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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扩招后的供给与需求分析

— 以甘肃省为例

程 跟 锁
西北师范大学 招生办公室, 甘肃 兰州

内容摘要 恢复高考制度以来, 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迅速, 尤其是 年高校扩招以后 , 高等教育

的供给水平大幅度提升。在此背景下, 甘肃省高等教育也取得了良好成绩。但甘肃地处我国西

部, 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较低, 高等教育发展相对滞后。将近年来普通高校招生计划和报考人数情

况进行比较后便能看出, 目前甘肃省除了考生数量多 、招生计划少导致的总体供需不平衡外, 本

科计划少, 高职高专计划多, 也使高层次教育供给有限。而重点高校和省外院校计划少, 省内高

校计划多, 造成地区招生计划不平衡 复读生比例较高, 导致教育资源利用效率低下。只有争取

更多招生计划, 科学编制招生计划 大力发展高等教育, 提高省内院校招生能力, 才能真正解决

供给与需求的矛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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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年恢复高考以来 , 我国的高等教育经历

了多次改革 , 取得了良好的成绩 , 尤其是 年高

校扩招后 , 高等教育的供给水平大幅度提升。在此背

景下 , 甘肃省的高等教育也有了很大的发展 , 年

甘肃省普通高校录取新生人数仅为 人 , 年

录取人数达 人 , 是 年的 倍 。 至

年的九年中, 普通高校录取新生 人 , 相

当于前 年的 倍 。但甘肃地处我国西部 , 经济文

化发展水平较低 , 高等教育发展相对滞后 , 与全国

平均水平还有一定的差距 。 年甘肃省高考录取

率仅为 , 比全国平均录取率低 个百分

点 。 年以来 , 高考录取率达到 左右 , 缩小了

与全国的差距 。 年甘肃省普通高等教育毛人学

率达到 , 与全国 尚有差距 , 但也已进人

了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 。

本文在比较近年来甘肃省普通高考招生计划和

考生报考情况的基础上 , 分析高校扩招以来甘肃省

高等教育供给与需求状况 , 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

对策与建议 。

一 、供给分析 招生计划视角

招生计划是高校招生的基础 。高校的招生计划

按其性质和作用可分为事业计划和来源计划 。事

业计划即分专业招生计划 , 是指高校在国家核定

的招生规模内, 结合本校办学规模 、专业设置 、师

资力量 、教学设施 、住宿条件等方面情况制定的分

院 系 分专业招生计划数 。来源计划即分省分专业

招生计划 , 是指经教育部批准 或备案 的具有实施

普通高等学历教育资格的高校在国家核定的年度招

生规模内 , 编制确定的在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的招

生计划 , 是高校招生方案及对社会招生承诺的主要

内容之一川 。这里所要讨论的是后者 — 来源计划 ,

它是当地高等教育供给情况的最直接体现。

一 甘肃省普通高考招生计划总体情况

自 年新一轮高考改革以来 , 甘肃省高等教

育和招生事业发展迅速 , 普通高校招生计划持续

扩大 , 在甘招生的省内外高校由 年的 所

增加到 年的 所 , 增长 倍 招生计划

数由 年的 人扩大到 年的 人 ,

增长 倍 。

从表 可以看出 , 甘肃省近年来招生计划总数

稳中有升 , 年计划增幅最大 ,超出全国 个百

分点 至 年 , 甘肃省计划每年以 以

上的速度迅速增长 , 但增长率在 年和 年

远远低于全国计划的增幅 年 , 甘肃省计划出

现负增长 , 负增长率达到 , 远远低于全国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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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 的增长率 。下面分别就招生计划分层次 、分

科类 、分院校情况加以阐述 。

表 一 年甘肃省普通

高考招生计划数统计表

年度
甘肃省计划

总数 人

甘肃省计划 全国计划 全国计划

增长率 总数 万人 增长率

山︸曰

一

侣

二 分层次招生计划情况

普通高考招生计划按层次可分为本科计划和

高职 高等职业教育 高专 高等专科教育 计

划两部分。按照 《教育大词典 》的解释 , 本科教

育 耐 是高等教育的中级

层次 , 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国际教育标准分类 》的

第三级第一阶段 授予大学第一级学位或同等学历

证书 教育 , 与专科教育 、研究生教育构成高等教育

内部的三个层次 , 是高等教育的主干部分。实施本

层次的通识教育及有关某一专门领域的基础和专业

理论 、知识和技能教育 , 修业年限一般为四至六年。
高职高专则是侧重于某一方面的专业学习 , 主要培

养应用型 、技术型人才 , 修业年限一般为二至三年 。

表 一 年甘肃省普通高考

招生计划分层次统计表

兰州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第 期

至 年 , 甘肃省普通高考招生计划虽然总数在不

断增长, 但本科计划数量始终低于高职高专计划总

数 , 高职高专计划的比例达到 至 , 说明甘

肃省每年录取的考生中仅有 到 的考生能上

本科院校 , 一半以上的考生只能就读高职 、高专院

校 。 年 , 甘肃省普通高考招生计划中本科计划

首次超过高职高专计划总数 。

三 分科类招生计划情况

普通高考招生计划按科类可分为 理工类 、文

史类 、体育类和艺术类 包括音乐类和美术类 计

划。通过对甘肃省普通高考招生计划分科类情况统

计 见表 可以看出, 至 年 , 艺术类计划

一直在稳步增加 , 年平均增长率达到 , 增幅列
第二位的是文史类计划 , 其次为理工类计划 , 增幅

最小的为体育类计划 。

表 一 年甘肃省普通高考

招生计划分科类统计表 人

年度 理工类计划 文史类计划 体育类计划 艺术类计划

年度 总计划 人
本科计划 高职高专计划

数量 人 比例 数量 人 比例

表 是 至 年甘肃省普通高考招生计划

中本科和高职高专计划情况统计 。数据表明 ,

从各科类所占比例来看 , 近年来基本保持不变。

以 年为例 , 理工类计划最多 , 一般在 以上

文史类次之 , 一般在 左右 艺术体育类最少。这

种比例关系主要是由各科类生源数量所决定的。

、 四 分院校招生计划情况

高等院校按照主管部门主要分为 中央部属院

校 、军队院校 、公安院校 、外省省属院校和本省省属

院校。近几年来 , 在甘招生的普通高等院校数量稳

中有升 , 招生规模也相对增大 。但在每年的普通高

考招生中 , 甘肃省 以上的招生计划由甘肃省省

属 所高校完成 , 其增长幅度从 年起进一步加

大 , 年所占比例达到 见表 、表 。

表 一 年甘肃省普通高考招生计划分院校统计表

﹄勺内 勺﹄口,一山曰︸八̀

年度 招生计划总数 人 招生院校 所
中央部属院校 军队院校

数量 所 计划数 人 计划数比例 数量 所 计划数 人 计划数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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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一 年甘肃省普通高考招生计划分院校统计表

年度

肠一所一了︸︸勺,口口

招生计划

总数 人

招生院

校 所

公安院校 外省省属院校 甘肃省省属院校

数量 计划数 计划数 数量 计划数 计划数 数量 计划数 计划数

伪̀工,一

比例 人 比例 人 比例

相对甘肃省省属高校 , 在甘招生的中央部属院

校近年来保持在 所左右 , 但所投放的计划数仅

占总计划数的 到 。外省省属院校是解决甘肃

普通高考招生计划的第二大主力军 , 一般在 左

右 。军队院校 由于数量少 , 其投放的计划比例不

到 , 而且近年来有下降趋势。公安院校近年来稳

定在 所 , 至 年投放计划比例均为 。

二 、需求分析 报考情况视角

高考考生人数是反映高考生源状况的重要指标

之一 , 也是当地高等教育需求的直接反映 。近年来 ,

甘肃省教育需求旺盛 , 其中高考考生人数的持续增

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一 考生人数总体分析

表 一 年甘肃省及全国

高考考生人数统计表

甘肃 全国

年度 报考人 增长率 报考人 增长率

数 人 数 万人

以】

不下 、录取率低的最直接 、最主要影响因素之一。

二 考生生源情况

对生源情况主要从性别比例 、城乡比例 、民

族比例和应往届比例四方面加以比较 。考虑到近

几年来以上四方面比例相同或相近 , 为了更加直

观地表现各方面的情况 , 本文以 年甘肃省普

通高考报名数据为样本 , 分析考生来源情况 性

别比例中男生占 , 女生占 , 男生比女

生高出 个百分点 城乡比例中城镇户 口考生

占 , 农村户口考生占 , 农村户口比例远

远大于城镇户口, 这与甘肃省省情有关 民族比例

中少数民族考生占 , 主要分布在兰州市 、天

水市 、临夏市 、甘南州和武威市 应往届比例中应

届考生占 , 往届考生占 , 往届生所占比

例还是比较高的。相关统计显示 , 甘肃省 年

的 万考生 中, 应届生为 万人 , 往届生高

达 万余人 , 占考生总数的 。往届生的比例

远远高于广东 、福建 、江西 、

四川 、青海 、内蒙古 。

表 反映了近 年甘肃省及全国普通高考人数

变化情况 。可以看出, 近年来全国高考考生人数大幅

增加 , 特别是 至 年 , 每年以 以上的增

长率大幅提高 。与全国相比, 甘肃省近年来高考考生

人数增幅更大 , 至 年间 , 每年高考报名人

数增长率都在 以上 , 尤其是 年和 年 ,

甘肃省高考考生增长率分别高出全国 和 个

百分点 。这种变化 , 一方面反映了甘肃省高中阶段

教育的快速发展 , 另一方面使考生数量多而招生计

划少的矛盾更加突出 , 成为甘肃省高考分数线居高

三 、结语

一 供需矛盾 招生计划与报考人数的对比

虽然西部大开发以来 , 中央部属院校及外省院

校努力给甘肃省增加招生计划 , 为甘肃经济发展选

拔更多有用人才。但由于甘肃省经济落后 , 省属高

校数量少 、规模小 、条件较差 , 能容纳学生的数量非

常有限 , 致使高等教育的供需矛盾十分突出。

至 年 , 招生计划的增长率远远高于报

考人数增长率 , 但从 年起 , 甘肃省的招生计划

增长率开始低于报考人数的增长率 , 而且招生计划

的增长率下降幅度很大 , 年出现负增长 。同时 ,

普通高校报考人数每年以 左右的速度递增 。

二 招生计划和报考情况存在的问题

除了考生数量多 、招生计划少导致的总体供需

不平衡外 , 甘肃省普通高考招生计划和报考情况还

存在以下问题

本科计划少 , 高职高专计划多 , 高层次教育

脚̀,山︵匕︵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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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占弓工



166

供给有限。随着社会的发展 , 人们对学历的要求越

来越高 , 在一定程度上本科的认可度要远远高于高

职高专。因此 , 普通高考招生计划中本科需求与供

给的矛盾更为突出。

重点和省外院校计划少, 省内高校计划多,

地区招生计划不平衡 。由于高等教育资源稀缺 , 也

因为省属地方院校的财政经费主要来自地方教育部

门 , 这就决定了地方所属院校招生对象主要面向本

省 市 、自治区 , 兼顾其他地区。因此作为省属地方

高等院校 , 首先应服务于本地区及周边地区的高等

教育事业 , 这是无可厚非的。但甘肃省作为西部经济

欠发达省份 , 高等教育资源短缺 , 大学少 , 重点大学

更少 。 年 月 日国家教育部网上公布的 所

教育部直属高等院校名单中, 甘肃省仅 所 , 不到

整个重点大学的 。另一方面 , 重点大学每年投

放甘肃省的招生计划非常有限。以 年为例 , 复

旦大学招收本地学生的比例是 , 上海交通大学

是 , 浙江大学是 ,南京大学是 ,武
汉大学是 , 中山大学是 , 华中科技大学

是 。而兰州大学作为甘肃省惟一一所全国重

兰州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第 期

点大学 , 录取本地考生的比例只有 。重点大学

在甘肃省招生计划之稀少已成为甘肃省普通高考招

生工作发展路途中的一大阻碍。

复读生挤占了作为划定高考录取分数线技术

的招生计划和上线人数的比例 , 直接影响了高考录

取分数线 , 是造成甘肃省高考录取分数线较高的重

要原因之一。同时 , 多次占用高中教育资源 , 造成了

教育资源利用效率的低下 。

三 对策建议

争取更多招生计划 , 科学编制招生计划 。把
握西部大开发机遇 , 努力使省外高校增加在甘招生

名额 要参照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总人口数 、考

生数量 、各省区高校数量 、上年度实际录取情况等 ,

科学编制招生计划 , 减少高考招生的地区差异 限

制往届生录取比例 , 体现教育公平。

加大支持力度 , 发展各类办学主体 , 提高省

内院校招生能力 加大对普通本科院校的支持力度 ,

适度发展民办教育 , 大力发展高职教育 , 多渠道增

加高等教育的经费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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