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研究生教育发展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历

史机遇。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对我国新时代

研究生教育工作做出重要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和政

府要高度重视研究生教育，加快培养国家急需的高

层次人才。《关于新时代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的若

干意见》和《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的若

干意见》为新时代中西部高等教育和研究生教育发

展提供了明确的政策指引。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和四川省“一干多支、五区

协同”战略的深入实施，已经并将持续释放对高层

次人才的巨大需求。这是四川省研究生教育发展

的重大机遇。在此背景下，四川研究生教育区域发

展不均衡的问题较为突出地表现出来，成为制约区

域协调发展和高质量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的重要因素，对加快四川高等教育振兴，推动治

蜀兴川再上新台阶产生了不利影响。

本文结合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战略和四川省

“一干多支，五区协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需求，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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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成都平原经济区、川东北经济区、川南经济

区、攀西经济区和川西北生态示范区为研究对象进

行实证分析。

一、四川省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区域布局存在
的主要问题

（一）四川省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布局现状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四

川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四川省已建设成为西

南地区研究生教育高地，为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培养了大量高层次人才，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智力支

持。截至2020年10月，四川省拥有硕士学位授予单

位26所，其中普通高等学校23所，科研单位2所，党校

1所。这26所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分别位于成都、雅

安、绵阳、德阳、南充、自贡、泸州等7个地市，其他14

个市州暂时没有硕士学位授予单位。省会成都市

拥有的硕士学位授予单位数量达18所（图1）。

从五经济区分布看，26所硕士学位授予单位

中，21所位于成都平原经济区，2所位于川东北经济

区，3所位于川南经济区。攀西经济区和川西北生

态示范区域内没有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图2）。

研究生教育发展以经济发展为基础，同时又是现

代经济发展重要驱动力。目前四川省拥有硕士学位

授予单位的7个城市中，成都是国家中心城市、副省级

城市，绵阳、德阳、南充、泸州属于四川省确定的区域

中心城市，其地区生产总值处于四川省各市、州前列；

雅安、自贡紧靠四川省经济社会发展核心的成都市，

教育发展和人文交流条件优越，优势明显（表1）。

从全国角度看，近年来，我国硕士研究生教育

规模持续扩大，在校硕士研究生占全国总人口的比

重不断提高，质量不断提升，有力地服务了国家转

图1 四川省硕士授予单位所在城市分布

图2 四川省硕士授予单位所在区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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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19年四川省各市州发展情况部分指标统计

表2 近三年全国及四川硕士研究生教育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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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基于四川省标准地图制作〔审图号：图川审（2017）097〕

(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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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比全国硕士研究

生教育基本情况，四川省新招硕士研究生占总人口

的万分比和在校硕士研究生占总人口的万分比均

低于全国数据，发展规模有待扩大（表2）。

（二）四川省硕士研究生教育布局存在的主要问题

由于四川高等教育发展沿革和区域经济社会

发展不平衡等原因，四川省研究生教育发展不平

衡、不充分特征明显。总体看，四川研究生教育存

在如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1. 硕士研究生培养规模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不匹

配

目前，四川省有硕士学位授予单位26所，占全

国815所硕士学位授予单位的3.19%。截至2019年

底四川省常住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5.85%，2019年

四川省GDP达到46 615.82亿元，排名全国31个省

份第6位。同时，四川省新招硕士研究生占四川省

总人口的万人比比率，2017年低于全国1.54个百分

点，2018年低于全国1.28个百分点，2019年低于全

国1.33个百分点。在校硕士研究生占总人口的比

率，2017年低于全国4.57个百分点，2018年低于全

国3.36点，2019年低于全国3.43点。这些数据说

明，四川省硕士研究生教育规模及其增长速度，与

四川省人口规模不相匹配，与四川省的经济社会发

展需要不相匹配，需要适度扩容。

2. 硕士研究生教育区域布局不均衡

四川省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和硕士学位授权点

区域布局不均衡。一是硕士学位授予单位以及硕

士学位授权点主要集中在成都平原经济区。成都

平原经济区内共有21个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占四川

省硕士学位授予单位总数的80.8%；川南经济区有

硕士学位授予单位3个，占总数的11.5%，川东北经

济区有硕士学位授予单位2个，占总数的7.7%；攀西

经济区和川西北生态示范区均没有硕士学位授予

单位。二是硕士授予单位在各区域内部分布不均

衡。成都平原经济区内的硕士授予单位中的85.7%

分布在成都市，有18个；绵阳市、雅安市各有1所；

川东北经济区经济共有硕士授予单位2个，均位于

区域中心城市南充市；川南经济区共有硕士授予单

位3个，其中自贡市1个，泸州市2个，其他城市没

有。攀西经济区和川西北生态示范区辖区面积虽

然占到四川省辖区面积的62.7%以上，但两个区域

内均没有硕士学位授予单位。三是硕士教育过分

集中在成都市域内。作为省会城市和国家中心城

市，成都市有18个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占到四川省

的硕士学位授予单位总数的69.23%。

3. 研究生教育资源配置效率不高

由于研究生教育资源区域不均衡，目前四川硕

士研究生教育资源区域配置效率相对低下。现有

硕士授权单位获得了更多的教育资源。但因所在

区域（城市）相对集中，硕士点重复设置和硕士同质

培养并存，造成研究生教育资源配置效率低下。而

非硕士授予单位高校因不具备硕士学位授权资格，

无法获得更多资源投入，其高层次人才培养、集聚，

进而科技创新、学术传承都面临巨大困难。过剩与

匮乏并存，优化四川省硕士教育资源区域布局迫在

眉睫。

4. 研究生教育支撑重大发展战略能力亟待补白

“经济社会的发展迫切需要高校提供人才、智

力的服务与支持，服务社会已经成为新形势下推动

高校更好更快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高校实现新发展

的战略机遇期已经出现”[1]。从四川省的情况来看，

成都平原经济区特别是成都市经济社会发展态势

良好，与其区域内高校特别是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富

集、高水平的研究生教育和高质量的硕士人才供给

密不可分。相较之下，成都平原经济区外其他四区

高层次人才匮乏，对加快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形成“一干多支、五区协同”区域协调发展格

局，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严重制约四川省高质量发

展。如由于区域内没有硕士学位授予单位，且整

个省域内钒钛材料类相关学科建设水平不高，攀

西经济区培养、引进相关领域高层次人才难，国家

对攀西经济区“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水平，突破一批

关键品种和核心工艺技术，发展高附加值、高技术

水平的产品，实现资源高效利用”的要求，迄今未

能有效实现。这要求我们“应根据区域经济结构

调整的实际需要,不断引导省域研究生教育机构不

断调整和优化区域研究生教育的科类结构、类型

结构与层次结构等,具备“需求与条件相结合”的动

态适应能力”[2]。

二、四川省硕士学位点布局与区域经济协调
性分析

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步入新常态，发展方

向从注重增长速度向兼顾质量与效益的高质量发

展转型，增长动力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换。研

究生教育作为教育体系中的金字塔尖，在促进人力

资本形成，创新能力提升上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

用。李立国和杜帆[1]（2019）的实证研究表明，研究

生教育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还远远低于发达

国家。李锋亮和王瑜琪[2]（2020）基于国别数据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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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研究发现，高等教育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

体经济增长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黄宝印和黄海

军[3]（2020）认为，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

研究生教育已成为国家抢占科技战略制高点的“战

略资源”。我国研究生教育正在实现从规模化发展

向高质量提升、从内涵性建设向卓越化构建的历史

性转折的重要时期。张琳和顾剑秀[4]（2013）的研究

结果表明：协调度与经济发展水平正相关，西部省

份的协调度整体远低于东部地区，研究生教育发展

水平之间的差异远大于区域经济发展差异。

因此，从纵向看，研究生教育与区域发展呈正

相关关系和循环因果关系。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

时，研究生教育、学位点分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协

调度较低；研究生教育表现为一种“引致性”需求，

体现为经济发展的结果，教育对于区域发展的引领

和支撑作用发挥不充分。从横向上看，我国区域发

展差异巨大，研究生教育的区域非均衡性特征明

显。这种非均衡性既表现在研究生教育规模上的

差异，也表现在区域布局、学科结构上的非均衡性。

本文将对四川省21个地市州区域经济发展与

研究生教育效益之间的协调性展开更为深入的定

量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成都及五大经济区

经济发展与研究生教育之间协调性展开研究。

（一）研究方法

所谓协调，指的是复杂系统内部多个子系统或

要素之间呈现一种良性互动关系。协调度就是度

量系统协调状况优劣的指标。在本研究中，本文着

重参照郭立强（2018）所应用的协调度模型进行分

析测算[5]。基本方法如下：

（1）构建刻画研究生教育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函

数。以X1，X2，X3，…，Xm为描述某区域研究生教育发

展特征的m项指标，Y1，Y2，Y3，…，Yn为描述该区域经

济发展特征的n项指标。

函数： 为区域研究生教育效益函数；

函数： 为区域综合经济发展效益

函数。

其中，ai和 bi分别为研究生教育和经济系统各

评价指标的权重；Xi和Yj分别为反映该区域研究生

教育与经济发展指标的隶属度值。

（2）为ai和bi赋权。本研究采用变异系数法，充

分挖掘各项指标本身所包含的信息，通过合理利用

统计学原理计算得到指标权重。由于采用多元评

价指标，各项指标间量纲不同，不能进行直接比较，

为了消除此影响，采用变异系数法来衡量各项指标

取值的差异程度。变异系数公式如下：

（1）

式中，Vi是第 i项指标的变异系数；σi是第 i项指标的

标准差；xi是第 i项指标的平均数。各项指标的权重

按下式计算：

（2）

（3）协调度的构建。计算公式如下式：

（3）

其中，CG为评价对象之间的协调度，K为调节

系数，K取2。协调度CG取值介于0和1之间。取

值为1表示系统处于最佳协调状态；反之，协调度取

值越小，表示协调度越低。

（4）在协调度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扩展出协

调发展度模型，以表征区域研究生教育与经济发展

水平的大小：

（4）

其中，DG为协调发展度；T=α×f(X)+β×g(Y)，为

研究生教育与经济发展效益的综合指数，反映研究

生教育与经济的整体效益；α，β为待定权数。本研

究赋予二者相等的权重，取值均为0.5。

（二）评价指标体系和数据处理

研究按照兼顾指标代表性、科学性、可行性

的原则，选择高等院校数量、大学生在校生人数、

硕士学位授权单位数量、硕士学位点数量、研究

生导师数、在校研究生数量六个指标作为反映高

等教育及研究生发展效益的评价指标。选择地

区生产总值、人均 GDP、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

GDP比重、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作为反

映经济发展效益的评价指标。经济类指标均为

正向指标。

数据主要来自官方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对

于统计公报和统计年鉴未纳入统计的数据，如各学

校学位点数量、研究生规模等则通过分析各高校研

究生招生简章、网站、电话咨询等方式进行收集。

分析时段为2015—2018年。在对成都及五大经济

区进行评价时，对绝对量指标，如地区生产总值等

直接加总生成；对平均化指标和结构化指标，如人

均GDP、产业结构等则按指标含义重新计算生成。

考虑到评价指标体系中既有正向指标又有负向指

标，依据标准化对数据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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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析结果与结论

根据以上模型，测算出四川省21市州在2015—

2018年间研究生教育和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协调

度如表3所示。同时结合表4对协调水平的划分，

可以对分析时间段内各市州协调度及其变化趋势

做出分析。

从协调水平看，省会成都集中了四川省大部分

优质的教育资源，其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水平处于优

质协调层次，远远领先于其余市州。除此而外，区

域中心城市，如绵阳、德阳、南充、泸州等排名靠

前，但均与成都差异巨大，处于第二位的绵阳也仅

仅只处于濒临失调的水平。除此而外，拥有硕士学

位授权点的其余市州，如雅安尽管也仅仅处于中度

失调或轻度失调水平，但也比其余未获得硕士学位

授权点的多数市州高。这一结论表明，是否拥有硕

士学位授权单位和取得更多的学位授权点，对于促

进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性具有重

大意义。

从发展趋势看，2015年以来，四川省各市州研

究生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度无明显改善趋势，部

分市州甚至出现了下降，如甘孜州和雅安市。这一

结论表明，在四川省提出“一干多支，五区协同”区

域协调发展战略以来，与极核城市与各市州之间的

政府协作、产业协作全面铺开相比，地区间教育资

源的优化配置还未真正破题。

表5结果表明，在按经济区进行划分时，成都依

然遥遥领先，高出第二位的川南经济区近80个百分

点，市州间的差异在经济区层面依然存在。但五大

经济区之间的差异缩小了，除川西北生态示范区差

距较大外，其余经济区之间的最大差异已经缩小到

0.1左右。这表明即使是在同一经济区内部，研究生

教育及学位点布局与经济之间的协调性也存在较

大差异。在对市州的比较中，绵阳，德阳等城市均

处前列，但由于资阳、遂宁、乐山等城市协调度较

低，从而拉低了整个区域的协调度。

（四）进一步的讨论

四川省乃至全国研究生教育布局的形成受到

地区教育发展历史的积累、国家权力的介入、城市

及区域发展水平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高等教育，

尤其是研究生教育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为区域发展

的“引致性需求”，研究生教育的快速发展表现为经

济发展的结果。基于以上数据可以判断，当前四川

省内各市州与五大经济区之间研究生教育、学位点

布局与城市（经济区）之间的低水平协调状态，主要

是由研究生教育滞后于经济发展导致的。

因此，促进研究生教育资源向欠发展地区合理

流动，可作为解决欠发达地区创新人才有效供给不

足，创新能力不强的主要手段予以重视。政府应将

研究生教育视作一种促进经济发展的“先导性投

资”，建立以发展为导向的、能够引领区域经济社会

发展的学位点动态调整机制，增强研究生教育对区

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尤其应增加欠发达

地区的学位授权点数量和专项财政转移支付力度，

适度甚至超前地在具有比较优势或潜在比较优势

的地区布点学位授权单位、学位点。

成都市

自贡市

攀枝花市

泸州市

德阳市

绵阳市

广元市

遂宁市

内江市

乐山市

南充市

眉山市

宜宾市

广安市

达州市

雅安市

巴中市

资阳市

阿坝州

甘孜州

凉山州

表3 四川省各市州研究生教育与经济发展协调发展度

2015年

0.973

0.157

0.096

0.245

0.325

0.431

0.072

0.065

0.160

0.207

0.307

0.121

0.128

0.029

0.131

0.215

0.019

0.001

0.024

0.027

0.094

2016年

0.968

0.166

0.104

0.248

0.321

0.433

0.089

0.071

0.175

0.209

0.313

0.130

0.134

0.047

0.137

0.223

0.012

0.007

0.033

0.043

0.110

2017年

0.965

0.163

0.102

0.245

0.316

0.434

0.095

0.065

0.181

0.201

0.309

0.122

0.154

0.045

0.137

0.228

0.012

0.004

0.034

0.046

0.115

2018年

0.975

0.182

0.098

0.226

0.341

0.448

0.103

0.034

0.189

0.141

0.296

0.116

0.184

0.018

0.165

0.248

0.013

0.002

0.069

0.014

0.154

2018排序

1

9

15

6

3

2

13

17

7

12

4

13

8

18

10

5

20

21

16

19

11

表4 协调发展度与协调水平的对应关系

协调度

协调水平

协调度

协调水平

0~0.09

极度失调

0.5~0.59

勉强协调

0.1~0.19

严重失调

0.6~0.69

初级协调

0.2~0.29

中度失调

0.7~0.79

中级协调

0.3~0.39

轻度失调

0.8~0.89

良好协调

0.4~0.49

濒临失调

0.9~0.99

优质协调

表5 成都及五大经济区研究生教育与经济发展协调发展度

经济区

成都

环成都经济区

川南经济区

川东北经济区

川西北生态示范区

攀西经济区

2015年

0.973 0

0.195 2

0.172 2

0.111 6

0.025 8

0.095 0

2016年

0.967 6

0.219 3

0.180 6

0.117 5

0.038 3

0.107 4

2017年

0.964 9

0.235 8

0.180 9

0.129 5

0.040 4

0.108 5

2018年

0.974 7

0.231 3

0.205 2

0.136 9

0.041 3

0.12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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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川硕士学位点区域布局优化的路径

《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

见》提出了新时期研究生教育发展的新思路和新举

措。根据该意见精神，并结合四川省五大经济区不

同经济发展水平和研究生教育实际，兼顾当前发展

和未来创新引领需要，本文认为，可通过实施“补

白”“增点”“提质”三大工程，有效提升硕士研究生

教育区域发展协调度。

（一）实施“补白工程”，促进研究生教育协调发展

“补白”，即填补攀西经济区、川西北生态示范

区研究生教育缺失的空白。“补白工程”是实现四川

研究生教育五大区域全覆盖的前提，是四川研究生

教育区域均衡发展的关键。

攀西经济区和川西北生态示范区是国家战略

资源富集区、生态保护关键区和四川少数民族主要

聚居区。这两个区域国家战略资源综合开发利用、

生态环境保护和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成效

关乎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战略和四川省“一干多支，五区协同”战略成败。完

成国家和四川省为攀西经济区和川西北生态示范

区设定的目标任务，必须破解这两个区域高层次创

新人才集聚难题。

实施“补白工程”，在这两大区域内对接国家和

四川省重大发展战略，结合当地高等教育基础，创

新硕士学位授权单位审核机制，从中选择1～2所本

科教育发展水平较高、学科特色鲜明、比较优势突

出的高校，扶持发展专业硕士教育。域内高校目前

条件尚未完全达到硕士学位授权单位资格的，通过

设定2～3年的预备期，先授权，后建设。在预备期

内，通过加强师资建设、科研帮扶、财政支持等方式

推动高校快速发展，尽快建成区域内的硕士学位授

权单位和硕士学位点布局。

（二）实施“增点工程”，促进研究生教育快速发展

“增点”，即增加硕士学位点，提升研究生教育

与区域发展定位以及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性，

强化研究生教育对区域发展的支撑和引领作用。

“增点”主要适用于川南和川东北经济区。川南、川

东北经济区研究生教育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二：一是

学位授权单位和学位点域内分布失衡；二是现有学

位点与区域比较优势、产业发展目标和城市功能定

位匹配度不足，支撑和引领区域发展的能力较弱。

实施“增点工程”，促进学科建设和高层次人才

培养与区域资源禀赋条件、产业基础和未来产业转

型方向相契合，为川南经济区跨越和川东北经济区

振兴提供坚实的研究生教育保障。在培养类别上，

鉴于各经济区均将承接成都、重庆等极核城市产业

转移、提升配套产业建设作为主要方向，因此建议

以增加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为主。

（三）实施“提质工程”，促进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

“提质工程”主要适用于成都平原经济区。以

四川大学、电子科技大学、西南交通大学、西南财经

大学等为代表的高水平大学必须着眼“战略支撑和

高端引领”，围绕创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任务，提

升高端人才的培养规模和质量，强化创新资源集聚

转化，尤其要注重提升在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

前沿技术领域的开拓创新能力，为高标准建设中国

西部（成都）科学城提供强大的人才和智力支撑。

因此，“提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提升研究

生办学层次结构，优化博士学位点布局，加快博士

教育发展，逐步缩小硕士学位点规模；二是在硕士

研究生培养类别上，以学术性硕士为主，逐步缩小

专业硕士学位点和招生规模。

六、对策建议

（一）坚持需求引领，超常规谋破局

以需求为引领，优化区域布局，是国家关于新时

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精神，也是历次学位

授权审核基本原则。当前，无论是从国家和四川省

重大战略需求看，还是从地方独特的资源禀赋及研

究开发需求以及四川省域高等教育均衡发展需求

看，四川省各经济区，特别是研究生教育薄弱区域，

都有着发展高质量硕士研究生教育的强烈需求。

尽管如此，考虑到研究生教育薄弱区域的实际

情况，要推进四川硕士学位点区域布局优化，仍需

走超常规发展道路。四川省教育主管部门应根据

国家和地方重大战略和高等教育均衡布局需要，确

定是否授权特定高校开展硕士教育。对于应当授

权，且符合资格的，应当立即授权。对于应当授权，

而地方高校现有条件尚未达到硕士学位授权单位

资格的，通过设定预备期，先授权，后建设。预备期

内，通过师资建设、科研帮扶、财政支持等方式指导

特定区域高校结合国家和四川省重大战略和地方

独特资源禀赋来确定地方硕士学科及人才培养特

色，有计划推进硕士学位点设置建设。

（二）对接区域战略，突出区域特色

谈到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时，习近

平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风格、气派，是发展

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成熟的标志，是实力的象征，

也是自信的体现”[8]。这对于我们把握研究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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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特色也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研究生教育富于区域特色意味着学科选择、硕

士培养方向充分反映了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所依凭

的独特资源禀赋，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形成了研

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内在动力，显示出在研究生

教育上的成熟和自觉。四川省委依据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设定的五大经济区及主要城市在

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重大战略中的发

展定位及任务充分体现了各经济区的比较优势，指

明了各经济区硕士研究生教育特色的发展道路。

以攀西经济区为例。攀西经济区富集的钒钛

资源是四川省委确定的重点产业之航空与燃机、智

能装备、轨道交通等产业发展基础材料。对接四川

重点产业战略，攀西经济区必须优先发展钒钛等特

色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

（三）建教育共同体，协调区域发展

优化四川硕士学位点区域布局，实现省域内研

究生教育区域协调发展，要构建四川省高校研究生

教育共同体，提升研究生教育薄弱区域高校硕士生

导师培养能力。

繁荣四川研究生教育，需要建设高效分工、错

位发展、有序竞争、相互配合的研究生教育共同体，

通过设立四川研究生教育发展论坛、联合开展研究

生教育、实施研究生交换项目、推进校际学术交流

和科研合作制度化等途径促进四川研究生教育整

体发展。

要着力提升研究生教育薄弱区域高校硕士导

师指导能力：一是依托三级培训体系，强化硕士导

师能力培训；二是通过研究生教育共同体合作机

制，通过校际科研团队建设、重大项目联合研究等

方式提升导师科研能力；三是实施硕士培养双导师

制，以“结对高校导师+本校导师”的方式，提升导师

指导能力，保证培养质量。

（四）完善利益保障，优化培养结构

推进高校研究生培养职能分流，优化硕士研究

生教育结构，需要兼顾各方利益。本文建议：一是

根据国家和四川省对基础研究和应用科学前沿领

域创新需求，超前布局博士生教育，差异化扩大博

士生和学术性硕士研究生招生规模，饱和博士培养

单位导师培养能力；二是根据四川省对专业硕士不

断增长的需求，合理增加专业硕士招生数量，将新

增专业硕士招生计划主要投放给成都平原经济区

域外高校；三是增列川西北生态示范区和攀西经济

区高校为硕士学位授权单位，增加川东北经济区和

川南经济区硕士学位授权点，依据比较优势原则，

利用新增专业硕士招生计划，重构五大经济区高校

专业硕士培养格局。

（五）拓展资金渠道，壮大财力基础

硕士研究生培养费用主要包括学校基础设施

建设、硕士研究生师资培养费用、教学开支、科研

津贴、生活补助等。目前研究生培养经费来源主

要由三方面构成：政府投入、高校自主投入和研究

生学费。对大部分高校而言，政府投入一直是研

究生培养经费的主要来源。这对于经济体量相对

较小的地区是一笔不小的负担。因此，需要拓展

资金渠道，壮大财力基础。要继续加大政府投入

力度，特别是加大省级财政对成都平原经济区外

其他四大经济区硕士研究生教育的投入力度。要

推进税收、财政制度改革，激发企业投入研究生教

育的积极性。要完善研究生教育资助体系，推动

社会捐赠等成为研究生教育经费的重要来源。要

改革科研经费管理制度，使科研人员有支配科研

经费的自主权，以使科研经费充分发挥研究生培

养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刘晖,李嘉慧.论大学与城市发展的时空逻辑[J].教育发展研究,2019(5):1-7.

[2] 方超,罗英姿.从高规模陷阱向结构性增长转变的研究生教育发展路径选择[J].2015,31(4):79-86.

[3] 李立国,杜帆.中国研究生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析——基于1996—2016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清华大学教

育研究,2019,40(2):56-65.

[4] 李锋亮,王瑜琪.研究生教育规模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国别面板数据[J].中国高教研究,2020(8):43-49.

[5] 黄宝印,黄海军.加快发展高质量研究生教育战略意义的认识与思考[J].中国高教研究,2020(4):37-43.

[6] 高耀,张琳,顾剑秀.中国省域研究生教育竞争力与经济竞争力协调度双层次因素分析与综合评估——兼论促进区域研究

生教育布局优化的可能路径[J].复旦教育论坛,2013,11(3):20-29.

[7] 郭立强,张乃楠.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研究[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8,36(7):43-48.

[8]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EB/OL].(2016-05-18)[2020-09-30].http://www.chinanews.com/gn/2016/

05-19/7875385.shtml.

·· 1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