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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首先建立了广西研究生的数量、结构与广西北部湾经济区 GDP 指标的相关性模型 ,运用

Eviews 软件对模型进行运算和检验 ,得出广西研究生数量、结构与广西北部湾经济区 GDP 之间均具有高

度相关性的结论。然后 ,对广西未来的研究生教育规模与结构进行了预测 ,以期为广西的学位与研究生教

育发展战略的制定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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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经济学认为 ,某一区域的教育发展水平与

经济发展水平是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一方面 ,经

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会增加对更高层次人才的需求 ,

刺激教育事业的发展 ,同时会使教育软硬件的投入

增加 ,提升受教育人群的数量和质量 ,促进教育水平

的提升 ;另一方面 ,教育水平的提高 ,意味着培养出

更多具有更高文化素质的人群 ,他们为区域的经济

增长提供了人力资源的支持。

前苏联经济学家斯特鲁米林采用实证分析的方

法 ,证实了教育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美国经济

学家舒尔茨和丹尼森同样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 ,通

过生产函数测算了教育所产生的人力资本对经济增

长的贡献率。我国学者韩宗礼等用劳动简化法、秦

保庭等人使用生产函数法 ,分别测算出了我国教育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1 ]

虽然上述研究都力图从理论上或实证方面阐述

教育对经济发展水平的作用 ,但教育水平与经济发

展水平的关系仍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具体到实际

中 ,我们需要测算出某一区域具体某一层级的教育

与经济发展指标的相关性。本文旨在分析广西的学

位与研究生教育规模和结构与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

经济指标之间是否具有相关性。如果有 ,那么广西

的研究生教育规模和结构是否能够适应广西北部湾

经济区未来对人才的需求 ,或者说广西的研究生教

育应该发展到什么样的规模和结构才能够适应广西

北部湾经济区发展对人才的需求。

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研究生主要来源于广西各

高校。因此 ,我们初步假设广西研究生教育规模、结

构与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具有相关关

系 ; 然后在收集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经济指标
( GDP) 、广西高校的毕业研究生数量、在校研究生

数量以及历年广西高校毕业研究生分专业数量等数

据的基础上 ,运用 Eviews 统计分析软件分析建立广

西北部湾经济区 GDP 和广西研究生教育状况之间

的相关性模型 ,并对所建立的模型进行相关性检验 ;

最后根据模型对广西未来研究生教育状况进行预

测。

1 　广西高校研究生数量与北部湾经济区
GDP 的相关性模型
　　该模型包括在校生数量与北部湾经济区 GDP

的相关性模型、毕业生数量与北部湾经济区 GDP 的

相关性模型。

表 1 显示了 1999 —2006 年广西北部湾经济区

GDP 数据和广西高校毕业研究生数和在校研究生

数。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包括南宁、北海、钦州、防城

港、玉林和崇左六市所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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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999 —2006 年广西北部湾经济区 GDP、

广西高校毕业研究生数和在校研究生数统计

年份 GDP(亿元) 研究生毕业生数 (人) 研究生在校生数 (人)

1999 918115 327 1591

2000 965110 444 2057

2001 10481 98 539 3057

2002 11391 10 580 4020

2003 12211 20 927 5774

2004 14381 60 1481 7898

2005 17121 70 1652 10711

2006 20431 60 2500 13300

111 　广西毕业研究生数、在校研究生数和广西

北部湾经济区 GDP 的相关性模型

我们将广西历年毕业研究生数命名为 GE1 ,广

西历年在校研究生数命名为 GE2 ,将广西北部湾经

济区的 GDP 指标命名为 GDP ,并以 GE1 为横轴、以

GDP 为纵轴 ,得散点图 1 ,以 GE2 为横轴、以 GDP

为纵轴 ,得散点图 2。

图 1 　1999 —2006 年广西高校历年毕业研究生数与

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当年 GDP的散点图

图 2 　1999 —2006 年广西高校历年在校研究生数与

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当年 GDP的散点图

从散点图可以看到 ,两模型散点图各点之间均

围绕着某一条直线上下小幅度波动。这说明广西高
校 1999 —2006 年历年毕业研究生数、在校研究生数

与广西北部湾经济区 GDP 之间均近似于线性相关
关系。于是 ,构建 GDP 与毕业研究生数、在校研究

生数的线性相关模型 : GD P = a ×GE1 + C; GD P = b

×GE2 + D。

112 　模型检验

1)模型的实际意义检验。

任何一个模型的建立 ,应该有它的实际意义。

如果一个相关性模型的建立没有实际意义 ,那么即

使数据上的表现再完美 ,也缺乏建立模型的基础。

对于本模型来说 ,人才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毋庸

置疑。正如本文所述 ,多位学者已经证实了教育是

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并有学者测定了教育所

产生的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而研究生作

为高等教育的最高级成果 ,对 GDP 的贡献也必然存

在。一方面 ,对于广西高校毕业研究生来说 ,他们中

相当大的一部分积极地参与到了广西北部湾经济区

的经济建设之中 ,并必然对广西北部湾的经济建设

做出了贡献 ,其贡献转化为社会生产的一部分 ,表现

为该地区 GDP 的增长 ,因此广西高校毕业研究生数

与广西北部湾经济区 GDP 的相关性模型具有实际

意义 ,它所衡量的就是广西研究生毕业生人数对于

北部湾经济区 GDP 产出的影响。另一方面 ,对于广

西高校的在校研究生来说 ,虽然他们并没有毕业 ,但

是他们积极地参与导师和自身的科研项目之中。这

些科研项目中的很大一部分与广西北部湾的经济建

设有很大联系 ,其科研成果同样积极地转化为推动

广西北部湾经济区 GDP 增长的因素。因此 ,广西高

校在校研究生数与广西北部湾经济区 GDP 的相关

性模型同样具有实际意义。

②模型的相关性检验。

在毕业研究生规模和广西北部湾经济区 GDP

的相关性模型中 , 我们使用最小二乘法 ( least

squares) ,经过 Eviews 软件的运算 ,得到运算结果

见表 2。
表 2 　广西高校历年毕业研究生数、在校研究生数

与 GDP相关性模型的检验

检验项

模型

广西毕业研究生

数量与北部湾 GDP

相关性模型

广西在校研究生

数量与北部湾 GDP

相关性模型

拟合优度 R2 01 9775 01 9889

GE 项
系数 01 5148 01 0924

t 值 1611522 2311466

常数项
常数项值 767118 751159

t 值 1819099 2519866

F 统计量 2601 8940 53517650

　　对于一元线性相关性模型 , F 检验、t 统计量检

验等价。从运算结果来看 ,两模型判定系数 R2 值

分别达到了 019775 和 019889 , GE 项系数和常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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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统计量检验均通过 ,残差 SE 与 GDP 均值的比均

远小于 15 % ,说明两模型拟合较好。

两模型的拟合精度很高 ,显示出 1999 —2006 年

广西高校每年毕业研究生数与广西北部湾经济区

GDP 总量具有高度相关性。于是 ,最终的拟合曲线

方程应该为 : GD P = 015148 ×GE1 + 767118 ; GD P

= 010924 ×GE2 + 751159。

2 　广西高校研究生规模预测

上述模型表明 ,广西研究生教育规模与广西北

部湾经济区 GDP 总量具有高度相关性 ,因此根据广

西北部湾经济区 GDP 总量的变化情况可以对未来

广西研究生教育情况进行预测。为了进行区间预

测 ,我们需要以广西北部湾经济区 GDP 为自变量 ,

以广西高校在校研究生数和毕业研究生数为因变

量 ,对模型进行重新拟合。

根据广西“十一五规划”,广西经济在“十一五”

期间保持 10 %左右的年增长率。作为广西经济的

增长极 ,如果以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十一五”期间年

经济增长率为 10 %、“十二五”为 9 %、“十三五”8 %

计算 ,则 2010、2015、2020 年广西北部湾经济区

GDP 总量预测值将如表 3 所示。

表 3 　广西北部湾经济区 GDP总量预测值 亿元

年份 GDP 总量预测值

2010 299210

2015 460315

2020 676319

　　将广西北部湾经济区 GDP 总量作为解释变量 ,

将广西高校毕业研究生数和在校研究生数作为被解

释变量 ,使用最小二乘法 ,经过 Eviews 软件的运算 ,

得到如表 4 所示的运算结果 :

表 4 　广西北部湾经济区 GDP与广西高校

毕业研究生数、在校研究生数的相关性检验

检验项

模型

GDP 与毕业研究生数

的相关性模型

GDP 与在校研究生数

的相关性模型

拟合优度 R2 01 9079 019606

GDP 项
系数 21 6421 101 6347

t 值 71 6914 121 0877

常数项
常数项值 - 22211 9 - 76971 5

t 值 - 41 8134 - 615108

F 统计量 591 158 1461 113

格兰杰因果检验 0128935 011408

　　可以看出 ,两模型均通过检验 ,且拟合度很高。

同时 ,经过图形法的检验 ,残差的点分布没有线性规

律 ,模型也不存在序列相关 (见图 3) 。

图 3 　两模型的序列相关检验

　　最终的拟合曲线的方程为 :

GE1 = 216421 ×GD P - 22211904 ;

GE2 = 10163466 ×GD P - 76971528。

以下是我们依据此模型对未来广西高校研究生

规模的预测。

1)广西高校毕业研究生规模预测。

根据广西北部湾经济区 GDP 与广西高校毕业

研究生数的相关性模型进行预测 ,预测时 ,采用如下

预测公式预测 2010 年广西高校每年应毕业研究生

数 量 : GE = GE0 ± tα2 ( n - 2) × S E ×

( x0 - x) 2

∑
n

i = 1

( x i - x) 2

+ 1

n + 1
。

将该年广西北部湾经济区 GDP 指标预测值

299210 代入预测公式 ,并令α = 0105 ,即置信度

95 % ,可得该年高校毕业研究生数量区间为 [3983 ,

7385 ] 。

同理 ,可预测 2015 年广西高校毕业研究生数量

区间为 [7613 , 12269 ] 、置信度为 90 % ,2020 年广

西高校毕业研究生数量区间为 [12889 , 18409 ] 、置

信度为 80 %。

2)广西高校在校研究生规模预测。

根据广西北部湾经济区 GDP 与广西高校在校

研究生数的相关性模型预测 ,同样采用预测公式

GE = GE0 ± tα2 ( n - 2) × S E ×

( x0 - x) 2

∑
n

i = 1

( x i - x) 2

+ 1

n + 1
。

将当年广西北部湾经济区 GDP 数据预测值代

入可得 :2010 年广西高校在校研究生数量区间为

[19763 , 28479 ] 、置信度为 95 % ,2015 年广西高校

在校研究生数量区间为 [35295 , 47223 ] 、置信度为

90 % ,2020 年广西高校在校研究生数量区间为

[57164 , 71304 ] 、置信度为 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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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广西高校研究生学科专业结构与
北部湾经济区 GDP 的相关性模型

　　为了弄清研究生专业结构对广西北部湾经济区

GDP 的影响 ,有必要建立学科专业结构与北部湾经

济区 GDP 的相关性模型。表 5 显示了 1999 —2006

年广西高校历年毕业研究生的专业分布情况。

表 5 　1999 —2006 年广西高校毕业研究生专业分布统计表

年份
广西北部湾经济区

GDP(亿元)

专业

哲学 经济学 法学 教育学 文学 历史学 理学 工学 农学 医学 管理学

1999 918115 14 42 12 65 15 53 53 15 38

2000 9651 1 21 52 19 69 26 46 119 11 56 4

2001 10481 98 17 52 15 34 108 22 41 121 24 67 8

2002 113911 27 29 25 21 94 15 76 154 40 85 19

2003 122112 44 51 29 37 166 21 99 230 60 162 22

2004 143816 69 60 54 54 207 29 199 412 100 199 114

2005 171217 65 55 82 73 205 26 180 464 125 253 119

2006 204316 96 76 109 108 348 47 314 711 182 394 190

　　按照各专业和经济发展的密切程度 ,我们将专

业分为三类 :理工农类 (理学、工学、农学) ,用 Ge1

表示 ;经济管理类 (经济学、管理学) ,用 Ge2 表示 ;

将哲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医学归入其他

类 ,用 Ge3 表示。分别作出它们与广西北部湾经济

区 GDP 的散点图 (见图 4) :

图 4 　Ge1 、Ge2 、Ge3 分别对北部湾经济区历年 GDP的散点图

　　从散点图可以看出 ,各变量与广西北部湾经济

区 GDP 之间的线性关系明显。于是我们建立三变

量与广西北部湾经济区 GDP 的三元线性回归模型 ,

并采用最小二乘法 ,逐步回归得最优模型如下 :

GD Pt = 79414677 + 015593 ×Ge1 ( t) + 113338

×Ge2 ( t - 1) + 015588 ×Ge3 ( t - 2) 。

式中 : Ge1 ( t) 代表广西高校当年毕业的理学、工

学、农学研究生总数 ; Ge2 ( t - 1) 代表广西高校前一

年毕业的经济学、管理学研究生总数 , Ge3 ( t - 2) 代

表两年前毕业的哲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

医学研究生数量。其相关性检验结果见表 6 :

经济意义检验 :第一 , Ge1 、Ge2 ( t - 1) 、Ge3 ( t -

2) 的系数均为正值 ,说明各专业毕业研究生对广西

北部湾经济区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均为正 ,符合经济

意义。第二 , Ge1 理工农类 (理学、工学、农学) 毕业

研究生对当期 GDP 贡献较大 ; Ge2 经济管理类 (经

济学、管理学) 对滞后一期的 GDP 贡献较大 ; GE3

其他类 (哲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医学) 对

滞后二期的 GDP 贡献较大 ,符合经济意义。第三 ,

经济管理类毕业研究生对 GDP 的贡献率大约为理

工农类、其他类的两倍 ,符合北部湾经济区“三、二、

一”的产业结构特征 ,符合经济意义。

表 6 　毕业研究生专业结构与广西北部湾经济区 GDP的相关性检验结果

　　　　　　　　参数
检验项

模型　　　　　　　　
拟合优度 R2

Ge1 (t) Ge2 (t - 1) Ge3 (t - 2) 常数项

系数 t 值 系数 t 值 系数 t 值 常数项值 t 值

广西毕业研究生结构与北部
湾经济区 GDP 的相关性模型

01 999901 01 5593 2417 113338 10181 015588 81 09 7941 4677 1381 8

　　模型的拟合优度达到了 019999 , F 检验和各参 数的 t 统计量检验均全部通过。同时 ,经过图形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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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检验 ,残差的点分布没有线性规律 ,模型也并不存

在序列相关 (见图 5) 。至此 ,模型拟合完美。

4 　结论

通过对广西高校研究生数量和结构与广西北部

湾经济区 GDP 的相关性模型建立、分析及运算 ,我们

成功得出广西高校研究生数量和结构与广西北部湾

经济区 GDP 高度相关的结果 ,同时得出以下结论 :

1)未来广西在校研究生数量和毕业研究生数量

的预测。

　　满足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经济发展需要的广西研

究生在校生数量与毕业生数量预测如表 7 所示。

图 5 　广西高校各专业毕业研究生数与北部湾经济区

GDP相关性模型的序列相关检验结果图

表 7 　未来广西高校毕业研究生和在校研究生数量预测表

预测项 2010 年 2015 年 2020 年

广西高校毕业

研究生人数
3983 人至 7385 人 置信度 95 % 7613 人至 12269 人 置信度 90 % 12889 人至 18409 人 置信度 80 %

广西高校在校

研究生人数
19763 人至 28479 人 35295 人至 47223 人 57154 人至 71304 人

　　2)研究生学科专业结构对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

贡献分析。

从广西研究生学科专业结构与北部湾经济区

GDP 的相关性模型中 ,我们可以看出 ,一方面 ,各专

业毕业研究生对北部湾经济区 GDP 做出贡献的时

期是不同的。具体来说 ,理工农类的毕业研究生在

当期就可以对北部湾经济区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

经管类的毕业研究生则需经过至少一年的实际工作

锻炼才能够对北部湾经济区的经济发展产生影响 ,

而其他类专业则需更长时间 (至少两年以上 ,才能够

对北部湾经济区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另一方面 ,

从贡献率来看 ,经管类毕业研究生数量对北部湾经

济区 GDP 的贡献率达到了 113338 ,是理工农学等

其他专业毕业研究生的贡献率的两倍多。这首先说

明经管类毕业研究生对北部湾经济区经济建设的贡

献很大 ,也说明目前广西经管类毕业研究生数量偏

少。因此 ,大力发展广西高校经管类硕士、博士学位

点建设 ,扩大经管类研究生规模的工作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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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Correlation between Graduate Education in Guangxi and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Zone in Beibu Gulf of Guangxi

Tang Yongjun , Yang Feifei , Lv Xin
(Business School , Guangxi University ,Nanning 530004 ,China)

Abstract : In t his paper ,t he correlation models between t he number as well as t he st ructure of graduate student s in Guangxi and GDP of eco2
nomic zone in Beibu Gulf of Guangxi is established1 Through testing and verifing t hese models by Eviews software ,t he conclusion is drawn t hat

t here exist s high correlation between t he number as well as t he st ructure of graduate student s in Guangxi and GDP of economic zone in Beibu

Gulf of Guangxi1 Then ,t he scale and t he st ructure of graduate education in Guangxi in t he fut ure are be forecasted ,which aims to provied a basis

for t he development of graduate education in Guangx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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