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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而教育资源配置公平与否直接关系到教育公平的实现程度$本文

运用教育基尼系数对我国
!%

个省份间的研究生教育资源配置公平性现状进行评价与测量$测算结果显示#

研究生教育基础资源配置的公平性优于优质资源配置的公平性#同时在
"$$!

!

"$%"

年间#基于研究生在校生

和基于地区人口的研究生教育基础资源配置呈现越来越公平的趋势#而基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研究生教

育基础资源配置的公平程度则稍有下降$

关键词!研究生教育%公平%资源配置%基尼系数

中图分类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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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教育公平问题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

视$同时也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国家中长期教

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

!

"$"$

年"*提出把促

进公平作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指出教育公平是社

会公平的重要基础$并明确了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的

根本措施+

"$%5

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

首次将教育事业的公平发展与优先发展并提$同年

两会期间$南开大学校长龚克,江苏省教育厅厅长沈

健,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以及新东方教育集团

董事长俞敏洪等代表纷纷就如何实现教育公平建言

献策(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对教育公平相关问题进

行了探讨$如李星云,黄勇等认为教育资源配置公平

与否直接关系到教育公平的实现程度-

%/"

.

(

另一方面$自
%...

年高校扩招以来$我国高等

教育规模快速增长$研究生在校生数从
%...

年的

"!

万人增长至
"$%"

年的
%#"

万人$研究生教育正

逐步迈入大众化教育阶段(同时$研究生教育及其

资源配置公平问题日渐成为关注焦点(然而现有研

究主要集中于研究生教育资源配置效率-

!/&

.

$对研究

生教育资源配置公平问题的探讨不足$我国研究生

教育资源配置公平性现状仍不清晰(因此$本文对

我国研究生教育资源配置公平性进行评价与测量$

以了解我国研究生教育资源配置的现状和近年来配

置公平性的变动趋势$为今后优化研究生教育资源

配置提供一些理论依据和政策建议(

一!相关概念及研究问题

"一#相关概念

%*

研究生教育资源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高等教育资源进行界定的较

多!表
%

"$但针对研究生教育资源进行研究的较少(

鉴于研究生教育资源属于高等教育资源$是其重要

组成部分$所以本文综合借鉴学者们对高等教育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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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教育资源的相关概念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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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和研究生教育资源的定义$将研究生教育资源定

义为高等学校在开展研究生教育过程中所需的人力

资源,物质资源,财力资源和政策资源的总和+其中

人力资源指研究生指导教师$物质资源指培养研究

生过程中所需的各种设施设备$财力资源指高等学

校培养研究生过程中的经费投入$政策资源是指高

等学校开展研究生教育的政策基础(

"*

教育资源配置公平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教育资源配

置公平与否直接关系到教育公平的实现程度(根据

罗尔斯的分配公平理论$教育资源配置要以公平分

配为出发点$同时政府根据社会发展的具体情况对

公共物品进行再分配$并通过差别原则给予弱势群

体资源补偿以实现教育公平(从教育资源配置公平

的内涵来看$郭雅娴将其定义为教育领域通过社会

总资源配置所取得的所有人力资源,物力资源和财

力资源的公正和平等分配-

%0

.

+戴平生认为其是受教

育者享有同等的公共教育资源的状态$是受教育者

得到同等教育服务的物质保障$反映的是教育过程

公平-

%.

.

(那么对于研究生教育而言$研究生教育资

源具有准公共产品的属性$但研究生教育不同于义

务教育$不是每位公民都能够进入研究生教育阶段$

所以研究生教育不能追求惠及全民的公平$应追求

在受教育者之间的公平分配$使受教育者得到同等

的研究生教育资源(同时考虑到实现教育公平需要

给予弱势群体资源补偿$且国家可以根据社会发展

需求对教育资源进行再分配$所以资源配置公平还

应兼顾地区间的均衡$将各种资源公平平等地分配

于各个地区(因此$本文所研究的教育资源配置公

平指两方面公平$一方面是研究生教育资源在受教

育者之间分配是否公平$另一方面是研究生教育资

源在各地区间的分配是否公平(

"二#研究问题

研究生教育资源具有准公共产品的属性$但不

是每位公民都能够进入研究生教育阶段$所以研究

生教育资源配置的公平性首先要考虑资源在受教育

者之间的公平$使得每位研究生在学期间都能拥有

相应的教育资源开展科研工作(据此提出本文的第

一个研究问题'

研究问题
%

'研究生教育资源在受教育者间的

配置是否公平/

另一方面$研究生教育资源要考虑在各地区间

的分配是否公平(鉴于我国
!%

个省份间的经济发

展水平差异较大$相应的省内产业门类差异亦较大$

那么不同省份对人才$特别是不同专业类型的高层

次人才的需求亦会存在差异(同时教育部有关负责

人在解读)关于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意见*时指

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研究生教育最核心,最紧

迫的两大任务之一是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多样化需

求(所以对研究生教育资源配置公平性的研究也要

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角度进行考虑(

研究问题
"

'基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研究生

教育资源配置是否公平/

此外$地区间的差异不仅仅表现在经济发展水

平$还表现在不同省份间的人口规模差异$而人口规

模的差异直接决定了潜在受教育者的数量和对研究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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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教育资源需求的多寡$因此研究生教育资源配置

公平性的研究还应从地区人口规模的角度来考虑(

研究问题
!

'基于地区人口的研究生教育资源

配置是否公平/

二!研究方法

"一#评测工具$$$教育基尼系数

教育基尼系数是目前用于测量教育公平最为常

用的方法$且具有信息含量更全面,客观和综合的优

势(教育基尼系数是用于衡量研究生教育资源在不

同地区配置的公平程度$其计算方法主要有基尼系

数计算公式-

"$

.和拟合洛伦茨曲线两种(本文参考

借鉴
38A=C@@L

和
>)MN-C?O

以及
PO)M8A

等人的教

育基尼系数计算方法-

"%/""

.

$即按照人口累计百分比

与累计受教育年限的对应关系进行计算(鉴于本文

研究的三个问题分别是基于研究生在校生规模,地

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地区人口规模的教育公平问题$

所以我们对教育基尼系数的计算模型进行了改进$

分别以各省份研究生在校生数的累计百分比,各省

份人均
4>H

的累计百分比和各省份人口数的累计

百分比与相关资源规模累计百分比来计算教育基尼

系数(教育基尼系数的计算过程如下'

图
0

!

洛伦茨曲线图

"

第一步'首先将指标
6

按数值由低到高排

列$然后将各省研究生在校学生数或人均
4>H

或人

口数按排序后的指标
6

的顺序进行排列+第二步'

依此方法$可得到两组数值$分别求和后$计算两组

数据所占百分比+第三步'计算两组数据
!%

个省的

累计百分比+第四步$选择两组数据!累计百分比"$

以在校学生数累计百分比为横坐标$指标
6

的累计

百分比为纵坐标$画出%散点图&$并拟合洛伦兹曲

线$得到洛伦兹曲线方程!如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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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基尼系数的经济含义$同时借鉴彭莉君对

教育基尼系数含义的界定-

%#

.

$本文研究的教育基尼

系数的含义为'

%

$S"

为资源配置绝对公平$

$S"

!

$S!

为资源配置比较公平$

$S!

!

$S5

为资源配置相

对公平$

$S5

!

$S&

为资源配置比较不公平$

&

$S&

为

资源配置绝对不公平$其中$

$S5

为配置公平的%警

戒线&(

"二#数据收集

!

%

"研究生教育资源'为了深入分析研究生教育

资源配置现状$本文在综合考虑了数据的可获得性

后将研究生教育资源量化为从事教学和科研人员中

的教授和副教授,国家重点实验室,科研经费,研究

生招生单位,%

.0&

工程&大学,%

"%%

工程&大学,研究

生院高校,国家一级学科重点学科,研究生招生计划

0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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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具体指标(其中$教授和副教授,研究生招生单

位,研究生招生计划和科研经费是开展研究生教育

的基础资源+而国家重点实验室,%

.0&

工程&大学,

%

"%%

工程&大学,研究生院高校以及国家一级学科

重点学科是研究生教育资源中的稀缺资源$亦是培

养研究生的优质资源(此外$考虑到高等学校是研

究生教育的主体$而科研机构以科学研究为主,研究

生教育为辅$所以本文选取的数据仅为各省份高等

学校的研究生教育资源数据(

各项研究生教育资源指标数据来源于
"$$5

!

"$%!

年)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

"$$!

!

"$%"

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

!

O==

K

'22

T

I*?OA;*?)M*?-

2",中国科技资源共享网

!

O==

K

'22

UUU*CA?;C-?C*

7

)V*?-

2

@8<

2"及中国学位与

研究生教育信息网!

O==

K

'22

UUU*?9

7

9?*C9,*?-

2"(

!

"

"基数指标'研究生教育规模以研究生在校生

数来测量$数据来源于
"$$!

!

"$%"

年)中国教育统

计年鉴*+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以各省人均
4>H

来测

量$地区人口以年末人口数来测量$数据来源于

"$$5

!

"$%!

年)中国统计年鉴*(

三!数据分析

%*

研究问题
%

表
"

显示了基于
"$%"

年研究生在校生数的研

究生教育资源在
!%

个省!区,市"间配置的公平性现

状(从总体上看$各项研究生教育资源在受教育者

间的配置比较公平$教育基尼系数均低于
$S5

$其中

优质资源的教育基尼系数普遍高于基础资源的教育

基尼系数(在各项指标中$以国家一级学科重点学

科配置的公平性最低!

5Q$S!!

$相对公平"$研究生

院高校的分布次之$为比较公平!

5Q$S"#

"其他各

项指标的分布均为绝对公平!

5

%

$S"

"(可见$无论

是作为基础资源的研究生指导教师,研究生招生单

位,科研经费$还是优质研究生教育资源的国家重点

实验室,%

.0&

工程&大学,%

"%%

工程&大学,研究生院

高校和国家一级学科重点学科$相对于在校研究生

的分布均为比较公平(

表
1

!

研究生教育资源指标教育基尼系数$$$研究生在校学生数为基数!

基数指标 资源指标 教育基尼系数 均值 标准差 标准差2均值 评价

研究生在

校学生数

教授
$*$0 "'&&*!" %05"*#5! $*'.

绝对公平

副教授
$*$# 5'0%*!" !$".*.$! $*'&

绝对公平

招生单位
$*%$ %#*50 %%*5!. $*'&

绝对公平

科研经费
$*%" "5#.'%#*## !$&&%#5*"$! %*"!

绝对公平

%

.0&

工程&大学
$*%# %*"' %*'#! %*!!

绝对公平

%

"%%

工程&大学
$*%" !*'% 5*&$# %*"&

绝对公平

研究生院高校
$*"# %*.$ !*$50 %*'$

比较公平

国家重点实验室
$*%0 '*!$ #*'!$ %*"%

绝对公平

国家一级学科重点学科
$*!! .*%. %'*&'0 %*0$

相对公平

!!

"*

研究问题
"

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角度来看!表
!

"$各种

研究生教育资源配置的公平性差异较大$总体上仍

然以优质资源配置的公平性低于基础资源配置的公

平性(在基础资源中$教授,副教授和研究生招生单

位基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配置比较公平$即经济

发达地区的高校较多$且高校中教授和副教授亦较

多$反之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教授,副教授和招生单

位则相对较少+同时基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研究

生招生计划配置相对公平!

5Q$S!%

"+但科研经费

的分布却为比较不公平$其教育基尼系数超过了配

置公平警戒线
$S5

$即各省份间高校获得的科研经

费与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并不相匹配(在优质资源

中$各项指标的教育基尼系数均高于
$S5

$即资源配置

均不公平$其中$%

.0&

工程&大学,%

"%%

工程&大学和

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分布为比较不公平$研究生院高校

和国家一级学科重点学科的分布为绝对不公平(

根据各项指标的教育基尼系数值$可以发现配

置不公平的资源均属于研究生教育的优质资源$即

这些优质研究生教育资源并没有因为地处经济发达

地区而配置得更多+同时通过观察优质资源的分布$

可以发现当前研究生教育的优质资源主要分布于北

京,上海,江苏,陕西,湖北等地区(由此可见$目前研

究生教育资源的配置主体,特别是优质资源的配置主

体仍然为国家$而不是以地方投入或市场投入为主(

!*

研究问题
!

从以地区人口为基数的教育基尼系数来看!表

5

"$各项资源指标配置不公平的相对较多$且研究生

0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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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研究生教育资源指标教育基尼系数$$$人均
)34

为基数

基数指标 资源指标 教育基尼系数 均值 标准差 标准差2均值 评价

人均
4>H

教授
$*"& "'&&*!" %05"*#5 $*'.

比较公平

副教授
$*"' 5'0%*!" !$".*.$ $*'&

比较公平

招生单位
$*"$ %#*50 %%*55 $*'&

比较公平

研究生招生计划
$*!% %00&#*.5 %#."!*'! $*.&

比较公平

科研经费
$*5% "5#.'%#*## !$&&%#5*"$ %*"!

比较不公平

%

.0&

工程&大学
$*5& %*"' %*'# %*!!

比较不公平

%

"%%

工程&大学
$*5$ !*'% 5*&% %*"&

比较不公平

研究生院高校
$*&& %*.$ !*$& %*'$

绝对不公平

国家重点实验室
$*5& '*!$ #*'! %*"%

比较不公平

国家一级学科重点学科
$*&# .*%. %'*&# %*0$

绝对不公平

表
5

!

研究生教育资源指标教育基尼系数$$$地区人口为基数

基数指标 资源指标 教育基尼系数 均值 标准差 标准差2均值 评价

地区人口

教授
$*"$ "'&&*!" %05"*#5 $*'.

比较公平

副教授
$*%! 5'0%*!" !$".*.$ $*'&

绝对公平

招生单位
$*%' %#*50 %%*55 $*'&

绝对公平

研究生招生计划
$*!5 %00&#*.5 %#."!*'! $*.&

相对公平

科研经费
$*5& "5#.'%#*## !$&&%#5*"$ %*"!

比较不公平

%

.0&

工程&大学
$*&" %*"' %*'# %*!!

绝对不公平

%

"%%

工程&大学
$*5! !*'% 5*&% %*"&

比较不公平

研究生院高校
$*'$ %*.$ !*$& %*'$

绝对不公平

国家重点实验室
$*&" '*!$ #*'! %*"%

绝对不公平

国家一级学科重点学科
$*'0 .*%. %'*&# %*0$

绝对不公平

教育优质资源均表现为配置不公平(在基础资源指

标中$科研经费基于地区人口的配置表现为不公平

!

5Q$S5&

"$其他四项指标的教育基尼系数均处于

配置公平的警戒线
$S5

之下+其中以副教授的配置

最公平!

5Q$S%!

"$随后为研究生招生单位!

5Q

$S%'

"和教授!

5Q$S"$

"$可以说三者的资源配置相

对于人口分布都是相当公平$即人口规模越大的地

区$省内拥有的教授,副教授和研究生招生单位也相

对较多(在优质资源指标中$仅%

"%%

工程&大学相

对于全国各省份人口的配置为比较不公平$其他各

项指标均表现为绝对不公平$可见目前研究生教育

优质资源仍过分集中在部分地区$大部分人接触到

%

.0&

工程&大学,研究生院高校,国家重点实验室和

国家一级学科重点学科的机会相对较少(

5*

趋势分析

为了深入分析研究生教育资源配置的状况$本

文进一步分析了近年来研究生教育资源分布公平的

变动情况$以了解研究生教育资源配置现状的形成

过程(由于%

.0&

工程&大学,%

"%%

工程&大学,研究

生院高校,研究生招生单位,国家重点实验室及国家

一级学科重点学科名单等近年来变动很小甚至没有

变动$所以分析研究生教育资源配置公平性的变动

趋势时没有考虑以上指标$仅对教授,副教授,科研

经费,招生计划等基础资源指标的教育基尼系数变

动趋势进行分析(同时考虑数据的可获取性$本文

选取
"$$!

!

"$%"

年的数据进行分析(

表
&

!

#

显示了
"$$!

!

"$%"

年基于研究生在校

学生数,人均
4>H

,地区人口数的研究生教育资源

教育基尼系数$根据表
&

,表
'

,表
#

分别制得图
"

,

图
!

,图
5

(

表
6

!

1772

"

1701

年研究生教育资源教育基尼系数$$$以研究生在校学生数为基数

"$$! "$$5 "$$& "$$' "$$# "$$0 "$$. "$%$ "$%% "$%"

教授
$*%" $*$. $*$. $*$# $*$# $*$& $*$& $*$& $*$# $*$0

副教授
$*%! $*%" $*%! $*%% $*%% $*%$ $*$' $*$' $*$0 $*$#

科研经费
$*%$ $*%! $*%! $*%" $*%5 $*%! $*%! $*%# $*%" $*%"

0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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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

1772

"

1701

年研究生教育资源教育基尼系数$$$以人均
)34

为基数

"$$! "$$5 "$$& "$$' "$$# "$$0 "$$. "$%$ "$%% "$%"

教授
$*%. $*%. $*"$ $*"$ $*"$ $*"! $*"! $*"' $*"' $*"&

副教授
$*"% $*"% $*%# $*%# $*%. $*"$ $*"% $*"' $*"' $*"'

科研经费
$*!' $*!& $*!' $*!& $*!5 $*!. $*!' $*5" $*5% $*5%

招生计划
$*!$ $*"0 $*"# $*"' $*"& $*"' $*"& $*". $*!% $*!%

表
9

!

1772

"

1701

年研究生教育资源教育基尼系数$$$以人口为基数

"$$! "$$5 "$$& "$$' "$$# "$$0 "$$. "$%$ "$%% "$%"

教授
$*!$ $*!$ $*"& $*"& $*"& $*"& $*"! $*"" $*"% $*"$

副教授
$*%# $*%' $*%5 $*%5 $*%! $*%' $*%& $*%" $*%! $*%!

科研经费
$*&' $*&' $*&" $*&" $*&" $*&" $*5. $*5. $*5' $*5&

招生计划
$*55 $*5% $*5$ $*!0 $*!# $*!# $*!5 $*!! $*!& $*!5

图
1

!

1772

"

1701

年教育基尼系数变动趋势图

$$$在校生为基数

图
2

!

1772

"

1701

年教育基尼系数变动趋势图

$$$以人均
)34

为基数

图
5

!

1772

"

1701

年教育基尼系数变动趋势图

$$$以地区人口为基数

!!

通过观察图
!

!

图
5

可以发现$三组教育基尼

系数在
"$$!

!

"$%"

年间的变动趋势有较大差异$其

中以基于地区人口的各项指标教育基尼系数变动趋

势最为一致$总体上为缓慢下降趋势$即各种研究生

教育资源相对于人口分布在
"$$!

!

"$%"

年间变得

越来越公平+其他两组教育基尼系数中各种资源的

变动趋势则有所差异(在基于研究生在校学生数的

各项指标中$

"$$!

!

"$%"

年间各项指标的教育基尼

系数都处于
$*"

以下$即各种研究生教育资源相对

于受教育者的配置是公平的+其中教授和副教授的

教育基尼系数呈现下降趋势$而科研经费总体上呈

现出教育基尼系数的上升$在变动过程中表现为

"$$!

!

"$%$

年间稳中有升但在
"$%%

年急剧下降(

在基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各项指标中$教授,副教

授和科研经费的教育基尼系数总体上呈现缓慢上升

趋势$而研究生招生计划则表现为先降后升(

根据以上教育基尼系数的变动趋势可以看出$

随着研究生教育的大众化进程$相对于地区人口的

研究生教育资源配置越来越趋于公平$但是相对于

地区经济发展而言$研究生教育资源配置的公平性

却没有体现出这样的变化趋势(

四!评测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评测结论

第一$基于受教育者视角$研究生教育资源在各

地区间配置比较公平(该视角下资源配置的公平性

正体现出现阶段我国研究生教育资源配置是以受教

育者为导向的$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即无论研究生指

导教师,科研经费,研究生招生单位等基础资源$还是

%

.0&

工程&大学,%

"%%

工程&大学,研究生院高校,国

0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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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重点实验室,国家一级学科重点学科等优质资源都

是根据受教育者规模公平地配置于各地区之间(

第二$研究生教育基础资源配置的公平性优于

优质资源(无论是基于研究生在校生规模$还是基

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地区人口$基础资源的教育基

尼系数普遍低于优质资源的教育基尼系数(导师,

经费和招生单位等基础资源则是开展研究生教育的

基础$是所有地区培养研究生所必备的资源$其配置

的公平性相对较高+而%

.0&

工程&大学,%

"%%

工程&

大学,研究生院高校,国家一级学科重点学科和国家

重点实验室等优质研究生教育资源有较强的稀缺

性$难以在所有省份实现均衡配置(

第三$在
"$$!

!

"$%"

年间$基于研究生在校生

和基于地区人口的研究生教育基础资源配置呈现越

来越公平的趋势$而基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研究

生教育基础资源配置的公平程度则稍有下降(可

见$在研究生教育大众化的进程中$研究生教育资源

配置的改革是基于现有研究生教育结构$朝着满足

在校研究生对研究生教育资源的需求,满足越来越

多人对研究生教育的需求的方向发展$但对适应经

济社会发展的多样化需求的兼顾却不足(

"二#政策建议

%*

建立资源共享机制!充分利用现有资源

我国教育资源仍然十分稀缺$即便是国家财政

性教育支出经费已占
4>H

的
5W

$但与美国

!

#S!W

",英国!

'S&W

",韩国!

#S'W

"

-

"!

.的投入力度

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同时研究生教育资源作为开展

研究生教育,培养研究生的基础$其在各个地区间还

存在配置不公平的现象$而且在优质资源的配置上

表现得更为明显(因此$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建立资

源共享机制$特别是优质资源共享$对于提升资源配

置的公平程度,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具有重要作用(

政府作为资源配置的主体$可以为资源共享搭建平

台$促进研究生教育资源$特别是优质资源在校际,省

际间共享$形成优势互补,资源优化配置的良好局面(

"*

拓宽资源投入渠道!形成多元投入机制

研究生教育产出成果主要包括人才和科研成果

两个方面$归根结底这些成果都要进入市场$为经济

社会发展服务$市场是研究生教育产出成果的主要

消费者$也只有市场才知道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和成

果(所以应该积极调动市场力量办学$提高招生单

位筹集经费能力$加强校企合作$让企业,行业成为

研究生教育的投入主体(另一方面$从受教育者的

角度来看$当前人们对自身知识结构,能力素质要求

越来越高$而且个人经济收入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

而提升-

"5/"&

.

$因而越来越多学生是出于自身需求进

入研究生阶段学习+同时学生在承担相应教育成本

后开展的科研工作可能更有质量$所以研究生个人

也应该成为研究生教育资源的投入主体之一(因

此$研究生教育的投入不能仅仅依靠国家财政拨款$

要在充分利用现有资源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资源

投入渠道$形成以政府投入为主,受教育者合理分担

培养成本,高等学校等研究生培养机构多渠道筹集

经费的研究生教育投入机制-

"'/"#

.

(

!*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统筹地区均衡发展

目前我国研究生教育资源$特别是优质资源在

地区间配置的公平性较差$那么研究生教育产出成

果$特别是高层次,高水平的成果在地区间分布亦不

均衡$而这些成果正是市场所需求的$也是推动地区

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因此$研究生教育发展

和研究生教育资源投入要统筹兼顾两个方面'一方

面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引导研究生教育的资源布

局,学科设置和结构调整$使得培养的人才,产出的

成果能够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多样化需求+另一方

面要统筹兼顾地区均衡发展$发挥政府的资源再分

配作用$通过差别原则给予研究生教育的弱势地区

资源补偿$在资源特别是优质资源投入时应考虑向

中西部地区倾斜$如在中西部地区布局一批国家!重

点"实验室和国家工程!技术"中心等科技创新平台$

以缩小东中西地区研究生教育资源分布差距$平衡

研究生教育发展$提升教育公平程度(

注!

"

由于研究生在校生数基本上是由三年研究生招生计划组

成$所以在测算基于研究生在校生数的教育基尼系数时$

没有考虑%研究生招生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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