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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公平性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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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打造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和人才高

地，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高等教育在其中必然发挥着重要支撑作用。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内人均受高等教育水平与

世界一流湾区的差距、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与长三角京津冀城市群的的差异反映出湾区的高等教育机会公平问题还有一定的提升空间。本

文通过梳理教育公平理念，探讨大湾区内高等教育机会公平发展路径，为促进形成教育与人才高地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及国际影响力提供

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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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

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至 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
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把促进公平作为国家基本教
育政策”，其基本要求是保障公民依法享有受教育的权利，重点促进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扶持困难群体。随着义务教育的普及伴随经济

和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于高等教育的需求日渐增加，教育部也

提出了至 202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50%的发展目标。至 2021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提出了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提高到 60%，并
在优化城市功能格局上提出了有序疏解过度集中的高等教育等公

共服务资源。为此促进高等教育均衡、保障高等教育公平亦成为教

育事业改革的重要趋势。

作为我国将人口压力转化为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源的重要

途径，提高人口受高等教育水平对于现阶段我国的经济需求和社会

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其中对于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而言，建设富有活力

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离不开粤港澳三地的高校

为大湾区建设提供优质人才；同时打造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和人才高

地，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高等教育在其中也必

然发挥着重要支撑作用。为此，本文拟梳理我国教育公平理念脉络，

结合高等教育公平发展现状，对比主要国内外主要经济城市群或湾

区高等教育发展情况，为促进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公平发展提供

参考，助力粤港澳大湾区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发展。

2 国内教育公平理念
2.1 教育公平是规范性与原则性的体现
教育公平是促进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原则性导向。朱永坤总结

“公平性”是教育政策的内在固有属性和首要价值[1]。张琳基于“合理
性”的公平本质，认为教育公平是国家对教育资源进行配置时所依

据的合理性的规范或原则，其合理性评价因人而异[2]；陈彬认为高等
教育公平具有历史性、层次性和相对性，其核心是制度或规则公平，

而实现高等教育公平需要合适的补偿机制做保证[3]。褚宏启认为教
育公平可用于古代与现代，现代教育公平即体现现代社会价值观，

并对教育公平的平等原则、补偿原则和差异原则三个原则上展开了

拓展应用范围的研究[4]。
2.2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延伸
教育作为社会的子系统，其公平与否即是社会公平与否的表现

之一。许长青以“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是教育资源在全社会

的合理配置”为概念基础，探讨了教育公平、社会流动与经济增长三

者之间的相互关系[5]。蒋士会认为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一个侧面，
具有社会公平的一般涵义，其深厚的社会政治、经济基础决定了教育

公平需要政治和经济上的平等支撑教育权利与教育机会的公平[6]。还
有部分学者从社会公共资源分配视角出发，将教育公平视作政策理

念，认为主要影响教育公平的是公共教育资源的配置问题，实现教育

公平就是逐步践行社会公平。

2.3 教育公平是权利与机会的均等
当前国内对于教育公平的主流认识是权利与机会的均等，尤其

强调教育机会的公平性。吴宏超在此内涵上将教育机会公平解读为

“量”与“质”的公平，人人有权接受教育是对教育机会公平在“量”上

的含义；人人有权接受高质量的教育，这是对教育机会公平在“质”

上的体现[7]。雷晓庆通过梳理当代教育公平内涵认为教育公平的基
础是权利平等，关键是机会均等，并指出教育机会均等是基于个体

的独特性和差异性，强调个人的愿望和发展需求，包括教育起点机

会的实质平等、教育过程中机会的形式平等以及教育结果上有差异

的机会平等[8]。
3 国内高等教育公平研究现状
近年来高等教育的机会公平逐渐受到关注。在理论研究方面强

调高质量与个性化的高等教育公平。彭青提出“高等教育高质量发

展是实现深层次教育公平的保障”的看法，并认为教育公平的评判

标准逐渐由数量向质量转变；认为高等教育公平经历了贵族式精英

阶段与大众化平民阶段，目前处于个性化适宜的高等教育公平发展

阶段，并呈现出补偿原则、普遍性与特殊性共存原则与个性化发展

原则。在实证研究方面多以机会公平为切入点[9]。刘宁宁基于不同人
口规模类型，采用变异系数、基尼系数和泰尔系数对我国地区间优

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差异进行研究，得出人口小省的优质高等教

育入学机会较高，广西、云南和广东 3个地区始终是我国优质高等
教育入学机会最低的省份等结论[10]。高尚卿主要从总体入学机会、
不同类型高校入学机会、不同专业入学机会以及学历层次四个方面

来分析高等教育机会，结论显示我国高等教育机会的性别差异以及

男女之间文化程度上的差距仍然存在，并提出了相应建议举措[11]。
周丽萍以家庭背景为切入点，利用高校毕业生就业调查数据对高等

教育机会进行研究，得出结论包括在入学机会数量上，受家庭城乡

背景和经济背景的影响最大；在入学机会质量和学业表现上，受家

庭教育背景影响最大[12]。
4 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公平发展情况
纵观国内现有研究发现，针对于粤港澳大湾区的教育机会公平

研究尚不多见，一方面粤港澳大湾区高校数量上的优势容易令人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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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高等教育机会公平问题；另一方面大湾区以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

一流学科建设为重点，研究重点更多集中在高等教育高水平建设、

跨境与国际合作办学等方向。然而根据《粤港澳大湾区人才发展报

告》显示，粤港澳大湾区内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仅占 17.47%，粤港
澳大湾区内大学生人数占常住人口比重则不足 20%。与国内重点
城市群相比较，长三角城市群中上海市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高达

78%，浙江省超过 65%，江苏省达 58%，京津冀城市群中北京和天津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分别为 59%、60%，而广东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目
前为 46%。从大湾区内部来看，湾区内地与港澳地区高等教育发展
水平的显著差异已经形成，根据 2020年的 QS世界高校排名榜来
看，粤港澳大湾区总共拥有 10所世界 500强名校，其中香港 7所，
澳门 1所，广东 2所，显然香港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明显多于粤澳，
湾区内的高等教育不均衡现象也影响着大湾区的整体水平。

5 高等教育公平性提升路径
5.1 发挥优势，促进高质量高等教育发展
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粤港澳大湾区战

略定位决定湾区内必须拥有在全国领先水平的高质量高等教育资

源，为湾区创新经济及区域发展持续培养人才提供保障。其中与境

内外著名学府合作办学是当前提升大湾区高等教育质量的一大途

径，尤其是与港澳地区知名高等院校合作办学既是粤港澳大湾区的

紧密高效联动，也是畅通三地之间的创新要素流动。

5.2 扩大高等教育规模，优化高等教育结构
粤港澳大湾区内高校数量在全国在高校规模居中等水平，但高

等院校的在校生规模与粤港澳大湾区人口总规模情况并不相符，因

此大湾区内扩大高等教育招生规模是首要。其次粤港澳大湾区内，

专科生规模略大于本科生，而大湾区无论对标国内的长三角城市

群，亦或参照国际一流湾区，当前的高层次的创新人才储备有待提

高，因此重点提高本科生以及研究生的高等教育规模并发挥人才的

相互吸引力更有助于一流湾区的人才资源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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