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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考察福建省高等教育学科结构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

系，结果表明：二者的适应性较差，文科类学科专业与经济发展的关联度高于理工

科类专业，且存在结构不合理、学科与产业结构不契合的情况，重点学科与产业的

关联度也不高。提出应注重发展重点学科专业和新兴学科专业，并明确福建省不同

地域的强势产业和特色产业，将不同地区的产业优势和优势教育资源相结合，从而

推动产业结构综合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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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结构与功能是一组辩证关系，结构决定功能，功能反作用

于结构。 功能耦合（指系统与环境、 子系统与子系统之间的功能输出互相适应）

促进结构合理化。高等教育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三大职能的实现很大程度上受制

于高等教育结构，只有高等教育（微观上）学科结构、人才队伍结构、课程结构等

具有更高的合理性，高等教育才能更好地发挥其职能。高等教育与区域的社会经济

发展相适应，从功能结构说来看，一般认为合理的高等教育学科专业结构应与经济

结构中的产业结构、 就业结构相适应。

就福建省高等教育学科专业结构与经济发展适应性而言，一方面目前福建省已



经初步形成了以工学、理学、医学为主体的涵盖 11 个学科门类的研究生专业体系，

工管文理并包的本科专业体系，以工学、管理学和文学为主体的涵盖 9 个学科门

类的高职高专专业体系，高等教育层次结构清晰，且各层次学科结构趋于合理化。

2012 年，全省研究生在校生数为 36 035 人，本科在校生数为 425 131 人，专科在

校生数为 276 261 人。另一方面，经济发展包括经济总量增长和经济结构优化（包

括产业结构、地域结构），在地域自身条件限制的情况下， 产业结构优化程度显得

更为重要。 在经济较快发展的大背景下，福建省三大产业发展处于较高水平， 其

中第二产业为主导产业，2012 年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66.1%，对经济

增长的拉动为 7.5%（见表 1）。 目前，福建已形成了主导产业、支柱产业、基础

产业相互配套的产业支撑体系。 以电子信息、机械制造、石油化工为主的三大主导

产业及产业集群快速成长。

不难看出， 福建省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各自保持着良好的发展态势。 基于综

合教育水平居于全国中下游的现状，福建省高等教育结构（如学科专业结构）的发

展是否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相协调很值得深思， 如何在现有教育水平下， 充分发

挥高等教育职能， 促进其与区域经济互动发展更是一个关乎发展大计的课题。

二、研究方法与指标选取

（一）研究方法

高等教育系统与经济发展系统均存在信息不完全、变化多样的特点，符合灰色

系统的基本特性——信息到结果之间存在“多到多的灰映射”，具备使用灰色关联

分析法的前提。

灰色系统理论的具体应用包括以灰色关联空间、灰色聚类评估为依托的分析评

价模型， 以 GM（1，1）为核心的预测模型体系 ，以灰色 规划 、灰色投入产出、



灰色博弈、灰色控制位主体的优化模型等。作为灰色系统理论的重要应用之一， 灰

色关联分析法适用于分析和评价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灰色关联分析方法的思路是

根据序列之间几何形状的相似程度来判断其联系的紧密程度，形状越接近关联度越

大，反之亦然。 灰色关联分析的主要步骤：（1）确定参考序列与比较序列；（2）

进行无量纲化；（3）求差序列；（4）求关联系数；（5）求关联度。 一般而言，

关联度

越接近于 1，表明变量之间关联度越大。 当分辨系数ρ=0.5 时，认为关联度值大

于等于 0.6，表明该关联度显著。

（二）指标选取

高等教育学科结构的指标为 “分学科在校生数占总数比重”。 说明几点：一

是由于高职学科专业分类与研究生、 本科不同，“在校生数” 仅包括研究生数、

本科生数。二是由于传统的 11 个学科类别中哲学、历史学对产业结构的关联度不

高，在此次分析中剔除这两个变量。 三是对于高等教育的滞后性问题（有学者测算

的结果为“高等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的直接时滞为 3 年，间接时滞为 7 年”），

由于尚没有具体办法解决滞后性问题在统计中的剔除，本文研究的前提是忽视滞后

性的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相关指标包括以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国

家财政收入、 居民消费水平、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等，

鉴于学者们现有研究中利用主成分提取的综合变量均为 GDP 相关指标，而考虑三

大产业 GDP 水平的差异，选取“第三产业产值占 GDP 比重”作为经济发展中产

业结构指标。

三、数据分析

（一）福建省数据分析

选取福建省 2003—2012 年这 10 年统计年鉴公布的相关数据。对原始数据进

行标准化处理，结果见表 2。 对表 2 的数据求差数列，取 0.5 的分辨系数。计

算比较序列中每组数据的关联系数，结果见表 3。分学科的关联度计算结果见表 4。



根据表 4 的数据， 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总体来看， 福建省高等教育学科结

构与产业结构总体关联度处于中等水平，分学科关联度平均值达到 0.554 8。从分学



科来看， 文科类专业与产业结构关联度明显高于理工类专业。

（二）江苏省数据分析

为了更直观地定位福建省高等教育学科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联水平，

选取江苏省作为参照对象。 根据表 5 的标准化数据，通过灰色关联度计算步骤，

求得江苏省分学科的关联度（见表 6），关联度平均值为 0.659 9。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从福建省学科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关联度分析来看，二者适应性较差，



文科类学科专业与经济发展关联度高于理工科类，可见理工类学科专业的发展滞后

于产业经济发展， 不能很好地为福建省经济社会的发展发挥作用。

第二，福建省总体关联度小于江苏省。江苏省文理工科的学科结构布局能较好

地与产业结构契合，且工学对区域产业经济发展的贡献也是显著的；而福建省存在

着结构不合理、 学科与产业结构不契合的情况，重点学科与产业的关联度不高。

四、两点思考

就数据分析而言，由于研究方法和资料获取有限，本次分析仅采用单指标进行，

研究成果有限，在后续的研究中应更多思考如何选取除 “分学科在校生数”以外更

有意义的考核指标（如分学科科技人员数、分学科研究成果产出、分学科就业率等），

形成指标体系。 就福建省学科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关联度分析结果而言， 对于

如何提升福建省学科专业结构与经济发展的适应性，提出以下两点思考：

第一，应注重发展重点学科专业和新兴学科专业，各高校在发展现有重点学科专业

的同时，还应结合省重点产业发展的形势，发展新兴学科。 例如，福建省三大主导

产业是电子信息、 机械装备和石油化工，有基础、有条件的高校应重视机械类、电

子信息类、材料类等本科专业和机械设计制造类、机电设备类、汽车类等专科专业

的发展，重点支持与纺织、新媒体、电子商务等新产业相关的学科专业的发展，为

福建省经济发展提供人才支持。要避免盲目培养大批文史经管类学生，造成学生就

业难、各大行业用人难的“两难”局面。

第二， 应明确福建省不同地域的强势产业和特色产业， 将不同地区产业优势

和优势教育资源相结合，推动产业结构综合优化。特别是除了几所老牌省属高校外，

各地市属高校如龙岩学院、三明学院、武夷学院、 宁德师范学院等院校要主动掌握

所在地市产业、行业发展动态，前瞻性地培养符合经济发展需求的各类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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