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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产业结构变迁对高等教育结构的影响
——基于预期收入的角度

王 燕，崔永涛，魏鹏飞

（南开大学 经济学院，天津市 300000）

摘 要:作为社会功能结构的组成部分，高等教育结构的变化必然受到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通过

从预期收入的角度构建一阶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发现美国产业产值结构对高等教育结构的影响表现

在：（1）从预期收入的角度可以解释各教育层次学科发展的分化，博士层次侧重发展技术类学科，硕士、

学士层次侧重发展社会类学科；而硕士和学士层次人文学科变化却无法从预期收入角度进行解释；（2）

博士、学士层次各学科的发展较大程度上受到预期收入的影响，而硕士层次各学科的发展受预期收入变

化的影响较小；（3）服务业的发展促进了博士层次医疗和临床医学学科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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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教育经济研究

一、引言

高等教育结构是指高等教育系统内各组成部分之

间的联系方式和比例关系，主要分为学科结构和层次

结构。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变迁，高等教育

结构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表现为新学科的产生和旧

学科的衰落、学科间和教育层次间毕业人数比例的变

化。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有内因和外因两种。内因是

指各学科的固有知识属性所导致的不以外因的变化而

变化的发展规律，外因则是指除内因外所有的外部力

量，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产业的结构特征。

产业结构是指国民经济各产业部门之间以及各产

业部门内部的构成和比例关系。本质上说，高等教育

结构的变化是高等教育机构和学生两个行为主体在一

定的产业结构背景下互动的结果，高等教育结构根据

产业结构的变化趋势提供不同教育层次和不同学科的

招生名额（供给），学生则根据产业结构的变化趋势所

决定的未来的就业和薪酬情况来选择是否报考某一学

科，从而产生对某一层次、某一学科的需求。因此，产

业结构通过如下途径影响高等教育结构的变化：第一，

产业结构的变化导致社会对人才的需求结构发生变

化，并通过影响工资结构来引导不同层次和学科的毕

业人数变化；第二，产业结构的变化通过一些中间变量

如利率、价格等变量发生变化，最终影响个人的学科选

择和教育层次选择，进而改变高等教育的学科结构和

层次结构。因此，产业结构的变化是导致高等教育结

构发生变化的重要外因。

关于外部产业结构环境对高等教育结构的影响研

究有许多，且多从收入激励的角度进行。Acs G, Dan-

ziger S（1993）认为男人平均工资的降低和低收入人群

的增加主要是由于教育回报的变化，产业结构的变化

对人均工资的影响较小，进而通过工资的途径影响教

育结构的作用不明显。[1]Johnes G（1997）通过估计大学

的成本函数和最优产业结构，发现英国的大学规模适

合当前的产业水平，但是从成本节约的角度看，高等教

育内部的结构尚有调整的必要。[2]Fritz, Machlup（2007）

研究了美国近60年中产业结构变化对学科结构的影

响，认为随着技术和需求的变化，20世纪初增长最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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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类型是文书，之后是经理和经营管理人员，更近一

些时期则为专业人员和技术人员所替代，依次对应着

社会、人文和技术类学科的增长。[3] Yang S, Wang X

（2008）发现如果个人面临更加细分的高等教育结构，

则倾向于选择小型的公立大学而不是大型的公立大

学，而教育层次的提高和和留学会提高个人所面临的

高等教育细分结构选择机会，因此产业结构的升级会

促进高等教育结构的细分。[4]Guo X N等（2013）在介绍

我国林业产业和林业专业高等教育发展的基础上，采

用结构偏差度评价林业专业高等教育结构与林业产业

结构的协调性，然后采用回归分析方法，定量分析了林

业经济增长的协调效应，结果表明，中国林业专业的高

等教育结构与林业产业结构的协调性对我国林业经济

有着显著的影响。[5]杨宇轩（2012）认为美国经济快速

增长，产业结构的重大变化导致民众受教育需求的增

加，经济结构的变化也需要大量技术类和服务类人才，

因此激发了美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和高等教育层次

结构的调整，表现为2年制社区学院的大力发展和研究

生教育层次的发展，而4年制本科教育比例则呈现逐步

减小的状态。[6]董泽芳、张继平（2010）研究了二战后发

达国家高等教育结构的调整，发现发达国家为适应产

业结构和社会职业的层次分化，首先，在层次结构上，

高等教育结构以本科教育为中心，扩大研究生教育规

模的同时也加快专科教育的发展；其次，在类型结构

上，研究型、应用型与实用型高校并存；再次，在形式结

构上，正规教育与非正规教育互补。[7]饶燕婷（2009）通

过统计研究，发现美国上世纪70年代的高等教育结构

调整表现为：层次结构上大量增加了副学士学位和硕

士学位的授予量；科类结构上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大

力发展了应用学科。[8]

现有文献大多从层次结构角度研究高等教育结构

的演化规律，计量方法多停留在统计分析层面，很少有

人从产业结构的变化对人的选择行为所造成的影响这

个角度来建模，本文从对学生报考时对教育回报的预

期收益最大化这个角度出发，构建了产业结构与高等

教育结构之间的作用关系框架模型，利用一阶自回归

分布滞后模型来回归美国各产业的发展对高等教育不

同学科的影响，为我国的高等教育结构优化调整提供

借鉴。

二、模型方法

经济学理论认为个人是利益或效用最大化的主

体，高等教育结构的变化离不开社会中这些利益、效用

最大化主体的行为决策，如学生报考时的学科选择和

深造决定，大学招生时的学科和招生规模设置，其行为

初衷都是为了个体利益或效用的最大化。对学生而

言，学科和学历层次选择的决定因素首先是个人的预

期收入，George（2002）认为，教育投资类似于有形资产

投资，学校教育回报是刺激个人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

关键指标。[9]Yoram（1967）通过假定生产函数和人力资

本生产函数、人力资本的竞争性市场，从个人资产最大

化的角度论证了人力资本投资与个人收入之间的必然

联系，认为个人的收入变化会影响相应的人力投资决

策，同时认为年轻人更倾向于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因为

他们有一段很长的时期来享受人力资本投资所带来的

收益。[10]

因此，在产业结构与高等教育结构之间的关系中，

可以认为高等教育的预期收入回报是联系二者的关键

变量，对二者关系建模应该包含预期收入这个变量。

该变量是以如下形式来联系高等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

的互动的：产业结构的变化引起不同职业的相对工资

的变化，继而引起选择不同学科所导致的未来预期收

入的变化，大量的微观个体从收益最大化的角度选择

不同的学科和不同的高等教育层次，从而引起高等教

育结构的变化。由此我们可以从以下角度进行建模：

设国民经济有N个行业组成，t时期各行业增加值

分别为 Y t
1 、Y t

2 … Y t
N ；各行业的就业人数为 Lt

1 、Lt
2 …

Lt
N ；各行业的资本存量为 K t

1 、K t
2 … K t

N ；各行业的t时

期的工资水平分别为 wt
1 、wt

2 … wt
N ；设t时期各行业生

产函数为道格拉斯函数形式，各行业技术水平为 At
N ，

则 Y t
N = At

N( )K t
N

αt
N( )Lt

N

β t
N ，第N行业t时期的工资水平是：

wt
N = ∂Y t

N

∂Lt
N

= ∂At
N( )K t

N

αt
N( )Lt

N

β t
N

∂Lt
N

= β t
NY

t
N

Lt
N

（1）

另设总共有M个学科，某一学科某一年度的毕业

人数占总毕业人数的比例 Gt
i 由两部分组成：行业平均

工资的变化所导致比例的变化 St
i 和其他方面的因素所

导致的比例的不变部分 H t
i ，其中i表示学科，t表示时

期。若选择某学科所得到的平均工资变化越大，则越

能促进选择该学科的毕业人数比例的增加。而其他因

素所导致的比例的不变部分表示着结构变动的某种惯

性。因此，某一学科某一年度的毕业人数比例 Gt
i 由各

行业工资因素导致的人数比例变化 St
i 与各行业工资因

素以外的其他所有因素所导致结构惯性 H t
i 综合而成，

用公式表示即为：Gt
i = St

i +H t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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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考虑各行业平均工资的变化所导致的毕业人数比

例的变化 St + n
i ，假设i学科t期毕业的学生进入N个行

业的比例分别为 at
i1 、at

i2 … at
iN ，则 at

i1 + at
i2 + ...at

iN = 1。

同时，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主体的行为模式必然是：选择

某一学科的动机与进入该学科进行学习后获得的工资

与全行业平均工资的差额成正相关关系，进入该学科

进行学习所获得的工资与全行业平均工资的差额越

大，则选择进入该学科进行学习的人数越多。由此可

得如下关系：

St + n
i = f ( )W t

i - W̄ t （2）

其中，W t
i = at

i1w
t
1 + at

i2w
t
2 + ...at

iNw
t
N ，表示进入第i学

科 所 获 得 的 期 望 工 资 水 平 ，

W̄ t = bt
m1w

t
1 + bt

m2w
t
2 + ... + bt

mNw
t
N 表示进入某学历层次的

全学科的平均工资水平，n表示学制时间，bt
mN 表示所

有学科毕业人数进入第N个行业的比例，N表示产业个

数，毫无疑问 bt
m1 + bt

m2 + ... + bt
mN = 1，将公式（2）展开可

得：

St + n
i = f [ ]A1w

t
1 + A2w

t
2 + ... + ANw

t
N （3）

其中 AN = at
iN - bt

mN 。

若取t为1期，带入w的原始定义，则：

S1 + n
i = f æ

è
çç

ö

ø
÷÷A1

β1
1Y

1
1

L1
1

+ A2
β1

2Y
1
2

L1
2

+ ... + AN

β1
NY

1
N

L1
N

（4）

设 x = A1
β1
1Y

1
1

L1
1

+ A2
β1

2Y
1
2

L1
2

+ ... + AN

β1
NY

1
N

L1
N

，由 于

S1 + n
i = f (x) 中的函数形式未知，因此对其进行一阶泰勒

展开，得到的线性模型为：

S1 + n
i = b + kA1

β1
1Y

1
1

L1
1

+ kA2
β1

2Y
1
2

L1
2

+ ... + kAN

β1
NY

1
N

L1
N

+ ε（5）

其中b、k分别为展开系数，由于x与 S1
i 呈正相关关

系，因此k>0。

设 cN = kβ1
N( )at

iN - bt
mN ，则方程可化为：

S1 + n
i = b + c1Y

1
1
L1
1
+ c2Y

1
2

L1
2
+ ... + cN Y

1
N

L1
N

+ ε （6）

公式（6）可用来衡量各行业劳动力和产值增加值

的变化对i学科结构比例的影响。其中，参数c集中了

四个参数的影响，分别是行业个数N、就业比例 at
iN 、方

程结构参数k、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参数 β1
N 。

行业工资水平以外的因素所导致的毕业人数变化

H t
i 用 其 滞 后 一 期 值 的 加 权 来 表 示 ，即

H t
i = dH t - 1

i = d( )Gt - 1
i - St - 1

i ，其中 d 加权值，则最终公式

为一阶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

Gt
i = St

i + d( )Gt - 1
i - St - 1

i + ε，带入分行业变量得：

Gt
i = b + c1Y

t
1
Lt
1
+ c2Y

t
2

Lt
2
+ ... + cN Y

t
N

Lt
N

+ dGt - 1
i -

d
æ

è
çç

ö

ø
÷÷b + c1Y

t - 1
1
Lt - 1
1

+ c2Y
t - 1
2
Lt - 1

2
+ ... + cN Y

t - 1
N

Lt - 1
N

+ ε
（7）

出于对样本容量的考虑，如果将全部产业分为行

业i以及除了行业i之外的其他所有行业，那么我们的

模型将变为两个自变量与学科毕业人数比例的关系，

假设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参数短期内不变，并假设N=2，

可得一阶动态分布滞后模型ADL(1,1,2)：

Gt
i = b - db + c1Y

t
1
Lt
1
+ c2Y

t
2

Lt
2
+ dGt - 1

i - dc1Y
t - 1
1
Lt - 1
1

- dc2Y
t - 1
2
Lt - 1

2
+ ε

（8）

一阶动态分布模型能够显著提高模型的解释能

力，对数据的拟合度远远强于对变量的直接回归，但

是，对于一阶动态分布滞后模型而言也存在一个致命

的缺点，即解释变量之间存在高度相关关系，虽然系数

估计值具有无偏性，但是方差却变得很大从而使得系

数的OLS估计很不准确，不过，这些估计值的和却是很

准确的。另外，动态分布滞后模型中自变量和因变量

之间至少应存在协整关系，这是进行回归的基本前

提。如果模型能够同时保证残差项不存在自相关或异

方差，那么就可以得到某学科毕业人数比例和某个行

业平均工资之间的长期关系模型（二学科二产业）：

Gt
i = b + ki βj( )at

iN - bt
mN

Y t
j

Lt
j

+ ki β-j( )bt
iN - at

mN

Y t
-j

Lt
-j

（9）

at
i1 为第t期第i个学科的毕业生去往第一个行业

工作的人数比例，ki 为函数的结构参数，βj ，β-j 为道

格拉斯函数参数。

三、实证研究

（一）样本和数据

本文选取美国的数据作为考察样本，其中以博士、

硕士和学士学位授予人数作为衡量学科结构比例的指

标依据，时间跨度为博士：1985-2008年；硕士和学士：

1985-2010。数据来源为美国教育统计年鉴。①学科分

类按照年鉴标准将30多个学科分为18个学科大类，具

体见表1。

产业分行业产值增加值和分行业就业人数数据来

自美国统计局网站，细分产业分别为：农业、采矿业、建

① 2011年美国教育统计年鉴中关于博士的数据只更新到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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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业、制造业、公用事业、批发贸易业、零售业、交通运

输及仓储、信息、金融及保险、房地产及租赁业、专业技

术服务业、公司和企业管理、行政支持及服务管理业、

教育服务业、医疗保健及社会援助、艺术娱乐休闲、住

宿和餐饮业、其他服务、政府等20个细分行业，时间跨

度为1985-2011年。

产业增加值数据除以就业人数数据，得到各产业

人均工资数据，单位是美元每人，同时按照学制选定滞

后期，其中博士为4年，硕士2年，学士4年；为消除异方

差，学科毕业人数比例和人均工资数据都进行对数加

工，为使回归系数具有可比性，对各变量再进行标准化

处理，得到最终用于进行一阶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的

数据。

（二）单位根检验与协整检验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学科大类

人文学科

社会学科

交叉学科

工程和工程技术

农业和自然资源

建筑和相关服务

生化和生物医学

商业

计算机和信息、

通讯技术

教育

医疗和临床医学

法律专业

数学和统计学

物理和科学技术

公共管理

和社会服务

休闲和娱乐业

新闻学

其他

学科群

英语语言文学；

外文文献和语言学；

哲学和宗教；神学和宗教

区域、种族、人文和性别研究；

心理学；社会学和历史学

文理；跨学科研究

工程学；工程技术

农业和自然资源

建筑学

生化和生物医学

商业

计算机和信息技术；通讯技术

教育

医疗和临床医学

法律专业

数学和统计学

物理和科学技术

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

视觉和表演艺术；娱乐业；

家庭和消费科学

通信、记者和相关专业

其他；运输；军事技术；

安全和防护服务

注：根据美国学科专业分类系统Classification of Instructional Programs

（简称CIP）整理

表1 学科分类

由于毕业人数比例数据和产业产值增加值数据、

就业数据都具有时间趋势，因此各学科毕业人数比值、

各产业人均产值增加值变量都具有单位根。回归变量

的非平稳与一阶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进行回归的前提

相冲突，然而，如果模型中各变量如果具有协整关系的

话，一阶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的回归不受影响，[11]因此

需对博士、硕士、学士层次各学科毕业人数比值与各产

业人均产值增加值变量的协整关系进行协整检验（检

验结果从略）

（三）回归结果

依据存在协整关系、不存在自相关和异方差等标

准过滤掉学科与产业结构之间的虚假变动关系，并将

拟合优度最大的产业作为自变量带入回归方程，得到

我们所要考察学科的毕业人数比值变动与产业人均产

值增加值变化之间的长期关系系数，结果见表2-4。

表2-4分别表示博士、硕士、层次各学科毕业人数

与相关产业产值之间的动态分布滞后长期最优拟合参

数，其中“参数1”表示回归方程中的常数，“参数2”表示

与学科变化有最优拟合度的产业产值增加值，“参数3”

表示除了与学科变化有最优拟合度的产业之外其他所

有产业的产值增加值；R^2表示拟合优度，DW用于衡量

回归方程是否存在自相关，在2左右范围表示自相关在

可接受的范围内；BP表示检验回归方程存在异方差的

概率值，等于0则表示存在异方差；协整产业数表示和

该学科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的产业数，协整关系的存在

意味着虽然在经济变化中会离开均衡点，但是内在机

制会消除偏差促进二者均衡关系的形成。

（四）回归结果分析

回归模型将所有学科分为i学科和非i学科，将所

有产业分为N产业和非N产业，通过一阶自回归分布滞

后模型并根据拟合优度的大小得出i学科和N产业之

间的长期关系，由此来观察学科结构对产业结构发生

变化时的适应性调整规律。通过对回归系数的分析我

们可以看到，不同层次的学科毕业人数变化有着不同

的动力来源：博士层次侧重于信息业、专业技术服务

业、教育服务业、流通业等，其中有11个学科的发展与

这四个产业的发展存在最优拟合关系；硕士层次的学

科发展则与住宿餐饮业、流通业的发展有重要的联系，

其中有10个学科的发展与这两个产业的发展存在最优

拟合关系；学士层次学科的发展则与公司管理业的发

展密切相关，公司管理业的发展会导致4个学科毕业人

数的显著变化，可见产业结构的变化对各层次各学科

的毕业人数变化有不同的影响。综合而言，由回归结

果，我们认为高等教育结构对产业结构的适应性调整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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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博士层次。人文、工程、计算机、医学学科对

产业产值的变化比较敏感，最高的拟合优度分别为

47%、48%、62%、46%，表示这四个学科的变化与产业产

值的变化联系比较密切，也说明了预期收入的大小是

这四个学科人数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因。另外，信息产

业、教育服务业、专业技术服务业、流通业等产业的发

展对博士各学科的毕业人数增长有重要意义。其中，

教育服务业、流通服务业的发展对理学、工学、医学学

科的发展影响比较大，长期而言，零售业人均产值1%

的增长将导致工程类学科毕业人数增长3%，方程拟合

优度是48%，批发贸易业人均产值增加1%导致物理和

科学技术学科毕业人数增长1.6%，方程的拟合优度分

别是38%，教育服务业人均产值增长1%，则导致医疗

和临床医学学科毕业人数0.06%的增长，同时导致数学

学科-0.02%的减少，方程拟合优度分别是46%和10%，

各方程的DW值和BP值也都显示异方差和自相关性在

可接受的范围内，可知除了数学学科之外其他方程的

解释力度都比较高；信息业对计算机学科、交叉学科的

发展影响比较大，信息业1%的人均产值增长会导致交

叉学科毕业人数0.39%的增长和生化学科-1.64%、法律

学科毕业人数0.28%的增长，拟合优度分别是14%和

30%，不存在异方差和自相关；专业技术服务业的发展

对教育学科的影响比较大，专业技术人均产值1%的增

长会导致教育学科-1.22%的增长，方程拟合优度为

34%，DW值为2.29，BP概率值为82%，可以认为不存在

异方差和自相关。

第二，硕士层次。建筑、计算机、教育、数学、休闲

娱乐学科对产业产值的变化反映比较敏感，产值的变

化最高可以解释上述四个学科毕业人数35%、33%、

61%、46%、37%的变化，可以认为这五个学科的人数变

化的原因中，有相当部分是由于预期收入的变化所

致。同时住宿餐饮业和流通业的发展对硕士层次各学

科的发展意义重大。其中住宿餐饮业的发展主要影响

社会学科、农学、生化、新闻等学科的发展，长期而言，

住宿餐饮业1%的人均产值增长将导致社会学科毕业

人数 0.41%、农学毕业人数 0.09%、新闻学毕业人数

0.22%的增长，同时导致交叉学科毕业人数-0.2%、生化

学科毕业人数0.1%的降低，各方程拟合优度分别是

14%、21%、7%，12%、17%，各DW和BP统计量也显示异

方差和自相关在可接受范围内；流通业的发展导致工

学、建筑学、数学等学科的发展，其中批发贸易行业人

均产值1%的增长将导致工学2.3%、数学学科毕业人数

0.81%的增长，运输仓储业人均产值1%的增长将导致

建筑学毕业人数0.09%的增长，各方程拟合优度分别是

16%、46%、35%。可知硕士层次毕业人数变化与产业

人均产值的变化之间的联系比较微弱，解释力度远远

小于博士层次。

学科

人文学科

社会学科

交叉学科

工程和工程技术

农业和自然资源

建筑和相关服务

生化和生物医学

商业

计算机和信息、通讯技术

教育

医疗和临床医学

法律专业

数学和统计学

物理和科学技术

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

休闲和娱乐业

新闻学

其他

参数1
-0.02
-
0.02
-0.05
0.01
-0.02
-0.08
-
-0.23
-0.01
0.06
0.02
-0.02
-0.01
-0.01
-0.01
0.00
-0.01

参数2
-2.96
-
0.39
3.07
0.65
0.32
-1.64
-
1.83
-1.22
0.06
0.28
-0.02
1.6
1.07
1.26
1.23
-1.93

参数3
2.54
-
-0.34
-3.47
-0.77
0.13
1.28
-
-2.2
1.3
0.76
-0.12
-0.23
-1.76
-1.08
-1.33
-1.18
1.75

R^2
0.47
-
0.14
0.48
0.2
0.3
0.3
-
0.62
0.34
0.46
0.32
0.1
0.38
0.31
0.25
0.44
0.64

DW
2.22
-
2.31
2.14
2.06
2.06
2.19
-
2.34
2.29
2.02
2.26
2.08
2.16
1.77
2.03
2.34
2.1

BP
0.44
-
0.68
0.16
0.90
0.61
0.23
-
0.17
0.82
0.86
0.80
0.89
0.53
0.07
0.45
0.97
0.6

最优拟合度产业

零售业

-
信息业

零售业

信息业

教育服务

信息业

-
信息业

专业技术

教育服务业

信息业

教育服务业

批发贸易业

农业

农业

农业

农业

协整产业数

3
1
4
2
2
2
3
-
3
3
3
2
2
2
2
2
3
3

表2 博士层次各学科毕业人数与最优拟合产业间长期关系系数

注：数据来源于http://www.bea.gov/，作者自己整理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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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学士层次。产业产值的变化对各学科毕业

人数的变化的解释力度普遍较高，社会、工程、农学、生

物、计算机、数学等学科的拟合优度分别是83%、78%、

87%、76%、98%、66%，说明学士层次的毕业人数变化很

大一部分可以以产值的变化来解释，预期收入的变化

是导致这些学科人数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因。另外，公

司管理、教育服务等产业的发展对学士层次各学科的

发展影响比较大，公司管理业的发展主要影响学士层

次工学、农学、教育学、法律等学科的发展，长期而言，

公司管理业人均产值1%的增长将导致工学毕业人数

0.51%、农学毕业人数1%的增长，同时导致教育学毕业

人数-0.23%、法学毕业人数-0.14%的下降，上述各方程

拟合优度分别是78%、87%、42%、18%，除了教育学的

DW值为1.49和BP值为0.21，表示存在某种程度的自

相关和异方差外，其他方程的该统计量显示自相关和

异方差在可接受范围内，说明上述四个学科与公司管

理业有较密切的影响关系；教育服务业的发展主要影

响学士层次生化专业、数学、新闻学，教育服务业人均

产值1%的增长将导致生化专业毕业人数6.28%、数学

学科毕业人数1.25%的增长，以及新闻学毕业人数-

2.24%的减少，方程拟合优度分别是76%、66%、61%，生

化学科的DW值稍低，表示存在一定程度的自相关。综

合而言，学士层次各方程的拟合优度较硕士层次明显

提高，这说明学士层次毕业人数受到人均产值变化的

影响非常高。

第四，从与学科毕业人数的协整数量来看，与博士

层次各学科毕业人数的变化有协整关系的产业数分布

比较均匀，大多集中在2-4之间，这说明博士各学科的

发展与社会各产业的发展都存在稳定的相互联系；与

硕士层次各学科毕业人数的变化有协整关系的产业数

分布则比较不均匀，分布范围为1-6，其中生化、商业、

计算机、教育、农学专业毕业人数的发展只与一个产业

有协整关系，说明这些学科与其他产业的关系并不紧

密，而社会学、交叉学科、建筑学、休闲娱乐则与至少5

个产业有协整关系，说明这些专业的发展有多个动力

源，同时医学和法学、人文学科的发展与各产业关系不

明显；与学士层次各学科毕业人数的变化有协整关系

的产业数分布也不均匀，分布范围为2-11个，说明和硕

士层次相比学士层次各学科毕业人数变化与各产业产

值变化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其中与工学学科、农学、

休闲娱乐、新闻学等学科的发展产生联系的产业比较

少，只有2-3个，而与建筑学、交叉学科、社会学科、计算

机、教育、法律、数学、物理等学科的发展产生联系的产

业则比较多，为5-11个，同时，医学和人文学科的变化

与产业产值变化之间没有协整关系。这说明学士层次

各学科的发展与各产业的发展关系最密切，博士次之，

硕士最低，即学士层次学生对学科的选择很大程度上

受到预期收入的影响，而博士层次学生对学科的选择

学科

人文学科

社会学科

交叉学科

工程和工程技术

农业和自然资源

建筑和相关服务

生化和生物医学

商业

计算机和信息、通讯技术

教育

医疗和临床医学

法律专业

数学和统计学

物理和科学技术

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

休闲和娱乐业

新闻学

其他

参数1
-
0.026
0.01
0.03
0.02
0.04
0.02
-0.03
0.03
-0.08
-
-
0.002
0.008
-
0.014
0.01
-0.006

参数2
-
0.41
-0.2
2.3
0.09
0.09
-0.1
-0.28
-0.02
0.29
-
-
0.81
0.27

0.05
0.22
0.19

参数3
-
-0.18
0.24
-1.98
0.21
0.05
0.35
0.3
0.07
-0.82
-
-
-0.58
0.09

0.2
-0.11
-0.17

R^2
-
0.14
0.12
0.16
0.21
0.35
0.17
0.20
0.33
0.61
-
-
0.46
0.29

0.37
0.07
0.19

DW
-
1.95
1.94
1.76
2.28
2.11
1.95
2.01
2.01
1.67
-
-
2.29
1.94

2.33
1.89
2.3

BP
-
0.95
0.60
0.92
0.25
0.81
0.52
0.10
0.58
0.35
-
-
0.07
0.36

0.75
0.76
0.96

最优拟合度产业

-
住宿餐饮

住宿餐饮

批发贸易

住宿餐饮

运输仓储

住宿餐饮

行政支持

医疗保健

采矿业

-
-
批发贸易

采矿业

-
住宿餐饮

住宿餐饮

住宿餐饮

协整产业数

-
5
5
2
1
6
1
1
1
1
-
-
2
3
-
5
6
5

表3 硕士层次各学科毕业人数与最优拟合产业间长期关系系数

注：数据来源于http://www.bea.gov/，作者自己整理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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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预期收入的影响次之，硕士层次学生对学科的选择 受

学科

人文学科

社会学科

交叉学科

工程和工程技术

农业和自然资源

建筑和相关服务

生化和生物医学

商业

计算机和信息、通讯技术

教育

医疗和临床医学

法律专业

数学和统计学

物理和科学技术

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

休闲和娱乐业

新闻学

其他

参数1
-
-0.04
-0.02
0.08
0.003
-0.02
-0.3
0.05
-0.51
-0.04
-
0.01
0.04
0.06
0.01
-0.04
0.07
0.05

参数2
-
0.91
-1.38
0.51
0.1
0.23
6.28
0.49
5.24
-0.23
-
-0.14
1.25
3.93
0.79
0.44
-2.24
-0.47

参数3
-
-1.18
0.88
0.7
-0.2
-0.15
4.58
-0.2
-4.85
-0.51
-
0.06
1.82
-3.53
0.46
-0.33
-1.93
0.32

R^2
-
0.83
0.47
0.78
0.87
0.31
0.76
0.55
0.98
0.42
-
0.18
0.66
0.61
0.36
0.25
0.61
0.23

DW
-
2.07
2.07
2
2.23
1.67
1.29
1.6
1.74
1.49
-
2.15
2.25
1.79
2.14
2.14
2.04
1.95

BP
-
0.2
0.56
0.97
0.16
0.45
0.83
0.08
0.69
0.21
-
0.66
0.66
0.76
0.33
0.41
0.98
0.36

最优拟合度产业

-
房地产

公用事业

公司管理

公司管理

政府

教育服务

运输仓储

住宿餐饮

公司管理

-
公司管理

教育服务

住宿餐饮

医疗保健

其他服务

教育服务

采矿业

协整产业数

-
5
7
2
3
11
3
3
5
7
-
9
8
6
3
3
3
4

表4 学士层次各学科毕业人数与最优拟合产业间长期关系系数

注：数据来源于http://www.bea.gov/，作者自己整理计算。

预期收入的影响最低。

四、结论和启示

本文通过构建一阶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分析了美

国产业结构变化对高等教育学科结构的影响，发现通

过预期收入的角度，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对高等教育

结构的影响随着学历层次和学科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具体表现在：

第一，美国高等教育结构的调整趋势在博士层次

的表现是侧重于技术类学科的发展，其长期发展动力

主要与流通业、信息业、教育服务业的发展密切相关，

商学和社会学的发展与预期收入的变化联系不明显，

计算机学科人数变化受预期收入的影响较大。博士层

次技术类学科是指医疗和临床医学、计算机和信息通

讯技术、工程和工程技术。由统计数据可知，1985-

2009年，博士层次技术类学科毕业人数经历了高速的

增长，结构占比增幅分别占前三名，如医疗和临床专业

的毕业人数结构占比增幅为14.5%。与此相对应，教

育、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毕业人数规模相对萎缩。通过

回归模型可知，计算机和工程类学科的发展与第三产

业的发展密切相关，尤其是流通业、信息业和教育服务

业的发展，商业和社会学的发展与产业产值结构的变

化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说明这两个学科与产业产值

结构之间的联系比较微弱。

第二，美国高等教育结构的调整趋势在硕士层次

的表现是侧重于商业、法律学科的发展，但是这两个学

科的发展动力却与产值结构的变化之间联系比较微

弱；教育专业受预期收入变化的影响较大。硕士层次，

由统计数据可知，美国高等教育结构的调整特征是医

疗和临床医学、商业、法律三个学科的结构占比快速增

长，毕业人数占比增幅分别为3.9%、2.5%、0.2%，与此同

时，其他学科结构占比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如物理和

科学技术、工程和工程技术学科毕业人数占比增幅分

别为-1.2%、-1.8%。根据回归结果，发现临床医学、法

律两个学科的变化与产业产值变化之间不存在协整关

系，说明二者的变化是由产值以外的因素所导致，商学

学科的毕业人数变化与产业产值变化只存在一个协整

关系，同时产业产值变化对商学学科的毕业人数变化

的最高解释优度业只有20%，说明商学学科毕业人数

的变化与产值变化的联系也比较微弱。

第三，学士层次侧重于休闲和娱乐业、社会学科、

医学专业的发展，其发展动力与专业技术服务业、制造

业和公用事业等行业关系密切；社会、工程、农学、生

物、计算机、数学等专业受预期收入的变化影响较大。

美国高等教育在学士层次的调整规律是休闲和娱乐

业、社会学科、医疗和临床医学专业快速发展，结构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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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增幅分别为3.3%、2.3%、2%；工程和工程技术、商业、

教育等学科结构占比萎缩。社会学科的发展与房地产

产业产值的变化密切相关，拟合优度最高达到83%，休

闲娱乐学科与其他服务的发展密切相关，医学毕业人

数的变化则无法用产值变化来解释。

综上所述，随着社会的发展，高等教育结构在不同

层次表现出不同的调整特征，博士层次侧重于技术类

学科的发展，硕士、学士层次则侧重于社会人文类学科

的发展，其中医学专业的毕业人数在各个学历层次都

获得了飞速的增长。然而产业产值结构的变化对这种

调整的解释力度却各不相同，这意味着预期收入的变

化对各个层次和学科的变化影响程度不一，其中对学

士层次的学科结构变化影响最密切，可以解释大部分

学科的大部分变化，博士层次次之，硕士层次的学科结

构调整与产业产值结构变化的联系最微弱，整体上预

期收入的变化对硕士各学科的变化影响不显著；另外，

博士层次的社会学和商学、硕士层次的人文、医学和法

学、学士层次的人文和医学很大程度上无法用产业产

值结构的变化来解释，说明这些学科的发展有着除了

预期收入以外的其他方面的动力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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