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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高等教育结构合理性分析 

陈嫒 尹坚毅 

【摘 要】湖南省高等教育结构发展的现状表现为规模大、速度快、水平高、工科强、集中于长沙市的特点，

从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等方面来看，二者并不十分协调，甚至可以说是不合理，但

如果从历史、文化传统、社会心理等方面看，湖南高等教育结构又有其合理性。 

【关键词】湖南；高等教育结构；合理性 

 “惟楚有材，于斯为盛”。湖南省是一个有着优秀教育传统的地区，经过多年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和高等教育资源的

重新整合，正形成多层次、多形式的高等教育全面发展的格局。湖南省高等教育结构在我国中部地区具有典型性，研究湖南省

高等教育结构现状及其创新发展，对全国其它省市，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具有借鉴价值。 

按照科学发展观指导湖南高等教育结构体系的创新发展，优化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确保科教兴湘战略目标的实现，依然是

摆在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面前的现实课题，也是关系到湖南高等教育健康发展的重要课题。为此，首先应该对湖南省高等教

育结构的合理性进行实然状态的调研分析，从而诊断出湖南省高等教育结构所具有的基本特点，为进一步研究湖南省高等教育

结构发展的应然状态提供客观依据。 

一、湖南高等教育结构发展现状的特点 

湖南高等教育结构发展的现状主要表现为规模大、速度快、水平高、工科强、集中于长沙市的特点： 

（一）规模结构非协调超常发展 

高等教育规模结构常常通过普通高校数量、普通高等教育在校生数、普通高等教育招牛数、普通高等教育发展潜力等常用

指标来显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指标主要指人均 CDP、普通高校生均经费等。一般来说，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高等教育发展规模和

速度，应该与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协调。我国 31个省市区，高等教育与区域协调发展度比较高的占一半，不协调的也几乎占

一半。”湖南省属于高等教育与区域发展非协调的地区。 

从 2000 年到 2005 年的一些统计数据分析，湖南省高等教育规模在全国 33 个省区大致处于第 11 位左右，也就是说处于前

三分之一的位置，而湖南省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水平处于全国中等水平位置来看，湖南省高等教育规模在全国属于比较发达的

地区，并且其发展趋势正处于持续快速增长阶段（见表 1）。具体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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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数量大、增长快。一方面，从 2000年到 2005年六年间，湖南省高等学校数量从原来的 53所逐渐增加到现在的 93 所，

增长速度几乎翻倍，这说明湖南省高等学校数量增长很快。另一方面，从 2002 年来看，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数 60 所，占全国

的比例为 4.30%，在全国 33 个省区中处于第 11 位。其中教育部直属高校 2 所，占全国比例为 2.78%，与其他六个省区并列

第七位，也就是绝对位置在 7～13 位；本科院校 23 所，占全国比例为 3.66%，位于全国第 12 位；专科院校 37 所，占全国比

例为 4.82%，位于全国第 8～9 位。可见，湖南省普通高校数量在全国的总体规模和水平处于中等偏上的水平，平均来看大约处

于第 11位。这说明湖南省高等教育属于规模比较发达的地区。 

高等教育规模与人口规模持平。2002年湖南省人口 6629 万人，占全国人口的比例 5.20%，属于全国第 7位人口大省。2002

年，湖南省本专科和研究生在校生数为 43.36万人，占全国比例为 4.55%，在全国 33个省区中位于第 11位。这一指标说明湖

南省高等教育规模发展与人口规模基本持平。但综合比较湖南省人口比例以及与河南、安徽等人口大省与其高等教育规模来看，

湖南省高等教育规模在全国属于绝对和相对都比较发达的地区。 

高等教育规模在数量上快速增长。2002年，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呈持续增长态势，地方普通高校本专科招生 280万人，比 2001

年增加 51.6 万人，增长 22.5%。参照全国增长水平，各地区招生增长情况可基本分为五类，其中高出全国平均增幅 22.5%即

10个百分点，规模增长 2.5 万人以上，或增长 3万人以上为快速增长地区，共有江西、湖北、湖南等 7个地区。湖南省 20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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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2001年招生增加 4.43万人，属于快速增长地区。2003 年和 2004年招生的规模增长速度稍微放慢了一些，但仍然在继续增长

中。由此可见，湖南省高等教育规模正处于超常发展阶段，主要表现为数量上的快速增长。 

高等教育发展潜力达到极限。高等教育发展潜力主要取决于区域经济支撑能力、办学条件以及高中阶段教育支撑能力三个

主要方面：从湖南省高等教育发展的经济支撑能力来看，2002年湖南省普通高校生均经费指数为 1.6，大于全国平均的 1.5，生

均教育事业费平均支出为 10612元，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 12394元，只达到全国平均水平的 86%，湖南省生均经费指数位于全国

第 22位。这些说明湖南省的经济支撑能力和生均教育事业费支出水平均处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以下，高等教育发展的经济支撑能

力不足。相应地从普通高校基本办学条件上来看，湖南省属于办学条件较为紧张的地区。从高中教育支撑和需求来看，湖南省

高中阶段毛入学率为 39%，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 35%～41%之间，属于高中阶段教育供给能力较弱的地区。 

综合湖南省高等教育发展规模、发展速度、办学条件、经济支撑能力、高中阶段教育发展水平等指标，我们得出结论：湖

南省高等教育发展规模和速度属于超常发展，但各项支撑条件和能力却严重不足，发展潜力几乎达到极限。 

（二）形式结构的多样化 

高等教育形式结构一般是指正规高等教育和非正规高等教育，正规高等教育包括研究型大学、教学研究型大学、一般本科

院校、高等职业技术学院；非正规高等教育包括继续教育、成人教育、网络教育、在职培训、二级学院、高等自学考试教育等。 

湖南省高等教育的形式主要包括普通高校、成人高校、网络本专科生、在职人员攻读学位、学历文凭考试、电大注册视听

生、研究生课程进修班、自考助学班、普通预科生、进修及培训、留学生等。2005 年，湖南省有普通高校 93所，其中本科高校

26所，专科高校 67所（其中高等职业学校 57所）；有成人高等学校 20所，民办高等教育机构 42所。其中 93所普通高校中

中央部委所属的高校 3所、湖南省所属高校 80所、民办高校 10所。 

可见，湖南省普通高校、民办高校和成人高校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成人高校的招生规模和在校生数均相当于普通高校的 1

／3左右。特别是湖南省的成人高等教育非常发达，其规模在 2002年处于全国第 6位。另外湖南省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特色显著，

而且所占比例越来越大，2003 年、2004 年湖南省民办高等教育在校生所占比例分别为 8.72%、 10.50%，由此可见，湖南省民

办高等教育所占比例基本上在 10%左右。这在全国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这也说明湖南省高等教育形式结构多样化正在准备形成。 

（三）层次结构趋于合理化 

湖南省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同样以研究型大学（可以培养研究生的高等学校）、本科教学为主的高等学校、高等职业院校三

个层次为主。其中研究型大学数量少，但承担了一半以上的研究生培养任务，本科和专科层次的规模二者基本持平，但这不是

合理的结构，专科应该大于本科的规模方是合理的比例。另外，省属院校数量多，承担着本科和专科培养任务的九成左右，这

是比较合理的结构。具体分析如下： 

少数部委属的研究型大学承担研究生培养任务的一半以上。湖南省可以培养研究生的高等学校主要集中在长沙市的几所大

学，特别是教育部所属的中南大学和湖南大学，虽然这类大学数量不多，但承担 60%以上的研究生培养任务，特别是博士生培养

比例更高达 80%左右。2003年，湖南省 10所普通高校和 5 个科研机构共招收研究生 8597人，其中，攻读博士学位的 1410 人，

攻读硕士学位的 7187人。在学研究生 19421人，其中在学博士生 3456人，在学硕士生 15965人。其中 80%的省属高校培养规

模所占比例为 40%左右，其中硕士层次占 40%以上，博士层次占不到 20%。 

本科层次与专科层次高等教育规模基本持平。2003 年全省有普通高校 73 所。高校招普通本、专科学生 193830 人，其中本

科和专科比例为 77：00，专科略高于本科；全省高校普通本、专科在校学生 537220 人，本科和专科比例为 108：100。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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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校本科生在毕业生数、招牛数和在校生数的相应数字，二者基本持平。其中小科学生主要由本科院校招生和培养，专科

学生主要由高职院校、民办院校以及成人高校培养，但本科高校也有少量培养。 

省属院校承担着本专科学生培养的 90%左右的比例。2003 年全省有普通高校 73 所。高校招普通本、专科学生 193830 人，

其中省属高校招生 178310 人，占 92%左右；全省高校普通本、专科在校学生 537220 人，其中省属高校在校学生 474176 人，

占 88%左右。由此可见，地方院校承担着本专科学生培养的 90%左右的比例。 

综上所述，湖南省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呈现出弹头式的结构，也就是说，研究生层次比例小，处于最高级的顶端，本科和专

科层次规模相似，构成了柱状结构，但这是不稳定、不合理的结构，应该发展为金字塔型的结构。为此必须加大专科层次的规

模，相应缩小本科层次的规模。 

（四）科类结构历史遗传特色鲜明 

从学科分类来看，据 2003 年湖南省高等教育统计数据，在普通本、专科在校学生中，其中 11 个大科类分布和结构比例从

小到大依次是：哲学 210 人，占 0.04%；历史学 1407 人，占 0.26%；农学 8835 人，占 1.64%；法学 26528 人，占 4.94%；教育

学 26890人，占 5.01%；经济学 31668人，占 5.89%；理学 42404人，占 7.89%；医学 46081人，占 8.58%；管理学 78317 人，

占 14.58%；文学 90462人，占 16.84%；工学 184418人，占 34.33%；在校学生中，师范类学生 59528人，占 11.08%。”从

湖南省高等教育学科分类来看，工学占据绝对地位，超过 1／3，其次是文学和管理学，大约占 15%左右，再次是师范类、医学、

理学、经济学、教育学等，这样的科类结构既与我国整个高等教育科类结构工科第一的结构相似，同时又有湖南省的区域特色，

如文学、医学较有优势，基本上是符合国情和省情的。 

另一方面，如果从学校性质来看，湖南省高等院校包括理工院校、综合大学、师范院校、高职院校、医药院校、农业院校、

林业院校、财经院校和政法院校等九大类院校，其中在高校数量上，2003年湖南省高职院校 42所，在院校数量上占第一位，其

次分别为理工院校、师范院校和综合大学；在毕业生数上，理工院校位列第一，其次是综合大学、高职院校、师范院校；在招

生数上，高职院校位列第一，其次是理工院校、综合大学、师范院校；在校生数上，理工院校位列第一，其次是高职院校、综

合大学、师范院校。由此可见，湖南省高等教育在科类结构上表现为以理工院校、高职院校和综合大学三足鼎立的局面。 

（五）区域结构呈非均衡集群化 

高等教育活动有其空间区位因子，如人口、生源、经济、政治、文化、交通、信息等等。不言而喻，一个区域具有良好的

区位条件对其高等教育的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高等教育机构的设置、分布等要充分考虑区位因素。由于历史遗传、政治、

经济和文化等区位因子，湖南省会长沙无论在高校数量上，还是在高等教育规模上都占据着半壁江山的绝对优势地位。湖南省

高等教育区域分布呈现出集中以省会长沙为中心的长沙、株洲、湘潭、衡阳等城市的不均衡分布，特别集中于省会长沙，长沙

平均集中了湖南省高等学校的一半左右。从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数和在校生数在湖南省各地区分布来看，长沙市的高等教育规模

占湖南省全省的一半左右。综合来看，湖南省高等教育发展主要集中于经济和社会、交通历史文化比较发达的株洲、衡阳、湘

潭、自治州、岳阳等地区。具体分析如下： 

长沙市集中了湖南省高等学校数的一半左右。据 2003年湖南省统计数字，从湖南省高等学校数在各地区分布情况来看，湖

南省高等教育区域分布呈现出集中于以省会长沙为中心的长沙、株洲、湘潭、衡阳等城市的不均衡分布，特别集中于省会长沙：

培养研究生的高等学校长沙占 10所中的 6 所，所占比例达 60%；普通高等学校分布在长沙的占 73所中的 37所，比例达 50.68%，

其中本科高等学校占 22 所中的 7 所，比例达 31.82%；专科高等学校占 51 所中的 30 所，比例达 58.82%，其中高等职业学校占

42所中的 25所，比例达 59.52%；而成人高等学校和民办高等学校长沙分别占到 22所中的 7所和 60所中的 47所，所占比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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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高达 78.33%和 82.61%。由此可见，长沙基本上集中了湖南省高等学校的一半左右。其他地区的高校数从高到低依次是株洲、

湘潭、衡阳、岳阳、常德、怀化、娄底、邵阳、郴州、永州、益阳、自治州、张家界市。 

长沙市占湖南省高等学校招生数、在校生数一半左右。从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数和在校生数在湖南省各地区分布来看，2003

年湖南省全省毕业生数为 89168人，其中长沙市 42160人，所占比例 47.28%；招生数为 191992人，其中长沙市 94527人，所

占比例 49.23%；全省在校生数为 533230人，其中长沙市 268613人，所占比例 50.37%。由此可见，长沙市的高等教育规模占湖

南省的一半左右。其他地区高等教育规模从高到低依次是株洲、衡阳、湘潭、自治州、岳阳„„等交通和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 

二、影响湖南高等教育结构现状的因素分析 

综上所述，湖南高等教育结构发展的现状表现为规模大、速度快、水平高、工科强、集中长沙的特点，这是因为湖南高等

教育的结构受到经济、政治、科技、文化、自然条件、社会等多种因素的制约。我们通过对湖南省高等教育结构现状的分析，

认为从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等方面来看，二者并不十分协调，甚至可以说是不合理，但如果从

历史、文化传统、社会心理等方面看，湖南高等教育结构又有其合理性。 

（一）经济社会发展因素 

按照常规理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城市化水平、居民收入与教育消费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区域对高等教

育的需求水平、经济投入及支付能力，即区域高等教育发展规模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以下是反应湖南省经济社

会发展的几个指标： 

湖南省经济发展水平：湖南省 2002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所占全国比例为 3.68%，位于全国第 12位，但人均 GDP 低于全国

平均水平，处于全国的第 17 位，湖南省人均 GDP 是 6565 元，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 8184 元，只占全国平均水平的 80%；说明湖

南省经济发展相对不足，将直接影响湖南省高等教育的经济投入能力。 

湖南省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对高等教育市场需求产生重大影响。一般而言，以第一产业为主导的产

业结构对高等教育需求较小，以技术含量较高的第二、三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则对高等教育的需求较高。湖南省产业结构特

点是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比例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第二产业比例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02年，湖南省二、三产业总和比例为 80.5%，

全国二、三产业总和比例为 84.6%，这说明湖南省产业结构特点决定了对高素质人才的吸纳能力不高，高等教育所培养的人才输

出和人才外流成为主要出路。另外，从就业结构看，湖南省第一产业就业人口比例高出全国平均比例，而第二、三产业就业人

口比例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从湖南省就业人口受教育程度来看，湖南省就业人员中具有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口的比例为

3.73%，也低于全国平均的 4.67%。 

因此，从湖南省高等教育和经济发展协调性来看，二者在很多指标上，例如在高等教育规模与经济发展水平、高等教育规

模与人力资源开发水平、普通高校经费投入与经济发展水平、高校科技人力与地区科技人力、高校科技投入与地区经济水平、

高校科技成果转让与地区经济科技含量、二者均属于不协调发展类型，表现为科技发展水平高于地区经济发展的态势。当然这

只是一些静态的指标，并不能真实反应湖南省高等教育发展的全部影响因素，因为湖南高等教育发展并不是完全和主要受到经

济社会发展的制约，同时还受到国家政策、科技、文化、自然条件、社会（人口、民族„„）等多种因素的制约。 

（二）历史、政策因素 

湖南省历来是个非常重视高等教育和人才培养的地区。1949 年之前，湖南省的高等教育就比较发达。当时比较著名的高等

学校有国立湖南大学、国立师范学院（今湖南师范大学）、国立湘雅医学院等规模较大的高等学校。50 年代中期进行的院系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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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为高等教育的“均衡发展”与“有效增长”的统一协调提供了可能。湖南省会长沙作为当时国家中南地区的一个重点城市，

集中新建了一批工科院校和师范院校，比如中南矿冶学院等就是那个时期建立的。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期

间，湖南省新建了一些职业技术学院和民办学院。自 1999年实施高校扩招政策以来，省级政府高等教育统筹权的进一步扩大，

湖南省政府一方面为了积极配合国家的扩大招生的政策，另一方面也为了满足湖南省人民巨大的高等教育需求，逐年大幅度扩

大招生数量。湖南省在原有高校规模基础上进一步扩大高等学校规模，2005年已经突破了 90所。以上说明湖南高等教育发展的

历史遗留还是比较不错的，为现在和未来湖南省高等教育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社会文化心理需求因素 

人口因素：湖南省是个人口大省，2002年湖南省人口 6629万人，占全国人口比例的 5.20%，居于全国第 7大人口大省，因

此要求接受高等教育的适龄人口数目也相对比较大，这客观上对高等教育规模有扩大的需求。据预测，湖南省在 2008年将迎来

18—22岁接受高等教育适龄人口的历史最高峰，即大约 686万人，而即使按照 20%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来计算，也将有大约 120

万人的高等教育招生规模，这表明湖南省高等教育的需要还很大。 

文化心理因素：湖南人文化心理上素有重视教育的传统。一般来说，居民的收入水平直接影响到居民对高等教育的投资水

平。在一定程度上，居民家庭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消费水平可以反映高等教育的消费水平。但湖南省个人或者家庭的收入虽

然比较少，但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却又比较高。这从以下 2个指标可以看出：2002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家庭实际年收入为 7703元，

湖南省城镇居民人均家庭实际年收入为 6959元；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2476元，湖南省是 2398元。二者均低于全国平均水

平，并且在全国分别处于第 13 位和第 14 位。然而，2002 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消费支出 902 元，湖南省是

884 元，2002 年，我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消费支出 210 元，湖南省是 249 元，虽然二者在绝对数量上均低于

全国平均水平，但均在全国处于第 8 位。以上数据说明湖南人虽然经济实力并不很强，但对高等教育的投资却不遗余力，把有

限的财力主要投资于高等教育。这与湖南人文化心理上重视教育的传统有关。 

三、结论 

湖南省高等教育结构既是国家政策和资源的地区布局的结果，又是湖南省经济、政治、文化长期发展演变的结果；湖南省

所拥有的高等教育资源及其结构状况，又成为促进或延滞湖南省高等教育未来发展的重要因素。目前，湖南高等教育已基本形

成以长沙、湘潭、株洲、衡阳为重点，各市州均设有一所本科和一所以上高等职业学校的高等教育发展格局。高等教育体制改

革和宏观布局结构调整已经基本到位，正在实现由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发展阶段的转变。尽管如此，湖南高等教育结构调整

和优化的任务依然艰巨：主要问题是学科专业结构尚不合理，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学科学位点明显偏少，哲学、教育学、

经济学、法学门类所占比例偏低，文学、历史学、农学等传统学科的优势需进一步加强，高层次研究开发人才培养能力和质量

有待加强，民办高校的规模和层次有待提高，高等教育的产学研结合尚未形成良性互动机制，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有待

进一步转变等等。 

建议湖南高等教育的未来发展要根据自己的区位条件，制定发展战略，合理定位，办出自己的明显特色。综合各方面来看，

今后湖南省应采取重内涵、低重心、特色化的发展战略。 

特别是未来湖南高等教育规模应该保持稳定增长，甚至不增长或者负增长为宜。因为科学发展观提醒我们，发展并不仅仅

等同于量的增长，而应该是和谐、适度、协调的可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