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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本文基於經濟發展對高等教育的需求及適齡人口變化，對粵港澳 2019—2028 年高等教
育規模和未來趨勢加以預測分析並制定相應對策。研究發現，粵港澳大灣區第二產業及第三產業
人口比重與粵港澳大灣區高等學校在校生人數呈現較高的正相關性；粵港澳大灣區 2019—2028 年
高等教育適齡人口將呈現穩中有降的總體趨勢，在此基礎上，結合粵港澳大灣區歷年高等教育的
規模變化及《廣東省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 年）》提出的毛入學率發展目標，
預測粵港澳大灣區 2019—2028 年的高等教育規模呈現年均增長率為 2.7% 左右。最後，根據前述
分析結果，提出改革高等院校專業設置、適當控制高等教育規模、加強研究生教育等對策。
[關鍵詞] 經濟發展　產業結構　適齡人口　高等教育規模

* 本文係 2018 年度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學科項目“粵港澳大灣區背景下廣東高校創新創業教育實踐研究＂（編
號﹕ GD18XMK09）及“國內高校引才政策研究＂（編號﹕ RCZWH2019001）的研究成果。
作者簡介﹕劉思亮，暨南大學黨政辦公室副研究員、主任科員。廣州　510632；夏夢真，澳門科技大學社會和文化
研究所博士生、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南國商學院教師。廣州　510545
1  樊本富﹕《生態環境與高等教育的發展——人口、資源、環境對高等教育的制約與適應》，《江蘇高教》（南京）

2007 年第 2 期，第 12—14 頁。
2  國家統計局﹕《2019 中國統計年鑑》，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19 年。

高等教育與其所依存的環境形成十分複雜的體系，其不單單和政治、文化、經濟等等

外部環境聯繫緊密，其自身也形成了生態系統閉環。 1  粵港澳大灣區（G u a n gd o n g- Ho n g  

Ko n g- M a c a o  G r e a t e r  B ay  A r e a），是由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和廣東省的廣州、深

圳、珠海、佛山、中山、東莞、惠州、江門、肇慶九市組成的城市群，是國家建設世界級城

市群和參與全球競爭的重要空間載體。截止2 018 年，粵港澳大灣區共有普通高等學校165

所，在校教職工15. 2 4 萬人，當年招生數58 .91 萬人，畢業生數52 . 39 萬人，在校學生數達

193.41 萬人，其中研究生11.4 8 萬人，高等教育毛入學率為 42 .4%。同時期的全國普通高等

學校共有2 ,6 63 所，在校教職工2 49 萬人，在校生2 , 831.03 4 8 萬人，其中研究生273.1257

萬人，高等教育毛入學率45.7%。 2  美國社會學家馬丁‧特羅（M a r t i n  Tr ow）研究分析高

等教育發展階段後指出，整個高等教育發展可以分為如下三個階段：“精英”教育階段、“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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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教育階段和“普及”教育階段。“精英”階段和“大眾”階段的分段標誌為18—2 2 歲人

群受教育比例是否超過15%，倘若此年齡段群體受教育比例不足15%，則高等教育仍然處

在“精英”教育階段。 1  從這一點來看，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已經脫離“精英”教育階段，

開始步入“大眾”教育階段，與同時期全國高等教育所處的發展階段相同，正逐步邁向高等

教育普及化階段。《廣東省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 010—2 0 2 0 年）》（以下簡稱

《廣東中長期教育規劃》）提出，2 015 年，廣東省高等教育在人才培養數量與品質上有着

顯著提升，同時其自主創新與服務社會的能力亦顯著增強，高等學校入學率已超過36%；

該規劃還提出，至2 0 2 0 年，廣東省戶籍人口在高等學校的毛入學率可達50 %。彼時，廣東

省高等教育將進入普及化階段。根據相關學者的觀點，19 78—2 0 0 8 年為我國第一個轉型

期，該轉型期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從2 0 0 9 年開始進入我國第二個轉型期，在這個轉型期，

應更加注重人的發展。 2  而要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就必須要重視高等教育的文化引領作用

及與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本文主要研究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發展狀況，樣本資料區間

為19 95—2 018 年（截止2 0 2 0 年初，《國家統計年鑑》及《廣東省統計年鑑》等相關資料只

更新到2 018 年），資料主要來源於廣州等地市統計年鑑及香港政府統計處、澳門統計暨普

查局網站，研究樣本指標為當年在校學生人數和出生人數，結合經濟社會環境對粵港澳大

灣區2 019—2 0 2 8 年高等教育走向作一初步預測。由於成人高校本專科學生、民辦高校本

專科學生等普通高等教育以外的統計資料不完整且發展不穩定，另外人口遷移因素也無法

統計，本文暫不將這兩部分資料列入，以免影響本研究的嚴謹性與科學性。

一、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的發展現狀

2 018 年，粵港澳大灣區高等學校在校生規模193.41 萬人，其中研究生11.4 8 萬人（博

士生1.69 萬人、碩士生9.79 萬人），本專科生181.93 萬人（本科生9 9.9 4 萬人、專科生81.9 9

萬人）。研究生和本科生比例是0 .11:1，本科生和專科生比例是1. 2 2:1。2 018 年，粵港澳大

灣區研究生、本科生、專科生在校生人數比例分別是6%（博士生1% 及碩士生5%）、52%、

42%，呈現底部寬、頂層窄的金字塔結構。

對歷年的資料分析中發現，無論是研究生規模，還是本專科生規模，都於2 0 0 0 年前

後得到迅速擴張，這其中有重大的政策引導作用，我國的高校擴招始於19 98 年發佈的《面

向21 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其後我國高等教育步入了跨越式發展階段，粵港澳大灣區

也順應了這一潮流。

（一）本專科生教育發展現狀

19 95 年，粵港澳大灣區共有15.18 萬在校本專科生，其中本科生7.6 8 萬人、專科生

7. 50 萬人。2 0 0 0 年，粵港澳大灣區本科生在校人數超過15 萬，並且一直保持高速增長態

勢，在2 0 05 年底達42 . 86 萬人，2 0 0 8 年達到65.03 萬人，2 010 年突破77 萬人，截止2 018

年，共計9 9.9 4 萬人。在本科生教育得到迅猛發展之際，專科生教育的發展速度也不容小

1  Martin Trow, “The Expans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ducation, Vol. 18, No. 

1 (1972), pp. 61-63.
2  遲福林主編﹕《第二次轉型：處在十字路口的發展方式轉變》，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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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1995—2018 年粵港澳大灣區本專科學生教育發展趨勢

覷，同時專科生教育逐漸由以往的普通專科朝向高等職業教育方向轉變。19 95 年，粵港

澳大灣區共有7. 50 萬在校專科生，到2 0 0 0 年達到14 .9 2 萬人，2 0 05 年突破4 0 萬人大關，

2 010 年達到6 4 . 8 0 萬人，隨後三年，專科生教育的發展逐步趨於平緩，保持着每年3 萬人

的微小增幅。至2 018 年底，粵港澳大灣區在校專科生人數達81.9 9 萬（圖1）。2 018 年，粵

港澳大灣區本科生與專科生的比例為1. 2 2:1，若將成人高等教育、自學考試等計算在內，

本專科在校人數比例約1.41:1。因粵港澳大灣區正處於產業結構調整之際，人才結構產生

了一定的變化，各大人才市場在專科人才方面需求略有下降，因此必須對當前人才培養的

層次結構進行優化，以適應當前人才需求形勢。

（二）研究生教育發展現狀

19 95 年，粵港澳大灣區在校研究生只有5,4 05 人。19 98 年，粵港澳大灣區在校研究

生人數剛剛突破1 萬人關卡。近十年來，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歷經了翻天覆地的變革，

2 0 05 年在校研究生人數已經超過4 萬人，並於2 0 0 9 年、2 010 年接連突破6、7 萬人關卡。

至2 018 年，粵港澳大灣區在校研究生人數總計11.4 8 萬。與此同時，粵港澳大灣區的博士

生教育發展亦頗具成效。19 95 年，粵港澳大灣區僅有935 名在校博士生，2 0 0 6 年突破1 萬

人，截止2 018 年共計16 , 9 78 人。碩士生教育發展速度較快，19 95 年粵港澳大灣區在校碩

士生為4 ,470 人，到2 0 0 0 年突破1 萬人，2 0 0 4 年突破3 萬人，2 0 0 9 年突破5 萬人，2 010 年

突破6 萬人，到2 018 年共計9 7, 852 人。2 018 年，全國研究生在校生佔比8 . 8%，粵港澳大灣

區研究生在校生佔比只有5. 8%，低於全國研究生教育比重。總體來說，粵港澳大灣區研究

生教育起步較晚，發展較快，但規模不大（圖2）。

資料來源：根據廣州等地市統計年鑑及香港政府統計處、澳門統計暨普查局網站提供的資料整理

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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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1995—2018 年粵港澳大灣區研究生教育發展趨勢

資料來源：根據廣州等地市統計年鑑及香港政府統計處、澳門統計暨普查局網站提供的資

料整理而成。

（三）高等教育佈局結構及專業結構

高等教育佈局結構不甚合理，據統計，約50 % 的全日制普通高等學校集中在廣州地

區，其他地區的高等教育基礎則明顯較為薄弱。在目前的佈局結構下，高等教育資源難以

有效配置，區域體系和區域特色難以形成。

此外，專業結構比例失調。在劃分專業結構方面，高校主要將專業作出如下分類：農學

類、工學類、第三產業相關類、其他類。隨着粵港澳大灣區產業結構發生變革，高校專業結

構也會受到一定的影響。相關資料顯示，目前粵港澳大灣區高校專業結構域產業結構間的

配置，滯後和超前並存：為第一產業進行人才培養的專業較為穩定，同時表現為滯後狀態；

為第二產業培養人才的專業所佔比重偏低，也就是說，粵港澳大灣區目前工學類專業比例

仍然偏低；為第三產業培養人才的專業超前發展，在專業結構中所佔比重較高。 1  

二、粵港澳大灣區經濟社會發展趨勢及對高等教育的需求

在當前生產力基礎和生產條件下，高等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將會影響一個國家的社會

經濟發展。其一，高等教育對國家經濟發展的貢獻越發突出。其二，經濟發展在一定程度

上制約和引導着高等教育的發展，包括辦學規模、專業結構與教育形式等等。

（一）粵港澳大灣區產業結構分析

根據配第‧克拉克（Pe t t y  C l a r k）定律，經濟人口將逐漸由第一產業轉移至第二、三

產業，而現代型人口產業結構最後會呈現出“三二一”特徵。這一定律同樣適用於粵港澳大

1  徐敏﹕《廣東高校本科專業設置與調整研究》，中山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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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2018 年粵港澳大灣區三大產業從業人員佔比圖

資料來源：根據廣州等地市統計年鑑及香港政府統計處、澳門統計暨普查局網

站提供的資料整理而成。

灣區。就實際情況而言，雖說粵港澳大灣區第三產業發展十分迅速，其產業人口就業佔比

在19 9 5 年到2 018 年間由2 5% 增加至4 0 %（圖3），但是相較於國際水平仍然有着明顯差

距，不足發達國家平均佔比的一半，甚至低於一些同屬發展中國家的比例。

此外，粵港澳大灣區三大產業的增加值比例與其就業結構嚴重不相稱，以2 018 年為

例，第一產業產值僅佔粵港澳大灣區總產值的4 .0 %，卻集中了2 0 .7% 的就業人數，錯位幅

度達16 .7%；第二產業產值佔粵港澳大灣區總產值的41. 8%，吸納了39. 3% 的就業人口；第

三產業產值佔粵港澳大灣區總產值的5 4 . 2%，只吸納了4 0 % 的就業人數（圖4）。總體而言，

粵港澳大灣區第一產業的結構偏離度最大，第二、三產業次之。

從上述分析來看，說明粵港澳大灣區三大產業的人口比重還不合理，在今後的高等教

育發展中要特別注意跟隨三大產業的結構調整設置專業，培養比例適當的人才供給到三

大產業中去，以形成合理的三大產業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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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粵港澳大灣區產業結構與高等教育人數的相關度分析

相關係數是描述兩個測量值變量之間的離散程度的指標。為了測算產業結構的調整

與高等教育人數之間的關係，在所擇取的變量上，人口產業結構採用三類產業人口佔總就

業人口的百分比表示，高等教育人數選取在校生人數為分析變量。高等學校在校生人數的

變化與人口產業結構的變化能夠反映高等教育的發展與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關係。本文

擬考慮粵港澳大灣區19 95—2 018 年高等學校在校生人數與人口產業結構的相關係數，通

過對相關資料的分析（表1），分別求出第一產業、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人口產業結構比重

與同期高等學校在校學生的相關係數（表2）。設定公式如下：

 

P：度量隨機變量X 與Y 之間線性相關密切程度的數位特徵。

X：為粵港澳大灣區高等學校在校生人數。

Y：為產業人口佔比。

圖 4　1995—2018 年粵港澳大灣區三大產業從業人員比例變化折線圖

資料來源：根據廣州等地市統計年鑑及香港政府統計處、澳門統計暨普查局網

站提供的資料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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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2 可知，粵港澳大灣區第一產業人口比重與高等學校在校生人數表現出顯著的負

向關聯性，相關係數為 - 0 .9 6。這表明在辦學規模不斷擴大的情況下，粵港澳大灣區第一產

業人口比重呈現出下降趨勢。而第二產業及第三產業人口比重與粵港澳大灣區高等學校

在校生人數呈現較高的正相關性，說明隨着粵港澳大灣區高等學校規模的擴大，第二、三

產業人口比重呈現出逐漸增加的趨勢。對粵港澳大灣區高等學校在校生人數和第一、二、

三產業人口比重進行關聯性研究分析，可以為今後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發展的政策制定

提供依據，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規模的擴大有利於粵港澳大灣區產業結構的不斷優化

升級，從而促進經濟的發展。

表 1　1995—2018 年粵港澳灣區人口產業結構比重及高等學校在校生人數

表 2　粵港澳大灣區高等學校在校生人數與人口產業結構的相關係數

年份
第一產業人口產業結構

（萬人）
第二產業人口產業結構

（萬人）
第三產業人口產業結構

（萬人）
高等學校在校生人數

（萬人）

1995 41.5 33.8 24.7 15.18
1996 41.3 32.5 26.2 16.40
1997 41.1 31.1 27.8 17.47
1998 40.7 29.9 29.4 18.50
1999 40.4 28.8 30.8 22.08
2000 40.0 27.9 32.1 29.95
2001 38.2 29.1 32.7 38.19
2002 36.9 32.4 30.7 46.78
2003 34.7 35.2 30.1 58.78
2004 33.2 36.9 29.9 72.69
2005 32.1 38.1 29.8 87.47
2006 30.8 39.0 30.2 100.86
2007 29.6 39.7 30.7 111.97
2008 27.9 40.5 31.6 121.64
2009 25.6 41.5 32.9 133.41
2010 24.4 42.4 33.2 142.66
2011 23.9 42.1 34.0 152.73
2012 23.6 42.0 34.4 161.68
2013 23.0 41.9 35.1 170.99
2014 22.8 41.4 35.8 179.42
2015 22.6 40.8 36.6 185.64
2016 22.1 40.5 37.4 189.29
2017 21.4 40.1 38.5 191.58
2018 20.7 39.3 40.0 193.41

第一產業人口產業結構 第二產業人口產業結構 第三產業人口產業結構

在校生（人） 相關係數 -0.96 0.87 0.85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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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廣東省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也對廣東省產業結構優

化提出了清晰的目標：到2 015 年，廣東省服務業增加值比重達4 8%，基本形成現代產業體

系總體架構；《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 0 0 8—2 0 2 0 年）》也為珠三角地區未

來發展勾畫藍圖：到2 0 2 0 年，未來珠江三角洲地區服務業增加值比重達到53%，形成以

現代服務業和先進製造業為主的產業結構。兩項國家級重要文件表明：粵港澳大灣區未來

將加大第二、三產業尤其是第三產業的建設力度，粵港澳大灣區未來高等教育發展應根據

粵港澳大灣區未來經濟發展的動向和需求相應的設置專業，加強高等教育的社會服務功

能。

本文結合《廣東省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及《珠江三角洲地區

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 0 0 8—2 0 2 0 年）》兩份文件，初步制定2 019—2 0 2 8 年粵港澳大灣區

產業結構發展重點（表3）。

粵港澳大灣區產業結構發展重點應該成為未來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發展的風向

標，粵港澳大灣區經濟結構正在進行戰略性調整優化，高等教育應作出與經濟結構相適應

的調整，包括辦學規模的調整與教育結構和人才結構的調整，最終達到專業結構與產業

結構的高度匹配。

三、粵港澳大灣區2019 —2028 年高等教育適齡人口及發展規模預測

（一）粵港澳大灣區2019 —2028 年高等教育適齡人口的測算

受學制影響，高中畢業生的年齡通常為18 歲。同時，參考《國際教育標準分類》，本

文以18—2 2 歲為高等教育適齡人口年齡。要測算粵港澳大灣區2 019—2 0 2 8 年間的適齡人

口，應從18—2 2 年前的出生人口數量及死亡率角度來考量。同時，2 019—2 0 2 8 年間，高等

教育適齡人口所對應的出生年份應在19 9 6 年至2 010 年間。參考以往的研究結果， 1  再結

合本文研究樣本資料的情況，構建如下適齡人口預測模型：

表 3　2019—2028 年粵港澳大灣區產業結構發展重點

產業 主導產業

第一產業
現代農業 糧食、甘蔗、蔬菜、水果、畜禽、油茶、珍貴樹木

漁業 高端水產養殖和遠洋漁業

第二產業

先進製造業 裝備、汽車、石化、鋼鐵、船舶等

傳統製造業 家用電器、紡織服裝、輕工食品、建材、造紙、中藥等

高技術產業
電子資訊、半導體照明、節能環保、太陽能光伏、風電、生物醫藥、新材料、航
空航太、海洋等

第三產業

生產服務業 金融保險、現代物流、資訊服務、科技服務、商務會展、總部經濟等

生活服務業 旅遊、商貿、房地產、社區服務、家政服務、養老服務、現代醫療服務等

新興服務業 創意產業、服務外包、人力資源服務、高技術服務

1  陳和、羅碧裕、鍾啟華﹕《人口老齡化與廣東高等教育產業發展研究》，《重慶工商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重慶）2011 第 6 期，第 69—75 頁。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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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Yn - a：n - a 年的總人數

Q：出生率

M n：n 年的適齡人口總數；

M Y n a：n 年中年齡為a 的高等教育適齡人口數量；

QY n - a：n - a 年的人口出生數量；

r1：8 歲以前的死亡率；

r 2：8 歲到a 歲的死亡率。

根據《中國統計年鑑》對出生率的定義，出生率指在一定時期內（通常為一年）一定地

區的出生人數與同期內平均人數（或期中人數）之比，用千分率示。因而可以用相鄰兩年總

人口的算術平均數與出生率的乘積來計算人口出生數。因為難以直接獲取0—2 2 歲人口死

亡率指標，本研究根據粵港澳大灣區人口普查資料歷年死亡率，但已有的資料沒有給出具

體年齡段的死亡率，本文假定8 歲以前的人口死亡率為5‰，8 歲之後的死亡率為0 .4‰。從

粵港澳大灣區人口歷年死亡率來看，呈現逐年下降的趨勢，說明隨着醫療水平的提高，今

後粵港澳大灣區人口歷年死亡率可能會逐步降低，0—2 2 歲的人口死亡率也隨之降低，但

本研究仍將此因素考慮進去，以增加本研究的嚴密性。

根據模型計算，獲得2 01 9—2 0 2 8 年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適齡人口資料（表 4、

圖5）。

表 4　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適齡人口資料表（單位：萬人）

適齡人口受教
育年份

年齡為 18 的人
口數量

年齡為 19 的人
口數量

年齡為 20 的人
口數量

年齡為 21 的人
口數量

年齡為 22 的人
口數量

適齡人口數量

2019 年 107.13 108.37 109.51 116.47 117.86 559.34
2020 年 103.11 107.51 108.36 109.50 116.47 544.96
2021 年 107.14 103.48 107.51 108.36 109.50 535.98
2022 年 105.88 107.52 103.48 107.50 108.35 532.73
2023 年 106.26 106.26 107.52 103.47 107.50 531.00
2024 年 108.09 106.64 106.25 107.51 103.47 531.96
2028 年 111.11 108.48 106.63 106.25 107.51 539.97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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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適齡人口變化折線圖（單位：萬人）

圖表來源﹕作者自製。

根據相關研究，我國高等教育適齡人口於2 0 0 8 年攀升至頂峰，其後開始逐漸下降。 1  

而粵港澳大灣區則是在2 0 0 9 年達到高等教育適齡人口頂峰，其後開始下降，與全國高等教

育適齡人口發展趨勢基較為接近。對2 0 0 8—2 018 年適齡人口的估算，結合外來遷移人口，

與已有的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規模資料也相對吻合，由此也可以驗證此模型的相對準

確性。

（二）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2 019 —2 0 2 8 年發展規模預測

結果表明，2019—2028 年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適齡人口仍將保持1.6% 的下降速率。整

體而言，2019—2028 年間，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適齡人口數量將保持大體穩定、緩慢減少的

總體趨勢。這與計劃生育政策在1980 年開始執行、人口出生率得到控制並不斷下降有關。

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適齡人口將從2 0 0 9 年的6 4 0 萬人，下降至2 0 2 8 年的5 4 0 萬人，

下降幅度高達17%，適齡人口數量的逐漸減少有助於為粵港澳大灣區減輕高等教育壓力，

為未來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的發展積蓄力量，同時優化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的結構和

品質。

本文根據《廣東省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 010—2 0 2 0 年）》提出的2 015

年毛入學率達到36%、2 0 2 0 年毛入學率達到50 % 的目標，結合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規

模歷年平均增長比率，同樣排除外來遷移人口因素，因粵港澳大灣區相對富裕，高中教育

在2 010 年毛入學率已達到86%，在未來會逐步普及，因此假設高中教育基本普及，那麼可

估算出的粵港澳大灣區2 019—2 0 2 8 年高等教育規模（圖6）。資料顯示，到2 0 2 8 年，粵港

澳大灣區高等教育在校學生數將達2 6 4 萬左右，年均增長率為2 .7% 左右，增長幅度不大。

如繼續按照以往的速度盲目擴張的話，可能會造成粵港澳大灣區高校的生源危機。本次預

測也與現有的一些資料和案例吻合。據有關資料顯示，近幾年，粵港澳大灣區高職（專科）

院校大部分出現報名不足的情況，新生報到率低，因此，也有學者斷言2 019—2 0 2 8 年部分

高校將面臨破產危機。 2  

1  程瑤、章冬斌﹕《2020 年前適齡人口變化與普通高等教育規模發展趨勢分析》，《教育科學》（大連）2008 第 5 期，
第 11—14 頁。

2  程瑤、章冬斌﹕《2020 年前適齡人口變化與普通高等教育規模發展趨勢分析》，《教育科學》（大連）2008 第 5 期，
第 11—1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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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1995—2028 年粵港澳大灣區高等學校在校生規模（單位：萬人）

四、結論與建議

（一）優化高等教育結構，適當控制高等教育規模

根據科學性、多樣性、特色性的原則，構建合理的高校辦學體系，引導各類型高校對

自身進行合理定位，各展所長，打破“千校一面”的辦學局面，促進粵港澳大灣區形成百舸

爭流、百花齊放的高校格局。

未來十年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適齡人口逐漸下降，因此應當對高等教育的規模加

以適當控制，並且基於既有高校基礎，不斷提高辦學品質；應杜絕盲目興建新校，根據粵

港澳大灣區專科人才過多的現狀，尤其要控制專科學校的發展規模，防止出現招生困境和

“生源危機”。同時積極爭取外省生源，不斷充實粵港澳大灣區本專科人才架構。

（二）改革高等院校專業設置

目前第一、二、三產業就業人口比重仍然與產值比重存在錯位情況，第一產業人口過

剩，第二、三產業就業人口相對不足，因此需對高校專業結構進行優化改革，引導高校在

設置專業方面更加注重實用性，為粵港澳大灣區培養產業結構升級所需高等教育人才。所

以，粵港澳大灣區高等學校應不斷增強專業設置的實用性，持續優化高等教育結構，主動

適應粵港澳大灣區經濟和產業結構的變化。

（三）加強統籌，大力培養經濟社會發展重點領域的急需緊缺專門人才

應加強統籌，適應現代產業結構的需要，加大重點領域急需緊缺專門人才培養力度，

根據本文整理的2 019—2 0 2 8 年粵港澳大灣區產業結構發展重點，應在裝備製造、資訊工

程、航空航太、海洋能源、節能環保、新材料、農業科技、金融財會、國際商務、文化產業經

濟重點領域培養開發針對性的專門人才，提高人才素質和創新能力，塑造趨於合理的人才

結構。

圖表來源﹕作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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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提高本專科教育品質和水平

堅持育人為本，牢固確立人才培養是高校的根本任務、品質是高校的生命線、教學工

作是高校的中心的理念。全面培養學生思想水平、知識水平，促進學生各方面能力協調發

展，集中資源提升本專科教育水平，突出高等教育的人才培養功能，為經濟社會發展培養

高品質、高層次的應用型和技能型人才。加強高職高專教育經費的投入，推進校企合作，建

立更具實效性的實習基地，為粵港澳大灣區產業結構優化培養相適應的高等人才。

（五）做大做強研究生教育，完善研究生教育創新體系

作為高等教育頂層設計群體之一，研究生是衡量我國教育、經濟、科技水平的重要指

標。因此，粵港澳大灣區應在一定程度上擴展研究生辦學規模，為國家三大產業發展提供

高水平人才與科技支撐；同時以提高品質為核心，建立健全研究創新能力培養體系，引導

高校開展研究生國際交流合作，提升高校研究生學術專業水平，創立並完善研究生創新獎

勵體系；此外要加快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發展，推進研究生培養機制創新，進一步推廣產

學研聯合培養制度，即“雙導師”制。多措並舉，全面有效的提升研究生教育品質、教育水

平，擴大教育規模。

[ 責任編輯  陳超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