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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对高等教育经济作用的文献梳理发现我国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所起的作用至关重要，总结了我

国教育促进经济增长的三条主要路径。值得关注的是，在教育类型化发展的今天，由职业高等教育和普

通高等教育构成的高等教育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影响，而相关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基于此，

本文提出了从类型视角对高等教育结构的经济作用进行研究的可能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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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reviewing the literature on the economic func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we find that high-
er education plays a vital role in economic growth in our country. We summarized three 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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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hs that education promotes economic growth in our country as well. Then we noticed a signifi-
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higher education structure and economic growth. Among them, the 
higher education structure is composed of voc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and general higher educa-
tion.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review, we put forward the possible directions to study the economic 
func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struc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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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的新阶段，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是高质量发展，使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科技自立

自强能力显著提升，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建设现代经济体系取得重大进展。尽管众多因素对经济高质量发

展具有深刻影响，但高等教育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具有基础性、发展性和可持续性的作用。就推动高质量

发展的战略部署而言，作为经济发展重要支撑的高等教育，不仅意味着通过进一步深化高等教育改革、

加快高等教育现代化来提升人力资本、增加个体收入、提高消费水平，更呼唤建立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

相适应的有效机制。 
当前，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阶段，正在实施的深化供给侧改革、扩大内需战

略、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等，都与高等教育和人力资本的提升密切相关。人才是经济发展的第一

资源，而创新是推动经济的第一动力，教育又是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的关键。高等教育的发展对人力

资本存量和技术创新能力有关键性影响。概言之，高等教育与人力资本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基础。 
随着经济发展迈入新阶段，职业高等教育的发展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 
2022 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要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

新，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诸多国家文件对“教育类型”进行

了明确。2019 年 2 月国务院印发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指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

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并明确职业教育是一个教育类型，而不是教育层次。自 2022 年 5 月 1 日

起施行的新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进一步明确了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

教育类型。 
与普通高等教育相比，我国职业高等教育规模在飞速发展，高等教育类型结构处于持续动态调整的

过程中。学校数量方面，2022 年普通本科院校 1239 所(含独立学院 164 所)，较 1999 年增长 106.7%；2019
年教育部批准部分学校开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到 2023 年有 33 所本科层次职业学校；2022 年高职

(专科)院校 1489 所，较 1999 年增长 236.2%。在校生规模方面，2022 年普通本科在校生 1965.64 万人，

本科层次职业学校在校生 22.87 万人，高职(专科)在校生 1670.90 万人。2022 年普通高等教育在校生占各

种形式的高等教育在校生总规模的 42.22%，1999 年该比例为 44.47%；2022 年职业高等教育(包括本科层

次职业教育)在校生占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在校生总规模的 36.38%，1999 年该比例为 13.02%；2022 年普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2243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王斯克，李良立 
 

 

DOI: 10.12677/ae.2024.142243 1571 教育进展 
 

通高等教育和职业高等教育的比例为 1.16:1，1999 年该比例为 3.41:1。 
由于职业高等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在教育理念、培养目标、培养模式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本

文在全面梳理高等教育经济作用的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重点关注职业高等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的经济作

用的对比研究，以期为不同类型高等教育推动经济发展做出理论和实践层面的探索。 

2. 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大小 

2.1. 高等教育对全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Schults (1961)计算 1929~1957 年美国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表明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33% 
[1]，其中小学、中学、大学投资收益率分别为 35%、10%和 15% [2]。Denison (1958)通过教育量简化系

数法计算出 1929~1958 年教育对美国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为 23% [3]。麦迪孙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为基础，结合丹尼森算法，计算发现 1913~1984 年，随着美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上升，高等教育对经

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呈上升趋势，从第一阶段的 1.29%上升到第三阶段的 14.6% [4]。在针对中国的研究中，

叶茂林等(2003)通过构建教育生产函数模型测算出 1981~2000 年间高等教育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

献率为 22.88% [5]。崔玉平(2011)采用 Denison 和 Madison 的算法计量出 1982~1900 年间我国高等教育对

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有 0.48%，同西方六国的数据相比，中国的高等教育贡献率非常低[6]。 
21 世纪之前，由于我国高等教育规模较小、体制机制不完善，且经济尚属以粗放的、资源消耗为主

的外延式发展模式，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很低[7]。而随着高校扩招，高等教育开始步入大众化

阶段，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所提升，李硕豪等(2017)测算出我国高校 1999 年扩招以来高等教

育对经济年均增长率的贡献率为 2.77%，与高校扩招以前(1990~2000 年)的 0.83%相比，对经济增长的贡

献率有了较大的提高，但从数值上看，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率仍然较小[8]。杨天平和刘召鑫

(2014)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构建模型，结合教育综合指数法，对中国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率进行测算，发现 2001~2011 年间高等教育贡献率为 3.62%，仅相当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 20 世纪 70 年

代水平[9]。胡德鑫(2017)以丹尼森因素分析法作为理论基础，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基础上，对

我国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测算，发现 1996~2014 年我国劳动投入弹性系数为 0.44，高等教育

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率为 1.82%，仅为美国的 1/9，英国的 1/5，法国的 1/6，说明我国粗放式经济发展

方式未根本改变，内涵式经济发展模式有待加强，要通过提高生产要素的质量和利用效率来实现经济增

长[10]。 
此外，也有研究指出高等教育规模对经济增长有着负向影响。郑鸣和朱怀镇(2007)在卡塞拉经济增长

模型基础上，利用 1999~2005 年 31 个省面板数据对高等教育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测算，发现自高

校扩招以来，超过一半地区的高校对当地经济发展不但没有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阻

滞了当地经济发展[11]。Hanushek (2016)通过实证分析否认了更多的大学毕业生会导致更快的经济增长这

一基本观点，认为是认知能力的差异而非单纯的受教育年限决定了各国经济增长，仅依靠扩大高等教育

规模不会带来经济的增长[12]。 

2.2. 高等教育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测算高等教育对区域经济增长贡献的研究起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大多是根据各省份某一时间段相

关数据的测算。吴重涵等(2009)等运用丹尼森因素分析法测算了 1996~2007 期间江西省高等教育对经济

增长的贡献率为 3.28% [13]。林凤丽等(2009)测算了吉林省 2000~2012 年间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为 2.16%，并把计算结果同全国平均水平、东北三省数据进行了对比分析，发现吉林省高等教育对经济

增长的贡献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且在东北三省中排名辽宁省之后[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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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基于各省份数据的研究，还有学者测算了省域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朱迎春和王大鹏

(2010)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基础上进行延伸，运用省际面板数据测算高等教育对区域经济增长

的贡献，发现 1996~2006 年中国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平均仅有 1.267%，且地区间差异较大，呈

现由东向中西部地区逐步递减的梯次分布[15]。李立国和杜帆(2019)采用内生增长理论模型，基于

1996~2016 年的全社会就业人员数中研究生学历就业人口，测算出研究生教育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为 3.1% [16]。陶元磊和李强(2015)基于 31 个省份的数据，使用动态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发现 1999~2011
年间西部地区短期财政投入无法促进经济增长，中部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经济增长并没有显著的短

期、长期关系[17]。阿加西斯蒂等(2019)使用系统广义矩法和工具变量法，分析意大利 2006~2012 年大学

效率对四个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发现只有高效率的大学才能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靠近高效率的大学

会有知识溢出效应[18]。 

3. 高等教育影响经济的作用机制 

3.1. 高等教育是以人力资本方式作用经济增长 

经济理论一直强调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由于教育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形式，许多关

于经济增长的研究从劳动力供给出发，基于人力资本理论分析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如早期的舒尔茨、

丹尼森等一批学者主要着眼于教育对人力资本质量提升的作用。人力资本质量的提升会提高生产力，进

而带来人均实际收入的增长[1]。舒尔茨(1982)依据人力资本理论，计算 1929~1957 年美国教育对经济增

长的贡献是 33%，他将人力资本定义为体现在人的身上的对生产起促进作用的有用知识和能力，并认为

经济增长主要源于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而教育能够将有用的知识和能力固化在人身上，因此教育也就

成了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19]。卢卡斯将人力资本作为一个独立要素纳入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认为

人力资本积累具有内生性特点，且会产生提高全社会生产率的收益递增的外部正效应[20]。在对中国的研

究中，大量的实证研究发现教育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Wang Yan 和 Yao Yudong (2003)构建

了 1952~1999 年中国人力资本存量的测度，核算经济增长后发现，中国人力资本的迅速积累对经济增长

和社会福利的贡献显著[21]。张传国和庄礼焕(2011)考察不同层次教育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与发展水平

有关[22]。 

3.2. 高等教育促进科技进步而推动经济增长 

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但假定技术进步为外生变量，只能说明长期

经济增长的可能性，并没有对长期经济增长机制本身作出必要解释[23]。罗默(1990)则将技术进步内生化，

提出知识积累、技术进步具有“溢出效应”和“规模效应”，知识与技术边际生产率的递增性，及其与

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的相互作用，解决了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的问题。他认为，拥有庞大人口并不足

以产生经济增长，投入研究的人力资本存量可以通过激发技术进步而间接提高经济增长率[24]。从这个意

义上讲，各国经济增长存在差异的根本原因是人力资本存量和科技水平发展的差异性。 
人力资本可以通过影响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来影响经济增长[25]。范登伯斯奇(2006)通过创新和

模仿两个渠道来考察不同类型人力资本对整个经济领域技术改进的贡献，验证了技术劳动力越靠近技术

前沿，其经济增长促进效应越高[26]。厉以宁(1980)分析了教育在促进一国经济增长和提高经济增长率中

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劳动力质量的提高是我国今后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而任何技术创新和劳动生产率

的提高都可以看成是对教育的投资的累积性的成果[27]。叶茂林(2005)也提出教育在推动人力资本增殖的

同时，也推动着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的步伐，从而不断提高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20]。可见，技术进步作

用的发挥需要依靠研究投入的人力资本，换言之，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中包含了人力资本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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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高等教育调整收入分配，促进消费，拉动经济增长 

一方面，高等教育通过改善收入分配结构，增加个人收入，促进消费的扩大，拉动经济增长。厉以

宁(1980)分析教育通过提高劳动者文化技术水平来提高其未来取得收入的能力、增强其流动性，从而缩小

社会收入分配差距，促进经济增长[27]。赖德胜(2001)认为教育影响收入分配的更主要途径还在于它提高

了受教育者的配置能力，即使既定资源得到最有效配置从而使产出增加的能力[28]。教育对个人收入的形

成和分配有重要的影响，受过更多教育的人将会获得更高收入。但也有研究认为教育对工资收入的影响

中包含了信号效应，应从宏观层面分析教育对总人口人均收入的影响，以消除这种影响，进而有利于把

握教育的生产功能。孙志军和管振通过理论和计量分析发现，教育扩张尽管可以通过提升劳动力的生产

能力和技术进步率促进劳动力人均收入的增长，但是也推迟了劳动力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降低了劳

动参与率，对总人口人均收入的提升产生一定的阻碍作用。总的来看，教育扩张导致的劳动力教育水平

的提升对总人口人均收入呈现倒 U 型影响[29]。可见，教育对收入分配发生影响要通过劳动力市场，从

这个角度上讲，教育还可以通过劳动力分配间接影响经济增长。 
另一方面，高等教育消费也会扩大消费需求，促进经济增长。通过探究教育消费支出与经济增长的

关系，多数研究利用省际面版数据表明教育消费对于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促进作用。闵维方(2021)运用

2005~2018 年省级行政区面板数据探讨“教育–消费–经济增长”的链接关系，发现教育能够增强消费

能力、优化消费结构、提升消费意愿，进而促进经济增长，且不同阶段教育促进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

机制存在差异[30]。周垚和沈红(2018)采用 1999~2014 年我国各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验证了省级高教财政

投入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正向影响，发现西部地区的教育消费的产出弹性最高，而中部地区的产出弹性

最低[31]。方超和黄斌(2018)利用我国 1996~2014 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基于增长回归框架(M-R-W)检验教

育投入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高等教育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倒“U”型关系，表明我国存在

增大教育支出来促进经济增长的上行通道。[32]但也有文献否定教育消费在现代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如隋

建利等(2015)利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家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以及国内生产总值年度数据，基于时间序列

数据以及非线性模型探讨我国教育消费与宏观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发现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处

于动态演变的过程中，前期经济增速对即期教育投入的影响为正，而前期教育投入对即期经济增速的影

响为负[33]。 

4. 类型视角下高等教育的经济作用 

国内已有的研究整体分析高等教育对经济作用的文献多，但类型角度比较分析普通高等教育和职业

高等教育的经济作用的文献较少。 
吴丽卿(2007)认为调整和完善高等教育结构分析，不仅可以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变化，同时对进一步

推动文化教育的普及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现阶段我国高等教育结构分析调整的目标是：大力发展高职

教育，提高本科层次教育质量，对研究生教育的发展趋势逐渐放缓[34]。孙晋晋和王喜峰(2010)对河南省

高等教育教育层次结构进行了重点分析，分析结果表明目前河南省高校数量较多，全日制本科学校和高

职院校存在学校类型比例失调、名称易混淆、招生规模不匹配、课程结构相似等问题，并针对现存问题

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35]。贺祖斌等(2010)运用非均衡发展理论，重点针对广西高等教育布局结构与经

济结构的相互适应性进行了相关研究。分析结果指出，广西目前存在的问题是高等教育层次结构不均衡，

多数为高职教育与成人教育类型的院校；教育分布不平衡，高等教育布局结构无法匹配省域经济结构的

发展[36]。胡娟和陈嘉雨(2022)通过中美统计数据对比，对我国高等教育类型结构的现状及发展进行分析，

指出高职院校数量占比偏大的大众化高等教育类型结构，不能满足新时代产业结构升级和数字经济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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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37]。 

5. 研究结论与展望 

尽管国内外对“高等教育的经济作用”的研究成果已经相当丰富，但是，从类型视角考察相关问题

还是一个方兴未艾的研究领域。基于对这些文献材料的综述，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 我国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所起的作用至关重要，随着其规模扩张与质量提升，高等教育对经济增

长的呈现递增状态。但与英美发达国家相比，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还是比较低的，且存在区域不平衡问

题。 
2) 教育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机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高等教育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数量和质量

推动生产率的提升，进而促进经济增长；二是高等教育通过激发创新和技术进步推动经济持续增长；三

是高等教育通过调节收入分配结构，扩大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 
(3) 高等教育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性，表明在我国经济增长中高等教育结构具有影响力。 
未来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深入，丰富现在类型定位视角的高等教育经济作用研究： 
1) 现有研究尚未有效验证普通高等教育与职业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效应，无法为促进不同类

型高等教育协调发展提供学理参考与决策依据。未来可以从实证角度，将高等教育类型结构放置于国家

经济发展新阶段与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的全景视野，研究两类高等教育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2) 虽然目前已有学者区分职业高等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从类型角度考虑高等教育与经济增长关系，

但主要集中于对高等教育结构与经济发展的适配性进行研究。未来可以深入阐释我国不同类型高等教育

对经济作用大小和机制探究两类高等教育对经济作用的互补性。 
3) 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程度存在区域差异，高等教育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存在差异。

未来研究可以基于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的情况进行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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