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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新时期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支撑ꎮ 通过构建四川省高等教育和区域经

济的耦合协调模型ꎬ定量测度 ２００８—２０２０ 年四川省高等教育和区域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发展度与相对发展度ꎮ 结果表明:(１)
四川省高等教育和区域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发展呈现整体向好的态势ꎬ并进入到高度协调发展阶段ꎻ(２)耦合协调指数按照“严

重不协调—基本协调—中度协调—高度协调”趋势演进ꎬ相对发展阶段呈现出“高等教育滞后—同步发展—区域经济滞后—
同步发展”的演进态势ꎻ(３)同时 ２ 个系统协调发展态势受风险因素影响较为显著ꎮ 建议通过促进经济增长ꎬ鼓励创新ꎬ加大

教育投入ꎬ提高应对风险能力来实现更高质量的协调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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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建设教育强国是实

现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因素ꎮ 但是当前

我国高等教育和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

题依然突出ꎬ推动建设世界一流高等教育和实现经

济高质量发展是一项极端重要紧迫的任务ꎮ 四川

省 ２０２０ 年实现 ＧＤＰ 总量为 ４８ ５９８. ８ 亿元ꎬ人均

ＧＤＰ２６ ５２２ 元ꎬ２０２０ 年末共有普通高校 １３２ 所ꎻ全
年普通本(专)科招生 ５８.９ 万人ꎬ在校生 １８０.１ 万

人ꎬ毕业生 ４３.３ 万人ꎻ研究生培养单位 ３６ 个ꎬ招收

研究生 ４.８ 万人ꎬ在校生 １４.５ 万人ꎬ毕业生 ３.４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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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①ꎮ 四川省高等教育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均处在

全国前列ꎬ但在新发展阶段、新发展格局下ꎬ四川承

担着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打造中国发展第四

极、推动长江经济带建设的双重历史使命ꎬ能否成

功实现经济社会发展转型向高质量发展ꎬ高等教育

的人才和科技供给是其重要的“创新”和“智力”要
素ꎮ 基于此ꎬ通过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四川省高等

教育发展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度和协调度ꎬ进一步探

索四川省高等教育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趋势和问

题ꎬ为促进二者耦合协调发展形成良性循环具有重

要意义ꎮ
关于高等教育和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ꎬ国内外

学者运用不同的方法进行了相关的讨论ꎮ (１)高等

教育对区域经济的影响研究ꎮ 张莉[１] 认为高等教

育区域化可以直接推动区域经济发展ꎻＬｏｚａｎｏ 等[２]

认为高校通过积极的市场参与可以快速地为区域

经济发展提供合格人才ꎬ促使区域经济发展ꎮ 高校

毕业生留驻本地长期效应会带来区域的人才优势ꎬ
促使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３]ꎮ (２)经济发展对高等

教育的影响研究ꎮ 杨祖宪等[４] 认为经济发展是高

等教育发展的首要决定因素ꎬ制约着区域高等教育

发展的规模、速度和结构等ꎻ王永杰等[５] 采用回归

分析法证明了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也反应在高等教

育的发展过程中ꎬ通过高等教育的优化布局有利于

二者协调发展ꎮ (３)高等教育和区域经济协调发

展ꎮ 张文耀[６] 通过分析发现西部高等教育与区域

经济是一种不协调的关系ꎻ李化树等[７] 通过对四川

高等教育和区域经济发展的模糊统计分析发现二

者呈现强相关关系ꎻ何悦 [８] 通过对全国 ３１ 省市面

板数据的分析发现ꎬ我国区域经济与高等教育发展

耦合协调性按照东中西的顺序呈现出区域差异ꎻ郭
立强等[９]通过耦合协调模型分析我国高等教育和

区域经济发展存在明显的 “马太效应”ꎻ彭说龙

等[１０]从时间和空间 ２ 个维度对我国高等教育规模

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及其空间分布特征

进行研究ꎬ发现区域差异较大ꎬ空间聚集效应明显ꎮ
从以上文献研究来看ꎬ全国层面研究较多ꎬ区域

性较少ꎬ研究方法主要关注协调发展ꎬ耦合度研究较

少ꎬ由于地域差异和异质性等特征ꎬ特别是在新发展

阶段背景下ꎬ关于高等教育与经济高发展的耦合协调

研究基础上对 ２ 个系统进行相对发展关系研究就更

少ꎮ 基于此以四川省为例ꎬ对 ２００８—２０２０ 年教育发

展和经济发展数据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研究四川高

等教育和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关系及相对发展关系ꎬ
为新时期更好地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长江经济

带的国家战略提供政策支持和参考ꎮ

１ 研究设计

１.１ 指标体系构建

高等教育和区域经济都是动态发展并具有丰
富的内涵的综合性概念ꎮ 当前我国进入新发展阶
段ꎬ应该对其进行多维度、多层次的指标体系构建ꎬ
结合现有研究成果[１１]和四川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ꎬ
运用典型相关方法进行了指标筛选ꎬ设为高等教育
系统和区域经济发展子系统ꎬ分别根据高等教育的
数量与规模、质量和效益 ２ 个维度选取了 ９ 项二级
指标体系ꎬ同时根据区域经济的总量与效益、质量
与结构、创新与潜力 ３ 个维度选择了 １１ 项二级指
标ꎬ具体如表 １ 所示ꎮ 为了保证数据的连续性和权
威性ꎬ数据均来源于«四川省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
年鉴»和«中国教育统计年鉴»ꎬ其中个别缺漏值采
取相邻点均值计算得出ꎮ

表 １　 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系统指标与权重

子系统 要素层 二级指标 权重

高等
教育
系统

数量与规模

质量与效益

在校生数 /人 ０.０８１

招生数 /人 ０.０８７

毕业生数 /人 ０.０８０

专任教师数 /人 ０.０６３

普通高等学校数 /所 ０.０６２

生均教育经费支出 /万元 ０.２２１

每 １０ 万人大专以上人数 /人 ０.０７２

每 １０ 万人专业技术人员数 /人 ０.１０８

每 １０ 万人专利申请量 /件 ０.２２６

区域
经济
系统

总量与效益

质量与结构

创新与潜力

ＧＤＰ /亿元 ０.１０１

人均 ＧＤＰ /元 ０.０９８

固定资产投资 /亿元 ０.１４２

就业人数 /万人 ０.００３

财政收入 /亿元 ０.０９７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 / ％ ０.０４０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０.０５８

城镇化率 / ％ ０.０３２

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企业数 /个 ０.１７２

专利授权量 /件 ０.１３０

Ｒ＆Ｄ 经费内部支出 /万元 ０.１２７

１.２ 数据处理

在对系统耦合协调度进行测算之前ꎬ首先要利
用线性加权法计算出系统各自的综合评价指数ꎮ
假设描述某地区高等教育系统的 ｎ 个指标分别为
ｘ１ꎬｘ２ꎬｘ３ꎬꎬｘｎꎻ描述该区域经济发展系统的 ｍ 个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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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分别为ｙ１ꎬｙ２ꎬｙ３ꎬ...ꎬｙｍꎬ则计算公式如下:

Ｕ１ ＝ ｆ(ｘ) ＝ ∑
ｎ

ｉ ＝ １
ａｉ ｘ′ｉ (１)

Ｕ２ ＝ ｇ(ｙ) ＝ ∑
ｎ

ｊ ＝ １
ｂ ｊ ｙ′ｊ (２)

式(１)和(２)中:Ｕ１ 和 Ｕ２ 分别为高等教育系统和区域

经济发展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ꎻａｉ和ｂｊ为指标权重ꎬ本
文采用变异系数法进行计算ꎬ即通过数据标准差 σｘ

＝
　

１
ｎ∑

ｎ

ｉ ＝ １
ｘｉ － μｘ( ) ２ ꎬσｙ ＝

　
１
ｍ∑

ｍ

ｊ ＝ １
ｙｊ － μｙ( ) ２ 和算

术平均数μｘ ＝
∑

ｎ

ｉ ＝ １
ｘｉ

ｎ
ꎬμｙ ＝

∑
ｍ

ｊ ＝ １
ｙ ｊ

ｍ
的比率:ａｉ ＝

σｘｉ

μｘ
ꎬｂ ｊ ＝

σｙ ｊ

μｙ
计算得出各指标权重(表 １)ꎻ为了消除不同指标

单位造成的影响ꎬ需要对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

理ꎬｘ′ｉ 和 ｙ′ｊ 分别是描述高等教育系统和区域经济

发展系统特征的指标ꎬ对照原始数据按照极差标准

化的方法处理所得ꎬ由于本文选取的指标均为正向

指标(指标越大对系统越有利)ꎬ采用以下公式进行

标准化:

ｘ′ｉ ＝
ｘｉ－ｍｉｎ(ｘｉ)

ｍａｘ(ｘｉ)－ｍｉｎ(ｘｉ)
(３)

ｙ′ｊ ＝
ｙ ｊ－ｍｉｎ(ｙ ｊ)

ｍａｘ(ｙ ｊ)－ｍｉｎ(ｙ ｊ)
(４)

１.３ 耦合协调模型构建

本文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ꎬ发现耦合协调度模

型能够全面、科学地评价系统相互产生作用随时间

发生变化的协调程度ꎮ 因此ꎬ本文引入耦合协调度

模型来具体评价得出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的

耦合协调度ꎬ具体模型公式如式(５) ~ (７)所示ꎬ其
中ꎬ式(５)为系统耦合度计算公式ꎬ式(６) (７)为耦

合协调度的计算公式ꎮ

Ｃ＝
２ Ｕ１Ｕ２

Ｕ１＋Ｕ２
＝ ２ ｆ(ｘ)ｇ(ｙ)

ｆ(ｘ)＋ｇ(ｙ)
(５)

式中:Ｃ 为系统耦合度ꎬＣ∈ ０ꎬ１[ ] ꎬＣ→１ 表示系统

间耦合度越高ꎻ ｆ(ｘ) 和 ｇ(ｙ)为综合评价指数ꎮ
Ｔ＝α Ｕ１＋β Ｕ２ ＝αｆ(ｘ)＋βｇ(ｙ) (６)

式中:Ｔ 为高等教育和区域经济系统的综合评价指

数ꎻα 和 β 为待定系数ꎬ由于高等教育系统和经济发

展是 ２ 个同等重要的系统ꎬ所以本文取 α＝β＝ ０.５ꎮ
Ｄ＝ 　 Ｃ×Ｔ (７)

式中:Ｄ 为耦合协调度ꎬＤ 值越大则系统间的耦合协

调程度愈好ꎮ
１.４ 相对发展模型

根据已有的研究发现耦合度指数和耦合协调

度指数评价能够很好地反应高等教育和区域经济 ２
个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ꎬ但是对于二者间的

相对发展状况不能评价ꎬ所以引入相对发展指数模

型ꎬ通过相对发展指数 Ｋ 来反映 ２ 个系统间的相对

发展关系ꎮ 具体模型公式如下:

Ｋ＝
Ｕ１

Ｕ２
(８)

在借鉴相关研究成果基础上[１２－１３]ꎬ结合相对发

展指数ꎬ将耦合协调度的区间进行以下划分ꎬ如表 ２
所示ꎮ

表 ２　 耦合协调发展阶段与类型划分

耦合协调度指数 类 别 亚类别 相对发展指数 类 型 类型描述特征

０<Ｄ≤０.２

０.２<Ｄ≤０.４

不协调

严重不协调

基本不协调

０<Ｋ≤０.９５ Ⅰａ 高等教育滞后

０.９５<Ｋ≤１.１５ Ⅰｂ 同步发展

１.１５<Ｋ Ⅰｃ 区域经济发展滞后

０<Ｋ≤０.９５ Ⅱａ 高等教育滞后

０.９５<Ｋ≤１.１５ Ⅱｂ 同步发展

１.１５<Ｋ Ⅱｃ 区域经济发展滞后

０.４<Ｄ≤０.６ 转型发展 基本协调

０<Ｋ≤０.９５ Ⅲａ 高等教育滞后

０.９５<Ｋ≤１.１５ Ⅲｂ 同步发展

１.１５<Ｋ Ⅲｃ 区域经济发展滞后

０.６<Ｄ≤０.９

０.９<Ｄ≤１

协调发展

中度协调

高度协调

０<Ｋ≤０.９５ Ⅳａ 高等教育滞后

０.９５<Ｋ≤１.１５ Ⅳｂ 同步发展

１.１５<Ｋ Ⅳｃ 区域经济发展滞后

０<Ｋ≤０.９５ Ⅴａ 高等教育滞后

０.９５<Ｋ≤１.１５ Ⅴｂ 同步发展

１.１５<Ｋ Ⅴｃ 区域经济发展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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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实证
分析

２.１ 综合评价指数分析

根据采用的相关研究方法ꎬ首先计算出四川省

高等教育和区域经济发展 ２ 个系统中各指标权重

(表 １)ꎬ其中高等教育系统中生均教育经费支出、每
１０ 万人专业技术人员数、每 １０ 万人专利申请量、在
校生数等指标对系统影响较大ꎬ权重较大ꎮ 区域经

济系统中ꎬ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固定资产投资、规
模以上高新技术企业数、专利授权量、Ｒ＆Ｄ 经费内

部支出等指标对区域经济发展影响较大ꎮ 由此ꎬ分
别计算出 ２００８—２０２０ 年以来四川省高等教育发展

指数、区域经济发展指数、四川省高等教育与区域

经济综合发展指数 (表 ３)ꎬ并绘制相关趋势图

(图 １)ꎮ
表 ３　 四川省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综合评价指数

年 份

评价指数

高等教育系统
综合指数(Ｕ１)

区域经济系统
综合指数(Ｕ２)

高等教育系统与
区域经济系统综

合指数(Ｔ)

２００８ ０.０４７ ０.０１１ ０.０２９

２００９ ０.０６７ ０.０７５ ０.０７１

２０１０ ０.１２２ ０.１３５ ０.１２９

２０１１ ０.１７５ ０.１９０ ０.１８３

２０１２ ０.２７３ ０.２６８ ０.２７１

２０１３ ０.３６５ ０.３１６ ０.３４０

２０１４ ０.４４３ ０.３８１ ０.４１２

２０１５ ０.５４１ ０.４６５ ０.５０３

２０１６ ０.６３０ ０.５３０ ０.５８０

２０１７ ０.７２８ ０.６１６ ０.６７２

２０１８ ０.７７３ ０.７４５ ０.７５９

２０１９ ０.８４７ ０.８４７ ０.８４７

２０２０ ０.９６６ ０.９１３ ０.９３９

图 １　 ２００８—２０２０ 年四川省高等教育和区域经济系统

综合评价指数

　 　 从表 ３ 和图 １ 可以看出ꎬ２ 个系统综合发展指

数主要呈现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ꎮ
１)从高等教育发展子系统来看ꎬ四川省高等教

育指数呈现由慢到快的上升趋势ꎬ整体由 ２００８ 年

０.０４７上升到 ２０２０ 的 ０.９６６ꎬ其中 ２００８ 年到 ２０１１ 年

由 ０.０４７ 上升到 ０. １７５ꎬ实现了慢速稳定发展ꎬ自
２０１２ 年 ０.２７３ 到 ２０２０ 年的 ０.９６６ꎬ实现了快速的增

长ꎮ 能够实现如此之快的发展ꎬ得益于四川高等教

育的良好基础ꎬ以及长期的高等教育支持政策与经

济快速发展共同作用的结果ꎮ 党的十八大以来四

川省大力发展高等教育事业取得了显著的成绩ꎻ特
别是«四川省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方案»、四川省

高等教育强省战略的实施ꎬ更进一步推动了四川省

高等教育实现了快速稳定的发展ꎬ高等教育取得了

优异的成绩ꎬ连续 ５ 年新批准高校数量居西南地区

之首ꎮ
２)从区域经济发展子系统来看ꎬ四川省区域经

济评价指标也是呈现整体上升的趋势ꎬ由 ２００８ 年

０.０２８上升到 ２０２０ 年的 ０.９１３ꎬ其中 ２０１４ 年的 ０.３９１
到 ２０２０ 年的 ０.９１３ꎬ上升较快ꎬ这期间四川积极融入

“一带一路”倡议、“长江经济带”等战略ꎬ建成国家

级天府新区ꎬ«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落地并实施ꎬ«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获批ꎬ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ꎬ实现了新时期经济的快速

发展ꎮ 四川省国民经济持续向好ꎬ为全省经济发展

始终向好ꎬ成都作为经济增长引擎对四川全省的经

济辐射带动效应十分明显ꎮ
３)从 ２ 个系统综合评价指数来看ꎬ四川省高等

教育系统和区域经济系统总体呈现出良好的发展

态势ꎬ特别是进入新发展时期 ２ 个系统的综合评价

指数得到快速发展ꎮ 党的十八大以前区域经济评价

指数优于高等教育系统评价指数ꎬ但是自 ２０１２ 年

后ꎬ四川高等教育评价指数优于区域经济评价指

数ꎬ这主要是四川作为人口大省ꎬ高等教育扩张规

模快于经济增长速度ꎬ在 ２０１９ 年出现了综合发展评

价指数与高等教育评价指数与区域经济评价指数

重合的现象ꎮ 从整体看ꎬ综合评价指数与高等教育

评价指数呈现较强的相关性ꎬ所以高等教育发展对

于推动四川全省的协调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ꎮ
２.２ 耦合协调发展分析

根据文中采用的研究方法ꎬ计算获得四川省高

等教育和区域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指数、相对发展

指数ꎬ如表 ４ 所示ꎬ并绘制其趋势图(图 ２)ꎮ
从表 ４ 和图 ２ 可以发现 ２ 个系统耦合协调指数

呈现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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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２００８—２０２０ 年四川省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协调

发展情况

年份
耦合协调度
指数(Ｄ)

相对发展
指数(Ｋ) 协调类别 协调特征

２００８ ０.１５０ ４.３０３ 严重不协调 区域经济发展滞后

２００９ ０.２６６ ０.８８６ 基本不协调 高等教育发展滞后

２０１０ ０.３５８ ０.９０９ 基本不协调 高等教育发展滞后

２０１１ ０.４２７ ０.９１８ 基本协调 高等教育发展滞后

２０１２ ０.５２０ １.０１９ 基本协调 同步发展　 　

２０１３ ０.５８３ １.１５６ 基本协调 区域经济发展滞后

２０１４ ０.６４１ １.１６０ 中度协调 区域经济发展滞后

２０１５ ０.７０８ １.１６３ 中度协调 区域经济发展滞后

２０１６ ０.７６０ １.１８９ 中度协调 区域经济发展滞后

２０１７ ０.８１８ １.１８３ 高度协调 区域经济发展滞后

２０１８ ０.８７１ １.０３８ 高度协调 同步发展　 　

２０１９ ０.９２０ ０.９９９ 高度协调 同步发展　 　

２０２０ ０.９６９ １.０５８ 高度协调 同步发展　 　

图 ２　 四川省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指数变化特征

１)从四川省高等教育和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

展来看ꎬ２００８—２０２０ 年四川省高等教育和区域经济

耦合协调发展由 ２００８ 年的严重不协调到 ２０２０ 年的

高度协调ꎬ整体发展态势稳中向好ꎬ对于“十四五”
期间实现更高质量的协调发展形势大好ꎮ 总体来

看ꎬ耦合协调指数由 ２００８ 年的 ０.１５０ 上升到 ２０２０
年的 ０.９６９ꎬ呈现出持续向好的趋势ꎮ 同时 ２００８ 年

的严重不协调发展仅仅过了 １ 年就进入基本协调发

展阶段ꎬ造成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可能是 ２００８ 年四

川遭受了“５１２”汶川地震的灾害ꎬ给区域经济社

会产生较大损失ꎬ经济发展出现严重不协调的情

况ꎮ 随着全国范围内支援四川实现抗震救灾和灾

区重建ꎬ很快就扭转了严重不协调的发展状态ꎬ充
分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

的制度优势ꎮ 从 ２０１７ 年开始四川进入高度协调发

展阶段ꎬ随着四川经济稳定发展ꎬ四川高等教育和

区域经济发展持续向好ꎬ但是高等教育发展指数始

终高于区域经济发展指数ꎬ这种不平衡性依然存在ꎮ
２)从四川省高等教育和区域经济相对发展指

数来看ꎬ２００８—２０２０ 年四川省高等教育和区域经济

相对发展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ꎬ由 ２００８ 年的 ４.３０３
下降到 ２０２０ 年的 １.０５８ꎮ ２００８ 年与 ２００９ 年的巨大

变化可能主要在于受到“５１２”汶川地震灾害的影

响导致区域经济发展滞后ꎬ２００９—２０１１ 年阶段高等

教育发展滞后阶段ꎬ ２０１２ 年实现同步发展后ꎬ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年出现区域经济发展滞后阶段ꎬ最后进

入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 年的同步发展阶段ꎮ 相较于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年区域经济发展相对高等教育发展要慢一些ꎬ
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ꎬ主要也是受到新冠疫情的影

响导致经济发展降速出现的非正常现象ꎮ 总的来

说ꎬ四川高等教育和区域经济相对发展形势较好ꎬ
但是容易受到灾害等非常因素的影响ꎬ同时高等教

育指数始终高于区域经济发展的趋势虽然持续得

到改善ꎬ但还是存在相对不平衡问题ꎬ主要是经济

发展速度低于高等教育扩张导致的ꎮ

３ 结论与建议

３.１ 主要结论

１)从四川省整体结果来看ꎬ四川省高等教育发

展水平、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二者协调发展水平

呈现出逐年发展上升的趋势ꎮ 当前 ２ 个系统协调发

展阶段按照“严重不协调—基本协调—中度协调—
高度协调”趋势演进ꎬ２ 个系统相对发展阶段主要呈

现出“高等教育滞后—同步发展－区域经济滞后—
同步发展”的演进态势ꎮ 当前虽然四川高等教育和

区域经济发展处于高度协调的同步发展阶段ꎬ我们

也能看到这种协调的水平较低ꎬ稳定性不足ꎬ容易

受到相关风险冲击ꎬ这需要在积极推进经济社会不

断发展的过程中ꎬ不断加大高等教育的投入ꎬ在推

进经济高质量的发展过程中ꎬ推动高等教育同经济

发展在更高水平上的稳定协调发展ꎮ
２)风险因素影响明显ꎮ 从四川省高等教育和

区域经济相对发展过程细节来看ꎬ四川高等教育发

展稳定性较高ꎬ政策和投入较为稳定ꎬ特别是进入

新时期 ２０１２ 年以来ꎬ四川省贯彻国家相关教育政策

措施效果明显ꎬ一举超越经济发展趋势ꎬ并领先多

年ꎮ 四川省区域经济发展过程虽然也是稳步提升ꎬ
但是 ２００８ 和 ２０２０ 年出现较大波动主要是出现了影

响发展的相关安全因素ꎬ这种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改

变了原来的协调结构ꎬ出现逆转ꎬ充分说明风险因

素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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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从 ２ 个系统关键指标的权重分析来看ꎬ影响

四川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在于生均教育经费支出、
专利申请量、专业技术人才等ꎬ推动高等教育发展

不仅注重规模和数量ꎬ应该更加注重结构优化和质

量提升ꎬ进一步提升生均教育经费投入和科研投

入ꎮ 影响四川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主要是ꎬ国
内生产总值(ＧＤＰ)、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以上高新

技术企业数、专利授权量、Ｒ＆Ｄ 经费内部支出等指

标ꎬ区域经济实现发展关键在经济增长和创新方

面ꎬ进一步以经济增长为主要内容、创新为主要手

段的发展才能达到两者最优ꎮ
３.２ 对策建议

３.２.１ 坚持经济高质量发展ꎬ推动高等教育不断发展

从区域经济系统各指标权重来看ꎬ经济总量

ＧＤＰ、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企业、专利

授权、研究经费支出占有较大权重ꎮ 由此可以判断

经济增长和创新是影响区域经济和高等教育协调

发展的重要因素ꎮ 自 ２０１２—２０２０ 年四川省高等教

育指数一直高于区域经济指数ꎬ同时这一时期综

合评价指数也呈现高于区域经济指数低于高等教

育指数的特征ꎬ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依然是综合评

价指数相对较低的原因ꎮ 所以 “十四五”期间四

川应该进一步解决经济发展问题ꎬ继续推进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经济发展战略ꎬ积极推动

“成渝双城经济圈”、天府新区建设ꎬ嵌入国内大循

环体系ꎻ同时ꎬ通过“一带一路”倡议ꎬ利用自身优

势融入国际循环ꎬ实现国内大循环为主ꎬ国内国际

双循环协调发展ꎬ为高等教育发展提供坚实的物

质基础ꎮ
３.２.２ 加大高等教育投入ꎬ积极搭建人才平台

从高等教育系统来看ꎬ生均教育经费支出、每
１０ 万人专业技术人员数、每 １０ 万人专利申请量ꎬ３
个指标权重较大ꎬ充分说明高等教育发展受到教育

投资ꎬ人才的影响明显ꎮ 人才是国家综合国力竞争

的重要决定因素ꎬ也是区域经济、教育发展的核心

资源和动力ꎮ 四川省立足自身打造教育强省战略ꎬ
高等教育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ꎮ ２０１９ 年教育投

入占四川省生产总值的 ５.２％ꎬ高等教育经费支出

９９.７５ 亿ꎬ占全省一般公共预算的 ６.２６％②ꎮ 但是相

较于东部发达地区ꎬ投入水平依然不足ꎮ 所以四川

省应该进一步重视人才吸纳和培养ꎮ 特别是加大

高等教育经费投入力度ꎬ努力实现投入增长率不低

于经济增长率ꎮ 同时ꎬ高等教育区域发展不平衡问

题也应该予以重视ꎮ 借助当前四川建设省级副中

心城市的战略ꎮ 不断促进高等教育资源向泸州、宜
宾、绵阳等城市倾斜ꎬ鼓励地方推动高等教育发展

的相关政策落地ꎬ积极支持地方建设产教融合示范

区ꎬ大学城等建设ꎬ为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注入新的

发展动力ꎮ 通过搭建各类人才平台ꎬ形成合理的人

才保障体系ꎮ 同时要积极推进省级新区建设ꎬ进一

步完善引进人才和留住人才的相关制度ꎬ同时为其

居住、就医等基本需求提供便利和支持ꎬ让人才引

得来ꎬ留得住ꎬ发挥好人才优势ꎮ
３.２.３ 统筹安全和发展ꎬ实现四川高等教育和经济社

会协调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

患意识ꎬ做到居安思危ꎬ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

重大原则ꎮ”从发展过程来看ꎬ四川 ２００８ 年受到地

震灾害和 ２０２０ 年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ꎬ
对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ꎬ导致区域经济和高等

教育协调度较大波动ꎮ 从全国、全球来看ꎬ我们依

然面临着风险挑战ꎬ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依然影响深

刻ꎮ 四川应该在贯彻国家相关安全战略的基础上ꎬ
结合自身实际提升应对相关风险的能力ꎬ增加高等

教育发展和经济发展的韧劲ꎬ增强应对风险的能

力ꎬ实现稳定发展ꎮ 首先ꎬ要树立风险应对意识ꎬ坚
持底线思维ꎻ其次ꎬ制定并健全风险的应急管理制

度ꎬ保险制度ꎬ法律法规建设ꎻ最后ꎬ加强专门人才

培养和储备ꎬ确保应急物资保障ꎮ 通过各种手段保

障经济社会的稳定ꎮ

注释:
① 数据来源于 ２０２０ 年四川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ꎮ
② 根据 ２０１９ 年四川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整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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