加，学位授权点增加；

财力资源方面，各省逐年加大高校 R&D 经费投入；

人力资源方面，正副高职称专任教师数、博士和硕士

学位专任教师比例都不断增加。

第二，与其他研究生教育资源相比，教育经费投

入不足的问题异常突出。 在其他资源都增长的情况

下，只有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

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在全国范围内总体水平下降，

降幅达到 13.14％。 从数据看，全国生均预算内公用

经费的平均值在 2005 年跌至最低，2006 年已经有

所好转，但是仍然低于 1998 年的水平。 2006 年，只

有京、津、沪、渝 4 个直辖市和浙江、广西、甘肃、新疆

4 省的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水平高于 1998 年的水

平；其他 23 个省（区）均低于 1998 年的水平。

第三， 虽然各省级行政区的研究生教育均有所

发展，但发展程度各不相同，主要是研究生教育规模

存在较大差异，研究生教育资源分布很不均衡。对研

究生教育发展的各项统计指标进行聚类分析， 可以

将全国划分为五类地区， 它们在研究生教育发达程

度上差异很大。

第四，越是高层次的资源、越是稀缺的资源，省

际分布越不均衡，省际差异越大。 如 2005 年在校博

士生省际变异系数为 1.47， 大于在校硕士生省际变

异系数 0.98；博士点省际变异系数为 0.93，大于硕士

点省际变异系数 0.61； 正高职称专任教师的省际变

异系数为 0.73， 大于副高职称专任教师的省际变异

系数 0.60。
第五，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研究生教育规模和

资源的省际绝对差异（标准差）在扩大，省际相对差

异（变异系数）在缩小。 如在校研究生的变异系数由

1990 年的 1.29 下降到 2005 年的 1.07。 又如一级学

科、 博士点和硕士点的变异系数分别由第九次学位

授权审核后的 1.45、1.02 和 0.68 下降到第十次学位

授权审核后的 0.77、0.93 和 0.61。 这说明，我国研究

生教育布局已经作出调整， 在协调发展的政策导向

下，研究生教育发展落后地区加快了发展速度。

第六，就总体情况看，我国各省研究生教育发展

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匹配程度不高。 匹配程度较高

的省份在 16 个左右，其中包括两者都发达、两者都

中等发达和两者都欠发达三种情况。 有些地区经济

的迅速发展与滞后的研究生教育严重不协调， 如福

建、浙江。而有些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但研究生教

育相对发达，如陕西。

研究生教育发展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匹配程度

不高，是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历史因素、文化因素、

地理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全国

范围内设立了六个文化和行政中心———东北、华东、

华中、华南、西南和西北，每个区都有中心省份和中

心城市，分别是沈阳、上海、武汉、广州、成都和西安。

而我国高等学校传统上是面向大区设置的， 高等教

育资源就会集中在各大区的中心省份和城市。 加之

这些省份和城市原本就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并承担着面向大区域输送人才的任务。 因此，陕西、

湖北、 四川的研究生教育发展呈现出领先于经济发

展的特点。 反观福建、浙江等省，是改革开放的政策

使这些地方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 经济发展所需要

的人才和技术也主要依赖市场流动与配置， 自身并

没有根据经济基础扩大研究生教育规模， 因此研究

生教育滞后于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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