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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教规模发展与相关因素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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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本文从资源配! 和办学质量两个维度
,

以全国 31 个省
、

市
、

自治区的有关统计t 为样本
,

采

用相关和回归分析方法
,

对我国高教规模发展的情况进行了研究
,

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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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上世纪末国家高等教育扩招政策的实施
,

我国的高等教育规模迅速扩大
。

根据有关统计资

料
,

从 1
999 年至 2加 1 年

,

我国普通高校当年招生

人数分别为 167
.

8 万人
、

220
.

6 万人
、

268
.

3 万人 ;

增长率分别为 47 %
、

38
.

16 %
、

21
.

61 %
,

在校生规

模也分别增长了 21
.

28 %
、

34
.

51 %
、

29
.

30 %
。

面对

如此高的增长速度
,

如何正确处理高教规模发展过

程中出现的问题
,

引导高教规模向理想状态发展
,

就成为摆在高教理论和实践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重要

课题
。

本文从资源配且和办学质量两个维度
,

采用

相关和回归分析方法
,

对我国高教规模发展的现状

进行了分析
,

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

据进行统计运算
,

求出规模与资源
、

质t 各指标变

量之间的 B , 彻
n
相关系数

,

进行相关显著性检验
,

在此基础上采用逐步回归法建立规模与资源
、

质t

的回归方程
,

找出规模发展的决定性变t
,

并用回

归方程进行规模优化分析
。

二
、

计算结果与数据分析

一
、

样本
、

变t 和研究方法

样本为全 国 31 个省
、

市
、

自治区普通高校

2(X犯年的有关统计量
。

数据来源于 《中国教育经

费统计年鉴 以刃3》川和 《中国教育年鉴姗3》[2]
。

根据有关的教育经济理论和研究问题的需要
,

选择如下指标变量
:

反映规模的变量
:

在校生人数 (y)
。

反映资源的变量
:

(l) 人力资源变量
:

高校数
al

,

教职员工数 气 ; (2 )物力资源变量
:

年末校舍面

积 玩
,

房屋和建筑物 蚝
,

专用设备蚝
,

年末图书册数

b.
,

本年购置图书册数蚝 ; (3) 财力资源变量
:

年末固

定资产总值
C , ,

本年购置图书金额 兔 ,

本年购置专用

设备金额 巧
,

地区地方教育经费收人 c’ 。

反映质量的变量
:
生均教职工数 d ; 、

生均教育

经费支出 人
。

研究方法
:
运用社会科学统计软件 SR 粥 对数

1
.

相关性分析

(l) 我国高教规模与资源的相关性分析

从计算结果可以看出
,

我国高教规模分别与人

力
、

物力和财力资源呈现 0
.

01 或 0
.

05 显著性水平

的正相关关系
,

说明当前我国高教的资源配工情况

基本顺应了高教规模发展的要求
。

(2 ) 我国高教资源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在对各种资源之间的相关性进行分析之后发

现
,

除了本年购置图书金额与一些资源指标的相关

性不显著之外
,

其余各种资源指标之间都呈现显著

以上的相关关系
。

表明本年度用于购t 图书的金额

还不能很好地与其它资源配置同步
,

今后应在购t

图书经费方面有所加强
。

(3) 我国高教规模与质量的相关性分析

高教规模与质量的相关性分析表明
,

我国高教

规模和生均教职工数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
,

但与体

现办学质量的另一指标生均教育经费支出不相关
。

显然
,

高教规模的扩大降低了每个学生所能享有的

教师资源
。

而规模与生均教育经费不相关
,

表明生

均教育经费并没有随着高教规模的扩大而增加
,

或

者说
,

前者的增加速度远小于后者的增加速度
,

甚

至表现为减少的倾向
。

而体现办学质量的两个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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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海英 : 我国高教规模发展与相关因家的实证研究

之间的相关系数为负值
,

说明随着在校生数与教职

员工数之比的提高
,

生均教育经费支出降低
。

这可

能是规模经济特征的反映
,

但同时也表明
,

与高教

规模的迅速扩大相比
,

教育经费投人的增幅明显不

足
。

2
.

回归分析

通过作散点图
,

发现规模与各资源变量和生均

教职工变量之间的关系基本呈线性关系
,

故用逐步

回归法建立了如下回归方程
。

(l) 规模与资源的回归方程

规模与人力资源的回归方程为
:

y二 一 33田2
.

45 2 + 12
.

解3处 + 2 119
.

创Oal ¹

t( 一 3
.

274) ( 8
.

830 ) (2
.

94 8 )

调整后的 扩
二 0

.

985
, F 二 l以刃

.

67 2

规模与物力资源的回归方程为
:

y = 38825
.

05 2 + 28
.

9卯玩 + 36
.

仪旧蚝 º

t (2
.

24 1) (9
.

8% ) (2
.

9抖)

调整后的 R2 = 0
.

921 , F 二 175
.

919

规模与财力资源的回归方程为
:

y 二 , 如20
.

4卯 + 8
.

742E 一 02 兔 + 0
.

129 化 »

t( 1
.

38() ) ( 12
.

2(X) ) ( 3
.

65 7 )
调整后的扩

二 0
.

857
, F 二
卯

.

肠2

以上三个回归模型均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
a 二

0
.

01 的 F检验
,

回归参数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
。 二

0
.

01 的 t检验
。

由此
,

可以得出以下一些结论
:
教

职员工数和高校数是在人力资源方面决定规模的变

量
。

在物力资源方面年末校舍面积和本年购置图书

册数是决定规模的变量
。

在财力资源方面教育经费

投人和本年购置图书金额是决定规模的变量
。

建立规模与分类资源的回归方程之后
,

将规模

对人力
、

物力和财力资源进一步进行回归分析
,

发

现规模与所有资源的回归方程与回归方程¹ 一样
。

据此可以判断
,

在所有资源因素中
,

人力资源因素

是影响规模发展的最重要因素
。

(2) 规模与质量的回归方程

规模与质里的回归方程为
:

y 二 一 511翻6
.

2 + 55754
.

45 7d : ¼

t ( 一 2
.

67 5 ) ( 4
.

324 )

调整后的 扩 = 0
.

37 1
,

F = 18
.

69 3

该回归模型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
Q = 0

.

01 的 F

检验
,

回归参数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
a = 0

.

01 的 t

检验
。

上式表明
,

从办学质量的角度考虑
,

生均教

职工数是影响规模的变量
。

反之
,

规模扩大同样也

会影晌生均教职工数
。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

生均教职工数的上升意味着每个学生所能享有教师

资源的减少
,

从而影响办学质量
。

三
、

结论与对策

1
.

在现有资源配置情况下我国高教规模不宜

再快速扩张
,

应稳妥发展

根据上述分析
,

将 么力2年我国普通高校数和

教职员工数代人回归方程¹
,

预测 2印3年我国普

通高校在校生人数为 105 2
.

2万人
,

而 2(X) 3年我国

普通高校实际在校生人数为 11 08
.

6 万人
,

实际值

超出了模拟预测值 5
.

36 个百分点
。

就我国现有的

资源配置情况分析
,

我国高教规模不宜再快速扩

张
。

否则
,

将会导致资源使用过度
,

资源紧缺加

剧
,

最终产生过分拥挤的现象
。

其实这种情况当前

已经出现
。

如校舍紧张
、

澡堂门前排起长队
、

仪器

设备无法满足学生实验需要
、

教室座位紧张
、

图书

馆书籍借阅困难
,

等等
。

这种过分拥挤的现象虽然

降低了生均成本
,

但同时也降低了教育效率
,

进而

影响办学质量
。

2
.

恰当定位我国高教规模发展的类型

有学者将教育规模区分为九种类型
。

分别是按

发展趋势分的三种类型 (成长型
、

稳定型
、

萎缩

型) 和按目前状况分的三种类型 (过小型
、

适度

型
、

过大型 ) 的组合[31 。

从我国人口增长和经济发

展的状况来看
,

我国高教规模是由规模过小成长型

发展起来的
,

并且将继续走成长型的道路
。

在今后

的发展中
,

应逐步经历规模适度成长型并最终走向

规模适度稳定型的理想状态
。

在此发展过程中
,

资

源投人应同步增加
,

在追求规模经济效应的同时决

不能以牺牲教育和管理质量为代价
。

3
.

高教规模发展的对策

( l) 高教规模发展应立足于资源的优化配置

高教规模的合理确定在宏观层面上必须考虑当

前的社会
、

经济
、

政治文化发展水平
,

在高校内部

的微观层面上就是要优化教育资源的配置
,

从人

力
、

物力
、

财力资源的结构和数盆上加以调整
,

使

之有助于高校的规模发展
,

实现规模经济效应
。

在

高教资源配置上
, “

木桶原理
”

值得我们借鉴和注

意
。

例如上述回归模型¹
,

说明了我国高校当前的

规模主要由教职员工数量来确定
,

但如果图书
、

设

备
、

校舍和经费等方面的资源配置没有跟上
,

那么

高校最终只能容纳由最小资源所决定的学生数盆
,

从而造成其它资源的大量浪费
。

否则
,

就只能以牺

牲办学质量为代价
。

(下转第 87 页 )



陈国荣等 : 加强当代大学生自我诚信教育及提升其竞争力探究

过因特网创造和获得新的伦理空间
,

在互通中培育

互相信任
、

互相合作的精神
,

而如果使其成为单纯

释放自我压抑的宜泄心理的机制
,

必然会造成网上

诚信道德的失控
,

失去网络伦理的自制和自律的道

德调节能力
,

从而引发出一系列不诚信道德问题
。

互联网作为一种先进的信息网络技术
,

归根到

底是为人服务的
,

人是网络技术的主人
,

德育工作

者往往成为名副其实的网络灵魂工程师
,

开发网络

诚信资源
,

引导学生在网上调用
、

阅读
、

收集他人

的信息与资料
,

交流自己诚信道德体验的信息
,

充

分展示现实的人格力量
。

同时
,

要加强诚信道德网

站建设
,

设计教育软件
,

开辟主页
,

制订和完善网

上道德以及网上立法
,

引导学生倡议网上诚信承

诺
,

以科学的理性精神构建网上诚信伦理规范
,

以

科学知识
、

开放的心态和创新精神
,

为虚拟人格提

供现实基础
。

这样
,

就可充分利用网上丰富的诚信

教育的信息资源为塑造自身现实的诚信道德理想人

格服务
。

4
.

建立诚信教育制度
,

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
。

既要尊重知识
,

敢于维护知识的尊严
,

杜绝考试不

诚信行为
,

又要提倡公平竞争
,

营造公平竞争的环

境
,

使学生逐步树立竞争有序的观念
,

同时必须遵

守规则
,

讲信用
,

学会合作
。

学校还应重视制度创

新
,

建立诚信教育制度
,

诚信教育制度既是推行诚

信教育的前提
,

又是优化诚信教育的环境保证
。

建

立诚信制度
,

确保有更多的人担起优化诚信教育环

境的责任
,

并且不断开拓创新
,

打造教育诚信品

牌
,

铸造诚信的人格
。

青年代表未来
,

青年兴则国家兴
,

青年强则国

家强
。

我国已加人 W】D
,

这就意味着我国的经济

发展必须纳人国际竞争和协作的新的经济秩序之

中
,

遵守规则
,

履行承诺是各成员国最重要的原则

基础
。

离开了诚信
,

中国的市场经济就无法正常运

行
。

面对新形势
,

实施诚信建设
,

是高等教育的一

项重大战略任务
,

也是高等教育自身发展和完善过

程中不可逾越的必经之路
。

因此
,

当代大学生的诚

信教育应长抓不懈
,

不断提升其竞争力
,

不仅是我

国经济体制人世的需要
,

而且是我国未来社会国民

素质人世的需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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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加快推进教育投资多元化的格局

由上述的相关分析可以看出
,

我国高教规模发

展与教育经费投人有依存关系
。

而生均教育经费支

出未能体现与高教规模发展的同步性
,

甚至与生均

教职工数呈负相关关系
。

这显然与教育经费投人不

足有关
。

尽管当前和未来政府投资都将是高等教育

投人的主渠道
,

但对于解决教育投人不足的间题
,

推进教育投资多元化格局的形成不失为一剂良方
。

(3) 高教规模的扩大应确保办学质量不降低
,

走内涵式发展道路

生均教职工数和规模有正相关关系
,

是影响规

模发展的一个盆要变t
。

同时
,

生均教职工数的上

升以及生均教育经费支出的下降
,

则意味着教育质

t 将受到形响
。

因此
,

在高教规模扩大的过程中
,

应

确保办学质量不降低
。

而保证办学质童不降低乃至

不断提高的一条重要途径就是高校发展要走内涵式

的发展道路
。

提高教职工素质和教师科研水平
、

改

革课堂教学模式
,

乃至加快教师人事制度改革
,

提供

更有效的激励等都是高校内涵式发展的重要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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