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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成人高等教育和经济发展的相关性较高，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成人高等教育的区域发

展呈现出不均衡的现象。以全国 31 个省份教育数据为基础，从学校数量、学生规模、学历层次、师资力量、教

育经费五个方面进行聚类分析，揭示了我国高等教育区域发展的不均衡性，并提出了不同区域内成人高等

教育发展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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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和意义

高等教育对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不仅为社会生产提供必需的高素质劳动力，还通
过科技创新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作为高等教育
的两大组成部分，普通高等教育和成人高等教育
对经济的推动效应有所差别。

2019 年，我国各省份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当
地普通高等学校数、成人高等学校数的相关系数
分别为 0． 2476 和 0． 4033，和当地每万人中普通本
专科在校生数、每万人中成人本专科在校生数的
相关系数分别为 0． 3063、0． 5717。两组数据表明
相对于普通高等教育，成人高等教育和经济发展
的相关性更高。更进一步分析，这与成人高等教
育的人才培养特点相关。由于受教育者多为已经
参加工作的成人，成人高等教育在人才培养中除

了注重提升受教育者的文化水平和综合素质，也
十分关注提升其工作能力和劳动技能，而工作能
力和劳动技能的提升能直接提高生产效率。整体
来看，普通高等教育对经济发展具有长效影响，而
成人高等教育对经济发展则有着更为即时的、“短
平快”的影响效应。

我国不同地域在经济、社会、科技、文化、地理
环境等方面存在发展不均衡现象，成人高等教育
的发展也不例外。如我国 2019 年各种类型成人
高等教育本专科在校生人数最多的省份是广东
省，全省共有 158． 50 万名在校生; 最少的是西藏
自治区，仅有 2． 07 万名在校生，二者足足相差 76

倍。本文主要依据 2019 年我国各省份成人高等
教育相关数据进行定量分析，研究不同省份间成
人高等教育的发展不均衡，并结合当地经济发展
情况探讨未来成人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

—401—

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年第 4 期( 总第 195 期)



图 1 各省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 图 2 各省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

普通高校数散点图 成人高校数散点图

图 3 各省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每万人中 图 4 各省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每万人中

普通本专科在校生数散点图 成人本专科在校生数散点图

二、指标筛选和数据来源

成人高等教育的发展情况可以从诸多方面考
察，总体来说包括规模、质量、结构、效益四大方
面，具体分析可从学生规模、教育质量、经费投入、
师资力量、专业结构、学历层次、经济回报率、社会
满意度等方面展开，细化到相应指标更是数量繁
多。综合考虑指标的代表性和数据的可获得性，
本文从学校数量、学生规模、学历层次、师资力量、
教育经费五个方面进行分析。

( 一) 学校数量
使用“成人高等学校数”这一指标，指标数据

来源于教育部网站中的 2019 年教育统计数据。
( 二) 学生规模
本研究中的成人高等教育在校生包括普通高

校的成人高等教育( 如函授、夜大学等) 在校生，独
立设置的成人高校在校生、开放大学和广播电视
大学系统的开放教育在校生以及试点高校的现代
远程教育在校生。由于成人高等教育研究生层次
的在校生占比非常小，且各官方数据中均没有研
究生的相关数据，因此这里使用“成人本专科在校

生数”这一指标，指标数据主要来源于教育部官网
中的 2019 年教育统计数据。由于教育部对网络
本专科数据的统计以学校所在地为准，但实际上
国家开放大学总部虽设在北京，具体办学业务开
展却是由各省级分支机构在各省范围内开展，因
此本文结合开放大学办学实际对涉及的开放教育
数据进行了调整，将开放教育在校生从全部属于
北京市调整为分别归属全国 31 个省份。

不同省份之间人口差异非常大，为排除各省
人口基数的影响，从国家统计局网站收集到 2019
年各省的“年末常住人口数”，通过“成人本专科在
校生数”和“年末常住人口数”计算各省“每万人
中成人本专科在校生数”作为最终使用的指标
数据。

( 三) 学历层次
使用的指标为“成人本专科在校生中本科生

占比”。数据由教育部网站 2019 年教育统计数据
中“成人高等教育本科在校生数”除以“成人高等
教育本专科在校生数”得到。

( 四) 师资力量
师资力量包括教师规模和教师水平两个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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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教师规模使用“成人高等学校教职工数”“成
人高等学校专任教师数”两个指标; 教师水平使用
“硕士、博士学历专任教师数”“高级职称专任教师
数”两个指标。数据均来自教育部网站中 2019 年
教育统计数据。

( 五) 教育经费
使用“成人高等学校教育经费”指标，指标数

据来源于教育部和国家统计局共同编制的《中国
教育经费统计年鉴———2019》。

三、31 个省份类别划分

通过聚类分析将全国 31 个省份根据成人高等

教育发展情况划分为不同的类别。各指标数据量
纲不一致，数量级相差很大，为消除量纲不同对聚
类结果的影响，要对各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变换，
使用标准化之后的数据进行聚类分析。

此聚类为 Q 型聚类，由于事先并不能确定类
别的数目，故采用系统聚类的方法。使用欧氏距
离来测度个体间的距离，同时用离差平方和法进
行聚类，使得当分类合理时，同类个体间离差平方
和较小，类与类之间离差平方和较大。

SPSS输出聚类分析谱系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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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31 个省份聚类分析谱系图



从谱系图可以直观看出聚类的过程和各省份

数据之间的距离远近。综合考虑类间距离和类的

数量，将 31 个省份划分为四个类别是比较合适

的。具体分类如下:

第一类( 2 个) :北京、广东;

第二类( 4 个) :辽宁、吉林、黑龙江、陕西;

第三类 ( 9 个) : 内蒙古、贵州、甘肃、福建、青

海、宁夏、海南、云南、西藏;

第四类 ( 16 个) : 河北、安徽、江西、河南、山

西、江苏、山东、浙江、广西、上海、重庆、新疆、湖

南、四川、天津、湖北。

四、各类别省份成人高等教育发展情况分析

各类别省份的成人高等教育发展情况对比如

表 1 所示。

表 1 各类别省份成人高等教育发展指标数据均值

类别 成人高等
学校数( 个)

每万人中
成人本专
科在校生
数( 人)

成人本专
科在校生
中本科生
占比( % )

成人高校
教职工数
( 人)

成人高校
专任教师数
( 人)

硕士、博士
学历专任
教师数( 人)

高级职称
专任教师数
( 人)

成人高校
教育经费
( 千元)

第一类 19 348 37 3647 1948 808 604 1934828

第二类 16 153 42 2143 1155 327 519 559113

第三类 2 68 44 295 174 53 74 206738

第四类 9 101 44 1098 660 215 232 521212

第一个类别的省份成人高校数量多，全省人

口中接受成人高等教育的比率高，但成人高等教

育的学历层次低，近三分之二都是专科层次。成

人高等教育教师数量多，高学历和高级职称的专

任教师数量也多。对成人高等教育的经费投入远

多于其他三类省份。

第二个类别的省份成人高校数量也较多，全

省人口中接受成人高等教育的比率虽不及第一类

省份的一半，但明显高于第三类和第四类省份。

成人本专科在校生中本科在校生占比超过四成。

无论从教师规模还是从教师水平看，师资力量都

比较强。对成人高等教育的经费投入水平和第四

类省份相当。

第三个类别的省份成人高校数量很少，全省

人口中接受成人高等教育的比率也很低，每一万

人中仅有 68 人接受成人本专科教育，但其学历层

次比较高，本科生占比达到了 44%。教师总数量、

高学历和高职称教师数量均远低于其他三个类别

的省份。对成人高等教育的经费投入也和其他三

类省份有很大差距。

第四个类别的省份成人高校数量较少，全省

人口中接受成人高等教育的比率也较低，但成人

高等教育的学历层次高。成人高等教育教师数量

较少，高学历和高级职称的专任教师数量也较少。

对成人高等教育的经费投入远低于第一类省份，

明显高于第三类省份。

结合各方面情况综合来看，成人高等教育发

展水平由高到低依次为第一类省份、第二类省份、

第四类省份、第三类省份。

五、对我国成人高等教育发展的启示

( 一) 各省份经济发展水平与成人高等教育发

展协调性分析

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教育是经济长期发展的

基石与保障，只有不断提升教育质量，培养更多现

代化实用型人才，才能有效地促进地方经济的持

续发展，进而推动我国社会的快速进步。因而，成

人高等教育对地方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意

义，也是成人高等教育的重要作用表现。区域经

济的发展要求区域高等教育为其提供高等人力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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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和科学技术支持，而区域高等教育只有适应这

一要求，才能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各省

份的成人高等教育发展不能简单以水平高低而

论，而应该结合当地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综合分析，

应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能够较好的表征各省的经

济发展水平。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我国

2019 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 10276． 44 美元，31

个省份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差异较大。北京市的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最高，为 23805． 18 美元，根据

世界银行发布的数据对比，已经超过许多高收入

国家的人均 GDP。甘肃省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最

低，仅为 4782． 92 美元，尚达不到中等收入国家的

平均水平。
表 2 我国各省份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水平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省份个数 省份名称

2 万美元以上 2 北京、上海

1 万美元—2 万美元 8 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天津、湖北、重庆、山东

8 千美元—1 万美元 8 内蒙古、陕西、安徽、湖南、辽宁、海南、河南、四川

5 千美元—8 千美元 12 新疆、宁夏、江西、青海、西藏、云南、贵州、河北、山西、吉林、广西、黑龙江

5 千美元以下 1 甘肃

注:各层级内省份按照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由高到低排序。

综合分析各省的成人高等教育发展情况和经

济发展水平，可以发现成人教育发展较好的北京、

广东和发展较落后的甘肃、贵州、云南、青海、西藏

对应的二者发展协调性较好; 成人教育发展处于

中等水平的省份对应的两者发展协调性不足。

( 二) 各类别省份成人高等教育发展的启示

1． 一类地区

北京市和广东省的成人高等教育发展比较成

熟，各方面表现较好，同时经济发展水平高，成人

高等教育能为经济发展提供大量的人才支撑，经

济基础也能为成人高等教育发展提供经济支撑。

因此，这两个省份应积极探索成人高等教育人才

培养对象、人才培养模式、人才培养质量水平等方

面的改革和升级，试点先行、积极引进、尝试多种

成人高等教育新方式，探索改革模式，加快学分银

行、社区大学、老年教育等在该类地区的推进发

展。同时，也发现该类地区成人高等教育也存在

培养学历层次偏低的不足，因此在规模发展的基

础上应注意提升人才的学历层次，加强本科层次

培养，探索研究生教育的开展。

2． 二类地区

以吉林、黑龙江为代表，成人高等教育发展较

好，但经济发展落后，省内的经济发展不足以容纳

培养出的人才，容易出现人才相对过剩的情况。

对于这类省份，一是要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努力

把人力资源转化为经济效益，让成人高等教育能

更好的推动经济发展。二是这类省份存在人才流

出现象，属于人力资源的供给省份，因此，在成人

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要注意在专业设置、培养方

向方面的调控，不仅要考虑自身省份产业结构、发

展战略等，还要兼顾人才流向的省份的经济结构、

发展特点。

3． 三类地区

以甘肃、贵州、云南、青海、西藏为代表，经济

发展相对落后，成人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也较低，但

从二者的匹配度和协调性上看，可能要好于前面

提到的吉林、上海、浙江等省份。这些省份应加大

对经济发展和成人高等教育发展较好地区的经验

探索和总结，借鉴成功经验，使两者协调性得以发

展提升。此外，我国的成人高等教育发展受政府

政策导向影响较大，国家和地区层面在制定发展

战略和相关政策时，要对两者统筹考虑，促进其协

调发展。

4． 四类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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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海、江苏、浙江、福建为代表，经济发展

好，但成人高等教育发展相对落后。通过进一步

分析，其中一个主要原因为政府在高等教育上的

投入相比较少，2019 年上海市高等教育经费投入

为 7193302． 3 万元，相比北京市高等教育经费投

入 12643024． 3 万元较少，相应的成人高等教育投

入也少，仅 117601 万元。良好的经济基础能为成

人高等教育进一步发展提供支撑，经济发展也能

产生较大的人才需求，这些省份可以适当加大在

成人高等教育方面的政策、资金等投入，促进成人

高等教育进一步发展，也才能满足未来构建终身

学习的教育体系和建设学习型社会的国家战略需

求。同时，这些省份是人才流入主要省份，在不断

增加吸纳其他省份的人才和劳动力规模的同时，

注重对其进行相应的素质和能力的提升，以反哺

区域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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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刊以来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秉承开放理念，适应发展需求，追踪学术前沿，鼓励创新研究，吸纳学界精华，彰显
系统特色，扩大学术影响，争创精品期刊”为办刊指导原则。

学报开设有《法学研究》《古代文学研究》《现当代文学研究》、《报告文学研究》《写作学研究》《哲学·政治学研究》《语
言文字学研究》《历史学研究》《终身教育·现代远程教育研究》等栏目，欢迎各方学者赐稿。

来稿要求和注意事项
1．本刊欢迎具有创新性、学术性、科学性的学术论文。来稿要重点突出，条理分明，论据充分，数据可靠，文字简练，图

表清晰，每篇字数以 8000 字左右为宜。
2．对准备采用的稿件，本刊将根据版面情况，在不被违背作者本意的前提下，作适当压缩删改。不同意者请在来稿时

申明。
3．来稿必须包括:题目、作者简介( 姓名、性别、民族、职称、工作单位、详细通讯地址) 中文摘要( 200 字左右) 、关键词( 3

～ 8 个) 、正文、参考文献和英文的题目、英文作者工作单位、汉语拼音的作者姓名。
4． 参考文献只择最主要且公开发表的，文献要按文中出现的顺序附于文末，每条文献请按以下格式。
专著著录格式:［序号］著者． 书名［M］． 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页码．
期刊著录格式:［序号］著者． 文章名［J］． 期刊名，出版年，卷号( 期号) :页码．
论文集、会议录著录格式:［序号］著者． 论文集名称［C］． 会议地点:［出版者］，出版年．
学位论文著录格式:［序号］著者． 题目［D］． 产生地:产生单位，产生年．
电子文献著录格式:［序号］著者． 题目［OL］．［公开日期］． 引用网页．
5 本刊属于中国知网期刊全文数据库全文收录期刊，中国学术期刊网录期刊，“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全文收录期

刊，维普期刊网络收录期刊，超星“域出版”全文收录期刊。凡向本刊投稿，将视为同意由上述媒体全文收录，所支付稿酬包
括纸质媒体和网络、数据库及光盘等媒体发行后所应支付的稿酬，如不同意，请作者在来稿时声明。

6．作者在三个月内未接到录用通知，可来电咨询，或自行处理。
本刊收稿专用信箱: crtvuj@ 126． com，编辑部电话: 0471 － 4605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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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海龙 李 静 我国成人高等教育区域发展不均衡性分析及启示 终身教育·现代远程教育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