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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区域高等教育的经济学分析》共九章，主要见容包括：区域高等教育经济学分析的目的与意义
、区域高等教育经济学研究文献综述、核心概念的界定、区域高等教育经济学分析的现实基础、区域
高等教育经济学分析的理论基础、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区域状况分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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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导论第一节 区域高等教育经济学分析的目的与意义第二节 区域高等教育经济学研究文献综述
第三节 核心概念的界定第四节 区域高等教育经济学分析的现实基础第五节 区域高等教育经济学分析
的理论基础第二章 我国高等教育投入与产出的区域状况及其差异第一节 概论第二节 我国高等教育发
展区域状况分析第三节 我国高等教育投入与产出的区域差异分析第四节 长三角和京津冀高等教育投
入与产出实力的比较第五节 结论与建议第三章 我国省域高等教育实力差异与区域协调发展第一节 指
标选择与数据处理方法第二节 结果分析第三节 长三角区域高等教育联动改革与协调发展第四章 高等
教育产出效率的省域差异分析第一节 研究背景第二节 省域高等教育投入、产出及其效率的评价指标
第三节 产出效率评价的方法第四节 评价过程与结果第五节 结果分析第五章 高等教育投入与产出的空
间依赖性与空间溢出效应第一节 概述第二节 空间计量经济学分析的框架与方法第三节 省域普通高等
教育投入与产出的空间依赖性第六章 高等教育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基于长三角省域数据的研
究第一节 文献综述第二节 长三角地区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对接和互动第三节 高等教育对江浙
两省经济增长率贡献的估算第七章 高等教育与区域第三产业发展的协整关系：基于长三角区域数据的
实证研究第一节 有关研究综述⋯⋯第八章 高校本科毕业生就业的区域经济影响因素第九章 区域高等
教育联动发展的经济意义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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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区域经济发展的“发展极”理论　　“发展极”的概念和理论最早是由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
瓦·佩鲁于1955年提出的。
这种理论主张尽可能把有限的稀缺资源集中投入到发展潜力大、规模经济和投资效益明显的少数地区
或行业，使主导部门或有创新能力的企业或行业在一些地区或大城市聚集，形成一种资本与技术高度
集中、具有规模经济效益、自身增长迅速并能对邻近地区产生强大辐射作用的“增长极”或“发展极
”。
这些被人们称为“发展极”的地区或者大城市，不仅是所在国家经济、文化、科学技术、金融商贸的
中心，而且也是高等学校，特别是著名大学富集之地。
例如，日本东京一神户等组成的沿海大城市链，即拥有日本一半以上的大学，其中国立大学35所，公
立大学19所。
而《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2002年评出的25所全美最佳大学中的21所，25所最佳文理学院中的23所，
都分布在“波士顿一华盛顿”和“旧金山一洛杉矶”两大巨型城市带。
事实证明城市群的崛起为高等教育的蓬勃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和良好环境，高等教育的发展又促进了
这些发展极的形成壮大。
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济增长形态，也是从集中建设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经济开发区和高新
技术开发区开始，并逐渐“以点带面”形成了“长三角地区”、“京津冀地区”和“珠三角地区”等
三个经济区域的发展现状，与发展极理论契合的是这三个地区也是我国高等教育相对集中的区域。
可见，，区域高等教育的聚集是形成区域经济发展极的一个重要条件。
但是，继续发挥上述三个经济区域的竞争力，在于通过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战略形成整体实力和活力
，促进区域间高等教育的联动合作，形成合力，推动区域经济、科技、教育和社会的一体化进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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