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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高等教育投入与经济增长耦合协调研究

邵静雯，　陈昭彦

（青海民族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青海 西宁　８１０００７）

　　摘　要：基于２００８—２０２０年河北省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数据，构建河北省高等教育

投入系统与经济增长系统协同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对两个系统进行实证

分析。结果表明：从综合评价指数来看，河北省高等教育投入与经济增长两个系统均呈上升趋

势。从耦合协调关系来看，河北省２００８—２０２０年两个系统的耦合协调关系依次表现为高等教

育投入系统滞后型、经济增长系统滞后型、高等教育投入系统滞后型、经济增长系统滞后型。
从耦合协调程度来看，两个系统的耦合协调性愈发加强，耦合协调等级提升至优质协调水平。
基于此，河北省应加大高等教育投入力度，同时统筹两者协调发展以及兼顾关联因素对两者的

影响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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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高质量发展是“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经

济社会发展的主题［１］。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

大报告中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２］由此，我 国 高 等 教 育

的发展走上了快车道，大批杰出人才不断涌现，与
此同时，高等教育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服务能力

也得到了进一步提升。而高等教育人力、物力和

财力的投入，是影响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对
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质量和效率有直接影响。
鉴于此，以河北省为例，实证分析河北省高等教育

投入与经济增长耦合协同效应，从而推动二者的

高质量耦合与协同发展。
关于高等教育投入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问

题，不同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一是高等教育投

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陈春平等［４］进行回归分析

和灰色关联分析后指出，高等教育投入是通过增

加人力资本的积累，从而推动 经 济 增 长［３］。在 经

济可持续增长中，人力资本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

素。根本上说，经济发展程度是由高等教育的发

展水平所决定的［５］。我国的经济增长与高等教育

财政投入也密切相关，后者对前者具有明显的正

外部性［６］。高等教育投入通过提高纯技术效率推

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促进经 济 发 展［７］。二 是 经

济增长对高等教育投入的影响。近年来，我国经

济实力和基础建设发展迅猛，这就对我国高等教

育发展提出了更高 的 要 求［８］。北 京、上 海、天 津、
浙江、广东、江苏为我国经济发达的省市，这６个

省市的经济福利水平高，与其高教育水平有很大

的关系。同时，经济发展的外溢效应能够推动教

育水平的发展，进而刺激对教 育 的 投 入［９］。周 启

良［１０］认为，政府通过增加高等教育投入提供高质

量人力资源，从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增加就

业量，进而提供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经济增长

又为高等教育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持。
三是高等教育投入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二者之

间具 有 相 互 影 响 的 作 用［１１］。陈 霞 等［１２］研 究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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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在我国的高等教育中，政府的财政投入与经济

增长之 间 存 在 着 显 著 的 正 相 关 关 系。王 晓 东

等［１３］通过对长三角地区的实证分析，发现高等教

育投入、创新型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三者间具有

正向驱动作用，且呈现出不断增强的趋势。高等

教育会通过增加人均受教育年限来提高个人创新

能力，进而 显 著 提 高 经 济 发 展 的 质 量［１４］。但 是，
我国高等教育层次结构重心偏低，人才的培养仍

无法满足创新型经济的发展需求，与经济发展相

比，高等教育的滞后现象十分明显［１５］。
综上所述，在研究主体方面，对于某一特定省

份，学界尚无太多研究，特别是对于河北省高等教

育投入和经济增长之间的耦合问题，目前研究比

较缺乏。在研究内容方面，学者们的评价指标相

对单一，如经济增长的指标只注重财政收入，而忽

视了诸如固定资产投资和居民收支等评价经济增

长的其他重要指标。因此，以河北省为例，基于多

维度视角，选取反映河北省高等教育投入与经济

增长 的 重 要 指 标，通 过 实 证 检 验，分 析２００８—

２０２０年河北省 高 等 教 育 投 入 与 经 济 增 长 的 耦 合

协同性及其演变规律，并针对其中存在的问题，提
出相应对策，促进高等教育与经济的高质量协同

发展。

　　二、研究设计

（一）指标体系构建

　　以 已 有 的 研 究 成 果 为 参 考，以 科 学 性、系 统

性、可获取性等指标选取原则为依据，构建河北省

高等教育投入系统与经济增长系统的指标体系。
高等教育投 入 系 统 以 蔡 文 伯 等［１６］的 研 究 成 果 为

参考，构建了人力、物力、财力３个一级指标，并结

合实际构建了１３个二级指标。经济增长系统主

要借鉴赵 冉 和 韩 旭［１７］、于 婷 婷 等［１８］学 者 的 研 究

成果，建立３个一级指标：经济规模、经济效益、经
济结构，并下设１２个二级指标。评价指标体系见

表１。

表１　河北省高等教育投入与经济增长评价指标体系与权重

耦合系统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权重

高等教育投入系统

人力

物力

财力

教职工总人数 人 ０．０５４　２
高校专任教师数 人 ０．０５５　６
副高及以上教师数 人 ０．０５４　６
Ｒ＆Ｄ人员数 人 ０．０９２　２
高校数量 所 ０．０４３　８
高校校舍面积 ｍ２　 ０．０４４　８
高校研究与发展机构数 个 ０．１３０　４
馆藏图书数量 万册 ０．０５７　２
教学、科研仪器设备资产 万元 ０．０８２　１
Ｒ＆Ｄ经费内部支出 万元 ０．１２０　５
生均教育经费支出 元 ０．１３３　５
生均事业性经费支出 元 ０．０６４　４
生均基本建设支出 元 ０．０６６　６

经济增长系统

经济规模

经济效益

经济结构

地区生产总值 亿元 ０．０６１　８
地方财政收入 亿元 ０．０７６　６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亿元 ０．０６６　３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亿元 ０．０７５　９
进出口总额 亿美元 ０．０４０　１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元 ０．０６１　９
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总计 元 ０．０８４　３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０．０８４　７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０．０８７　２
居民消费水平 元 ０．０８４　３
第三产业产值占ＧＤＰ比重 ％ ０．１２３　５
第三产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比重 ％ ０．１５３　６

　　　注：以上评价指标皆为正向指标。

９９



　　　　　　　　　　　　 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１８卷　

　　（二）数据来源及处理

１．数据来源

本研究选取了河北省２００８—２０２０年数据，指
标数据均来源于历年《河北经济年鉴》《中国统计

年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高等学校科技统

计资料汇编》。

２．数据标准化处理

选取的高等教育投入、经济增长这两 个 子 系

统下的２５项评价指标，其原始数据的量纲和数量

级都存在着不同，为防止外部因素对计算结果造

成的偏差和影响，首先对各指数的初始值进行归

一化，也就是标准化处理，经过这种处理后的数值

在本质上也就从原本的绝对性变成了相对性。本

研究采用极值化处理法，公式如下：

Ｘｉｊ′＝
Ｘｉｊ－ｍｉｎＸｉｊ
ｍａｘＸｉｊ－ｍｉｎＸｉｊ

（１）

式中，Ｘｉｊ为河北省高等教育投入与经济增长各项

指标的原始值，即第ｉ年第ｊ项单项指标的 原 始

值；Ｘｉｊ′为原始指标标准化处理之后的值，取值介

于０～１之间；ｍａｘＸｉｊ、ｍｉｎＸｉｊ表 示 各 项 原 始 指 标

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三）研究方法

１．熵值法计算指标权重

考虑到不同方法得到的效率值不同，借 鉴 陈

洁婷等［１９］、吕海萍等［２０］的研究成果，对 数 据 进 行

标准化处理后，采用熵值法对各项指标进行加权

计算，以确定各个指标权重，从而有效消除人为主

观干扰，使评价结果更具客观性和科学性。具体

计算步骤如下：

①计算第ｉ年份第ｊ项指标值的比重Ｙｉｊ：

Ｙｉｊ ＝
Ｘｉｊ′

∑
ｍ

ｉ＝１
Ｘｉｊ′

（２）

②求指标信息熵。第ｊ项指标的熵值ｅｊ 为：

ｅｊ ＝－ｋ∑
ｍ

ｉ＝１
ＹｉｊｌｎＹｉｊ （３）

式中，令ｋ＝ １
ｌｎ　ｍ

，则有０≤ｅｊ≤１，且当Ｙｉｊ＝０时，

令ＹｉｊｌｎＹｉｊ＝０。

③求指标信息熵冗余度。第ｊ项指标的熵值

的冗余度ｄｊ 为：

ｄｊ＝１－ｅｊ （４）

④指标权重的确定。第ｊ项指标的权重结果

ｗｊ 为：

ｗｊ ＝
ｄｊ

∑
ｎ

ｊ＝１
ｄｊ

（５）

每项指标所得到的权重结果见表１。

２.耦合协调度模型

本研究采用耦合协同模型，对高等教 育 投 入

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协同程度进行量化度量，并对

两个系统间的协调水平和发展层次进行综合评价

与考察。具体算法如下：

Ｃ＝２ ｆ（ｘ）ｇ（ｘ）
（ｆ（ｘ）＋ｇ（ｘ））［ ］２

１
２

（６）

Ｔ＝αｆ（ｘ）＋βｇ（ｘ） （７）

Ｄ＝■ＣＴ （８）

式（６）（７）（８）中，Ｃ为耦合度；Ｔ 为两个子系统的

综合评价指 数；Ｄ 为 耦 合 协 调 度，衡 量 两 个 系 统

协调发展水平的高低，Ｄ 值介于０～１，Ｄ 值越 大

则系统间的耦合协调程度愈好；ｆ（ｘ）为高等教育

投入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ｇ（ｘ）为经济增长系统

的综合评价 指 数。α和β总 和 为１，其 为 待 定 参

数。由于高等教育投入和经济发展是两个相互促

进的系统，所 以 本 研 究 选 取 了α＝β＝０.５。参 照

已被接受的耦合协调的十分法［２１－２２］，将耦合协调

程度分为１０个等级，其结果见表２。
表２　耦合协调程度等级划分表

耦合协调度Ｄ 耦合协调程度

０.００～０.０９ 极度失调

０.１０～０.１９ 严重失调

０.２０～０.２９ 中度失调

０.３０～０.３９ 轻度失调

０.４０～０.４９ 濒临失调

０.５０～０.５９ 勉强协调

０.６０～０.６９ 初级协调

０.７０～０.７９ 中级协调

０.８０～０.８９ 良好协调

０.９０～１.００ 优质协调

　　三、实证分析

（一）综合评价指数分析

　　以２００８—２０２０年河北 省 的 各 项 指 标 数 据 为

基础，运用熵值法公式（１）～（７）分别计算出高等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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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投入综合评价指数、经济增长综合评价指数、
河北省高等教育投入与经济增长综合评价指数，

具体结果见表３。
表３　２００８—２０２０年河北省高等教育

与经济增长综合评价指数

年份

高等教育

投入系统

综合评价

指数ｆ（ｘ）

经济增长

系统综合

评价指数

ｇ（ｘ）

高等教育

系统与经济

增长系统

综合评价

指数Ｔ

２００８　 ０.００９　３　 ０.０１０　１　 ０.００９　７

２００９　 ０.０６１　２　 ０.０５６　３　 ０.０５８　８

２０１０　 ０.１０２　１　 ０.１３４　３　 ０.１１８　１

２０１１　 ０.１６６　１　 ０.２２７　８　 ０.１９６　９

２０１２　 ０.２７５　５　 ０.２９６　２　 ０.２８５　９

２０１３　 ０.３１０　８　 ０.３６４　６　 ０.３３７　７

２０１４　 ０.３５１　１　 ０.４３５　５　 ０.３９３　２

２０１５　 ０.４２２　８　 ０.５０４　３　 ０.４６３　６

２０１６　 ０.４８８　７　 ０.６０４　７　 ０.５４６　７

２０１７　 ０.５５１　７　 ０.７３４　５　 ０.６４３　１

２０１８　 ０.６４６　１　 ０.８５２　９　 ０.７４９　５

２０１９　 ０.８３６　５　 ０.９５５　６　 ０.８９６　１

２０２０　 ０.９７６　１　 ０.９５０　１　 ０.９６３　１

　　由表３可知，河北省高等教育投入系统ｆ（ｘ）
和经济增长系统ｇ（ｘ）综合评价指数整体呈稳步

增长趋势。在２００８年，高等教育投入 系 统ｆ（ｘ）
与经济增长系统ｇ（ｘ）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但综

合评价指数最低，分别为０．００９　３和０．０１０　１。从

２０１０年开始，两个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开始持续

提高，高等教育投入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从２０１０
年的０．１０２　１提升到２０２０年 的０．９７６　１，经 济 增

长系统的综合 评 价 指 数 从２０１０年 的０．１３４　３提

升到２０２０年的０．９５０　１，但高等教育投入系统的

综合评价指数大部分时间低于经济增长系统。总

之，两个系统综合评价指数表现出以下特点：
（１）高等教育投入系统，河北省高等教育投入

综合评价指数从２００８年的０．００９　３，到２０２０年的

０．９７６　１，总体 上 呈“Ｗ”型 增 长。其 中２００８年 的

０．００９　３到２０１０年的０．１０２　１，２０１２年的０．２７５　５
到２０１７年 的０．５５１　７，实 现 缓 慢 而 平 稳 的 发 展。

从２０１０年 的０．１０２１至２０１２年 的０．２７５　５，从

２０１７年的０．５５１　７至２０２０年的０．９７６　１，取得了

迅速的发展。之所以能取得如此之大的进展，这

与河北高等教育雄厚的基础和长期实施的高等教

育扶持政策分不开。２０１０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

发《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

２０２０年）》，河北 省 高 等 教 育 迎 来 新 的 发 展 机 遇，
通过优化高等教育结构，不断加大高等教育人力、
物力、财力投入。自２０１７年党的十九大提 出“加

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

式发展”以来，河北省高等教育发展速度加快，高

等教育发展潜力得到进一步激发，为河北省高等

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２３］。
（２）经济增长系统，河北省经济增长综合评价

指数从２００８年的０．０１０　１，到２０２０年的０．９５０　１，
总体上呈稳 步 上 升 趋 势。其 中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 经

济增长综合评价指数上升较快，这段时间，河北主

动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不断提升对外开放水平，
增强了经济 发 展 动 力 和 抗 风 险 能 力。２０１５年 国

务院印发《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通过在教

育、交通、生态等方面加深合作，助力京津冀一体

化发 展，促 使 河 北 省 经 济 发 展 速 度 进 一 步 加 快。
《关于支持县域经济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措

施》实施并落地，推动河北全省县域经济和新型城

镇化迈上新台阶，教育发展也迈入新阶段，实现了

新时期经济 的 快 速 发 展。２０２０年 受 新 冠 疫 情 影

响，河北省经济增长系统受到严重冲击，其经济增

长综合评价指数为０．９５０　１，发展水平出现一定程

度回落。
（３）从两个系统整体来看，二者总体上综合评

价指数呈良好的线性发展态势。２０１０年以前经济

增长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滞后于高等教育投入系

统。此阶段河北省教育事业与经济发展都处于慢

速增长阶段，２００９年河北省出现进入新世纪以来

经济发展最困难的一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

形势以及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河北省整体的经

济和教育事业遭受影响。从２０１０年以后 河 北 省

两个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开始上升，高等教育投

入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相互追赶的现象，到了

２０１２年，二 者 的 综 合 发 展 速 度 趋 于 平 衡。自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经济 增 长 系 统 赶 超 高 等 教 育 投 入

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２０２０年受新冠疫情影响，
经济增长综合评价指数增速受到一定水平回落。
从总体上看，高等教育投入和经济发展的综合评

价指数有很强的相关关系，说明了高等教育投入

对于促进河北经济发展起到了较强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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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耦合协调度分析

通过耦合度式（６）、耦合协调度式（７）、（８）的

计算，可以得到河北省高等教育投入与经济增长

之间的耦合关系，如表４所示。

表４　２００８—２０２０年河北省高等教育投入与经济增长耦合协调发展情况

年份 耦合度Ｃ 耦合协调度Ｄ 协调类型 协调关系

２００８　 ０.９９９　１　 ０.０９８　６ 极度失调 高等教育投入系统滞后

２００９　 ０.９９９　２　 ０.２４２　３ 中度失调 经济增长系统滞后　　

２０１０　 ０.９９０　６　 ０.３４２　１ 轻度失调 高等教育投入系统滞后

２０１１　 ０.９８７　７　 ０.４４１　１ 濒临失调 高等教育投入系统滞后

２０１２　 ０.９９９　３　 ０.５３４　５ 勉强协调 高等教育投入系统滞后

２０１３　 ０.９９６　８　 ０.５８０　２ 勉强协调 高等教育投入系统滞后

２０１４　 ０.９９４　２　 ０.６２５　３ 初级协调 高等教育投入系统滞后

２０１５　 ０.９９６　１　 ０.６７９　５ 初级协调 高等教育投入系统滞后

２０１６　 ０.９９４　４　 ０.７３７　３ 中级协调 高等教育投入系统滞后

２０１７　 ０.９８９　９　 ０.７９７　９ 中级协调 高等教育投入系统滞后

２０１８　 ０.９９０　５　 ０.８６１　６ 良好协调 高等教育投入系统滞后

２０１９　 ０.９９７　８　 ０.９４５　６ 优质协调 高等教育投入系统滞后

２０２０　 ０.９９９　９　 ０.９８１　３ 优质协调 经济增长系统滞后　　

　　从表４可以看出，两个系统耦合协调发展情

况表现出如下两个特点：
（１）从两个系统的耦合协调关系来看，根据两

种系统综合评价指数ｆ（ｘ）和ｇ（ｘ）的关系，可以

将河北省高等教育投入与经济增长两个系统耦合

协调度分 为 高 等 教 育 投 入 系 统 滞 后 型（ｆ（ｘ）＜
ｇ（ｘ））和 经 济 增 长 系 统 滞 后 型（ｇ（ｘ）＜ｆ（ｘ））以

及高等教育投入与经济增长系统同步型（ｆ（ｘ）＝
ｇ（ｘ））。结合表３可以看出，２００８年 河 北 省 高 等

教育投入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低于经济增长系统

的综合评价指数，两个系统的耦合协调关系表现

为高等教育投入系统滞后型，说明河北省经济发

展前期，并没有兼顾高等教育的发展，高等教育投

入为经济服 务 的 能 力 也 没 有 体 现 出 来。２００９年

两个系统的耦合协调关系表现为经济增长系统滞

后型。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表现为高等教育投入系统

滞后型。２０２０年 受 新 冠 疫 情 影 响 两 个 系 统 的 耦

合协调关系表现为经济增长系统滞后型。
（２）从两个系统的耦合协调度来看，河北省高

等教育投入与经济增长两个系统的耦合协调度整

体呈上升趋势。按照耦合协调度的划分标准，河

北省 高 等 教 育 投 入 系 统 与 经 济 增 长 系 统 在

２００８—２０２０年间的 耦 合 协 同 作 用 可 分 为 四 个 阶

段：第一阶段 为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两 个 系 统 的 耦 合

协调度处于失调阶段，表明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两个系

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并不显著，体系间的粘性小，相
互独立；第二 阶 段 为２０１２—２０１５年，两 个 系 统 处

于勉强到初级耦合协调期，说明两个系统各自的

发展水平都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和恢复，并逐渐

产生了相互间的磁力，两个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

得到了加强；第 三 阶 段 为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两 个 系

统处于耦合中级协调期，这表明高等教育投入和

经济增长都表现出了良好的发展态势，两个系统

的内部协同效应已经开始显现出来；第四阶段为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两个系统的耦合协调由良好达到

优质协调，说明此阶段两个系统的发展水平逐渐

达到最优，彼此间的相互作用迅速提升。

四、结论与建议

（一）主要结论

基于耦合协调模型，对２００８—２０２０年河北省

高等教育投入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协同程度进行了

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河北省高等教育投入和经济发 展 两 大

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总体上都表现出稳定增长的

态势，且经济增长系统的增长率高于高等教育投

入系统的增长率。从２０１０年起，河北省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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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综 合 评 价 指 数 始 终 高 于 高 等 教 育 投 入 系

统，直到２０２０年，二者的综合评价指数才趋于一

致。河北省高等教育投入和经济增长持续向好，
但是经济增长综合评价指数始终高于高等教育投

入综合评价指数，这种不平衡性依然存在。
第二，河北省高等教育投入和经济增 长 这 两

大系统的耦合协调度总体上呈现出上升的态势，
两大系统间的交互作用不断增强。两个系统的耦

合协调度从失调阶段、协调阶段向高质量优质协

调阶段过渡。为了使河北省高等教育投入和经济

增长这两大系统之间保持协调发展，持续加大对

高等教育的投入力度必不可少。
第三，通过对两个系统中的关键指标 进 行 权

重分析，得出河北省高等教育投入系统的指标主

要为Ｒ＆Ｄ人员数、高校研究与发展机构数、教学

科研仪器设备资产、生均教育经费支出、Ｒ＆Ｄ经

费内部支出等；河北省经济增长的重要指标主要

是地区生产总值、地方财政收入、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居民消费水平、第三产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

人口比重等。

（二）对策建议

第一，加大 高 等 教 育 投 入，积 极 搭 建 人 才 平

台。河北省应该充分发挥其积极的导向作用，加

大对高等教育的资金投入，以及对人才的吸收和

培养，在资金的投入上，应该构建多元化的教育资

金投资机制，在确定政府主导地位的基础上，设立

审核准入部门，扩大教育资金的融资渠道，并积极

吸收社会和民间的资金，将具有相应资质的社会

资金、民间资金引进到高等教育中来；在人才的吸

收与培养上，应进一步完善引进和留住人才的有

关制度，同时为其居住、就医等基本需求提供便利

和保障，使人才能引得来，留得住，使其充分发挥

优势。
第二，统筹安全和发展，实现河北省高等教育

投入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协调发展。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

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河北

省要在国家有关安全战略的指引下，结合地方实

际，加强防范和应对风险的能力，加大对高等教育

的投入，增强其经济发展的韧性。首先，要有危机

的应对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其次，建立和完善

突发 事 件 的 风 险 管 理 体 系、保 险 体 系、法 制 体 系

等；三是要强化专业人才的培训与储备。以保障

经济社会的稳定，保持和促进高等教育与经济发

展稳定协调发展。
第三，兼顾关联因素对河北省高等教 育 投 入

与经济增长耦合协调的影响效力。由上文分析可

知，社会消 费 品 零 售 总 额、居 民 消 费 水 平、Ｒ＆Ｄ
经费内部支出等是河北省高等教育投入与经济增

长两个系统联动性和协调性的重要影响因素。高

等教育消费已经变成一个家庭主体性消费，而经

济的发展可以提高居民的消费水平，同时也是系

统耦合协调良性发展的一种催化剂。与此同时，
政府还必须继续加大对科技创新研发费用的投入

力度，并通过绩效评估追踪财政资金的使用方向，
减少低效和无效的资金，让这些资金可以为高等

教育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动力，从而推动高等教育

和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１］李立国，赵阔，杜帆．经 济 增 长 视 角 下 的 高 等 教 育 层 次

结构变化［Ｊ］．教育研究，２０２２，４３（２）：１３８－１４９．
［２］黄海刚，毋 偲 奇，曲 越．高 等 教 育 与 经 济 高 质 量 发 展：

机制、路径与 贡 献［Ｊ］．华 东 师 范 大 学 学 报（教 育 科 学

版），２０２３，４１（５）：２６－４０．
［３］陈春平，胡 何 琼．我 国 高 等 教 育 层 次 结 构 优 化 与 经 济

发展的关系研究：基于２０００—２０１９年的数据分析［Ｊ］．
当代教育论坛，２０２１（３）：１２－１８．

［４］李兴 国．近 年 来 我 国 高 等 教 育 研 究 要 点 分 析 及 展 望

［Ｊ］．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３，１７（３）：

１０４－１１０．
［５］耿孟茹，田 浩 然．高 等 教 育 与 产 业 结 构 耦 合 协 调 及 其

经济效应：基于省级面板 数 据 和 空 间 杜 宾 模 型 的 实 证

分析［Ｊ］．重庆高教研究，２０２３，１１（３）：６４－７８．
［６］赵庆年，刘克．高等教 育 何 以 促 进 经 济 高 质 量 发 展：基

于规模、结构和质量 要 素 的 协 同 效 应 分 析［Ｊ］．教 育 研

究，２０２２，４３（１０）：６２－８２．
［７］桑倩倩，栗玉香．教育 投 入、技 术 创 新 与 经 济 高 质 量 发

展：来自２３７个 地 级 市 的 经 验 证 据［Ｊ］．求 是 学 刊，

２０２１，４８（３）：８６－９９．
［８］王伟，郑永香，尹超．面 向 土 木 类 专 业 人 才 培 养 的 专 业

教育与创新教育融合路径探讨与实践［Ｊ］．石家庄铁道

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３，１７（２）：１０５－１１０．
［９］韩岩博．中国各省区经 济 福 利 发 展 水 平 综 合 评 价 分 析

３０１



　　　　　　　　　　　　 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１８卷　

［Ｊ］．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１４（３）：

２７－３３．
［１０］周启良．高 等 教 育 与 产 业 结 构 耦 合 协 调 度 对 就 业 结

构的影响［Ｊ］．中国人口科学，２０２２（２）：８６－９８，１２８．
［１１］赵红霞，朱惠．教育人 力 资 本 结 构 高 级 化 促 进 经 济 增

长了吗：基于产业结构升级的门槛效应分析［Ｊ］．教育

研究，２０２１，４２（１１）：１３８－１５０．
［１２］陈霞，刘 斌．高 等 教 育 投 资 对 经 济 增 长 的 影 响 分 析：

基于投资 异 质 性 视 角［Ｊ］．当 代 教 育 论 坛，２０１９（４）：

４１－４９．
［１３］王晓东，何 刚，侯 小 宇．创 新 型 人 才 对 区 域 经 济 增 长

的贡献率研究：基于长三角地 区 的 比 较 ［Ｊ］．石 家 庄

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２，１６（１）：１１－１６．
［１４］刘志林．高 等 教 育 层 次 结 构 与 社 会 经 济 发 展 关 系 分

析［Ｊ］．高等工程教育研究，２０１９（５）：１２０－１２６．
［１５］詹新宇，刘文彬．中国 财 政 性 教 育 支 出 的 经 济 增 长 质

量效应研究：基于“五大发展理念”的视角［Ｊ］．教育与

经济，２０１９（１）：４６－５７．
［１６］蔡文伯，陈念念．成渝 地 区 双 城 经 济 圈 高 等 教 育 投 入

与经济增长耦合协 调 的 实 证 研 究［Ｊ］．黑 龙 江 高 教 研

究，２０２２，４０（２）：４６－５３．

［１７］赵冉，韩 旭．高 等 教 育、创 新 能 力 与 经 济 增 长 耦 合 协

调发展及空间演进 分 析［Ｊ］．黑 龙 江 高 教 研 究，２０１９，

３７（２）：２３－２９．
［１８］于婷婷，朱华晟，张舒，等．局 地“中 等 收 入 陷 阱”危 机

下东北地区人力资本与 经 济 发 展 耦 合 特 征 及 驱 动 机

制［Ｊ］．经济地理，２０２３，４３（４）：２０－３１．
［１９］陈洁婷，朱燕，蔡 文 伯．我 国 西 部 地 区 健 康 投 资－教 育

投资－经济发展 动 态 耦 合 协 调 研 究［Ｊ］．医 学 与 社 会，

２０２３，３６（９）：５５－６１．
［２０］吕海萍，邓宏刚，化 祥 雨，等．高 等 教 育 与 产 业 发 展 耦

合协调效应探讨［Ｊ］．中国高校科技，２０２３（６）：７３－８０．
［２１］高兵，苑大勇，李旭．首 都 教 育 高 质 量 发 展 模 式 研 究：

多系统耦合 视 角［Ｊ］．首 都 师 范 大 学 学 报（社 会 科 学

版），２０２３（３）：１３９－１４６．
［２２］苗龙，文 炳 勋，文 倩 雅．中 国 地 方 财 政 教 育 投 入 与 经

济发展水平的时空耦合协调关系研究［Ｊ］．经济地理，

２０２１，４１（１２）：１４９－１５７．
［２３］齐艳杰，薛彦华．论“双 一 流”建 设 背 景 下 河 北 省 高 等

教育的改革与发展［Ｊ］．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

版），２０１８，２０（５）：１０８－１１３．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ｏｆ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Ｈｅｂｅ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ＳＨＡＯ　Ｊｉｎｇｗｅｎ，ＣＨＥＮ　Ｚｈａｏｙａ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Ｑｉｎｇｈａ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ｆｏ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ｉｅｓ，Ｘｉｎｉｎｇ　８１０００７，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ｏｆ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Ｈｅｂｅｉ　Ｐｒｏｖ－
ｉｎｃｅ　ｆｒｏｍ２００８　ｔｏ　２０２０，ｔｈ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
ｔｉｏ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Ｈｅｂｅ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ｉｓ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ｗｏ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ｒ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ｅｘ，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Ｈｅｂｅ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ａｒｅ　ｏｎ　ｔｈｅ　ｒｉｓｅ．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ｔｈｅ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ｆｒｏｍ２００８ｔｏ　２０２０ｉｎ　Ｈｅｂｅ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ｉｓ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ｖｅｌｙ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ｇｇｉｎｇ
ｔｙｐｅ　ｏｆ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ｐｕｔ　ｓｙｓｔｅｍ，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ｓｙｓｔｅｍ，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ｐｕ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ｅ－
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ｓｙｓｔｅｍ．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ｃｏ－
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ｗｏ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ｉ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ｅｄ，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ｉｓ，Ｈｅｂｅ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ｔｈｅ　ｉｎ－
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ｔｈｅ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ｔｗｏ　ａｎｄ　ｔａｋｅ　ｔｈｅ　ｉｎ－
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ｉｎｔｏ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ｄｅｇｒｅｅ；

Ｈｅｂｅ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４０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