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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的大众化通常与增加入学机会

和减少不平等现象有关。印度的实证证据表

明，高等教育系统的扩张伴随着各种形式的

不平等。传统上，印度的高等教育部门增长

缓慢，入学率较低。本世纪见证了戏剧性的

转变，印度高等教育部门经历了不断加速的

增长，带来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在

2017~2018 年，印度拥有 900 余所大学，4.1

万所学院，3 660 万名学生，毛入学率为

25.8%。高等教育发展中的区域不平等现象扩

大了，社会不平等现象仍然很严重，而性别

不平等现象却正在缩小。根据国家教育规划

与行政管理学院高等教育政策研究中心进行

的研究，本文讨论了印度高等教育发展中的

集中度和城市偏向的一些重要特征。这与该

国和世界上其他有着类似问题国家的高等教

育政策有关。 

高等教育发展中的城市偏向 

任何经济增长过程都会产生集中和扩散

效应。资源分配不均造成的集中效应导致区

域两极分化。通过它们的前向和后向联系，

扩散效应导致分散发展。由于知识经济依赖

大学来生产知识和培训知识工作者，因此大

学的分散发展有助于提升科研能力，以支持

更快增长且平衡的地区发展。 

与许多国家一样，印度的高等教育发展

存在城市偏向。第一批大学于 1857年在加尔

各答、孟买和马德拉斯的管辖（城市）建立。

独立后建立的高等教育机构也聚集在城市地

区。20世纪 50年代和 60年代建立的大学和

高等教育机构大都位于城市或半城市地区。

农村研究所和农业大学的建立是这种趋势的

例外。 

就印度的高等教育机构而言，资源匮乏

的地区和低入学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20

世纪 70年代，公共政策特别重视在农村、欠

发达和丘陵地区建立高校，以减少高等教育

发展中的城乡失衡。但是，私人高等教育机

构的激增削弱了减少区域不平等现象的公共

倡议。随着 20世纪 80年代及以后对高等教

育公共投资的减少，私营部门开始积极在城

市和半城市地区建立高校，尤其关注专业和

技术学科。 

高等教育机构的聚集 

作者开发了一种集中度度量来评估高等

教育机构分布中的不平等。该测量方案考虑

了年龄段（18~23岁）、高等教育总入学人数、

每个地区的院校数量、院校的平均规模以及

毛入学率。 

高等教育机构分布的地区差距扩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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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每 10万人口拥有的大学数量，从比哈

尔邦的 7所到特兰加纳邦的 56所不等。虽然

在所有州高等教育机构的数量都在增加，但

增长率却有所不同。换句话说，提供高等教

育的地区不平等现象加剧，其原因更多是由

于院校数量增长率的变化不同，而非没有增

长的情况。 

在大多数州，集中度与毛入学率正相关，

与院校平均规模负相关。这些发现表明，高

等教育机构高度集中的州拥有更大规模的机

构，每个机构的入学率更高。鉴于高校数量

与高中（其毕业生对高等教育产生了越来越

高的社会需求）数量之间呈正相关（0.84），

因此，这不足为奇。 

进一步的分析表明，私立院校所占比例

较高的州，其高等教育机构的密度也较高。

私立高等教育机构数量的增加导致各州高等

教育机构的集中度增加。另一方面，在主要

依赖公立院校的州中，高等教育机构集中度

较低。这些趋势表明，市场对渐增的高等教

育社会需求的反应是高等教育机构在城市地

区越来越集中的原因。 

基于对 635 个地区的分析后发现，与其

他地区的高等教育机构相比，某些地区的高

等教育机构高度集中。分析显示，有 17个地

区没有单独的高等教育机构，而 191 个地区

的高等教育机构集中度很低，这些地区必须

加以关注开设新的高等教育机构的需求。54

个地区必须建立普通高等教育机构，121 个

地区需要技术型高等教育机构，而 16个地区

同时需要这两种类型。紧随其后的是，大约

293 个地区也需要建立高等教育机构来满足

其人口的需求。 

集中度带来的启示 

此处得出的总体结论是，印度高等教育

发展中存在着高校的集聚和城市偏向。将近

75%的地区（部分地或是完全）没有高等教

育机构。根据集中度指示的优先次序建立新

的高等教育机构可以帮助该国消除在提供高

等教育上的现有不平等现象，并实现更加均

衡的高等教育区域覆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