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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my country's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entered a new journey of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and 

correspondingly, higher requirements have been put forward on the level and level of my country's education. However, 

how does the scale of higher education affect my country's economic growth? This paper starts from the two dimensions 

of the scale and quantity, structure and quality of higher education, establishes a systematic index system for the scale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analyzes the impact of higher education scale construction on my country's economic growth 

by setting a multiple regression model.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scale of higher education is closely related to 

my country's economic growth. Quality expansion of higher education, optimizing the structure of higher education, 

increasing funding for higher education, and taking the path of connotative development can promote further economic 

growth in my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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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已迈入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与之相应的对我国教育的层次与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

而高等教育规模对我国经济增长有着怎样的影响？本文从高等教育规模的规模与数量、结构与质量两个维度

出发，建立高等教育规模系统指标体系，通过设定多元回归模型探析高等教育规模建设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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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研究结果表明，高等教育规模建设与我国经济增长密切相关，质量化扩大高等教育规模、优化高等教育结

构、加大高等教育经费投入以及走内涵式发展道路等能够促进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增长。 

关键词：高等教育规模，经济增长，多元回归模型 

1.引言 

习近平主席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作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政治论断，相应的我国经

济飞速发展，已迈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新

时代人们对知识的需求日益增长，高等教育在我国经

济增长方面的提振作用日益显现。越来越多的学者将

经济发展同教育水平联系在一起，教育经济学科存在

的合理性日益凸显。王应密等（2021） 基于中国省域

面板数据研究了高等职业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认为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与高职教育对经济增

长的贡献率呈正相关，高职教育经济增长贡献率地区

差异显著。苏鸿儒等（2021）从粤、鲁、浙、苏四省

份比较出发，测度了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的耦合协调

度，认为四省份应从自身经济产业结构特色寻找突破

口，增强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协调性。 

然而高等教育与经济增长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

关联，高等教育规模指标设置应以何为依据参考？综

合已有文献，本研究从全国角度出发，通过建立多元

回归模型挖掘高等教育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探索

高等教育规模合理化指标设置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与建议，本研究对我国政府调节高等教育投资力度，

合理配置高等教育规模资源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2.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方法 

2.1.1文献研究法  

通过检索数据库查阅与本文相关的国内外文献

资料、翻阅目前已有的相应书籍、指标体系，并进一

步整理分析总结，对本文的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明

确了模型设定的理论与经济意义，并选定了模型设定

的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  

2.1.2 实证分析法 

选取 2000-2019 年 20 年的相关数据作为样本建

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利用 EViews 9.0 软件对数据

进行分析处理，根据数据处理的统计参数结果得出结

论并提出建设性意见。 

2.2 数据来源 

为研究高等教育规模建设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

响，基于常识性认知与文献理论基础，本文选取了国

内生产总值GDP作为被解释变量来综合反映我国经济

增长状况；在解释变量层面，本文从规模与数量、结

构与质量两个维度选取了共 5项指标来反映我国高等

教育规模的建设发展状况。本文的分析数据均来自于

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及中国教育经费统

计年鉴，数据区间为 2000年到 2019 年共计 20 年。 

表 1 高等教育规模系统指标体系 

高等教

育规模

系统 

要素层 二级指标 选取说明 

规模与数量 专任教师人数 

毕业生人数 

在校学生情况 

反映高等教育的师资力量 

反映高等教育绝对人力资本输出规模 

反映高等教育的规模 

结构与质量 生均财政性教育经费 

师生百分比 

反映高等教育的投资力度 

反映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结构 

在构建的高等教育规模系统指标体系中，部分指

标的数据可以从统计年鉴中直接获取，其余指标的数

据则需通过计算获得，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1]
: 

=
财政性教育

生均财政性教
经费

在
育经费

校学生情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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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专任教师人数

在校学生情况
师生百分比         （2） 

3.实证分析 

3.1 模型设定 

3.1.1 趋势图分析 

运用 EViews 9.0 软件对高等教育规模指标体系

与我国经济增长状况进行趋势图分析得到结果如图 1： 

 
图 1 各变量趋势图 

趋势图显示，我国经济增长状况与高等教育指标体

系的差异明显，但变化的趋势一致，且从趋势图中可以

直观的看出随着解释变量的增长变动，被解释变量与解

释变量之间近似呈现正相关，具有较强的相关性。 

3.1.2 相关系数分析 

在 EViews 9.0 软件中键入 COR Y x1 x2 x3 x4 x5

得到我国经济增长与高等教育规模指标体系的相关系

数表如表 2： 

表 2 各变量相关系数表 

 
相关系数表显示，各解释变量之间都表现出强相

关性，初步表明我国经济的增长与高等教育的规模建

设密切相关，其中 GDP 与生均财政性教育经费 x4 的

相关系数为 0.988191，表明 Y 与 x4 之间可能存在高

度线性相关关系；x1、x2、x3 与 GDP 的相关系数均大

于 0.92，表明可能存在线性相关关系；x5 与 Y 之间

的相关系数小于 0.7，相关性较弱。 

基于趋势图与相关系数分析，本研究将设定多元

线性回归模型来拟合高等教育规模建设对我国经济

增长的影响，公式如（3）： 

1 2 1 3 2 4 3 5 4 6 5i i
Y x x x x x u              （3） 

3.2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估计 

将数据导入 EViews 9.0 软件，估计多元线性回

归模型参数，结果如图 2： 

 
图 2 多元回归模型参数估计结果 

模 型 估 计 结 果 显 示 ， 2R =0.989819 ， 2R  

=0.986183 接近于 1，初步表明模型对样本的拟合程

度较好。而针对
0 2 3 4 5 6

= = = = =0H     ： ，给定 =0.05，

可知 F =272.2277> (5,20)F ，应拒绝原假设
0

H ，说明

回归方程显著，即高等教育规模指标体系变量联合起

来，确实对我国经济增长有着显著影响。从经济意义

层面来看，专任教师人数与毕业生人数两个变量的参

数为负值，不符合实际经验判断，经济意义不合理，

解释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相关关系，即模型可能存在严

重的多重共线性。 

为修正模型的多重共线性，采用逐步回归法优化

模型，最终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2 4 5
-127687.4 138.45 27.03 -1701246

i
Y x x x      （4） 

模型估计结果表明，在假定其他高等教育指标不

变的情况下，毕业生人数每增加一万人，我国 GDP 将

平均增长 138.45 亿元；生均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每

增加 1 元/人，我国 GDP 将平均增长 27.03 亿元；综

合图 1 与图 2 模型与数据分析可知，在校生人数与专

任教师人数与我国 GDP 呈正相关，对我国经济发展水

平影响较高，二者的最佳配比即师生百分比在特定的

P 值范围内与我国经济增长呈正相关，达到峰值后，

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相较于其他指标对我国经济增

长的影响程度最大。 

4.结论与建议 

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的来源不仅是资

本和劳动力等因素质量的增加，而是这些因素质量的

提高。高等教育作为提高人力资本的重要途径，源源

不断地为社会输送人才
[2]
，其规模的有效建设对经济

增长有着重要影响。多元回归模型研究表明，通过增

加专任教师人数、在校生人数，提高毕业生源输出量

等措施扩大高等教育教学规模，能够促进我国经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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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水平的提高；而通过增加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优

化高等教育师生百分比等调节高等教育教学结构也

有利于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即高等教育规模建设

与我国经济增长密切相关。 

高等教育是一个国家乃至全球经济增长、繁荣的

关键驱动力之一
[3]
，故基于此次研究数据与结论，对

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建设提出以下建议： 

（1）扩大高等教育教学规模，提升高等教育教学

质量 

教学规模是绝对人力资本输出的重要保障因素

之一，扩大高等教育教学规模为我国经济增长提供原

动力。故我国应持续加强高等教育学校建设，扩充高

校专任教师队伍，加大招生力度。当然，高等教育在

规模扩张的同时更应注重质量的提升，坚持“人才强

校”战略，以我国经济发展需求为导向，建立一支与

教育资源、人才规模相适应的高素质专任教师队伍，

提高高校综合实力与竞争力，走内涵式发展道路
[4]
。 

（2）优化高等教育结构，坚持产学研深度融合 

高等教育结构是高等教育规模建设的骨架支撑，

维持高等教育系统内部各因素的稳定性和比例关系

是建设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高等教育规模的必要环

节。故我国高等教育建设应优化师资与学生数量配比，

加大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创新“校企、校研、校校”

等合作机制，紧密结合市场需求，建立校企高新技术

供需对接机制。通过深层次教育改革撬动新常态教学

改革，以此提高高校的教学水平,进一步加快高校教

育结构的调整和转型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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