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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据数据显示，现阶段我国人口红利正在逐年递减，呈现出衰退趋势，人才红利正在形成。实现人口红利

向人才红利的转变需要提高全民教育水平，这意味着我们要高度重视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以便培养更

多高素质人才。本文以高等教育普及化为背景，探索高等教育普及化与人才红利释放间的联系，并对普

及化阶段及人才红利释放的现状、存在问题、对策进行具体研究分析，对我国高等教育在规模、质量、

结构、配置等方面得到进一步的升华，从而有效地推动我国人才红利的释放并对促使我国经济继续保持

稳步增长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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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data, at the present stage, the demographic dividend is decreasing year by year, 
showing a trend of decline, and the talent dividend is taking shape. To realize the transition from 
demographic dividend to talent dividend, we need to improve the whole people’s education level, 
which means that we should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of 
our country in order to cultivate more high-quality talents. Based on the popular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opular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release of talent dividend, studies and analyzes the status quo, existing problem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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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ermeasures of the popularization stage and the release of talent dividend. This article has a 
certain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further sublimation of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in terms of scale, 
quality, structure and configuration, so as to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release of China’s talent divi-
dend and promote the steady growth of China’s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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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将教育、科技、人才工作进行“三位一体”统筹部署，强调“实施科教兴国战

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等重要论

述为新时代高等教育发展和人才培养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1]。针对二十大报告中所提到的“教育”、“人

才”的统筹部署，本文将以我国正处于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与我国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人才红利正

在形成这两方面现状为背景，探究高等教育普及化与人才红利之间的逻辑关系，推动我国高等教育的发

展和人才培养的工作进展，为加快建设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和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添砖加瓦。 

2. 高等教育普及化与人才红利理论 

2.1. 高等教育普及化相关理论 

美国学者 Martin·Trow 在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理论中提出，高等教育将经历三个阶段，即精英阶段、

大众化阶段、普及化阶段，当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低于 15%处于精英阶段，当毛入学率在 15%~50%之间

则处于大众化阶段，当毛入学率超过 50%便达到了普及化阶段[2]。本文主要把侧重点放在 Trow 对普及

化阶段的研究上，并结合相关学者对其研究维度的总结进行分析，从而将 Martin·Trow 对高等教育普及

化阶段的主要指标体系论述汇总如下表 1 所示。 
 

Table 1. The main indicators of the popular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表 1. 高等教育普及化主要指标 

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主要指标 

高等教育规模 毛入学率 50%以上 

高等教育观念 人的社会义务 

高等教育功能 培养适应产业社会需要的全体国民 

学校类型与规模 学校类型多样化 

学生数无限制 

学校与社会的界限逐渐消失 

领导与决策 社会公众 

行政领导与内部管理 聘用专业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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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用民主参与形式 

学校课程 课程之间的界限被打破，必修课程逐渐消失 

学习与生活之间的界限被打破 

教学形式与师生关系 教学形式多样化 

师生关系淡化 

质量标准 价值增值 

入学与选拔 按照个人意愿，为大众提供教育保障 

学生的经历 延迟入学，“时学时辍” 

成人学生、有工作经验的学生人数大量增加 

 
上述这些维度共同造就了高等教育普及化，然而在这些维度中，笔者认为就中国而言，高等教育普

及化发展的任务主要表现在高等教育规模、质量标准、学生的经历、高等教育功能等四个方面。接受高

等教育人数的多少是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的基础；高质量的教学和高质量的人才是高等教育在普及

化阶段的核心；包容的招生标准支撑着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发展；明确高等教育的功能是高等教育普及化

发展的重点。 

2.2. 人才红利相关理论 

人才红利是基于人口红利的基础上所提出来的，其概念目前还没有得到统一，两者之间的区别就在

于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依靠大量技能水平不高、综合素质较弱的普通劳动群体带来的经济收益，

而人才红利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依靠大量技能水平高、综合素质强的知识性、技能型劳动群体所带来的

经济收益[3]。我国人才发展的总体目标是要围绕适应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要求，培

养素质优良、规模宏大、布局合理、结构优化的人才队伍[4]。因此，笔者基于上述论述及自己的见解将

人才红利的主要指标体系总结如下表 2 所示。 
 

Table 2. The main index of talent dividend 
表 2. 人才红利主要指标 

人才红利主要指标 

内在维度 人口素质 

人才资源总量 

人力资本投资 

人力资本配置效率 

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 

外在维度 适应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要求 

人才创新能力 

整体劳动者技能水平 

人才贡献率 

 
综上，笔者认为人才红利的主要指标可以用这些维度来表达：人口素质提高；人才资源总量上涨；

人力资本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人力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受过高等教育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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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人才培养适应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要求；人才创新能力；整体劳动者技能水平；人才贡献率等。 

3. 高等教育普及化与人才红利释放的逻辑关系 

本文将以研究普及化高等教育与人才红利的主要指标体系为出发点，探寻二者指标的重合之处，进

而分析二者的逻辑关系。笔者将高等教育普及化与人才红利释放的关系绘制如下图 1 所示。 
 

 
Figure 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opular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release of talent dividend 
图 1. 高等教育普及化与人才红利释放关系图 

 
由图 1 可见，高等教育普及化与人才红利的交融指标为人才数量、人才质量、人才配置、人才结构

等四个方面，笔者将在下文对这四个指标进行具体分析论述。 

3.1. 从高等教育普及化视角出发 

1) 高等教育普及化带来了人才数量的增加 
衡量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的首要标准是以毛入学率为指标的数量标准，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是指高等教

育全部在学人口与适龄人口的比值，是用来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规模的指标。从理论上讲，毛入学率

越高代表高等教育受众的规模越大、范围越广，普及化水平越高，这也就意味着普及化高等教育无疑是

大规模的。据数据统计，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在 2019 年达到 51.6%，首次突破 50%，进入普及化阶

段，随着高等教育普及化的不断推进，高等教育在学人数将逐步增加，人才数量将逐步上涨[5]。 
2) 高等教育普及化带来了人才质量的提高 
质量是高等教育的生命线，质量一词在高等教育中的涵义就是人才培养质量或教学质量。因此，高

校应把人才培养质量作为自身的最高追求，对高校的任何评价都应该围绕人才培养质量展开，这既是高

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的重大使命，也是回归高等教育初心的必由之路[6]。高校教学的质量决定了人才的质

量，在普及化阶段，高校的人才培养方式更加多样化，学生的个人能力、个人综合素质得到了进一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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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从而带来了人才质量的提高。 
3) 高等教育普及化带来了人才结构的优化 
进入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结构需要进行适应性调整。首先从年龄结构方面来看，我国高等教育非

适龄人口的教育需求同样巨大，在普及化阶段，我国高等教育人才的年龄结构得到了优化，非适龄人口

也成为了高等教育的重要生源。其次，在普及化阶段，我国高等教育的地区结构也会更加均衡。中西部

地区、经济欠发达地区高等教育发展将受到国家政策倾斜，更多的新建院校、招生指标、师资分配将主

要投放到这些地区，这些地区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及高等教育教学质量将大幅提高。此外，在普及化阶

段，高等教育学科、专业结构设置更加合理，高等教育的学科、专业数量有限，结构比较单纯的问题得

以解决，同时也不会出现高等教育非理性扩张的情况[7]。 
4) 高等教育普及化带来了高效的人才配置 
在普及化阶段，随着高等教育人才供给数量的增加和结构的转变，这一群体的就业分布格局发生了

改变，就业分布出现了新的特征，这意味着在人才配置方面发生了变化。自 2019 年我国高等教育步入普

及化阶段以来，我国专科毕业生、本科毕业生、研究生毕业生的人数都有了大幅度增长，与此同时我国

就业人员接受高等教育程度的比例也随之增长。这意味着，中国高等教育人才的供给逐步改变着就业人

口的学历结构，使人才配置更加高效。 

3.2. 从人才红利的视角出发 

1) 人才红利释放的基础在于人才数量充足 
在新常态的背景下，首先要保证人才的数量充足，能够为经济新常态提供持久不断的劳动力。习近

平总书记阐述的新常态是指速度、结构、动力三个方面的变化和现状，而保证劳动力的数量是保证经济

发展速度、转变经济结构、提供创新动力的前提，也是发挥人才红利的基础。总而言之，人才红利释放

的关键是要在保障劳动力数量的基础上再提高劳动力质量，充足的人才数量是人才红利释放的基础[8]。 
2) 人才红利释放的核心在于人才质量优良 
正是由于支撑人口红利释放的高数量低质量的劳动力群体数量逐渐减少，我们才不得不提出以低数

量高质量人才代替高数量低质量劳动力的方案，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以人才红利代替人口红利，由此可见，

人才红利强调的是高质量低数量[9]。显然，要发挥人才红利效用，就要培养高质量、高层次各类人才，

只有保证了人才质量，人才红利效用才会被有效释放。 
3) 人才红利的支撑在于人才结构优化 
人才的结构是支撑人才红利的重要因素。人才结构主要包括人才的年龄结构、地区结构、专业结构

等多方面内容，年龄结构是指劳动力的年龄分布；地区结构是指地区之间人才数量与经济社会的发展需

要是否恰当；专业结构是指人才的专业分配比例。在人才的数量与质量都得到保证的基础上，人才的以

上结构分布是人才红利释放必不可少的要素。 
4) 人才红利的重点在于人才配置高效 
人才配置是释放人才红利的重点环节。要做到人尽其才，离不开完善人才市场体系[10]。人才市场可

以根据人才的素质与能力，优势与劣势，按照能岗匹配原则，将“合适的人配到合适的岗位”，最大限

度地发挥专业性。合理的人才配置可以将人才与生产资料有效地结合，生产力得到充分发挥，人力资本

就变成了实在的生产力，创造出巨大的经济效益与社会财富，实现人才红利。 

3.3. 高等教育普及化与人才红利释放的关系研究 

综上所述，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迈入普及化阶段，我国人才在数量方面有了大幅度增长，在质量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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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了进一步提高，在结构方面得到了优化和改善，进而带来了高效的人才配置。笔者将其带来的主要

益处归纳为充足的人才数量、优良的人才质量、合理的人才结构以及高效的人才配置。而人才红利则正

是以充足的人才数量作为基础；以优良的人才质量作为核心；以合理的人才结构作为支撑；以高效的人

才配置作为重点。因此笔者将高等教育普及化与人才红利释放的关系界定为，高等教育普及化带来的充

足的人才数量、优良的人才质量、合理的人才结构以及高效的人才配置有助于释放出“人才红利”，简

言之，高等教育普及化助推“人才红利”释放。 

4. 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与人才红利的现状分析 

当前，我国正处于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初级阶段，认清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的现状对探索我国日后高

等教育的发展路径具有极大帮助。此外，人才红利也是近期我国学者们高度重视的话题，因此，学者们

也不得不通过分析人才红利现状，找出存在问题并给出解决方案，最终促进人才红利的释放。 

4.1. 关于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的现状分析 

1) 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我国生源的现状 
高等教育迈入普及化阶段需要更多的生源来支撑普及化规模的发展，高等教育的生源主要是中等教

育毕业生。我国高等教育目前面临的一种现状是高考录取率已经很高，参加高考而未被录取的人只有极

少数，因此如果没有更多的人参加高考，普及化高等教育便难以继续发展[11]。我国高中教育由两条道路

构成：一条是普通高中教育，一条是职业高中教育。长期以来的调查结果显示，接受普通高中教育的学

生就可以参加高考，而接受职业高中教育的学生大多数没有机会参加高考，便直接选择了就业。因此，

为这部分人提供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是发展普及化高等教育的主要任务。 

2) 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我国教育投入的现状 
发展普及化高等教育，还需要提供更好的教育条件以保障教学质量。因此，这就需要更多的办学经

费和教育投入来支持完善校园建设、吸纳专业教师队伍、改善教学设施条件，从而提高教学质量。一般

而言，高等教育投入主要来源于政府投资，笔者将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投入总量及占 GDP 比例数据整理

如下表 3 所示。 
 

Table 3. Total investment in higher education and its proportion in GDP during 2005~2020 
表 3. 2005~2020 年我国高等教育投入总量及占 GDP 比例 

年份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总投入(亿元) 3524 3995 4690 5117 5670 6460 7644 8505 

高等教育投入占 GDP 比例(%) 1.42 1.39 1.39 1.36 1.37 1.36 1.43 1.48 

年 份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总投入(亿元) 8459 8815 9518 10110 11109 12013 13464 13999 

高等教育投入占 GDP 比例(%) 1.37 1.35 1.39 1.36 1.34 1.3 1.36 1.38 

 
由表 3 可知，2019 年我国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带来了高等教育规模的增长，然而我国政府并没

有加大对高等教育经费的投入力度，但是政府财政拨款继续增加的趋势是存在的，这表明政府并非不重

视高等教育教育的发展，而是存在着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一种情况，因此短期内要政府大规模增加高等教

育投资难度较大，教育经费不足的现状严重也影响着高等教育的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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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我国培养模式的现状 
高等教育发展到普及化阶段，随着受教育者人数的增长，学生的构成越来越多样化，学生的个性差

异会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这就意味着普及化高等教育将是个性鲜明的教育，高校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应

当全方位地满足学生个性化发展的需要。但目前的高校在办学方式上仍遵循以往的知识传授形式，盲目

跟从社会的发展，根据社会要求去培养学生，缺乏高校自身独特的办学特色，并且忽视了学生的接受能

力和兴趣培养，真正涉及学生需要的教育非常不足，更无法满足学生个性化发展的要求。 

4.2. 关于我国人才红利的现状分析 

1) 我国有关人才战略的政策现状 
一个国家或地区想要培养出大量技能水平高、综合素质强的高质量人才，少不了强有力、能落地、

可实施的政策支持。本文将自 2001 年以来我国在人才战略方面的代表性政策文件总结如下表 4 所示。 
 

Table 4. Representative policy of talent strategy in China 
表 4. 我国人才战略方面的代表性政策 

政策名称 发布时间 相关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个五年计划》 
2001 年 3 月 明确提出了“实施人才战略，壮大人才队伍”政策，这是我国

首次将人才战略确立为国家战略。 

《2002-2005 年全国人才队伍建设规

划纲要》 
2002 年 5 月 首次提出实施人才强国战略。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近一步加强人

才工作的决定》 
2003 年 12 月 详细制定了“人才强国战略”的基本要求和主要任务。 

《党的十七大报告》 2007 年 10 月 将“人才强国战略”明确晋升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大

基本战略之一，并写进了党章。 

《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国家中长期教育

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 

2010 年 5 月 丰富和发展了人才工作的指导方针、战略目标和总体部署，强

调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加快了实施人才强国战略

的进程。 

《党的十八大报告》 2012 年 10 月 单独把人才工作作为“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重要

任务之一，指出了“要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

创造，加快确立人才优先发展战略布局，造就规模宏大、素质

优良的人才队伍，推动我国由人才大国迈向人才强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2016 年 3 月 明确提出实施人才优先发展战略，强调“把人才作 

为支撑发展的第一资源，加快推进人才发展体制和政策创新，

构建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提高人才质量，优化人才

结构，加快建设人才强国。” 

《党的十九大报告》 2017 年 10 月 把人才强国战略与其它的战略并列提出，并贯穿到其它的战略

安排中。 

《关于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的

指导意见》 
2018 年 2 月 强调了科学合理的人才分类评价机制可以调动各方面各类人才

的积极性，对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提供了人才保障。 

《关于促进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

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 
2019 年 12 月 构建了促进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的政策体系框架，保证了

人才的合理、公正、畅通、有序的流动，形成全社会关心人才、

支持人才的良好氛围。 

《党的二十大报告》 2022 年 10 月 首次将教育、科技、人才工作进行“三位一体”统筹部署，提出

“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加快建设高

质量教育体系”“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等重要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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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国发布的政策及实行的战略可以看出，我国坚持将培养高质量创新型人才作为长期发展战略，

致力于铸造人才强国，体现了我国对于人才工作一直以来都保持着高度的重视。 
2) 我国人才培养的现状分析 
我国高等教育包括本、专科的教育和硕士、博士研究生的教育，本文通过整理近年来普通本、专科

及研究生的毕业人数，绘制出如下表 5 所示我国每年高等教育毕业生的人数。 
 

Table 5. Number of college graduates in China from 2001 to 2022 
表 5. 2001~2022 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人数图 

2001~2022 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人数 

年份(年) 人数(万人) 年份(年) 人数(万人) 

2001 114 2012 680 

2002 145 2013 699 

2003 212 2014 727 

2004 280 2015 749 

2005 338 2016 765 

2006 413 2017 795 

2007 495 2018 813 

2008 559 2019 834 

2009 611 2020 874 

2010 631 2021 909 

2011 660 2022 1076 

 
由上表 5 可知，我国高等教育毕业生人数自 2001 年起至今一直呈现逐年上升趋势。2001 年，我国

高等教育毕业生人数仅有 114 万人，而到了 2022 年，我国高等教育毕业生人数已达到 1076 万人，20 年

间我国高等教育毕业生人数翻了将近十倍。我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逐年增加，不得不归功于我国高等

教育政策和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培养高质量、高素质的创新型人才一直是我国长期坚持和发展的战略

部署，也就是说，人才培养工作也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扮演着尤为重要的角色，为我国经济收入的逐年上

涨做出了重要贡献。 
3) 我国就业人员接受国高等教育程度现状 
本文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图鉴》(2002~2021 年)将 2001 年以来至 2020 年我国就业人员中接受高等教

育程度进行整理，并绘制如下表 6： 
 

Table 6. The proportion of employed persons with higher education in 2001~2020 
表 6. 2001~2020 年就业人员接受高等教育程度比例图 

2001~2020 年就业人员接受高等教育程度比例 

年份(年) 比例(%) 年份(年) 比例(%) 

2001 5.60 2011 12.94 

2002 6.0 2012 13.68 

2003 6.80 2013 1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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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2004 7.23 2014 16.05 

2005 6.78 2015 17.40 

2006 6.63 2016 18.10 

2007 6.60 2017 18.20 

2008 6.91 2018 19.10 

2009 7.43 2019 22.80 

2010 10.09 2020 22.20 

 
由表 6 可知，我国就业人员接受高等教育程度由 2001 年的 5.6%增长到 2020 年的 22.2%，这 20 年间，

我国就业人员接受高等教育的程度足足增长了 16.6%，这意味着我国在培养高质量人才方面有所进展。

尤其较为明显的是，我国高等教育在 2019 年迈入到普及化阶段，因此，在 2019 年开始就业人员接受高

等教育的程度与前几年相比增幅较大。 

5. 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 

作者在分析整理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的现状时发现我国高等教育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如

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生源不足且结构单一、教育经费投入不够导致教学质量不高、教学方式不合理等，

这些问题对普及化向更高阶段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从而会影响我国人才红利的释放。笔者将以这些问

题为出发点，设法给出相应的解决建议，以推动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最终促使我国人才红利的释放。 

5.1. 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 

1) 我国高等教育的覆盖面还不够广 
目前，我国仍有一部分具有求学意愿的人没有被高等教育所覆盖，这部分人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

在国家九年义务教育阶段辍学和接受中等职业教育的学生，另一类是处于偏远地区、农村地区、贫困地

区的学生[12]。因此，笔者将从这两类情况着手进行问题分析。 
一方面，我国高校学生构成单一。长期以来，我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群基本上都是就读普通高中，

通过高考成绩获得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适龄青年，也就是说，高考成绩是我国高校录取新生的基本乃至

唯一的依据。这种考试录取方式对于在义务教育阶段辍学和职业高中毕业后直接工作的这类人来说，即

使他们有意愿重返校园接受高等教育，也因为文化知识水平的影响被这样激烈的考试竞争所淘汰。另一

方面，我国地区间高等教育入学率增长不平衡。我国长期以来不同地区之间存在着教育规模、质量等发

展的不平衡，高等教育入学率也有高低之差。2019 年我国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然而据数据统计上

海、天津、黑龙江、浙江、陕西、北京、吉林、江苏、湖北等经济发达地区早在 2019 年的前几年毛入学

率就已经超过了 50%，但有些经济不发达的中西部省份如云南、青海、新疆、内蒙古、甘肃、广西、贵

州等至今仍处在高等教育大众化中后期水平。这也就意味着，中西部省份的高等教育适龄人口获得接受

高等教育的机会相对较少，这部分人群也应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主要增长点。 
2) 高校人才培养模式不能满足人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目前我国高校在人才培养过程中过度重视围绕着社会和市场而开设的专业知识教学，而忽略了高等

教育的根本功能——大学生自身的个性化发展需求和人的幸福、人的完善、人的身心发展等全方位培养

[13]。笔者将从这两方面的问题着手进行具体分析。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8878


宋雨萌 
 

 

DOI: 10.12677/ae.2023.138878 5637 教育进展 
 

一方面，高校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忽视了学生自身的个性与偏好方面的差异。目前，我国高校在人才

培养上依旧存在着“批量生产”的问题，高校对不同类型的学生在课程开设、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培

养要求等方面趋同的现象仍较为严重，丝毫不重视学生之间的知识差异、个性差异、爱好差异等。另一

方面，高校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忽视人文教育。当前的社会现实是我国高校更重视按照社会生产需要去培

养学生，更关注学生职业能力培养，使得高等教育的实用性、功利性越来越明显，而关于人身心健康的

全方位发展的培养则毫不关心。 
3) 我国高等教育现有资源无法满足发展的需求 
以经费为主体的资源保障是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的基础，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被认为是高校资源的

核心内容。目前，我国高等教育迈进普及化阶段，学生规模的增加、高等教育教学质量的发展，办学水

平的提升等造成了高校现有人力、物力资源短缺的问题。笔者将从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短缺角度出发，

找出高等教育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方面，高校基础设施承载有限。随着普及化阶段日益扩大的高等教育招生规模，我国大部分高校

都存在着高等教育基础设施紧张的情况，一些院校甚至出现因仪器设备、实验室不足而降低实践课在开

设课程中的比重，减少实践教学环节的情况，并且国内几乎所有高校的图书馆、自习室抢座现象严重，

无法满足学生自主学习的需要，设施普遍投入不足严重影响学生学习生活质量。虽然政府加大了对高等

教育的财政投入力度，但平均到各高校上，经费还是远远不足于完善基础设施的建设。另一方面，高校

教师资源短缺。普及化阶段的高等教育带来了受教育者人数的快速增长，但是大多数高校的师资队伍显

然没有跟上学生数量的增长速度。教师薪酬低、福利差使得从事教师行业的人群减少，从而造成了高校

教师资源短缺的情况。这种情况使高校现有教师具有巨大的教学负担，导致教育教学质量受到影响。 

5.2. 改善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中存在问题的对策建议 

1) 积极扩大我国高等教育的覆盖面 
生源问题是发展普及化高等教育必须面对的第一现实问题。贫困地区、农村地区的弱势群体和一部

分辍学生没有顺利完成中等教育以及职业高中毕业生参加高考的权利非常有限是高等教育生源“枯竭”

的主要原因。解决好这些群体的受教育问题，他们将会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生源的主要增长点。 
一方面，我国应构建更具包容性的高考招生制度，使各类有意愿接受高等教育的人群不会因中学类

别、年龄、背景、身体条件等原因被排除在高校入学选拔之外。此外，还应放宽高等教育入学体制机制。

可以通过建构适应非传统生源的人才培养体制机制，让更多在职的非传统生源能够工读结合，以保障他

们接受高等教育的基本权利。另一方面，提升贫困地区、农村地区弱势群体的基础教育质量。发展普及

化高等教育，必须注重弱势群体人群的基础教育质量，政府应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教育财政投入，为这

些地区引入高质量师资队伍以提升基础教育的办学水平，让弱势群体学生真正掌握科学文化基础知识，

提高学习能力、适应能力，将高等教育的阳光普照到这些较为落后的地区。 
2) 加强对学生群体个性化全方位培养 
一方面，高校应开设个性化课程以培养多样化人才[14]。普及化时代的高等教育更具个性化，因此高

校教育工作者应从了解并尊重每一名学生的个性差异出发，并有针对性地开展个性化指导。并且在课程

设置上，高校可以加大开设课程数量，丰富的课程种类可以加大学生选择的范围与空间，有助于学生找

到适应自己需要与感兴趣的课程。另一方面，高校应注重学生身心健康教育，促进全方位发展。高校可

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来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思想境界，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还可通过举办

心理健康咨询活动，培养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增强学生的心理抗压能力，树立其面对困难的信心，从

而促进学生的全方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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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联合多方办学，加大高等教育财政投入，完善高校人力、物力资源。 
随着高等教育迈入普及化阶段后，由于学生的数量与需求更为多样化，只靠以政府拨款为主的教育

投入不足以支撑高校建设，所以导致了高校人力、物力资源的严重短缺。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学需要得

到民间或社会的充分支持，吸纳多方力量对高等教育进行投资，从而提升高校人力、物力资源建设[15]。 
一方面，加大基础设施投入，补齐硬件短板。想要保证学生基本的学习生活，齐全的基础设施是必

不可少的，因此高校在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要以服务学生为目的，绝不可为了节省费用而出现硬件设施

数量、质量不达标的现象，影响学生的学习生活体验。另一方面，配足师资队伍，提高教学质量。目前，

我国由于对高等教育的经费投入不足，导致高校教师工资低、福利差，并且高校对于教师管理没有一个

合理的晋升机制，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教师个人的职业发展，最终出现教师跳槽的情况。因此，高校

在经费得到保障后，应重新规划对教师的管理体制，制定合理的晋升制度并提高人才的福利待遇，这样

才能更大程度地吸引优秀人才到来扎根，以提高高校人力资源量，以便培养高质量人才。 

6. 总结与结论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迅猛发展，对高学历人才的需求快速增长，叠加个人和家庭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意

愿和支付能力不断提高，从需求侧拉动了高等教育规模扩张，从而推动我国高等教育成功的迈入到普及

化阶段。随着普及化时代的到来，我国高校招生数量持续增加，高等教育带来的人力资本积累可以为劳

动力市场提供必要的人力资源保障，具体而言，高等教育普及化使我国获得更为充足的人才数量，较为

优良的人才质量、更为合理的人才结构以及更加高效的人才配置，最终实现我国人才红利的释放。因此，

我国必须高度重视高等教育的发展，在发展中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推动我国逐步从依赖人口红利向

依靠人才红利转变，以便保持我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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