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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描绘了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蓝图，把全体

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作为重要

奋斗目标。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

追求生活富裕富足、精神自信自强、环境宜居宜业、

社会和谐和睦和公共服务普及普惠的目的旨要(李
实，杨一心，2022)。2021年第 20期《求是》杂志发表

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扎实推动共

同富裕》，明确指出需要继续把“做大蛋糕”和“分好

蛋糕”两件事情办好，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普遍提

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逐步缩小分配差距，把扩大中

等收入群体规模和提升全社会人力资本和专业技能

等作为核心实践路径提出。

为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需要重视高等教育的

经济功能与价值。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从精英化阶段

至大众化阶段，再正式迈入普及化初级阶段，高等教

育自身作为生产性部门拉动了经济增长和就业岗

位，高等教育也是拓宽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渠道，在

中高收入者中超过 50%的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群

体，在低收入者中有 74.23%的群体文化程度为初中

及以下(李逸飞，2021)。此外，高等教育扩张更为重

要的功能在于促进个体人力资本积累，从 1998年扩

招至2020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9.8%提升至

54.4%，对比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也从

平均 7.08年提升至 10.8年，高等教育扩张是实现人

力资本强国的有力保障。

高等教育作为不可忽视的核心要素直接或间接

参与到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中，值得深思的是，我国

高等教育自 1999年开始扩张至今，在对接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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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目标过程，高等教育扩张在这一过程究竟是发

挥了何种作用，是否通过了人力资本积累产生传导

效应，是否提升居民收入总量并缩小省内或省际收

入差距，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基于高

等教育扩张对共同富裕的重要意义，本文聚焦的核

心议题是：第一，构建面板回归模型探索高等教育扩

张对促进共同富裕的直接影响；第二，探索高等教育

扩张与共同富裕的非线性关系，寻求最佳的高等教

育结构；第三，鉴于人力资本积累在教育与共同富裕

之间的重要传导作用，构建两阶段面板回归模型，分

析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机理；第四，通过借鉴经济学

的β收敛模型，探究人力资本积累与居民收入在省

际层面的收敛效应，分析高等教育扩张是否促进了

人力资本收敛，从而缩小了省际居民可支配收入的

绝对差距；最后，探究人力资本规模和集聚在促进共

同富裕过程中的门槛效应。

二、文献综述与分析框架

(一)高等教育促进共同富裕的经济价值及其影

响的研究

目前直接分析高等教育扩张与共同富裕关系的

实证研究相对稀缺，多以思辨视角讨论高等教育对

促进共同富裕的价值与功能，主要有三方面的理论

探讨：首先，高等教育扩张直接拉动地区居民消费和

产业升级，创造大量高等教育相关岗位，促进众多教

育行业从业者的收入增长，这体现为一种经济性价

值(江涛，苏德，2022)；其次，高校毕业生也是最有望

直接进入中等收入的群体，高等教育作为高质量人

力资本的主要培育渠道，高等教育扩张极大地提高

了国民受教育程度，加速了劳动者的人力资本积累，

从而促进个体就业技能提升以及区域产业结构升

级，间接提高相对贫困群体的收入(栾海清，2022)；最
后，高等教育扩张的重要功能在于促进社会阶层流

动和人力资本空间流动(李立国，2022)，全面提升高

等教育毛入学率和教育质量，对我国整体人力资本

增长和区域间人力资本趋同具有重要的影响，促使

人力资本在全国范围内呈现出“收敛”特征(张琼，张

钟文，2021)，可能会带动经济发展劣势地区的人力

资本积累和可支配收入产生更高的增长率，缩小省

际居民的绝对收入差距。

将共同富裕的内涵界定为收入增长与收入差距

缩小，目前部分实证研究聚焦于高等教育扩张对两

者的影响。已有研究都支持高等教育扩张对收入增

长的效益，但部分研究并不支持高等教育扩张对缩

小收入差距的效益，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高等教

育扩张也可能扰乱高等教育的信号作用，扭曲研发

部门劳动力的甄选，进而持续对经济增长和居民收

入增长产生负面影响(邵宜航，徐菁，2017)。同样，

Huang et al.(2022)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
据，发现 1999-2008年的高校大规模扩张给城市户

口持有者带来了更高的回报，接受高等教育使男性

和女性的收入分别提高了 17%和 12%，高等教育扩

张带来了城镇居民收入的普遍提升，但同时由于城

乡教育机会差距造成了城乡居民收入分化。另外，

部分研究发现高等教育扩张对收入差距影响存在异

质性，Bloome et al.(2018)基于美国青年纵向调查数据

发现，高等教育扩张会普遍增加所有群体的收入，但

扩张初期由于教育机会的不平等，会扩大居民收入

差距，但随着高等教育扩张至较高水平，能够让大多

数贫困群体的子女接受教育成为高收入群体，此时

高等教育扩张体现为缩小收入差距。

高等教育扩张对收入差距缩小的影响效果存在

异质性，研究大多认为扩张的早期会由于不同地区

入学机会的阶层分化(曹妍，2020)，不同受教育程度

劳动力的技能溢价是造成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

(Autor et al.，2020)，但收入差距也与全体劳动力平均

受教育年限相关(Jaumotte et al.，2013)，在高等教育扩

张达到一定程度后，对省内和省际平均收入差距的

缩小有待考量。对实现共同富裕目标而言，技术进

步的速度超过了教育普及的程度，高等教育机会缺

失和机会不平等仍然是造成当今收入差距进一步拉

大的重要因素(袁志刚，2021)。
(二)高等教育促进共同富裕影响机制的研究

人力资本是当今时代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

动力。高等教育扩张可能通过人力资本的传导机制

影响共同富裕目标实现，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大学教

育所花费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可以被视为一种投

资，后期会以相对较高的薪酬形式提供回报(Wood⁃
hall et al.，2001)，通过接受高等教育赋能人力资本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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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也被广泛认为是居民收入增长的关键驱动力(Ha⁃
nushek & Woessmann，2008)。对实现共同富裕目标

而言，人力资本积累可理解为高等教育扩张对居民

收入影响的中介传导变量，高等教育扩张促进了高

质量人力资本积累水平，让更多个体的认知与非认

知技能得到提升，带动可支配收入的快速增长(Ara⁃
ki，2020)。Sehrawat & Singh(2019)提出，受教育程度

是作为人力资本水平的重要体现，高等教育扩张的

非均衡性会影响人力资本的空间分布，而人力资本

不平等同样对收入差距有直接的影响(Castelló-Cli⁃
ment & Doménech，2021)。因此，无论是对扩大收入

总量还是缩小收入差距，人力资本积累均扮演了重

要的传导功能。

此外，高等教育扩张对共同富裕可能存在非线

性的影响，如对人力资本规模而言，农村人力资本积

累对缩小收入差距的效果，是受农村人力资本积累

总量所影响(高远东，张娜，2018)。对人力资本集聚

而言，区域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并非处于单一静态的，

而是受人力资本积累的分布所影响，人力资本集聚

能显著提高人力资本总体水平 (王晓璐，杨东亮，

2020)。但是，现有研究并未有直接关联高等教育扩

张对共同富裕影响中人力资本积累的门槛效应。

高等教育扩张过程可能带来省际人力资本积累

趋于收敛，促进省际居民收入差距缩小实现共同富

裕。经济学里的收敛假说指的是初始经济水平较低

的经济体将以更快的速度增长，最终各经济体将达

到相同的稳态水平(赖思宁，孙艳，2016)。基于经济

收敛的假说，本研究提出高等教育扩张下的人力资

本积累收敛与经济收入收敛趋同假说，即由于高等

教育扩张，全国各省份入学机会大规模提升，且随着

高等教育普及化，省域人力资本积累的增速与期初

投入水平呈反向变动，经济劣势地区人力资本积累

的增速较高，全国范围内各省人力资本趋于收敛，最

终使省际人力资本积累差距不断缩小。同时，新经

济增长理论认为，人力资本积累是驱动居民收入和

经济增长收敛的重要条件(Romer，1986)，如果通过β
收敛检验，发现省际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也是区域

收敛状态，则可以证实，由于高等教育扩张，省际人

力资本的β收敛也促进了可支配收入的β收敛，促使

了经济弱势地区产生“追赶效应”。从这个角度而

言，高等教育扩张是通过人力资本的收敛缩小了省

际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绝对差距，实现了共同富裕的

目标。

基于以上文献综述，研究构建以下分析框架

(图1)，建立高等教育扩张、人力资本传导与共同富裕

之间的理论关联，并基于实证数据予以检验。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与变量

本研究使用2003-2019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

区(不含港澳台地区；为叙述方便后文统称为省份)的

图1 分析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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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板数据建模，检验高等教育扩张、人力资本积累和

共同富裕之间的关系。我国自1999年开始高等教育

大幅度扩招，因为专科在读年限 2至 3年，本科在读

年限 4年，硕士研究生在读年限 3年，且公开的分省

域的扩招数据从2003年开始，因此，为计算方便和数

据完整性，2002年的专科和研究生毕业生予以忽略，

以2003年为起点纳入模型计算，最终获取31省份17
年跨度的 527个样本。对各维度进行的变量设计和

计量处理见下表1，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下页表2。
1.共同富裕

理解共同富裕需要聚焦于富裕和共享两个核心

关键词，新时代的富裕在内涵上是全结构福祉，是最

能够体现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的变量，最为直接的

观测指标即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李实，2021)，而共

享则是富裕的基石和前提，意味着社会成员平等地

获得基本公共服务，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差距

逐步缩小，最为直接的观测指标是收入基尼系数。

因此，共同富裕可以理解为全面提升居民可支配收

入来“做大蛋糕”，同时，保持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

平差距缩小到合理区间来“分好蛋糕”，让劳动和技

能更多参与到财富分配(刘培林等，2021)。基于此，

本研究选取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收入基尼系数作

为度量各省共同富裕程度的核心指标。其中，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

由于收入属于离散数据可能不符合正态分布，且为

了面板数据序列平稳，将收入进行取对数处理纳入

模型分析。收入基尼系数参考田卫民中国基尼系数

计算模型(田卫民，2012)，基于《中国统计年鉴》居民

抽样调查收入分布的数据，通过基尼系数计算公式

计算出各省城镇居民、农村居民和全省总体居民的

收入基尼系数，这里的基尼系数代表的是省内居民

收入差距，不代表省际居民收入差距。

2.高等教育扩张

高等教育扩张的内涵定义为规模扩张、结构变

表1 变量设计与计量处理

指标

共同富裕

高等教育

扩张

人力资本

积累

控制变量

门槛变量

维度划分

做大“蛋糕”(提升收入)
分好“蛋糕”(缩小收入差距)
扩张规模

质量水平

结构变化

教育人力资本

创新人力资本

经济人力资本

产业结构

市场化指数

城镇化率

人口规模

人均GDP
每万人口的研究生规模

高等教育扩张层次结构

人力资本集聚

人力资本规模

操作化界定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收入基尼系数

本专科在校生规模

研究生在校生规模

各省高等教育生均经费

层次结构：研究生占总规模的比例

学科结构：理工农医毕业生从事R&D比例

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

R&D人员全时当量

J-F收入法测算

第三产业增加值/第二产业增加值

由非国有经济、产品市场、要素市场等 5个

维度27个指标合成

城镇人口/总人口

人口统计数据

各省GDP总量/常住人口

研究生在校生规模/各省人口数

研究生占总规模的比例

人口密度，人/平方公里

教育、创新和经济人力资本合并

计量处理

取自然对数处理

直接纳入模型

取自然对数并滞后2期
取自然对数并滞后1期
取自然对数处理

百分比纳入模型

百分比纳入模型

归一化法消除量纲，并进行加和

并取对数得到人力资本积累指数

百分比纳入模型

直接纳入模型

百分比纳入模型

取自然对数处理

取自然对数处理

取自然对数并滞后1期
百分比纳入模型

取自然对数处理

取自然对数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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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和质量水平三个层次：(1)规模扩张主要指的是各

省份的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的增加，代理指标是本

专科和研究生在校生规模，考虑高校在校生对人力

资本和共同富裕影响存在劳动力市场的滞后性，一

般对变量进行滞后 1—2期纳入模型，本专科变量选

择滞后 2期，研究生选择滞后 1期，在校生规模的数

据来源于中国教育部官网；(2)结构变化则是指扩张

过程中出现的层次结构和学科结构的变化，选取研

究生在校生规模占总在校生规模的比例作为层次结

构的代理变量，基于在校生数据计算得到；考虑到数

据的可获得性，研究选取2004-2020年的《中国科技

统计年鉴》中理工农医类专业毕业生从事 R&D人

数，将其除以各省在校生数，代表不同省份理工农医

在校生规模的结构；(3)生均教育经费是衡量高等教

育投入水平最重要的指标之一，也是保障和提升高

等教育质量的重要基石(方芳，刘泽云，2021)，因此选

取各省高等教育生均经费作为质量水平的代理

指标。

3.人力资本积累

人力资本积累的度量方法有劳动力受教育年限

法、综合指标法、J-F收入法、教育指标法、科技创新

指标法、成本法+永续盘存法、特征法和余额法等(石
庆焱，李伟，2014)，本研究综合教育指标、创新指标

和经济指标构建省际综合人力资本积累指数，其中

教育指标是劳动力市场平均受教育年限，数据来源

于《中国劳动统计年鉴》，通过各省劳动者不同受教

育程度水平计算所得；创新指标则是体现拉动国家

科技创新的人力资本，一般使用R&D人员全时当量

指标来衡量，也是国际上通用的用于比较科技人力

投入的指标，该数据来源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经济指标是以收入作为反映人力资本的核心变量，

其假设收入与人力资本之间具有强相关性，以个人

预期生命周期的终生收入的现值来衡量其人力资本

水平，代表的测量方式是收入计算法 (Jorgenson-
Fraumeni)，数据来源于中国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

究中心“中国人力资本的测量及人力资本指标体系

的构建”项目。

4.控制变量

为了精确估计高等教育扩张、人力资本积累和

共同富裕的关系，参考人力资本增长、收入增长、收

入差距的影响因素相关文献(方超等，2018；程锐，马

莉莉，2022)，研究分别选取产业结构因素、市场因

素、城镇化进程因素、人口因素和经济基础因素进行

控制，其中，产业结构、城镇化率和人均GDP数据均

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或间接计算所得，市场

化指数数据来源于中国市场化指数数据库，人口规

表2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可支配收入

收入基尼系数

本专科在校生规模

研究生在校生规模

高等教育生均经费

研究生规模占比

理工农医毕业生从事R&D比例

人力资本积累

产业结构

市场化指数

城镇化率

人口规模

人均GDP
每万人口的研究生规模

人口密度

均值

9.555
0.429
13.135
10.252
9.933
0.065
0.049
-0.243
1.181
0.634
51.860
8.093
10.306
15.510
5.399

标准差

0.647
0.046
1.008
1.375
0.475
0.057
0.136
0.458
0.630
0.215
15.137
0.856
0.745
24.725
1.282

中位值

9.624
0.429
13.343
10.527
9.961
0.053
0.013
-0.261
1.031
0.626
50.670
8.243
10.429
7.987
5.601

最小值

8.200
0.350
9.250
4.080
8.920
0.006
0.000
-3.000
0.530
-0.140
0.000
5.610
8.190
0.220
1.580

最大值

11.190
0.510
14.660
12.930
11.320
0.406
1.660
1.000
5.230
1.170
89.600
9.350
12.010
190.760
8.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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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5.门槛变量

高等教育扩张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可能存在门槛

效应。首先，本研究拟探讨研究生规模扩张和结构

变化的门槛效应，分析研究生扩张的规模和比例达

到何种水平时最有利于促进共同富裕，因此选取研

究生在校生规模和研究生规模占比变量作为门槛变

量。其次，高等教育扩张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可能受

人力资本规模和集聚的影响，人力资本规模总量的

增加会产生规模效应。因此，研究选取人力资本积

累指数并取对数作为门槛变量带入模型。人力资本

集聚是人力资本向特定的区域转移流动，而集中于

某一经济空间的现象，人力资本集聚可以促进信息

交流和技术进步，使资源得到更为合理的配置，也能

够推动知识密集行业的产业集群发展，促进经济内

生增长和居民收入的跨越式增长(邓翔等，2019)。人

力资本集聚程度一般使用人口密度指标进行度量

(陈乐等，2018)，本研究选取人口密度变量并取对数

作为门槛变量带入模型。

(二)研究方法

1.面板回归模型

通过构建面板回归模型分析高等教育扩张对共

同富裕的影响，建立如下的面板数据模型：

Yit=αi + β1Ln(L1- 2Eduit) + β2Qualityit + β3Structureit +
β4ConVarit+εit (1)

如公式(1)所示，Yit表示省份 i在 t年的共同富裕

程度，Ln(L1-2Eduit)表示省份 i在 t年的本专科和研究

生扩张规模数的滞后1—2期的对数，Qualityit表示省

份 i在 t年的高等教育扩张质量，Structureit表示省份 i
在 t年的扩张结构。另外，产业结构、市场化指数、城

镇化率、人口规模和人均GDP作为可能对共同富裕

产生影响的控制变量(ConVarit)被纳入计量模型，αi为

模型截距，εit为残差项。

2.β收敛分析

根据经济收敛经典模型(Sala-I-Martin，1992)，
公式(2)和公式(4)分别对 31省份的人力资本和居民

收入进行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检验。式中，Y为

人力资本和居民可支配收入，i为地区，t为时间节

点，T代表样本时期，ε为收敛方程的随机误差项，β

为收敛系数，β＜0则表明 i地区T时期内呈绝对β收

敛的特征，λ为收敛速度。

1T lnæ
è
ç

ö
ø
÷

Yi,t + T
Yi,t

= α + βln(Yi,t) + εi,t = α - æ
è
ç

ö
ø
÷

1 - e-λT

T ln(Yi,t)
+εi，t (2)

对式中的收敛速度λ进行变换得到：

λ= - 1T*ln(1 + Tβ) (3)
在方程(2)的基础上，探讨高等教育扩张下人力

资本和居民可支配收λ的条件β收敛效应：

1T lnæ
è
ç

ö
ø
÷

Yi,t + T
Yi,t

=α + β1ln(Yi，t) + β2Ln(L1- 2Eduit)εi，t +
β3Qualityit+β4Structureit+β5ConVarit (4)

3.面板门槛回归模型

面板回归模型仅考虑了高等教育扩张对共同富

裕的线性影响。但实际上，高等教育扩张对省域共

同富裕的影响可能并非以线性的方式单一呈现。本

研究中，一是检验高等教育扩张对共同富裕影响中

扩张规模和结构的门槛效应，二是检验高等教育扩

张对共同富裕影响中人力资本规模总量和人力资本

集聚的门槛效应。因此，本文借鉴Hansen(1999)提供

的门槛回归思想，构建面板门槛回归模型，门槛回归

的模型公式为：

Yi=αi+ β'
11 X1D(qi≤φ)+ β'

12 X1iD(qi＞φ)+ β'
2 X2i+εi=

αi+θXi(φ)+εi (5)
其中，Yi为因变量共同富裕，X1i为受门槛影响的

核心解释变量，X2i为不受门槛影响的非核心解释变

量，φ为代估计的真实门槛值，qi和D(X)分别表示门

槛变量和示性函数。在本研究中，门槛变量 qi为扩

张规模、扩张结构、人力资本规模总量和人力资本集

聚，在分析其中任一门槛变量的同时，其他变量则被

视为控制变量。当 qi≤φ时，则 D(qi)=1，反之 D(qi)=
0。若门槛值检验存在，表明在门槛值前后呈现不同

的影响趋势。

四、实证分析

(一)高等教育扩张对共同富裕的面板回归模型

在分析高等教育扩张、人力资本积累与共同富

裕之间的关系前，通过描绘这三者的散点矩阵图，观

察是否存在一定的趋势关系。如下页图2所示，各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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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研究生规模、本专科规模、人力资本积累指数和居

民可支配收入两两之间存在明显的线性趋势，指标

间均呈正相关关系。但收入基尼系数与其他指标之

间的趋势关系不明确。散点矩阵图刻画了高等教育

扩张规模、人力资本积累与共同富裕三者基本关系，

但很大程度上也受到时间趋势和其他变量的干扰，

后文则进一步构建面板分析模型和门槛回归模型进

行探究。

先通过豪斯曼检验(Hausman test)，使用固定效

应模型，最终模型输出结果见表3。模型1、2、3表示

高等教育扩张对可支配收入的影响，模型4、5、6表示

高等教育扩张对省内收入差距的影响。

高等教育扩张的规模、层次结构和质量均对共

同富裕中的扩大收入总量具有促进效应。具体而

言，本专科在校生每扩张 1%，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

0.358%；研究生在校生每扩张 1%，居民可支配收入

增加 0.127%；同时，研究生规模占比每增长 10%，居

民可支配收入增加 0.271%。同时，表征高等教育质

量的生均经费也对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产生显著正

向影响，生均经费每增长 1%的水平，居民可支配收

入增加0.167%。比较高等教育扩张对城镇和农村可

支配收入的影响，总体差异并不大，对城镇和农村都

能够显著正向促进可支配收入增长。扩张的学科结

构对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并无显著影响，控制变量

中产业结构、城镇化率、人口规模和人均GDP均对居

民可支配收入增长有正向显著影响。

高等教育扩张对缩小收入差距收效甚微。高等

教育扩张对省内收入基尼系数的影响为负，但并不

显著(p＞0.05)，即本专科和研究生规模的扩张不会

影响省内整体收入差距。单独针对城镇和农村地

区，本专科和研究生规模扩张也未有显著影响。同

时，产业结构对总体收入基尼系数有显著负向影响，

说明产业结构的优化有效地缩小了省内收入差距。

(二)高等教育扩张与共同富裕的非线性关系

检验

通过门槛回归检验研究生规模扩张与结构变化

的影响，判断研究生占高等教育总规模的最佳比

例。规模扩张指的是每万人口的研究生规模，结构

变化是在读研究生占高等教育总规模的比例。门槛

检验结果表明，每万人口的研究生规模存在双门槛

图2 高等教育扩张规模、人力资本积累与共同富裕指标散点矩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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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研究生占高等教育总规模的比例存在单门槛

效应(下页表4)。
研究生在校生规模扩张对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提

升存在非线性影响。第一门槛的临界值为每万人口

15名研究生，第二门槛的临界值为每万人口46名研

究生，即当各省份研究生在校生跨越每万人口15名
研究生规模拐点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弹性产出从

0.139%提升至0.148%，再越过每万人口46名研究生

的规模拐点后，弹性产出进一步提升至0.193%，即每

提升 1%的研究生规模，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

0.009%—0.054%的水平。以2019年为例，全国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30 733元，因研究生规模扩大而

增加的各省居民人均年收入在 2.77—16.60元之间，

极差值为6倍。因此，各省份对标扩张的低门槛值为

每万人口15名研究生，高门槛值为每万人口46名研

究生。

各省研究生占高等教育总规模的比例最优门槛

应大于 12.8%。当研究生规模占比在跨越 12.8%的

水平时，对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弹性产出从 20%提升

至 23.4%。这表明研究生占高等教育总规模的比例

存在最优的门槛标准，从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促进

共同富裕角度而言，各省份在扩大本科生和研究生

表3 高等教育扩张对共同富裕影响的效应

注：*p＜0.05，**p＜0.01，***p＜0.001；括号内为系数标准误；下面表同。

变量

本专科在校生对数-滞后2期

研究生在校生对数-滞后1期

研究生规模占比

理工农医毕业生从事R&D比例

高等教育生均经费对数

产业结构

市场化指数

城镇化率

人口规模对数

人均GDP对数

截距

模型类型

Within-R2

Between-R2

Overall-R2

扩大收入总量(可支配收入)
总体模型1
0.358***
(0.039)

0.127***
(0.027)

2.719***
(0.392)
0.023
(0.026)

0.167***
(0.024)

0.086***
(0.019)
0.039
(0.045)

0.022***
(0.001)

0.336***
(0.091)

0.180***
(0.020)

-4.125***
(0.703)
FE

0.981
0.587
0.549

城镇模型2
0.309***
(0.041)

0.104***
(0.028)

2.442***
(0.411)
0.031
(0.027)

0.186***
(0.026)

0.142***
(0.021)
0.053
(0.047)

0.019***
(0.002)

0.403***
(0.096)

0.162***
(0.021)

-3.420***
(0.738)
FE

0.976
0.463
0.404

农村模型3
0.295***
(0.050)

0.164***
(0.034)

1.844***
(0.499)
0.038
(0.033)

0.218***
(0.031)

0.137***
(0.025)
0.131*
(0.057)

0.022***
(0.002)

0.474***
(0.116)

0.215***
(0.026)

-6.427***
(0.895)
FE

0.974
0.535
0.486

省内收入差距(收入基尼系数)
总体模型4

-0.023
(0.026)
-0.002
(0.018)
-0.105
(0.264)
0.009
(0.017)
0.018
(0.016)
-0.022*
(0.011)
-0.033
(0.030)
-0.001
(0.001)
0.009
(0.061)
0.010
(0.013)
0.442
(0.474)
FE

0.023
0.044
0.009

城镇模型5
0.011
(0.028)
-0.013
(0.019)
0.236
(0.278)
-0.011
(0.018)
0.014
(0.017)
-0.020
(0.014)
0.030
(0.032)
0.001
(0.001)
-0.011
(0.065)
-0.008
(0.014)
0.422
(0.499)
FE

0.010
0.034
0.001

农村模型6
0.009
(0.027)
-0.013
(0.019)
-0.143
(0.273)
0.013
(0.018)
0.016
(0.017)
-0.004
(0.013)
0.005
(0.031)
0.001
(0.001)
0.059
(0.063)
-0.006
(0.014)
-0.118
(0.491)
FE

0.006
0.063
0.004

·· 55



高等教育 2024.4
HIGHER EDUCATION

规模的同时，研究生在校生规模比例应该保持在

12.8%以上较优。

目前我国部分省份的研究生在校生规模与研究

生规模占比远低于门槛值。基于以上门槛值的检

验，对比 2019年各省份每万人口的研究生规模和研

究生在校生占高等教育总规模的比例，需要对明显

低于门槛值的省份采取差异化扩张策略。如表5所
示，河南、西藏、贵州、河北等省份研究生在校生规模

远低于低门槛值，且仅有北京和上海高于高门槛值，

表明全国各省份研究生所能发挥收入增长效益受

限，研究生规模扩张仍然有很大增长空间；河南、河

北、山东和江西等省份研究生规模占比较低，影响地

区收入增长的效益，未来可扩张研究生规模；研究生

在校生规模和占比双低的省份主要有河南、广西、海

南等，这类地区需要同时关注规模和结构。

(三)人力资本积累的中介影响机理

分别通过高等教育扩张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

以及人力资本积累对收入增长和收入差距的影响这

两个阶段面板回归模型，分析高等教育扩张所带来

的人力资本积累对共同富裕提升的传导效应，结果

如表6所示。

高等教育扩张既能够直接增加人均可支配收

入，也可通过人力资本积累的中介作用增加人均可

支配收入。在模型1中，研究生规模扩张以及占比提

升显著增加了人力资本积累，研究生规模扩张每提

升 1%的水平，人力资本积累提升 0.237%；研究生规

模占比每提升 10%水平，人力资本积累也提升

0.211%。进一步看模型2，人力资本积累每提升1%，

对地区居民可支配收入提升0.186%。模型2中在控

制人力资本积累基础上，本专科和研究生在校生规

模对居民可支配收入也依然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说

明高等教育扩张部分直接作用于居民收入增长，部

分是通过提升居民人力资本积累水平从而促进收入

增长。本专科扩张更多是直接作用于居民收入，而

研究生扩张是通过促进地区教育、创新和经济人力

资本提升，来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进一步估计研究

生扩张也可能更多与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科技创新

等发生关联，提升地区劳动生产率和优化产业结构，

从而促进地区经济总量增加。

人力资本积累增加虽然会显著扩大省内收入差

距，但影响效应十分微弱。从模型3中发现，人力资

本积累对数对省内收入差距影响系数显著为正，这

与前文分析发现高等教育扩张并不会影响省内居民

收入差距出现矛盾。出现这种悖论的原因本文推测

是由于劳动力市场中人力资本积累的分化导致的影

响，劳动力市场中部分未接受高等教育的群体其收

表4 扩张的规模与层次结构门槛效应检验

门槛变量

每万人口的研究生规模

研究生规模占比

控制变量

模型类型

系数

截距

双门槛值

系数

截距

单门槛值

扩大收入(可支配收入)
qi≤φ1

0.159***(0.024)

0.200***(0.024)

φ1＜qi≤φ2

0.169***(0.024)
-3.686***(0.645)
15.748—46.266

——

-4.020***(0.718)
12.8%
YES
FE

qi＞φ2

0.193***(0.024)

0.234***(0.024)

表5 显著低于门槛值的省份

维度

每万人口的研究生规模

研究生规模占比

研究生在校生规模与占比双低

明显低于门槛值的省份(顺序以计算结果为序)
河南、西藏、贵州、河北、广西、江西、青海、海南、云南、山西

河南、河北、山东、江西、贵州、广西、海南、山西、宁夏、云南

河南、广西、海南、贵州、江西、云南、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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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并未得到显著提升，因此造成收入差距扩大。总

之，高等教育扩张通过促进人力资本积累水平提升

从而增加人均可支配收入总量，实现了共同富裕

目标。

(四)人力资本分布对省际收入差距的收敛效应

人力资本分布指的是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在省际

布局的状况，在全国各省高等教育共同扩张的背景

下，人力资本分布可能存在省际的收敛，由此带来全

国范围省际可支配收入差距的均质缩小。

人力资本分布存在省际的收敛现象。根据表7，

模型 1和模型 2是省际人力资本积累和居民可支配

收入的绝对收敛结果，变量人力资本积累滞后项(β)
和人均可支配收入(β)的估计系数为负，表明省际人

力资本积累和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与期初投入水平

间的负相关性，在边际报酬递减的作用下，落后地区

的人力资本和居民可支配收入在一定时期内具有更

高的增长率。

高等教育扩张过程中，人力资本分布趋于收敛，

有效缩小了省际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通过计算，

人力资本积累的省际收敛速度为4.49%，居民可支配

表6 人力资本积累的间接效应影响

变量

人力资本积累对数

本专科在校生对数-滞后2期
研究生在校生对数-滞后1期

研究生占总规模的比例

理工农医毕业生从事R&D比例

高等教育生均经费

截距

其他控制变量

模型类型

Within-R2

Between-R2

Overall-R2

模型1人力资本积累对数

0.102(0.066)
0.237***(0.045)
2.111**(0.660)
0.073(0.041)

-0.138**(0.041)
-9.140***(1.182)

Yes
FE

0.822
0.810
0.710

模型2扩大收入总量

0.186***(0.027)
0.339***(0.037)
0.083**(0.026)
0.083***(0.026)
0.010(0.024)

0.193***(0.023)
-2.420***(0.714)

Yes
FE

0.983
0.642
0.612

模型3省内收入差距

0.043*(0.019)
-0.027(0.026)
-0.012(0.018)
-0.197(0.266)
0.005(0.017)
0.024(0.016)
0.840(0.504)

Yes
FE

0.035
0.052
0.009

表7 省域人力资本积累与收入的β收敛效应

变量

人力资本积累滞后项(β)
人均可支配收入(β)

本专科在校生对数-滞后2期
研究生在校生对数-滞后1期

研究生规模占比

理工农医毕业生从事R&D比例

高等教育生均经费

控制变量

截距

收敛速度/(e-βθT-1)
模型类型

Within-R2

Between-R2

Overall-R2

绝对β收敛

模型1人力资本收敛

-0.044**(0.013)

YES
0.033***(0.005)

4.49%
FE

0.021
0.009
0.009

模型2收入收敛

-0.048***(0.004)

YES
0.571***(0.040)

4.91%
FE

0.222
0.408
0.122

条件β收敛

模型3人力资本收敛

-0.302***(0.027)

0.155***(0.042)
0.092**(0.029)
0.964*(0.421)
0.031(0.027)

-0.053*(0.026)
YES

-2.999***(0.789)
35.25%

FE
0.283
0.015
0.010

模型4收入收敛

-0.114***(0.013)
0.068***(0.012)
0.011(0.008)

0.535***(0.123)
-0.005(0.008)
-0.006(0.008)

YES
-0.394(0.220)

12.07%
FE

0.642
0.019
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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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的省际收敛速度为4.91%，两者的绝对收敛速度

趋于一致，说明由于高等教育扩张所带来的人力资

本收敛会促使省际间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收敛，且产

生趋同的收敛速度。同时，模型2和模型4是纳入高

等教育扩张变量和控制变量的条件收敛模型，本专

科在校生规模和研究生规模占比的估计系数为正，

说明经济落后地区的高等教育扩张，有利于加速人

力资本和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收敛，形成对经济发达

地区的追赶效应。

省际高等教育扩张的非均衡分布会影响人力资

本和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收敛。如模型3、4所示，省域

人 力 资 本 的 收 敛 速 度 由 4.49% 明 显 提 高 到 了

35.25%，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收敛速度由 4.91%提高

到了12.07%，条件收敛的速度明显快于绝对收敛，表

明控制产业、人口、市场因素等区域差异后，高等教

育扩张的省际差异影响区域人力资本和收入的收

敛。而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各省本专科和

研究生的高速规模扩张有效维护了省际收入的

收敛。

(五)人力资本规模与集聚的面板门槛效应

我们继续检验高等教育扩张对共同富裕的影响

中人力资本规模以及人力资本集聚的门槛效应。人

力资本规模指的各省份人力资本积累指数，人力资

本集聚指的是人口密度。经检验，发现存在人力资

本规模和集聚的门槛特征，模型估计明显存在单一

门槛参数，具体门槛估计结果如表8所示。

对扩大居民可支配收入而言，人力资本规模更

契合边际效应递增原则。随着人力资本在省域内积

累程度不断增加，在人力资本积累达到 0.780水平

时，本专科扩张对收入增长的弹性产出由 0.335%增

加至 0.341%，研究生扩张对收入增长的弹性产出由

0.163%增加至0.171%。

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对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影响效

应，在达到人力资本集聚的某个拐点后产生跳跃式

的增强。人力资本集聚带来了居民可支配收入额外

的“增值效益”，当人口密度超过 7.230的水平时，即

计算得到e7.230=1380人/平方公里，本专科规模扩张对

扩大收入的弹性系数从0.301%增加至0.328%，研究

生规模扩张对扩大收入的弹性系数从0.132%增加至

0.165%。对缩小省内收入差距而言，人力资本规模

和集聚也并未产生显著的门槛效应。总之，从高等

教育促进共同富裕角度出发，各省份应对标相应的

人力资本规模和集聚的标准，对扩大居民可支配收

入产生更高的边际效益。

五、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 31个省份 2003-2019年面板数据，采

用面板回归模型、β收敛分析和面板门槛回归模型，

实证检验了高等教育扩张、人力资本积累与共同富

裕之间的关系，主要有以下结论。

第一，无论是扩大规模、优化结构和提升质量，

均对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即通

表8 门槛效应估计

变量

本专科扩张

门槛值

研究生扩张

门槛值

其他控制变量

模型类型

qi≤φ
qi＞φ
截距

qi≤φ
qi＞φ
截距

扩大收入(可支配收入)
模型1

人力资本规模

0.335***(0.036)
0.341***(0.036)
-3.495***(0.661)

0.780
0.163***(0.025)
0.171***(0.025)
-3.466***(0.657)

0.780
YES
FE

模型2
人力资本集聚

0.301***(0.039)
0.328***(0.038)
-3.127***(0.695)

7.230
0.132***(0.026)
0.165***(0.026)
-3.059***(0.694)

7.230
YES
FE

收入差距(Gini系数)
模型3

人力资本规模

-0.018(0.026)
-0.016(0.026)
0.675(0.477)

1.080
0.001(0.018)
0.003(0.018)
0.680(0.478)

1.080
YES
FE

模型4
人力资本集聚

-0.008(0.018)
0.001(0.018)
0.430(0.470)

5.628
-0.017(0.026)
-0.010(0.026)
0.416(0.471)

5.628
YES
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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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做大蛋糕”，扩大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而实现

共同富裕的增量目标。同时，研究生规模及占比的

增长，更有助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表征高等教

育质量的生均经费指数对居民可支配收入也产生显

著正向影响。本专科和研究生规模的扩张对省内居

民收入基尼系数的影响均为负但并不显著，即高等

教育扩张尚不能发挥缩小省内收入差距的功能。这

也较好地验证了最大化不平等理论所认为的在高等

教育扩张初期，优势阶层能优先获得扩张后的教育

机会，只有当他们的教育需求达到饱和后，弱势阶层

才能获得剩余的教育机会，这也能较好地解释为何

高等教育扩张并未缩小省内收入差距的原因。2021
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7.8%，有超过一半的

年轻人接受高等教育，这对实现壮大中等收入群体

规模和缩小省内和省际收入差距的目标意义重大，

但尚未发展为现实收入成就。

第二，高等教育扩张对共同富裕影响存在规模

扩张和结构变化的门槛效应。各省份研究生规模和

比例在达到一定门槛标准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收

益产生明显的“跃迁效应”，产生边际效益递增的效

果。研究生人力资本作为高级生产要素，总量规模

和占比的增高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地区产

业升级、科技创新和技术变革，对个体收入增加和区

域经济增长发挥了要素积累作用，而且通过与物质

资本或其他生产要素相结合还能产生规模报酬递增

效应。

第三，本专科规模扩张和研究生规模扩张都能

促进收入提高，但其影响共同富裕的人力资本传导

机制并不相同。人力资本积累是区域经济增长和个

体收入增加的源泉，研究生规模扩张以及研究生占

比增加都有助于促进地区人力资本积累。但本专科

扩张对地区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并不显著，原因可

能在于本研究定义的人力资本积累包含了创新、经

济和教育人力资本，本专科扩张更多是直接作用于

劳动力市场产生经济效益，对创新效应的影响较为

微弱，而研究生扩张更多是通过增加科技创新型人

力资本推动科技创新和R&D产出，优化产业结构升

级，促进居民平均可支配收入增长，这也解释了为何

研究生规模扩张以及占比增加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是

遵循边际效益递增的原则。

第四，高等教育供给机会的全面增加，促使全国

人力资本收敛进而缩小省域间的居民可支配收入绝

对差距。2003-2019年间，省际人力资本积累的收敛

速度和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收敛速度基本保持一致性

(4%—5%)，这表明省际高等教育扩张的非均衡会影

响区域人力资本差异和居民可支配收入差异的缩

小；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从精英化、大众化至普及化，

入学机会供给的增加缩小省际人力资本积累差异的

同时，也缩小了省际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绝对差距，加

快了共同富裕进程。“收敛效应”也反映经济弱势地

区的“人力资本积累水平”“收入水平”正在快速追赶

经济发达地区，经济劣势地区“后发优势”会产生更

高的增长率，加快共同富裕进程。其中高等教育的

扩张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最后，高等教育扩张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存在人

力资本规模及人力资本集聚的门槛效应。当省际人

力资本积累达到一定程度时，高等教育扩张对居民

可支配收入增长额外产生增值。西藏、青海、甘肃、

宁夏等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人力资本规模还远未达到

相应门槛标准，需要从高等教育补足或资源互补角

度考虑增加人力资本积累。同时，人力资本集聚水

平达到一定标准时，本专科和研究生规模扩张对居

民可支配收入增长也会产生“跃迁效应”。“集聚”总

是产生更高效率，经济活动高密度地区会加快知识

溢出、规模效应和资源共享，从而提升生产效率，且

人力资源密集能够降低交易成本，提升经济主体的

协同效应和配置效率，产生边际效益递增的效果，这

种条件下对个体而言能够更有效增加收入，并缩小

与高收入群体的差距。

(二)政策含义

本研究证实了高等教育扩张对实现共同富裕目

标的经济价值，表现在能够有效增加居民可支配收

入以及缩小省际居民平均收入差距，特别凸显了研

究生规模扩张的额外增值效益，测算出对标更高质

量发展阶段各省份应努力实现的研究生规模和比

例，同时分析了人力资本积累在高等教育扩张与共

同富裕之间的传导作用和门槛效应。上述研究的政

策含义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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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立足新征程我国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促

进共同富裕的历史方位，落实高等教育扩张对科技

创新和人才供给的功能定位。党的二十大报告一个

重要的理论创新是将教育、科技、人才放在战略任务

中进行统筹部署。教育、科技、人才是一个有机联系

的整体，也是促进共同富裕目标的重要抓手。未来

一方面要着重推进建立高质量的高等教育体系，向

大多数人提供更高质量、适应新时代市场产业需求

的技能教育；另一方面，应着力于为劳动力市场个体

提供相对开放的职后技能学习机会，发挥高等教育

在知识创新、人才创新与文化创新方面的纽带作用，

基于技术和数字赋能下建立更加开放、便捷、包容的

高等教育体系。

第二，面向2035年，尽快启动谋划高等教育毛入

学率至 80%的目标，推进普及化向中高水平迈进。

《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确定了到 2035年我国高等

教育毛入学率实现 65%的目标，2022年我国高等教

育毛入学率已达到 59.6%，目前看高等教育确定的

2035年发展目标过于保守。一方面，从《国家中长期

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确定目标

40%与实现值 54.4%，超额 14.4%的历史经验看应该

扩大目标值，另一方面，世界主要国家的高等教育毛

入学率均已超过80%的水平。这反映了经济社会发

展对高等教育普及的强烈需求，是世界高等教育发

展的普遍规律。坚持扩大本专科招生规模，拓宽本

专科向研究生层次上升的渠道，着力提升创新型、复

合型、应用型专业学位研究生规模。研究生阶段的

规模扩张能够带来额外增值效益，促进创新、经济和

教育人力资本提升，推动贸易扩张、技术进步和消费

升级，特别是在当今数字经济赋能下，研究生作为高

阶创新性人力资本，其与现代技能岗位的适配性更

高，更能够提升初次分配中的劳动报酬，有利于实现

橄榄型的收入分配结构。

第三，注重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强化地区创新人

力资本的培育。人类社会正在迈向数字经济、创新

经济、绿色经济时代，高等教育通过提升人力资本促

进共同富裕的贡献度会越来越高。科学合理地优化

高等教育布局，促进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更加公平有

效、层次结构更加合理，是提升人力资本积累效率、

缓解人力资本在省域间分布不平衡的重要手段。因

此，需要优化高校学科、专业、学位点布局结构，完善

支撑国家发展重大战略实施的高等教育空间布局。

经济发达地区和产业集聚地区高等教育人力资本供

给侧相对充足，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将高等教育“一体

化”发展嵌入整体规划战略，全面立体升级与城市群

发展的效应关系，从而满足最优化的人力资本积累

效率。

第四，完善高等教育经费多元化投入的体制机

制，提升人员支出、研发支出比例。表征高等教育质

量的生均经费增加能显著促进居民可支配收入增

加，应增加高等教育经费投入。我国高等教育经费

投入的力度和强度需要加强，尤其是省级政府高等

教育财政投入的强度需要确定明确的比例，吸引第

三级政府甚至是发达地区的县级政府参与高等教育

投资。个人成本分担的学费标准亟须重新计量，以

学校为单位面向社会发布高等院校培养成本，在完

善学生资助制度的基础上较大幅度提高学费。探索

实施社会捐赠收入财政配比政策，完善高校社会捐

赠的相关制度，发挥税收激励和捐赠荣誉效应。调

整经费支出结构，重心应用于人力资本投资，提升教

职工薪酬支出的比例，加大科技研发支出占比，提高

高等教育经费的使用效率。

最后，积极面对人力资本集聚现象，发挥国家重

大战略区域促进共同富裕的集群和引领作用。人力

资本的地理分布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的人口与产业

经济集聚的空间分布，高校扩招增加了城市人力资

本的密度，促进了区域创新产出，在高技能劳动力的

集聚和创新型产业的耦合过程中实现超额经济效

益。国家重大战略地区的人均受教育水平更高，人

力资本积累效率更高，原因在于人们能够在互相学

习中获得人力资本积累的额外增值，提升个体技能

和收入水平，不同层次人力资本也会存在技能互补

效果并与产业集群的耦合程度更高。因此，乐观看

待并鼓励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的空间集聚，对接

新兴产业布局，使得优质高等教育资源集聚和高新

技术产业集群互相支撑，降低劳动力流动门槛，敏锐

地捕捉技术进步和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带来的高技能

与低技能供需变化，通过分配政策缩小高技能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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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溢价造成的个体收入差距，改变技术革命带来

的人力资本技能差距所造成的贫富分化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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