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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等教育的协调发展是高等教育发展的理想状态，与人口、社会、经济、科技、资

源、环境等因素密切相关。未来十年浙江高等教育与人口、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应重点关注三

个方面：一是适当控制校均在校生规模，积极争取省外优质生源；二是大力发展研究生教育，做
强本科生教育，做实高等职业和专科生教育；三是学科专业建设以“应用领先，基础突破”为指

向，与产业结构调整方向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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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等教育与其所依存的环境构成一个复杂的系

统，不仅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外部环境有着密

切的关系，高等教育自身也构成一个生态系统。［１］高

等教育的协调发展是高等教育作为社会大系统组成

部分的一种理想状态。截至２０１０年，浙江共有普通

高等学校８０所（含筹建高职院校１所），其中大学建

制的高校１２所，普通本科学院２１所，普通高等专科

学校３所，高 职 院 校４４所；在 校 生９３万 人①，其 中

研究生４．８万 人，高 等 教 育 毛 入 学 率 为４５％，成 为

高等教育大省。［２］《浙江省高等教育“十二五”发展规

划（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以下简称《浙江高教“十二五”
规划》）提出：到２０１５年，浙江高等教育在全国省区

中将率先进入 普 及 化 阶 段，毛 入 学 率 达５６％，成 为

全国高等教育水平、竞争力、国际化程度提升最快的

省（区）之一，形成“规模总体适度、结构明显改善、质
量显著提高、特色比较鲜明、服务不断增强”的高等

教育体系，为建设高等教育强省奠定坚实基础。《浙
江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以 下 简 称《浙 江 中 长 期 教 育 规 划》）提 出，到

２０２０年浙江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要达到６２％。当前，
浙江正处在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也是人

口与经济社会发展、资源环境矛盾的凸显期，以及高

等教育自身发展方式转变的战略机遇期。实现高等

教育的协调发展，是浙江全面实现教育现代化，建成

教育强省，建设科教强省和人力资源强省的必由之

路。本文拟对未来十年浙江高等教育与人口、经济

社会协调发展问题作一探讨。

一、浙江高等教育发展现状分析

１．浙江高等教育层次结构现状及其特征

２０１０年，浙江高等学校在校生规模为９３万人，
其中 研 究 生４．８万 人（博 士 生８３２９人、硕 士 生

３９６６２人），本 科 生５２万 人，专 科 生３６万 人。研 究

生与本专科生的比例为０．０５４∶１，研究生与本科生

的比例为０．０９∶１，研究生中博士生与硕士生的 比

例为０．２∶１，本 科 生 与 专 科 生 的 比 例 为１．４∶１。

２０１０年，浙江研 究 生、本 科 生 和 专 科 生 的 在 校 生 比

例分别为５．１４％（其 中 博 士 生０．９８％、硕 士 生４．
２５％）、５５．９８％、３８．８８％，呈 两 头 小、中 间 大 的 非 对

称“纺锤形”结构。
（１）研究生教育层次。
浙江高等 教 育 有“一 只 老 虎 与 一 群 绵 羊”的 说

法，研究生教育发展起步较晚，规模不大。１９９５年，
全省在校研究生只有４５１４人，到２００１年在校研究

生规模才突破１万人。虽然近十年来浙江高等教育

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在校研究生规模也才于２００４年

突破２万人、２００７年突破３万人、２００９年突破４万

人，到２０１０年全省在校研究生为４７９９１人。但博士

生教育发展缓慢，１９９５年全省在校博士生只有１１８８
人，２０１０年也只有８３２９人，尚未过万。硕士生教育

发展速度较快，１９９５年全省在校硕士生为３３２６人，

２００２年首次突破１万人、２００６年突破２万人、２００９
年突破３万人，到２０１０年全省在校硕士生为３９６６２
人。

（２）本专科生教育层次。
浙江高等教育发展不快，主要是本专科生教育。

１９９５年，全 省 在 校 本 专 科 生 共９２８６７人，其 中 本 科

生５．１万人，专科生４．２万人。２０００年全省在校本

科生规模突破１０万人大关，随后迅速发展，于２００２
年突破２０万人、２００４年突破３０万人、２００７年突破

４０万人、２０１０年突破５０万人。在本科生教育快速

发展的同时，专科生教育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并且

教育类型由普通专科转型为以高等职业教育为主。

２０００年全省在校 专 科 生 为８．６万 人，到 了２００１年

迅速发展到１４万人，２００３年突破２０万人、２００５年

突破３０万人。从２００６年起，专科生教育发展速度

适当放缓，每年递增２万人左右，到２０１０年全省共

有在校专科生３６万人。
由此可见，浙江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具有以下特

征：一是处于顶端的研究生教育比重偏小，高层次人

才培养规模明显偏低且比较集中于几所大学；二是

中间层次的本科生教育比重较大，甚至超过研究生

教育和专科生教育的比重之和；三是底端的高等职

业和专科生教育比重较小。

２．浙江高等教育学科专业结构现状及其特点

（１）研究生教育的学科专业结构。
按教育部学科门类口径统计，２０１０年浙江研究

生教育层次的在校生共计４７９９１人，１９９５年以来一

直是工学学科位居第一，其次是理学。工学学科在

校研究 生 从２００１年 的５８２０人 发 展 到２０１０年 的

１６３８５人、占总数的３４．１％，增长了２．８倍；理学学

科在校研究生从２００１年的１３６７人 发 展 到２０１０年

的５９１４人、占 总 数 的１２．３％，增 长 了４．３倍；２０１０
年工学和理学在校研究生人数与１９９５年这两个学

科在校研究 生 人 数 相 比 分 别 增 长 了６．４倍 和９．５
倍。２０１０年，其余９个学科的在校研究生分别是医

学５２３２人、占总数的１０．９％，文学３８２２人、占总数

的８．０％，管理学３６８５人、占总数的７．７％，教育学

２１４９人、占总数的４．８％，经济学１９４５人、占总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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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法 学１７４９人、占 总 数 的３．６％，农 学１７４８
人、占总数的３．６％，哲学３１９人、占总数的０．６７％，
历史学３０２人、占 总 数 的０．６３％；在 校 研 究 生 人 数

与２００１年相比，分别增长了４．２倍、５．１倍、２．５倍、

３．７倍、３．８倍、４．２倍、２．２倍、３．３倍、２．１倍。１１
个学科门类中文学增长速度最快，其次是理学和法

学，增长速度排在第四位的是经济学，排在后三位的

是历史学、哲学和管理学。
（２）本专科生教育的学科专业结构。
按教育部学科门类口径统计，与相对稳定的研

究生在校生人数相比，浙江本专科在校生人数变化

比 较 大；１９９５年 以 来 一 直 是 工 学 学 科 位 居 第 一。

２０１０年 浙 江 本 专 科 层 次 的 在 校 生 共 计８８４８６７人，
其中工学３０７３３７人、占总数的３４．７％之多，其次是

管理学１９６７４２人、占总数的２２．２％，排在第三的是

文学１４９９４７人、占总数的１６．９％；其余８个学科分

别是经济学７０３２６人、占 总 数 的７．９％，医 学５２６４５
人、占总 数 的５．９％，理 学４４３０５人、占 总 数 的５．
０％，法学２６９４１人、占 总 数 的３．０％，教 育 学２３５７４
人、占总 数 的２．７％，农 学１１７６６人、占 总 数 的１．
３％，历史学１２３３人、占总数的０．１４％，哲学只有５１
人，所占比例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工学学科在校本

专科 生 从２００１年 的９８４８２人 发 展 到２０１０年 的

３０７３３７人，增长了３．１倍；管 理 学 学 科 在 校 本 专 科

生从２００１年 的４６９１５人 发 展 到２０１０年 的１９６７４２
人，增 长 了４．２倍；２０１０年 工 学 在 校 本 专 科 生 与

１９９５年 相 比 增 长 了８．９６倍。２０１０年，文 学、经 济

学、医学、理学、法学、教育学、农学等７个学科的在

校本专科生，与２００１年相比分别增长了２．９倍、３．８
倍、２．８倍、１．９倍、２．３倍、１．５倍、２．３倍。１１个学

科门类中管理学增长速度最快，其次是经济学，第三

是工学，增长速度排在第四位的是文学，排在后三位

的是教育学、历史学、哲学，其中历史学和哲学在校

本专科生人数是负增长。
学科专业在高等教育体系和人才培养过程中处

于基础地位。作为一种独立的人才培养实体、组织

和模式，专业是我国高等学校开展招生、组织教学、
分配教育教学资源以及进行就业指导的根本依据。
高等学校的学科专业设置与国家或区域的产业结构

密切相关，虽然高等学校近年来一直在努力培养厚

基础、宽口径的人才，但人才市场看重专业对口的倾

向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浙江作为沿海经济发达省

份，高等教育生源主要来自本省，本地生源也不太愿

意流向外省就读，因此，浙江高校的学科专业设置及

专业招生人数对浙江产业结构影响重大。

二、浙江人口、经济社会发展趋势

及其对高等教育的要求

１．浙江人口变化趋势及其对高等教育的影响

（１）浙江未来十年高等教育适龄人口的测算。
浙江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

就接近 更 替 水 平②，１９８０年 总 和 生 育 率 为１．７６，首

次降至更替水平以下，对于浙江的人口再生产而言

具有划时代意义。从１９８３年起至今，浙江育龄妇女

总和生育率一直处于更替水平以下。从出生率、死

亡率以及自然增长率来看，浙江人口自然变动情况

较为平稳。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等因素，浙江

人口变化呈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特征。
从人口 出 生 率、死 亡 率 角 度，可 以 测 算 出２０１１

－２０２０年间浙江高等教育适龄人口数③。根据已有

的相关研究［３］，结合本研究的实际情况，建立预测模

型如下：

Ｐｎ ＝ Σ
２２

ａ＝１８
ＰＹｎａ ＝ Σ

２２

ａ＝１８
ＢＹｎ－ａ（１－ｒ１）８（１－ｒ２）ａ－８

其中Ｐｎ 表示ｎ年中的高等教育适龄总人口数

量；ＰＹｎａ 表示ｎ年中年龄为ａ的高等教育适龄人口

数量；ＢＹｎ－ａ 表示ｎ－ａ年的人口出生数量④；ｒ１ 表示

年龄为ａ的高等教育适龄人口８岁以前的死亡率；ｒ２
表示年龄为ａ的高等教育适龄人口从８岁成长到ａ
岁之间的每年死亡率。由于０－２２岁的人口的死亡

率指标无法直接获得，本研究假定每年出生的人口

８岁以前的 死 亡 率 为６‰，８岁 以 后 的 死 亡 率 为０．
４‰。随着医疗技术的提高，我国人口死亡率可能会

逐步降低，但从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中的人口死亡率

的变 动 情 况 来 看，不 会 有 太 大 变 化。［４］通 过 模 型 计

算，获得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 浙 江 高 等 教 育 适 龄 人 口 数

据，见图１。
有关研究显示，我国高等教育适龄人口（１８－２２

周岁）在２００８年达到顶峰后将逐年下滑。［５］浙 江 高

等教育适龄人口的变化趋势与全国整体情况是一致

的。
（２）对浙江高等教育发展规模的影响。
本研究从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角度，通过对

历年出生人口数量的测算得出浙江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

高等教育适龄人口数量估计值。结果显示，未来十

年浙江高等教育适龄人口数量将以每年接近２．９％
的速率不断下降。总体来说，未来十年浙江高等教

育招生数量平均增长率将呈稳中有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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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将 从２０１０年 的３０１万

下降至２０２０年的２２５万，而根据《浙江中长期教育

规划》，高校在校生人数将从２０１０年的１１８万增加

到２０２０年 的１３９万，１０年 共 增 加２１万，年 均 增 加

２．１万。根 据《浙 江 高 教“十 二 五”规 划》，到２０１５
年，全省高校数量（含独立学院）要控制在１００所左

右，比２０１０年增加２０所。如果现有高校在校生规

模不 变，新 增 高 校 校 均 在 校 生 规 模 只 有４０００人 左

右，很难产生规模效益。因此，现有高校不宜再走规

模扩展的发展道路，必须以提升发展质量内涵为目

标，适当压缩规模，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科学研究水

平。

　　２．浙江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及其对高等教育的需

求

（１）浙江三次产业产值结构、人口产业结构的发

展趋势。
浙江的产业结构处于不断调整过程中，属于发

展型的“二、三、一”布局。按照配第·克拉克定律，
浙江的人口产业结构也应发生相应的变化，即经济

活动人口将由以第一产业为主逐步向第二三产业转

移，经过以第二产业占优势比例的过渡阶段后，最终

形成以“三、二、一”格局为标志的现代型人口产业结

构。从实际情况来看，虽然浙江第三产业崛起速度

较快，第三产 业 人 口 就 业 比 重 由１９９０年 的１７％升

至２００９年的３３．６％，但 与 一 些 发 达 国 家 甚 至 许 多

发展中国家相比，还处于较低水平。如２０００年西方

七大工业化国家在第三产业就业的劳动力比重平均

为６８．２％，马 来 西 亚 为４９．５％，印 尼 为３８．９％，泰

国为３２．２％。［６］研 究 发 现，浙 江 三 次 产 业 结 构 和 人

口产 业 结 构 仍 存 在 较 大 幅 度 的 错 位。一 般 而 言，

ＧＤＰ的产业结构与就业人员的产业分布结构是 一

致的。但浙江的现实状况并不是如此。以２００６年

为例，浙江第一产业的产值仅占全省生产总值的５．
９％，但第一产 业 的 就 业 人 员 占 总 量 的２２．６３％，错

位幅度达－１６．７３％。这说明浙江第一产业中存在

大量的冗余 劳 动 力。从 产 业 结 构 偏 离 度 来 看⑤，浙

江三大产业 结 构 偏 离 度 分 别 呈 现 出“一、三、二”和

“一、二、三”的格局，即第一产业的结构偏离度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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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产业次 之，见 图３。总 体 而 言，随 着 浙 江 产 业

结构的不断调整和优化，第三产业就业还存在巨大

的发展空间和潜力，将成为吸纳新增劳动力就业最

主要的场所。

图３　１９９０－２００８年浙江三次产业结构偏离度

　　（２）浙江产业结构调整对人才的需求。
为了测算产业结构调整与人才需求数量之间的

关系，在变量选取上，人口产业结构采用三次产业人

口占就业人口的百分比表示，高等教育方面理应取

历年的高等教育人口数量作为变量，但从获得数据

的可行性上，此部分数据没有单列，故选取高等学校

在校生人数作为分析变量。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的

变化实际上是反映高等教育人口数量的一个增量，
长时段的人 口 产 业 结 构 的 变 化 也 是 体 现 了 增 量 变

化，因此，这两者之间依然能够反映高等教育发展与

人口产业结构变化之间的关系。利用ＳＰＳＳ１３．０统

计分析软件，对浙江１９８５－２００９年高等学校在校生

人数与三次产业人口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统计

分析，结果如表１所示：

表１　浙江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与人口产业结构的相关系数

第一产业人
口产业结构

比重（％）

第二产业人
口产业结构

比重（％）

第三产业人
口产业结构

比重（％）

在校生
数（人）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系数 －０．９５２＊＊ ０．９７４＊＊ ０．８４１（＊＊）

Ｓｉｇ．
（２－ｔａｉｌｅｄ）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注：＊＊：ｐ＜０．０１。

从表１可知，浙江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的变化

与其人口产业结构间存在着高度相关性。其中，第

一产业人口比重与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间具有较高

的负相关性，相关系数为－０．９５２，第二、三产业人口

比重与高等 学 校 在 校 生 人 数 间 呈 较 高 程 度 的 正 相

关，相关系数分别为０．９７４和０．８４１，且三者均在α
＝０．０１的水 平 上 通 过 显 著 性 检 验。这 说 明 随 着 浙

江高等教育的发展，尤其是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从
事第一产业的经济活动人口将呈明显下降趋势，而

第二尤其是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口比重将会出现大幅

增长，这有利于加快人口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进而

为经济发展提供优质的劳动力资源，促进经济社会

发展。
《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

要》提出：“十二五”期间，浙江应坚持把推进产业结

构优化升级 作 为 加 快 转 变 经 济 发 展 方 式 的 重 大 任

务，积极发展现代农业，加快推进工业现代化，大力

发展现代服务业，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信

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浙江还于２００３年确立了

建设海洋经济强省的重大战略目标，并于２０１１年作

出了推进文化强省建设的决定。２０１１年，国务院批

复了《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规划》。“十二五”乃
至更长的一段时间内，浙江产业结构的调整方向如

表２所示。具体目标是：第一产业，到２０１５年，主导

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８０％以上，农产

品加工率 达 到５０％以 上，加 快 构 建 高 产、优 质、生

态、安全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第二产业中的制造

业要加快转移过度依赖资源环境的加工制造环节，
提升浙江 制 造 业 在 全 球 产 业 价 值 链 中 的 地 位。到

２０１５年，建设一 批 国 家 级 产 业 基 地，形 成 若 干 个 千

亿元产值规模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第三产业中的服

务业到２０１５年，特大城市率先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

的产业结构，创建发展１００个左右省级现代服务业

集聚示范区，培育１００家以上省级服务业重点企业，
服务业增 加 值 占 生 产 总 值 的 比 重 达 到４８％左 右。
到２０１５年，海洋示范区地区生产总值突破２．６万亿

元，占全省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三，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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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８．６万 元；示 范 区 海 洋 生 产 总 值 接 近７０００亿

元，占全国海洋经济的比重提高到１５％ ，三次产业

结构为６∶４１∶５３，基本实现海样经济强省的目标。
到２０２０年，全 省 海 洋 生 产 总 值 力 争 突 破１．２万 亿

元，三次产业结构为５∶４０∶５５，科技贡献率达８０％
左右，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占海洋生产总值的比重

达３５％左右，全面建成海洋经济强省。文化产业方

面，着力培育１００家 重 点 文 化 企 业、２０个 重 点 文 化

产业园区（基地），助推２０家文化企业上市，到２０１５
年，产业增加值力争比２０１０年翻一番，占全省ＧＤＰ
比重的７％。

表２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浙江产业结构发展重点

产业 主导产业

第一产业
现代农业 蔬菜、茶叶、果品、畜牧、水产养殖、竹木、中药材、食用菌、花卉苗木、蚕桑等

渔业 海洋捕捞和海水养殖业、水产品精深加工和贸易等现代海洋渔业

第二产业

制造业
大力发展汽车、船舶、钢铁、石化、装备制造、电子信息、有色金属、轻工、纺织、建材、医 药、海 洋
装备制造业、其他先进制造业等

采矿 海洋勘探开发

能源 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核电关联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第三产业

服务业
现代商贸、金融服务、现代物流、信息服务、科技服务、商务服务、旅游、文化服务、房地产、社区
服务、服务外包等

战略性
新兴产业

重点培育发展生物、物联网、海洋生物医药等海洋新兴产业

文化产业
加快发展新闻出版、影视服务、文化会展、文体休闲娱乐、文体用品制造等优势文化产业，大力
发展文化创意、动漫游戏、数 字 出 版、移 动 多 媒 体 等 新 兴 文 化 产 业，推 动 文 化 产 业 与 旅 游、体
育、信息、教育、工业、工程设计等产业的融合发展

海洋产业 涉海金融服务、滨海旅游、航运、涉海商贸、海洋信息与科技服务等海洋服务业

　　人口产业结构要与产业结构基本吻合，才能保

证经济社会的平稳发展。为适应不同产业发展需要

所形成的人口产业结构在知识结构、能力结构和素

质等方面的要求各不相同，由此对高等教育的需求

也不同。浙江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需要高等教

育的规模与结构、人才结构作出相应的调整。

三、结论与建议

１．适当控制校均在校生规模，积极争取省外生

源

高等教育规模应该根据适龄人口的变化作出相

应的调整。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浙江高等教育适龄人口

将从２９６万下降到２２５万，而根据《浙江中长期教育

规划》，高校在校生规模将从２０１０年的１１８万增加

到１３９万，高校数量从８０所增加到１００所左右。在

现有高校在校生规模不变的情况下，新增高校的校

均在 校 生 人 数 只 有４０００人 左 右，很 难 产 生 规 模 效

益。因此，现有高校应适当控制在校生规模，削减招

生计划。当然，浙江作为沿海发达省份，是人口输入

大省，浙江高校除在本省争夺生源外，还应积极争取

省外优质生源。《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

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把提高质量作为高等教育发

展的核心任务，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将进入发展理

念战略性转变和全方位注重教育质量的新阶段。浙

江高等教育未来发展的重点应更加注重内涵发展，

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水平，为创新型经济的发展提

供高水平人才与科技等支撑。浙江一方面应适当控

制压缩现有高校的在校生规模，另一方面应积极争

取省外优质生源，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水平。

２．大力发展研究生教育，做强本科生教育，做实

高等职业和专科生教育

在生源逐渐萎缩的情况下，为实现建设高等教

育强省的目标，浙江应大力发展研究生教育，特别是

博士生教育，培养高层次创新型人才。根据《浙江中

长期教育规划》，未来十年，浙江高校在校研究生将

从２０１０年的４．８万人增加到２０２０年的６．８万人，

年均增加２０００人。而根据这个规划中有关重点高

校建设和学科建设的目标，发展研究生教育的力度

明显偏小。浙江在抓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同时，应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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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研究生教育规模的较大发展，特别是大力发展专

业学位研 究 生 教 育。在 大 力 发 展 研 究 生 教 育 的 同

时，浙江要做强本科生教育，为研究生教育提供持续

的优质生源保证。与此同时，浙江要做实高等职业

和专科生教育，培养高质量的应用型技术人才。

３．学科专业建设注重“应用领先，基础突破”
要实现浙江产业结构的顺利调整，以及建设海

洋经济强省、文化强省、高等教育强省等目标，浙江

高校的学科专业建设要与经济发展方式和产业结构

的调整保持协调。浙江高等教育学科专业建设要瞄

准国际学科前沿，突出国家战略目标，服务于浙江发

展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服务业，特别是大力发

展海洋经济，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需要。根据产

业结构的调整方向，浙江高等教育要重点发展与现

代农业、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海洋经济、现
代服务业、文化产业等相关产业的学科专业。其中

研究生教育层次在继续做强工学和理学的同时，要

重点发展管理学、哲学、历史学、经济学和法学，加大

医学和农学发展力度。本专科教育层次要重点发展

工学、理学、农学、医学和管理学，同时重视教育学、
历史学和哲学的发展。学科建设在强调应用领先的

同时，不能忽视基础学科的发展。因为强大的工科

需要强大的理科来支撑，而强大的理科离不开强大

的文科。没有各学科的协同发展，很难实现学科专

业建设目标，势必影响浙江经济社会的发展。

注释：

①　有关２０１０年浙江高等学校在校生规模不同的统计口径

数据不完全一致，其中《浙江省教育事业统计资料》显示

的是９３２８５８人，而《浙 江 省 高 等 教 育“十 二 五”规 划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显示的是１１８万人。

②　在我国，通常以育 龄 妇 女 总 和 生 育 率２．１－２．２为 更 替

水平。

③　由于高等教育适 龄 人 口 范 围 为１８－２２岁，所 以 对 应 于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 间 高 等 教 育 适 龄 人 口 的 出 生 年 份 段 为

１９８９－２００２年。

④　出生人口数数据来源：《２０１０浙江统计年鉴》。

⑤　产 业 结 构 偏 离 度 即 劳 动 力 结 构 与 产 值 结 构（本 文 指

ＧＤＰ的百分比构成）之间的一 种 不 对 称 状 态，偏 离 度 越

大，说明劳动力结构与 产 业 结 构 越 不 对 称，产 业 结 构 的

效益越低。参见张付 刚，高 建 华，赵 慧：《中 部 六 省 地 区

产业结构技术经济分析》，《长沙大学学报》，２００７年第１
期，第１７页；李冠霖，任 旺 兵：《我 国 第 三 产 业 就 业 增 长

难度加大———从我国第 三 产 业 结 构 偏 离 度 的 演 变 轨 迹

及国际比较看我国第三产业的就业增长》，《财贸经济》，

２００３年第１０期，第６９－７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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