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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he standard of modern higher education and personnel training is 

higher and higher. In order to optimize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higher education effectively, highligh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various regions, and meet the needs of national and reg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China's relevant education departments have established a dynamic adjustment mechanism to 

realize the strategic policy of integration and optim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structure. There are obvious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China. There are great differences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different regions, the educational 

experience of different groups and the cultural level. How to take the advantages of regional economy on the basis of 

obvious social stratification to provide better support and servic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has 

become a key research topic in the field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in China. In this context, this paper takes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as the starting point, analyzes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deeply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gher education 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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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现代高等教育以及人才培养的标准越来越高。为有效优化高等教育内部结构，彰显各

地区高校的办学特色，满足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我国相关教育部门建立了动态调整机制，实现了高

等教育结构的整合与优化的战略方针。我国社会分层明显，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不同人群的教育经历以及文

化水平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如何在明显的社会分层基础上，更好的发挥区域经济优势来为高等教育发展

提供更好的支持与服务成为了目前我国社会发展与教育领域的重点研究课题。在此背景下，本文以高等教育发

展为出发点，在社会分层的视角下，对于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础进行研究分析，并深入探讨了高

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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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社会范围内，不同的社会个体所拥有的各

种资源是不同的，而社会成员之间资源拥有量的不均

衡就形成了社会分层。由于地域经济发展的不同导致

地域经济发展理念、教育理念以及经济模式等都存在

较大的差异。因此，基于社会分层的基础上，根据区

域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科学合理调整与优化教育结

构，不仅可以实现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逐步推动高

等教育特色化办学，而且还可以有效的提升资源利用

率，使得高等教育能够更好的满足区域经济发展的需

要。 

1. 社会分层与高等教育概述 

1.1. 社会分层概述 

社会资源的不同形成了社会分层，社会分层理论

的价值取向和具体内容差异较大。不同学者根据其研

究目的、研究重点或分析视角的差异而形成不同的社

会分层理论：马克思的阶级划分理论、马克斯·韦伯

的“三位一体”论和迪尔凯姆的社会分工论。 

社会分层本质上强调的是社会资源在各个群体中

的分布情况，因此，社会分层的标准可以依据社会资

源的类型和占有量。研究社会分层，最主要的是研究

其结构，社会分层结构包括人口结构、家庭结构、就

业结构、社会阶层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社会

组织结构等各个方面。社会分层结构中，最核心的是

社会阶层结构，它是社会结构的集中体现。社会阶层

结构广泛存在于各个领域，如就业结构、城乡结构、

消费结构等。本文所指的社会分层结构就是社会阶层

结构。 

1.2. 我国高等教育状况概述 

根据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2020 年我国高等教育

院校已经达到了 2956 所。其中，普通高等学校 2688

所（含独立学院 257 所），成人高等学校 268 所。同

时目前我国不断的加强了研究生培养单位的建设，已

经完成了 800 余所单位机构的建设。这些教学机构目

前总人数已经接近 4000 万人，同时研究生的数量已

经突破了 300 万人。而且，我国社会接受成人教育的

受教育者数量也在逐年递增。这些数据不是反应了我

国教育改革的成效，同时也更加反应出了我国高等教

育的发展。 

就区域分布而言，江苏省普通高等学校最多，达

到 167 所，广东省和山东省普通高等学校数量紧随其

后，数量分别为 154 所和 146 所。陕西省、北京市、

福建省等 19 个省市地区的普通高等学校数量则在

100 所以下，其中西藏地区的普高数量保持个位数。 

此外，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使得高等教育

规模不断在扩大，就目前我国高等院校的入学率而

言，不仅实现突破性的发展，而且已经高于了世界的

平均水平，但是由于受传统教育思维与观念的影响，

我国高等教育与西方的高等教育仍然存在着一定的

距离。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区域经济发展存在极大的

差异，并且呈现出了不均衡现象，导致我国高等院校

在全国范围内分布呈现出不均现象。从过国家统计局

的资料中我们就可以发现，我国高校数量呈现出了两

级分化：首先，在高等教育机构数量方面，北上广等

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不仅拥有着大量的高等院校，

同时还拥有丰富的教育资源，而相对偏远地区如青

海、西藏以等省份，目前仅拥有 3 所高校且无论是教

育资源还是教育硬件方面都存在建设与投入不足的

现象，不仅影响高等教育质量与效果，而且还对于人

才培养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其次，在高等院校质量方

面的也出现了不均衡发展。北京、上海等地区拥有这

大量的高质量高等院校，而想少数民族偏远地区不仅

没有重点高校，而且教育资源严重匮乏。最后，是区

域层面上看，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方面我国的中部、

东南沿海相对于西部地区不仅在高等教育机构数量

与质量上有着明显的优势，而且在教育资源方面也更

加丰富，也可以理解为中部、东南沿海地区占据着我

国大部分的优质教育资源，这就造成了教育不公平的

存在，同时也成为了目前高校教育发展的重点研究课

题。 

2. 社会分层视角下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

关系研究 

2.1. 社会分层与高等教育 

社会分层与高等教育之间的关系是社会分层研究

的重点之一。教育可以看作成为一种社会资源，高等

教育更是如此，同时教育也是社会分配资源的一种机

制。1999 年，我国的高等学校开始扩招，这标志着

我国的高等教育进入了大众化时代，但是这并不代表

我们所有人都拥有了同样的教育。由于我国社会结构

不断变化，社会出现阶层化倾向，影响社会成员获得

高等教育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他们所处的社会层次。 

社会分层与高等教育关系密不可分。一方面，高

等教育不仅促进了社会分层，而且推动社会的发展；

另一方面，社会分层反作用于高等教育。二者是相互

作用和相互影响的。 

2.2. 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 

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需要我们从

两个方面进行探究，即高等教育对区域经济的影响以

及区域经济对高等教育的影响，我们还要在社会分层

视角下，对两者的协同发展进行研究。 

2.2.1. 高等教育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经济发展引发了我

们对社会一系列的思考与研究，这其中包括了高等教

育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通过相关的文献发现，影

响区域经济发展的因素主要有两个，即内部因素与外

部因素。其中内部因素是指区域内部经济系统运行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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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的因素，也可以理解为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内部需

求与供给结构因素。目前，针对内部因素的研究，学

者们更多关注供给因素的研究，在供给因素中生产要

素的供给成为了主要的研究部分，供给因素主要包含

了劳动力供给、资本供给以及技术水平的发展与进

步。由此可见，高等教育作为影响社会劳动力与技术

水平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有着重

要的影响。下面就对高等教育的对于社会劳动力与技

术水平发展的影响详细论述： 

首先，高等教育对于社会劳动力因素的影响。随

着高等教育的发展在源源不断的为社会生产与输送

这具有高素质与高水平的劳动者，这些劳动者经过高

校系统完善的教育后，不仅积累了丰富的文化知识，

而且也掌握了较高的技能水平，所以在实践生产中，

劳动力工作效率的提升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带来的

显著的效果。同时，根据经济增长论可以发现，社会

实践中劳动生产率与人均产出是呈现正相关系的。因

此，提升劳动力生产效率也切实有效的推动了区域经

济的增长与发展。此外，高等教育的发展也使得社会

劳动力的整体素质有了显著的提升，而且自我国高等

院校扩招以来，更多具有高素质与高技能水平的劳动

者参与到了生产的第一线。这充分的表明了高等教育

的发展不仅使得社会高素质劳动力数量得到了增长，

而且还有效的推动了社会实践生产的创新与发展，对

于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发展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其次，高等教育对技术水平因素的影响。在实践

工作中高等教育对技术水平的影响往往需要通过两

个方面实现：一是，作为整体区域经济技术创新与发

展的核心，高等教育不仅能够提供人才的支持，而且

还可以提供更好的技术，进而实现整个区域内技术水

平的全面提升。技术水平的提升可以使社会民众的人

均资本得到全面的提升，继而影响整个社会经济的发

展；二是，技术的创新发展也推动了区域内经济增长

方式的转变与发展，随着创新型技术在经济发展中的

应用，区域经济各要素的组合更加丰富多样。由此，

实现区域经济由粗放式的发展方式向集约型发展方

式转变，切实有效的提升了资源利用率，推动经济的

快速发展。这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一步，而且为实

现区域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最后，区域内的高等教育对于区域本身的经济发

展有重要的影响。高校在建设初期往往需要通过大量

的人力、物力、财力等的投入，才能完成初期建设，

这对于区域内的经济可谓有着重要的影响。在具体运

行过程中高校教育内的各方主体的经济支出又对区

域内的经济形成了二次或者关联性的效应，有效的实

现了区域内的经济快速增长。由此可见，从长期发展

而言，高等教育对区域经济发展有推动作用，对于促

进区域经济的增长有着深远的影响与重要的意义。 

2.2.2. 区域经济发展对于高等教育发展的影响 

我们从两个方面来分析区域经济发展对于高等教

育的影响：  

首先，区域经济的发展对于高等教育有着积极的

影响与重要的作用，它为高等教育奠定了良好的物质

基础。区域经济的发展可以为高等教育提供必要的物

质基础，通过办学经费、科研经费以及就业岗位培训

等方式来不断的推动高等教育办学规模的扩大以及

发展。从我国现有教育体制来看，各地区高等教育经

费的主要来源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来自中央财政

的拨款，另一部分是依靠区域内政府财政补贴支持。

其中地方财政补贴的多少往往都是由区域内经济发

展的实际情况所决定的，可见，区域经济发展对于高

等教育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其次，区域经济增长速度与发展规模对于高等教

育发展有着直接的影响。区域内高等教育的发展不仅

和受政府经费补贴有关，而且还受其他多方面因素的

影响，区域经济的增长与发展决定了区域内能够为高

等教育毕业生解决多少数量的工作岗位，同时区域内

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也对区域内对于人力资本数量

与质量需求的发挥着决定性的影响。可见，这种内在

的供需关系决定了其相互的影响。 

最后，区域经济发展特点对于高等教育特点有着

重要的影响。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增长，现代社会环

境中企业与高等教育之间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高等

教育不仅可以为企业输送大量的高素质人才，还可以

为企业的创新发展提供更加先进的技术，而区域经济

内某一产业的快速发展，对于专业人才的需求不断增

长，这对高等教育人才的培养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如

本区域内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迅猛，那么本区域内的高

等教育往往会更加注重高新人才的培养，进而在解决

毕业生就业问题的同时也可以有效的满足企业发展

对于人才的需求。 

2.3. 社会分层视角下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协
调发展 

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可以有效的推动区

域内经济与知识的快速发展。知识经济扩张已经成为

了目前社会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而高等教育的发展

不仅对于知识经济的发展有决定性的影响，而且还可

以为知识经济的扩大与发展源源不断的提供内在驱

动力。 

但是，高等教育是促进社会分层的重要因素，而

且在不同阶段发挥不同的作用。社会通过高等教育获

得人力资本，而决定社会分层的影响因素不仅是人力

资本，还有社会资本。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和普及化使

得更多的人通过接受高等教育获得人力资本，但是在

高等教育大众化后期和普及化阶段，仅仅依靠获得人

力资本不能完全决定人们的社会分层，或者说仅依靠

高等教育获得的人力资本不能实现人们向上流动的

美好愿望。高等教育是否能够发挥其重要的作用就需

要区域内经济发展作为重要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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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决定了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的发展是决

定区域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协

调发展是一项系统切关系复杂的组合，其不仅需要得

到社会、政府以及教育工作者的高度认可与尊重，而

且还需要区域内政府部分、高校教育者以及社会之间

可以形成科学的关系，在增强高等教育开放性的同时

要注重相关互动机制的建设与完善。而高等教育作为

知识与技术创新的关键性主体之一，高等教育要注重

思维的转变与创新，不仅要注重知识的传授、人才的

培养以及相关科研工作的开展，还要结合区域经济发

展强化高素质创新型人才的培养。 

此外，在区域经济与高等教育协调发展过程中要

引导企业注重知识的利用，进而将新知识、新技术更

加科学的融入到实际生产中，推动区域经济增长模式

的转变与改革。传统区域经济的发展往往是通过不断

的扩大生产规模来实现经济的增长，这种生产模式不

仅资源利用率较低，而且还会导致环境污染问题的产

生并且会在生产过程中逐步恶化。而区域经济中粗放

式经营方式向精细化经营方式转变的过程不仅需要

思维与观念的转变，还需要知识与技术的渗透于应

用，需要以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为基础。这

样不仅可以实现区域经济与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而

且对于推动我国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与深远

的影响。 

3. 结语 

实践表明人类文明中任何两种事务的关系都是相

互的，并且是相互影响与相互作用的。高等教育与区

域经济发展有密不可分的关系，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

发展在实践中相互影响、互相作用。本文在社会分层

的视角下，通过对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现状的深入研

究，系统的研究了社会分层与高等教育、高等教育与

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相互作用与影响，提

出要促进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建议，进而

可以实现区域经济与高等教育的共同增长的同时，对

于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以及经济发展实现可持续发

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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