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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D要!本文利用2#U生产函数模型探求了高等教育规模对经济的影响$结果表明重庆

经济的高速增长产生了对高等教育人才的大量需求$但目前重庆高等教育还不适应重庆市经

济发展的需求$或者存在溢出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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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高等教育发展问题的定量化分

析方法综述

关于高等教育发展问题的定量分析来看"方

研究法林林总总"涉及问题也不一而足# 据笔者

简要总结"主要包括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利用数理

经济学理论)运筹学理论对高等教育的发展进程

及现状进行效率评价"如王淑娟)马生昀'!"#"(

运用数据包络分析'UA'(的方法"通过 ;2

! 模型

的计算"得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持续稳定"相对效

率稳步上升"必将有力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结论#

第二是利用计量经济学模型讨论高等教育与区域

经济增长的关系$采用丹尼森)麦迪逊算法"测量

高等教育人力资本对经济贡献的大小-采用投入

产出模型"研究高等教育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建立高等教育生

产模型进行分析-采用误差修正模型)格兰杰检

验)协整分析等方法进行深入分析等等#

就学者对重庆市高等教育发展问题的研究来

说"定量研究的少"定性研究的多-对时点数据分

析的多"时序数据分析的少# 但也有不少学者从

定量)时序分析的角度对重庆市高等教育发展进

行了有益地探讨"如李晓倩'!""%(利用柯布!道

格拉斯生产函数的方法计算出了 !"""!!""H 年

重庆高等教育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最终提出了

加快重庆高等教育发展的意见和建议-赵修渝)黄

仕川'!""%(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基础上"

引入高等教育发展变量建立生产函数扩展模型"

利用 #%$M!!""H 年时间序列数据分析重庆市高

等教育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通过对方程和变

量进行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得出结论$重

庆市高等教育发展对经济增长在短期内存在促进

作用"而长期效应未能有效体现-重庆市经济发展

对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推动作用十分有限# 本文

拟在前人先进经验的基础上"采用计量经济学的

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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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方法"突破性地对重庆高等教育发展问题进

行系统地)定量地探讨#

二%重庆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现状

"一$*十一五+期间重庆高等教育发展状况

简介

根据/重庆市高等教育发展%十二五&专项规

划0"%十一五&期间"重庆高等教育事业改革发展

取得了显著成绩# 一是整体规模有了新突破# 在

渝普通高校发展到 MH 所'其中高职高专院校 G#

所(-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 KH 万人"毛入学率提高

到 G"a"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每万人高校在校生

人数达到 !&# 人"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居西部第

二# 普通本科院校校均规模达到 #*HK 万人"居全

国第四位# 二是办学质量上有了新提升# %%$M&

%!##&工程建设高校取得新成绩"西南政法大学

和重庆医科大学成为教育部支持重点建设的大

学"国家级示范和骨干高职院校分别达到 G 所"市

级示范性高职院校达到 K 所-博士)硕士学位授权

单位分别达到 K 个和 #M 个-一级学科博士点和硕

士点分别达到 GG 个和 %K 个-建成一级国家重点

学科 G 个)二级 !# 个)重点培育学科 $ 个-建成国

家级重点实验室 H 个)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

个# 三是人才培养工作取得了新成绩# 累计建成

国家级特色专业点 KG 个)国家精品课程 K% 门)国

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G 个# 四是师资队伍建

设有了新进展# 截至 !"#" 年底"在渝高校现有

%两院&院士 $ 人"特聘院士 G# 人"K! 人入选%国

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有突出贡献的青年专

家 &# 人"%长江学者&!% 人"!% 人获国家杰出青

年科学基金"国家级教学名师 H 人"教育部创新团

队 #! 个'含培育 # 个(#

"二$重庆市 !"## 年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截至 !"## 年 ! 月 #G 日"由于/重庆市统计年

鉴 !"#!0和/!"## 年重庆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统计公报0均未公布"笔者采用市统计局 ! 月 H 日

公布的快报数作如下介绍$!"## 年全年实现地区

生产总值 #" "##*#G 亿元"比上年增长 #H*&a#

其中"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 $&&*M! 亿元"增长

M*#a-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 M M&!*$" 亿元"增长

!#*$a-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 G H!G*$# 亿元"增

长 #"*$a# 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全市生产总值的

比重为 $*&a"比上年下降 "*G 个百分点-第二产

业增加值比重为 MM*&a"比上年上升 ! 个百分

点-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 GH*!a"比上年上升 #

个百分点#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K HG#*$ 万

元"同比增长 G"a# 其中第一产业 !K$*KK 万元"

增长 M%*Ka-第二产业 ! K$&*KM 万元"增长

GH*Ka-第三产业 & MH$*!K 万元"增长 !&*%a#

三%重庆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关

系建模

"一$指标选取与模型构建

由于 !"## 年重庆市的相关指标尚未公布"无

法取得# 因此"采用 #%$M 年!!"#" 年的人均地

区生产总值'\̂ (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人均

固定资产投资']6(作为资本要素)各行业总从业

人员'6g(作为劳动要素"每万人高校学生数

'j@(作为高等教育要素建立柯布!道格拉斯自

然对数变形模型$

SYH'$H( 'SYH'RG( &SYH'GS( &

SYH'K#( &SYH'!( &

$

DD本文采用AB[Af@H*" 进行模型估计#

"二$模型的初步诊断

由于本文将高等教育要素作为主要分析的对

象"因此先就每万人高校学生数'j@(和人均地区

生产总值 ' \̂ (进行邹至庄突变点检验 '23,Y

;-7/XZ,5.?67<?<("检验的目的是分析模型参数在

样本范围内的某一点是否发生变化# 从 #%$M O

!"#"年每万人高校学生数'j@(和人均地区生产总

值'\̂ (的时序图中可以看出两者之间存在线性回

归关系"且 #%%%年可能是一个突变点'见图 #(#

图 #D重庆市 #%$M)!"#" 年 \̂ 和j@时序图

建立 #%$M!!"#" 年一般线性对数回归模型

后"进行邹突变点检验"结果如下$

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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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FE'\̂ ( P#*!& hgF̂ 'j@ ( QG*KH

D '#G*"$(D'#"*H&(

'UP"*$K DNP#K#*G

23,Y;-7/XZ,5.?67<?$ #%%%

E(00S9Z,?37<5<$ E,T-7/X</?<Z785157: T-7/XZ,5.?<

B/-95.)-7)-7<<,-<$ '0074(/?5,. >/-5/T07<

A4(/?5,. @/VZ07$ #%$M !"#"

NL<?/?5<?58 MH*#%M $G \-,T*N'!"!!( "*""" "

g,)05X7053,,: -/?5L

,

&K*"M! H# \-,T*235L@4(/-7'!( "*""" "

f/0: @?/?5<?58 ##!*G%# K \-,T*235L@4(/-7'!( "*""" "

从检验结果可以看出 #%%% 年是突变点# 联

系到重庆在 #%%K 年直辖后经济发展有了明显提

速"加上 #%%% 年为高校扩招的第一年"#%%% 年后

高校学生数有了明显的扩张"因此不再分析

#%$M!#%%$ 年的相关数据" 同时" 也不进行

#%$M!!"#" 年的虚拟变量分析和 #%%%!!"#" 年

的模型参数变化检验#

"三$#%%%)!"#" 年的数据平稳性检验和协

整分析

对 #%%%!!"#" 年各原变量)一阶差分和二阶

差分变量进行 'UN''()V7.?7: U58X79N(007-(检

验"发现二阶差分后各变量均在 Ma的显著性水

平下平稳'见表 #(#

表 #D各变量'UN检验情况表

变量名称 检验类型'2"6"e( 'UN值 Ma显著水平临界值 结果

gF̂ '\̂ ( '""""#( ##*%M O#*%$ 不平稳

gF̂ 'j@( '#"""#( O#$*&M OG*#$ 平D稳

gF̂ ']6( '#"""#( "*%# OG*#K 不平稳

gF̂ '6g( '#"""#( O!*$# OG*!# 不平稳

*

gF̂ '\̂ ( '#"""#( O!*H" OG*!# 不平稳

*

gF̂ 'j@( '""""#( OM*#K O#*%$ 平D稳

*

gF̂ ']6( '#"""#( OG*&K OG*!# 平D稳

*

gF̂ '6g( '""""#( O"*H! O#*%$ 不平稳

*

!gF̂ '\̂ ( '#"""#( O&*H$ OG*G! 平D稳

*

!gF̂ 'j@( '""""#( O#*%$ O#*"G 平D稳

*

!gF̂ ']6( '#"""#( O&*"M OG*G! 平D稳

*

!gF̂ '6g( '#"""#( OG*H! OG*G! 平D稳

DD既然二阶差分后各变量均在 Ma的显著性水

平下平稳"则可以进行协整分析"

$

!gF̂ 'j@(和

$

!gF̂ '\̂ (协整分析结果'见表 !($

表 !D

$

!gF̂ "j@$和
$

!gF̂ "\̂ $协整分析结果

=.-7<?-58?7: 2,5.?7)-/?5,. ]/.X 67<?'6-/87(

S9Z,?37<5̀7: 6-/87 "*"M

E,*,12A'<( A5)7.>/0(7 @?/?5<?582-5?58/0B/0(7

\-,T*

!!

E,.7

!

"*%!# M%% !#*"$K #K #M*&%& K# "*""H &

'?V,<?# "*"$H "&% "*K#% $!% G*$&# &HH "*G%H !

=.-7<?-58?7: 2,5.?7)-/?5,. ]/.X 67<?'R/W5V(VA5)7.>/0(7(

S9Z,?37<5̀7: R/WLA5)7. "*"M

续表

E,*,12A'<( A5)7.>/0(7 @?/?5<?582-5?58/0B/0(7

\-,T*

!!

E,.7

!

"*%!# M%% !"*GHK GM #&*!H& H" "*""& $

'?V,<?# "*"$H "&% "*K#% $!% G*$&# &HH "*G%H !

=.-7<?-58?7: 2,5.?7)-/?5.)2,7115857.?<'.,-V/05̀7: T9Tk

!

@##

!

T P[($

*

!gF̂ '\̂ (

*

!gF̂ 'j@(

O#!"*#G! # O!#H*#HG G

M%*&#" !M OMK"*G%$ G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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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从表 ! 中可以看出迹统计量检验 !#*"$ r

#M*&%""*K! qG*$&-最大特征统计量检验 !"*GK

r#&*!H""*K! qG*$& "

$

!gF̂ 'j@(和
$

!gF̂

'\̂ (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同样方法得出各差分 !

次后的各变量均与
$

!gF̂ '\̂ (存在长期关系"

此不赘述#

"四$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

由上可以得出与差分 ! 次后的各变量均与

$

!gF̂ '\̂ (存在长期关系"下面利用格兰杰检

验分析其他三个变量分别和 Û\之间是否存在

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见表 G#

由上表可以看出$经济发展是促进高等教育

发展的原因"但教育发展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并不

明显-劳动要素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不明

显-而经济发展和固定资产投入之间相互存在因

果关系# 因此"结合重庆经济发展实际情况分析

如下$

第一"重庆经济增长仍然以资本要素投入也

即固定投资拉动为主"而经济的增长势必带来对

固定资产投资的需求#

表 GD格兰杰因果检验表

E(00S9Z,?37<5<$ FT< NO@?/?5<?58 \-,T*

*

!gF̂ '\̂ (:,7<.,?̂ -/.)7-2/(<7

*

!gF̂ 'j@( $ "*"$K %H "*%#$ #"

*

!gF̂ 'j@(:,7<.,?̂ -/.)7-2/(<7

*

!gF̂ '\̂ ( #*KG% $! "*G#M ""

*

!gF̂ '\̂ (:,7<.,?̂ -/.)7-2/(<7

*

!gF̂ '6g( $ !*$%% HG "*#%% #"

*

!gF̂ '6g(:,7<.,?̂ -/.)7-2/(<7

*

!gF̂ '\̂ ( "*KG& $M "*M&% %"

*

!gF̂ '\̂ (:,7<.,?̂ -/.)7-2/(<7

*

!gF̂ ']6( $ "*MM% %! "*H!# &"

*

!gF̂ ']6(:,7<.,?̂ -/.)7-2/(<7

*

!gF̂ '\̂ ( D "*G"M !& "*KMK &"

DD第二"近年来重庆进入了工业化中期"劳动密

集型行业对经济的带动作用渐趋衰落"预计装备

制造)微电子)医药等高新技术企业必将取代建筑

等劳动密集型行业成为主导产业#

第三"重庆经济的高速增长产生了对高等教

育人才的大量需求"但目前重庆市高等教育还无

法适应经济发展的需求"或存在溢出现象"即高校

毕业生毕业后流向外地的现象突出#

"五$建立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

最终建立2OU生产函数模型"为消除自相

关"于是用一般回归和 ']R'组合建模的方法

'篇幅有限"不再列出检验过程($

gF̂ \̂ P"*#G hgF̂ ]6Q&*$M hgF̂ 6gQ

#*"GG hgF̂ j@ O#&*"% Q1']'#( P"*MG2

'"*KG( '!*%$( 'G*#"( ' O!*KK( '!*$%(

'UP"*%%KDNP$#K*$DUfP!*H$

四%模型的实际运用)))两江新区人

才需求和重庆高校人才培养模式分析

"一$适当调整高等教育供给结构

首先从大的方向上调整教育层次结构"主要

是增加硕士生及以上学历人才的数量# 从表 & 中

可以看出"本科生和专科生所占比重稳步上升"而

硕士生比重从 !""H 年以后基本稳定"中专生数量

急剧下降# 从而导致相对高学历的人从事低学历

的工作"造成人才的浪费"而真正的高端技术型人

才'硕士以上(又严重缺乏# 因此下一步应该进

一步扩大硕士生招生数量"或者在 R;')R\'等

专业硕士的培养上下大力气"以适应重庆经济高

速发展的需要#

表 &D各教育层次人数占中等教育学历以上人数的比重表"a$

年份 研究生占比 本专科占比 中专数占比

!""M M*GH KG*G& !#*G"

!""H M*HK KG*&$ !"*$M

!""K M*$! K&*$G #%*GM

!""$ M*$M KM*#& #%*"#

!""% H*#K KH*G% #K*&&

!"#" H*&M K$*#G #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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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其次"在学科设置上"应适当增加工学)理学

等偏理学科的比重"相对降低经济学)文学等偏文

学科的比重# 与全国其他省市一样"重庆的高等

教育层次结构和专业结构同样存在不合理的因

素"这容易造成结构性失业)人才结构性失调"这

既不利于经济的发展"也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同样

也会造成人力)物力)财力资源的巨大浪费#

再次"高校管理方面应从师生结构比)教育投

入方面进行改善# 近年来"重庆市高校师生比从

直辖之初的 # t$*$$ 直线下滑为 !"#" 年的

# t#$*!#"不仅低于全世界平均水平的 # t#G*$"

也低于发展中国家的 # t#G*M'见图 !(# 另一方

面"重庆市财政对教育的支持力度远低于财政收

入增长速度"这与近年来高等教育扩招规模大幅

增长是相悖的#

图 !D直辖以来重庆高校师生比

"二$改进或新创办高等教育模式

要坚持市场主导原则"根据重庆经济和两江

新区发展的需求改进或创办新的教育模式"如大

力发展广播电视教育)开放教育)现代远程教育等

创办模式"满足教育大众化)网络化)社会化)终身

化趋势下的不同层次)不同职业的教育需求#

"三$大力发展民办教育

出台一系列措施鼓励大型企业创办民办教育

产业集团"发展混合制高校# 政府应支持民营资

本和外国资本直接进入民办教育市场"通过新办)

参股)改组)兼并)收购等形式"促使企业和高校的

直接联合#

"四$高度重视大学科技园的建设

努力孵化产学研相结合的高新科技企业"促

进科学技术向生产力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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