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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高等教育振兴助力共同富裕的

实证研究

蓝勇福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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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西部高等教育振兴是提振西部社会与经济发展内生力的重要因素。 利用 2012—
2021 年西部地区 79 个城市面板数据,基于收入与收入分配视角从“富裕冶和“共同冶两个

维度构建共同富裕指数,通过建立面板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 SYS-GMM 模型,实证分析西

部高等教育振兴对助力实现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 研究结果显示:(1)从共同富裕视角

来看,西部高等教育振兴对助力共同富裕的实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西部高等教育发展

水平每提升 1 个单位,共同富裕指数则提升 1. 209 个单位;(2)从“富裕冶与“共同冶视角来

看,西部高等教育对收入提升和收入差距缩小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既具有“做大蛋糕冶
提升收入的“富裕冶效应,又具有“分好蛋糕冶推进共享的“共同冶效应;(3)从异质性视角

来看,西部高等教育对共同富裕的影响随城市层级不同而呈现差异性,西部高等教育对省

会城市、直辖市和副省级城市等地级以上城市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显著高于一般地级城

市;(4)从作用机制视角来看,产业结构是影响西部高等教育助推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因

素,在西部高等教育助力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调节效应显著。 建议加快推进西部地区

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适度扩大西部高校学生培养规模;提高西部农村地区中、高等教育

录取比例,加强地方教育服务;继续推进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加大对西部地级城市高

等教育支援力度;加快西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重塑西部高等教育育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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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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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置于重要位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把促进共同富裕作为为人民谋

幸福的着力点。冶 [1]目前,我国已取得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巨大成就,进入扎实推进共同

富裕的重要阶段[2]。 然而,我国区域发展不均衡、收入差距较大等问题依旧突出,已成为制约我国经

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 因此,如何在保证收入提升与收入合理分配的前提下,让改革发展成

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助力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学术界与政府决策部门亟待解决的重要议题。

发展高等教育是推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促进资源合理配置和助力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

西部高等教育作为西部地区发展战略的内生力量,在优化高等教育资源布局、推进区域经济均衡发展

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2020 年 5 月,为解决西部地区发展依然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问题,推动西

部地区高质量发展,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

2020 年 9 月,中央深改委审议通过的《关于新时代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的意见》又指出,到 2025 年中

西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对中西部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度明显提升。 可见,全面振兴西

部高等教育既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进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有

力之举,也是新时代赋予西部高等教育的新使命。 从理论上讲,高等教育能够有效推动我国共同富裕

进程。 一方面,高等教育作为人力资本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微观层面能增强个体职业能力、提升

其职业层次和工作收入,在宏观层面能促进区域生产要素流动、推动其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有

利于将“蛋糕冶做大;另一方面,高等教育具有很大的包容性,能打破城乡区域隔阂与社会阶层的枷

锁,将更多的弱势群体纳入其中,为低收入群体提供实现收入跃升、摆脱贫困的可能,有利于“分好蛋

糕冶。 然而,高等教育在现实发展中承担的角色比理论上复杂得多。 高等教育发展带来的是“红利冶

还是“鸿沟冶,不仅受限于区域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经济水平和产业结构等诸多因素,也取决于能否处

理好“效率冶与“公平冶的关系[3]。 换言之,在新时代促进西部区域协调发展,需要在推动西部高等教

育振兴的同时,兼顾高等教育的“富裕冶效应与“共同冶效应。

那么,西部高等教育发展到底能否兼顾其“富裕冶效应和“共同冶效应,促进我国西部地区实现共

同富裕? 西部高等教育对西部不同发展水平城市的影响效果是否存在异质性? 如果存在异质性,影

响机制又是什么? 现阶段,探究并回答以上问题对我国明确高等教育战略部署、着力发展西部高等教

育和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二、文献综述

梳理既有文献,当前学界对共同富裕的研究大致集中在两个层面,一是对共同富裕相关概念内涵

的理论探讨,二是对共同富裕测度体系与影响因素的实践分析。 在理论层面,鉴于共同富裕与我国社

会经济与民生保障联系紧密,学者们对共同富裕的关注随着时代变迁而有所侧重。 比如在早期的研

究中,学界集中于对共同富裕的内涵、特征和总体目标进行了探讨[4-6]。 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

变,合理提升人们的收入、生活质量和幸福感以及进一步缩小收入差距等社会福利改进,成为当前以

及未来民生领域中的一个重要命题。 以此为背景,在近期的研究中,学者们从致力于共同富裕概念内

涵的理论探讨,逐渐转向对共同富裕目标的达成分析。 如向国成等认为,如果经济发展能够不断逼近

基于专业化和多样化发展的完全分工的均势经济状态, 共同富裕将会伴随财富总量增长而最终实

现[7]。 高丽媛等从权力结构角度探讨了共同富裕的实现途径[8]。 江鑫等从分工角度出发,认为城乡

公路体系网络化能促进共同富裕[9]。

与此同时,也有学者致力于从实践层面对共同富裕展开探讨。 根据研究视角的不同,相关研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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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两类:一类是基于共同富裕的指标与测度体系研究,另一类是基于共同富裕的影响因素与实现路

径研究。 基于共同富裕指标与测度体系视角,国外学者认为消费能力是人们收入与财富的真实体

现[10],用消费支出作为共同富裕的关键指标,更能贴切地反映出国民整体的福利水平和收入不平

等[11]。 国内学者则更多倾向于从收入维度衡量共同富裕的实现程度。 如覃成林等基于我国“让一部

分地区先富裕起来,然后带动其他地区共同富裕冶这一发展目标,提出以先富地区收入增长的空间溢

出效应度量共同富裕程度[12]。 刘志国等根据 Milanovic 和 Yitzhaki 提出的中等收入标准,认为收入流

动和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才是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13]。 事实上,新时代背景下,推进实现共同富裕不

仅在于促进人们经济收入的增加,也涉及收入分配关系的调整。 当前的研究普遍认为,共同富裕作为

一个综合性概念,其内涵不仅包括人们经济生活上的“总体富裕冶,还强调全民对社会发展成果的“共

同享有冶 [14-15]。 在此基础上,刘培林和万广华等从收入与收入分配视角,具体地提出以人均收入和群

体收入差距来测度“富裕冶和“共同冶程度,进而构建衡量共同富裕水平的指标体系[16-17]。 基于此,本

文也将从“富裕冶和“共同冶两个维度对共同富裕这一综合指标进行测度。

基于共同富裕的影响因素与实现路径视角,既有文献探讨了收入的初次分配与再分配效

应[18-19]、城乡关系变迁[20]、城镇化[21]以及数字经济[22]等因素对共同富裕的影响。 此外,也有部分学

者尝试从缩小城乡、区域间收入差距以及进一步提升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等维度,探索共同富裕的

实现路径[23-25]。 随着对共同富裕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逐渐意识到“做大蛋糕冶的同时如何合

理地“分好蛋糕冶,才是解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与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一矛盾的关

键[26]。 教育作为提升收入与改善收入分配的重要手段,在减少贫困人口和改善低收入群体的福利水

平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有鉴于此,学者们从教育公平、教育共享、教育促进,以及基础教育、职业

教育、高等教育等视角,对教育与共同富裕的关系进行了深层次、多角度的研究[27-32]。 但不管以何种

视角进行研究,已有文献均肯定教育在实现共同富裕中的重要作用。 纵观我国扶贫历程,可见通过教

育提升人们的生活水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谋求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33]。 因此,关注高等教育发展

对收入提升与收入差距缩小进而实现共同富裕的作用,更具现实意义。

已有文献分析了教育对共同富裕的影响,但仍存在以下不足之处:第一,现有研究集中于对教育

与共同富裕的关系进行理论探讨,对于教育与共同富裕的关系的实证分析较少。 虽有部分学者通过

实证方式对教育与共同富裕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但研究只是关注教育在收入或收入分配等某一维度

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缺乏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对共同富裕这一综合指标的实证分析。 共同富裕不是

简单的收入提升或者收入分配问题,而是既具有提升总体富裕的“做大蛋糕冶效应,又具有推进共享

富裕的“分好蛋糕冶效应[34]。 第二,现有研究侧重从全国层面或省份层面考察教育对共同富裕的影

响,缺乏对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发展与共同富裕的关系的定量研究。 事实上,西部高等教育作为西部经

济社会发展的内生力量,对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及推进我国共同富裕的实现,具有

较强的现实意义。 第三,现有研究大多关注高等教育在城乡或者东、中、西部等区域间的影响效应,而

对高等教育在区域内部的影响差异有所忽视。 第四,合理的产业结构是有效发挥高等教育经济效益

的重要因素,是实现高等教育资源要素在城市群内充分流动,释放人才红利,为区域发展从“集、聚、

中冶走向均衡的有力保障。 但目前学界对于产业结构在高等教育助力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如何发

挥作用缺乏讨论,尚需进一步分析。

与学界现有研究相比,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在研究内容上,本文聚焦西部高等教育振兴是

否有助于共同富裕实现这一核心问题,对西部高等教育与共同富裕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并系统地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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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西部高等教育的“富裕冶效应和“共同冶效应。 第二,在研究视角上,本文分析了西部高等教育对不

同层级城市共同富裕的差异化影响以及形成这一差异的成因。 第三,在研究机制上,本文对产业结构

在西部高等教育助推共同富裕实现过程中的作用机制进行分析,以期为推动我国西部高等教育振兴

和实现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1. 基准回归模型

在前面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聚焦西部高等教育与共同富裕的关系,构建以下回归模型:

CP it = 茁0 + 茁1Eduit + 茁2X it + di + ut + 着it (1)

式(1)中,下角标 i 和 t 分别表示西部地区各个城市和所在年份;被解释变量 CP it 代表西部地区 i

城市在 t 时期的共同富裕指数;核心解释变量 Eduit 表示西部高等教育发展水平;X it 表示回归模型中

的一系列控制变量;di 和 ut 分别表示地区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着it 表示随机误差项;茁0 为截距

项;茁1 为本文所关注的核心估计系数,表示西部高等教育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

2. 机制分析模型

为进一步分析产业结构在西部高等教育助力实现共同富裕过程中的作用机制,本文借鉴温忠麟

等的研究[35],建立调节效应检验模型:

CP it = 茁0 + 茁1Eduit + 茁2Eduit 伊 ISit + 茁3X it + di + ut + 着it (2)

式(2)中,被解释变量 CP it 表示共同富裕指数;Eduit 和 ISit 分别表示为西部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和

产业结构;di 和 ut 分别表示地区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茁2 为高等教育与产业结构的交互项系数,

若系数 茁2 显著则说明产业结构在西部高等教育助力实现共同富裕过程中存在调节效应,不显著则说

明不存在调节效应。

在基准回归模型的基础上,构建自变量与调节变量的交互项,并将其纳入分析模型,根据交互项

系数的显著性对调节效应进行检验分析。

(二)变量设定

1. 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共同富裕,参考刘培林、万广华等的研究[16-17],从“富裕冶和“共同冶两个维度

测量共同富裕程度。 具体操作为:首先,采用西部地区 i城市第 t年的人均工资收入对数(lnyit) 对“富

裕冶 维度进行衡量。 其次,借鉴段博等的做法[36],采用西部地区 i 城市第 t 年的人均工资收入对数

(lnyit) 同我国同期人均工资收入对数(lnYt) 的离差,构建“共同冶 维度的衡量指标(见式 3)。 其中,

IG 值表示西部地区各城市 t 年人均工资收入同我国同期人均工资收入的偏离程度,该指数越小,说明

西部地区各城市与国内人均工资收入的差距越小,即“共同冶 程度越高。 刘儒等的研究表明[22],这种

方法比直接采用人均 GDP 或人均收入能更准确地衡量城市间收入差距。 最后,对“富裕冶 和“共同冶

维度的指标(w it) 进行正、负方向调整和标准化,以消除各项指标量纲差异,并采用现有研究常用的等

权法,构建共同富裕指数(CP it)(见式 4),该指数越大,表示西部地区共同富裕程度越高。

IG = lnyit - lnYt (3)

CP it =
1
2 蒡

2

i = 1
w it 伊 10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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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核心解释变量为西部高等教育发展水平。 既有文献对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的衡量分绝对量和

相对量两个指标。 对这两个指标,通常采用在校大学生规模和在校大学生的相对数量进行衡量。 本

文借鉴张淑慧等的做法[37],采用绝对量指标即西部各城市在校大学生数作为西部高等教育发展水平

的代理变量。 另外,考虑到我国人口在各城市之间分布具有不平衡性,本文参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

版的《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采用相对量指标即西部各城市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进行变量替换回

归,作为稳健性检验的一部分。

3. 控制变量

为获得更为可靠的估计结果,文章还将一些控制变量纳入实证模型。 具体包括:经济水平、科学

技术投入、城市规模、产业结构、基础教育质量、企业发展规模、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 另外,为消除异

方差的影响,本文对模型中的部分变量取对数处理[38]。

(三)数据来源

本文的核心议题为分析西部高等教育振兴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实证分析中所涉及西部地区

的原始数据主要来源于 2012—2021 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及 EPS 区域经济数据库。 其中,对缺

失值采用几何增长法或插值法进行填补,在对样本城市所属区域进行划分之后,最终获得西部地区

79 个城市 10 年的平衡面板数据共 790 个。 其主要变量的基本统计特征见表 1。

表 1摇 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说明 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共同富裕指数 连续变量,取值为 0~ 100 84. 391 6. 273

富裕维度指数 人均工资收入 10. 934 0. 334

共同维度指数 工资收入与样本平均工资收入的偏离程度 0. 131 0. 146

核心解释变量 高等教育 在校大学生数量 10. 191 1. 370

控制变量

经济水平 人均 GDP 10. 491 0. 599

科学技术投入 科学技术投入 0. 459 0. 176

城市规模 常住人口数量 14. 877 0. 799

产业结构 第三产业占比 0. 403 0. 111

基础教育质量 中小学师生比 0. 787 0. 014

企业发展规模 规模以上企业数 6. 137 1. 431

养老保险 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参保率 0. 153 0. 127

医疗保险 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参保率 0. 174 0. 162

N 790 790 790

摇 摇 注:表中“高等教育冶指西部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下表同

四、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

为估计西部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本文根据式(1)进行面板随机效应和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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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效应回归分析。 根据豪斯曼检验结果(P = 0. 000),本文选择面板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回归结

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中,模型 1 和模型 2 分别为在仅对地区固定效应进行控制和对时间、地区固定效

应进行双向控制情况下,西部高等教育与共同富裕关系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西部高

等教育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2. 036 和 1. 209,且均在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说明在将其他变量进行控

制的情况下,西部高等教育发展水平每提升 1 个单位,共同富裕指数则提升 1. 209 个单位。 这表明西

部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与共同富裕程度显著正相关,即西部高等教育振兴有助于共同富裕的实现。 形

成这个结论的原因可能在于,西部高等教育发展不仅具有促进个体收入提升的直接效应(“富裕冶效

应),还具有促进缩小收入差距的间接效应(“共同冶效应),从而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现。

表 2摇 西部高等教育对共同富裕及其维度的影响结果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 收入 收入差距

高等教育
2. 036*** 1. 209*** 0. 044*** -0. 025**

(0. 450) (0. 420) (0. 014) (0. 012)

经济状况
3. 402*** -0. 185 0. 044* 0. 041**

(0. 629) (0. 694) (0. 023) (0. 019)

科研投入
-4. 710 -5. 287 -0. 0102 0. 243*

(3. 717) (4. 755) (0. 155) (0. 133)

城市规模
2. 519 2. 448 0. 204*** 0. 032

(1. 928) (1. 808) (0. 059) (0. 051)

产业结构
31. 310*** 2. 202 0. 101 -0. 031

(3. 223) (4. 192) (0. 137) (0. 117)

基础教育质量
44. 590 -30. 400 0. 528 1. 819**

(34. 60) (32. 41) (1. 058) (0. 904)

企业规模
0. 465 0. 0906 -0. 026 -0. 023

(0. 553) (0. 580) (0. 019) (0. 016)

养老保险
1. 244 -2. 037 -0. 073 0. 044

(2. 640) (2. 494) (0. 081) (0. 070)

医疗保险
-3. 825** 0. 0139 0. 023 0. 016

(1. 687) (1. 726) (0. 056) (0. 048)

常数项
-57. 470 55. 270 6. 254*** -1. 882*

(37. 950) (36. 090) (1. 178) (1. 007)

时间固定效应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790 790 790 790

R-squared 0. 407 0. 515 0. 804 0. 044

摇 摇 注:***、**和 *分别表示在 p<0. 01、p<0. 05 和 p<0. 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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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部高等教育的“富裕冶效应与“共同冶效应分析

进一步地,本文对西部高等教育的“富裕冶效应和“共同冶效应进行检验。 表 2 中的模型 3 和模型

4 分别为西部高等教育对收入和收入差距影响的回归估计结果,结果显示,在对其他变量进行控制的

情况下,核心解释变量西部高等教育对收入及收入差距维度的影响系数分别为 0. 044 和-0. 025,且

分别在 1%和 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以上研究结果表明,西部高等教育振兴在提升收入和减小收入

差距方面具有显著的作用,提升西部高等教育发展水平能兼顾“富裕冶效应与“共同冶效应,是助力实

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

为保证实证结论的有效性,以及验证前文研究结论不是特定阈值设定的结果,本文还进行了一系

列稳健性检验,包括采用西部地区各城市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量替换核心解释变量,以及借鉴万广华

等的做法[17],采用收入分配即收入差距相反数与收入的乘积构建共同富裕指数 (CP =- IG 伊 lny) 替

换被解释变量。 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高等教育的系数分别为 1. 185 和 0. 220,且分别

在 1%和 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西部高等教育振兴对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确实具有显著影响,

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

(三)内生性处理

虽然基准回归中尽可能控制了影响共同富裕的其他因素,但基准回归的实证结果可能受到某些

内生性的影响,从而造成估计结果偏差。 理论上,内生性可能来源于遗漏变量和反向因果关系等因

素。 为弱化这些因素带来的影响,本文借鉴周启良的研究[39],在回归模型中纳入滞后一期的共同富

裕指数作为解释变量构建动态面板模型,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SYS-GMM)以解决基准回归中的内生

性问题。 采用 SYS-GMM 的估计结果如表 3 所示。 回归结果中,AR(1)和 AR(2)检验结果满足一阶

相关而不存在二阶自相关的检验要求,同时用 Hansen 检验显示,估计结果不存在工具变量过度识别

的问题,证明工具变量是有效的。 另外,表 3 回归结果显示,在进行了内生性问题处理的情况下,西部

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对实现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依然显著存在。 以上结果表明,西部高等教育发展确

实有助于共同富裕的实现,从而进一步支持了本文的研究结论。

表 3摇 内生性问题处理

变量
SYS-GMM 模型

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滞后一期
-0. 231***

(0. 023)

高等教育
8. 867***

(3. 338)

常数项
419. 1***

(145. 1)

变量
SYS-GMM 模型

共同富裕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AR(1)检验 0. 017

AR(2)检验 0. 576

Hansen 检验 0. 848

N 711

摇 摇 注:上述模型选取内生变量一期至三期滞后作为工具变量也Lag(1,3)页, ***、** 和 *分别表示在 p<0. 01、p<0.

05 和 p<0. 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

(四)异质性分析

探析西部高等教育对不同发展水平城市共同富裕的差异化影响,借鉴白俊红等对城市等级进行

划分的标准[40],将西部地区城市样本划分为地级城市和地级以上城市两类子样本,其中地级以上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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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包括直辖市、省会城市和副省级城市,并采用与基准回归相同的回归模型进行分组回归。 西部高等

教育对以上不同层级城市子样本共同富裕的影响结果见表 4。

从表 4 可以看出,模型 1 和模型 2 分别对应的是高等教育影响地级城市和地级以上城市样本共

同富裕的回归估计结果,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高等教育的系数分别为 2. 065 和 2. 520,且分别在

1%和 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对比两个分组回归分析中核心解释变量高等教育的系数大小,可见地

级以上城市样本高等教育的系数大于地级城市样本高等教育的系数。 这说明,西部高等教育对地级

城市和地级以上城市样本共同富裕的实现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相较于地级城市样本,西部高等教

育对地级以上城市样本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更大,这与李立国等的研究结果相符[3]。 区域经济发展

水平和人口数量是一个国家或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要素[41]。 西部省会城市、直辖市和副省级城

市具有经济、区位及产业结构等优势,对于高等教育资源尤其是优质高等教育资源聚集起到重要作

用[42]。 同时,在教育经济学视角下,高等教育资源聚集与发展和社会经济紧密联系,为促进城市经济快

速增长、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内生性动力[43]。

以上研究结果表明,西部高等教育对共同富裕的影响随城市层级不同而呈现差异性,相较于地级

城市样本,西部高等教育对地级以上城市样本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更大。 这一研究结果支持了前文

基准回归结论,即提升高等教育发展水平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 同时,也印证了我国高等教育

发展水平不仅表现在东、中、西部区域间的不均衡,也体现在区域内部如西部各城市间的不均衡。

表 4摇 高等教育对不同层级城市共同富裕的影响结果

变量
模型 1

地级城市样本

模型 2

地级以上城市样本

高等教育
2. 065*** 2. 520**

(0. 484) (1. 247)

常数项
-14. 52 -191. 8***

(46. 41) (35. 13)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N 680 110

R-squared 0. 382 0. 893

摇 摇 注:***、**和*分别表示在 p<0. 01、p<0. 05 和 p<0. 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

五、机制分析

现有研究表明,合理的产业结构是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推动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关键因素,也是保障和改善民生以及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44]。 为进一步明晰产业结构在西部高

等教育助力实现共同富裕过程中的作用机制,本文在基准回归模型中纳入高等教育与产业结构的交

互项,回归结果如表 5 所示。 从表 5 可以看出,高等教育与产业结构交互项的系数为 3. 872,且在 5%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这一结果说明,西部高等教育在助力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将受到产业结构的

影响,产业结构在西部高等教育助力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发挥了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即推进产业

结构升级将有利于西部高等教育助力实现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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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摇 基于产业结构的调节效应分析

变量

高等教育

产业结构

高等教育伊产业结构

共同富裕

-0. 144

(0. 741)

-35. 71**

(17. 65)

3. 872**

(1. 751)

变量

常数项

时间固定效应

地区固定效应

N

R-squared

共同富裕

81. 670**

(37. 92)

控制

控制

790

0. 519

摇 摇 注:***、**和*分别表示在 p<0. 01、p<0. 05 和 p<0. 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

约翰·S. 布鲁贝克认为,产业结构与高等教育的联结与协调是高等教育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只

有当产业结构和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相匹配时,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要素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促进

经济增长的特殊作用才能显现出来[45]。 因此,充分激发高等教育与经济市场的联动效应,是破除西

部高等教育“振而不兴冶发展壁垒的重要途径,具有“起振冶作用。 而进一步优化西部区域产业结构、

提升其生产要素的流动速率,又承载着助推西部地区“三产冶融合与乡村产业振兴以实现共同富裕的

新使命,具有“共振冶作用。

六、研究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利用 2012—2021 年西部地区 79 个城市面板数据,本文首先基于收入和收入分配视角,从“富裕冶

和“共同冶两个维度构建共同富裕指数,采用面板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 SYS-GMM 模型,实证分析了西

部高等教育振兴对助力实现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并对西部高等教育的“富裕冶效应和“共同冶效应进

行检验;在此基础上,还探讨了西部高等教育对不同发展层级城市共同富裕的差异化影响;最后,本文

还对产业结构在西部高等教育影响共同富裕过程中的作用机制进行分析,以进一步明晰高等教育、产

业结构和共同富裕之间的作用机理。 通过以上研究,本文有如下发现:

第一,从共同富裕视角来看,西部高等教育振兴对助力共同富裕的实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西

部高等教育水平每提升 1 个单位,共同富裕指数则提升 1. 209 个单位。

第二,从“富裕冶与“共同冶视角来看,西部高等教育对收入提升和收入差距缩小具有显著的促进作

用。 提升西部高等教育发展水平能兼顾“富裕冶效应与“共同冶效应,是助力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

第三,从异质性视角来看,西部高等教育对不同层级城市共同富裕的影响呈现出差异性,相比于

地级城市样本,西部高等教育对地级以上城市样本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更大。 这一研究印证了我国

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不仅表现在东、中、西部区域间的不均衡,也体现在区域内部如西部各城市间的不

均衡。

第四,从作用机制视角来看,西部高等教育在助力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将受到产业结构的影

响,产业结构在西部高等教育助力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发挥了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即推进产业结

构升级将有利于西部高等教育助力实现共同富裕。

(二)研究建议

以上研究结论表明,提升高等教育发展水平是促进收入增长和缩小收入差距的一项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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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促进产业结构与高等教育联结与协调发展,又是充分发挥高等教育效用的前提条件。 从这个意义

上来讲,助推西部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需在推进西部高等教育振兴、发挥高等教育“起

振冶作用的同时,进一步优化西部区域产业结构、提升其生产要素的流动速率,发挥产业结构“共振冶

作用。 综合以上结果与讨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加快推进西部地区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适度扩大西部高校学生培养规模。 高等教育普及

化利国利民,虽然我国高等教育水平与以前相比有大幅提升,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46],

尤其是我国西部地区高等教育仍处于较低发展水平。 本文研究结论表明,西部高等教育振兴对提升

个体收入和促进收入合理分配均具有重要作用。 新时代背景下,提升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仍是西部地

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实现共同富裕的一项重要策略。 同时,继续扩大高等

教育的覆盖面是我国当下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 因此,本文建议政府应继续推进西部地区高等教育

普及化发展进程,进一步加大对西部高校的财政投入,适度扩大西部高校学生培养规模。

第二,提高西部农村地区中、高等教育录取比例,加强地方教育服务能力。 自 1999 年实行大学扩

招政策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和在校大学生人数持续增加。 但由于城乡二元体制尚存以及区

域间教育发展不均衡,西部地区教育体系存在薄弱环节,尤其是西部农村高等教育入学率相对较低。

同时,在现有中学分流制度和高考分省配额制度下,我国区域间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仍在持续扩

大。 从个体视角来看,对处于城市、发达地区的个体而言,他们具备经济、地域上的优势,更能够利用

高等教育发展带来的机遇,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红利冶主要的受惠主体。 而对于西部农村偏远地区的

个体,由于经济水平和能力禀赋差异,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可能更少。 只有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更加合

理,高等教育的普惠性才更能得以体现。 因此,本文建议政府应出台向西部农村地区和低收入家庭倾

斜的招生政策,进一步加大西部农村地区中、高等教育的招生比例,缓解其教育机会不平等现状。 同

时,应强化西部农村偏远地区地方教育服务能力,为西部农村偏远地区学子提供更多如信息传递、教

育咨询等服务,打破数字信息“鸿沟冶,积极发挥远程教育帮扶的助推效应。

第三,继续推进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加大对西部地级城市高等教育支援力度。 从城市层级视

角来看,城市经济、区位和人口数量等因素直接关系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 在城市层级分化背景下,

高等教育“聚集效应冶以及发达地区社会经济资源的“虹吸效应冶,使得较低层级地区高等教育的经济

效益受限,这可能会进一步加大西部地区内部高等教育发展的不均衡。 事实上,西部高等教育作为我

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为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培养人才和提供智力支持的重任,当

前,补齐西部地区在高等教育发展中的短板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本文的研究也印证了提升高等教

育发展水平是助推较低层级地区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 有鉴于此,本文建议在国家层面应继续

推进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加大对西部地区高校师资队伍和数字资源等建设力度,尤其是加大对西

部地级城市高等教育支援力度。 同时,在西部省份层面上,应抓住新时代西部大开发的契机,以打造

若干区域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大学作为高等教育振兴的有利抓手,发挥高水平大学和高等教育集群的

“集聚-溢出冶效应,进而带动西部地区高等教育整体水平的提升。

第四,加快西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重塑西部高等教育育人体系。 自 1999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发展西部高等教育成为中央的战略部署之一。 学界也聚焦于西部高

等教育“振而不兴冶这一困境,探讨西部高等教育的“自强冶之道与“助力冶之策。 研究表明,推动教育

与产业深度融合,是突破区域经济发展瓶颈的有力之举。 从社会经济视角来看,高等教育发展事关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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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人才培育,影响着区域人力资源水平和素质,是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 而合理的产业结构

是有效发挥高等教育经济效益的重要因素,对于高等教育助力实现共同富裕具有显著且稳健的促进

效应。 因此,本文建议应进一步加快西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高等教育与产业结构的联结效应,

充分发挥西部高等教育经济效益。 同时,调整西部高等教育布局,建立与区域产业结构相适应的高等

教育育人体系,以创新驱动西部经济快速均衡发展。

本文的研究尚存在不足之处,本研究主要基于收入和收入分配等物质层面从“富裕冶和“共同冶两

个维度对共同富裕水平进行测量,而对于人们内在的、更高层次的精神层面的共同富裕缺乏考量,以

至于西部高等教育助力共同富裕实现的解释力稍显不足,这也是本研究中的一个遗憾。 同时,本研究

主要从聚焦西部地区这一宏观视角对高等教育与共同富裕的关系进行分析,对于高等教育与微观个

体共同富裕需求达成效果体现不足。 未来研究可丰富对共同富裕水平的测度,以进一步明晰高等教

育与共同富裕的关系。 另外,也可加强以个体维度为视角的微观研究,以呈现高等教育发展对个体尤

其是弱势个体实现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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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Revit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Helping
Common Prosperity in Western China

LAN Yongfu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South-Central Minzu University , Wuhan 430074,China)

Abstract:The revit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 western China is a key factor to boost the internal
force of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western China. Using panel data from 79 cities in the wes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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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 from 2012—2021, the co-prosperity index was construct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income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in terms of the two dimensions of “prosperity冶 and “common冶, the panel two-way fixed
effect model and SYS-GMM model were established to empirically analyze the impact of the revitalization of
western higher education on the realiz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from the perspec鄄
tive of common prosperity, the revit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 western China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realiz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sperity冶 and “common冶, high鄄
er education in western China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increasing income and narrowing income gap, and it
has the “prosperity冶 effect of “enlarging the cake冶 to increase income, and the “common冶 effect of “dividing
the cake well冶 to promote shar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eterogeneity, the impact of higher education on
common prosperity in western China is different with different urban levels, and the effec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western China on the common prosperity of the cities above the provincial capital, municipali鄄
ties directly under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vice-provincial level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general c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peration mechanism,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is an important factor
that influences the effect of western higher education in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and plays a signifi鄄
cant regulatory effect in the process of western higher education helping to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It is
suggested that we should speed up the popular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 western China, enlarge the scale
of students爷 training, increase the proportion of students admitted to secondary and higher education in rural
areas, strengthen the ability of local education service, continue to promote the plan for the revit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west, increase support for higher education in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the west,
speed up the optimiz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the west, and reshape the higher
education personnel system in the west.

Key words:western region; higher education revitalization; common prosperity; SYS-GMM model; in鄄
dustrial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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