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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们，应该以怎么样的理性视角去审视十多年前开始的高校大扩招。
这毕竟是在为我国当代高等教育发展进程中堪与1977年恢复高考相提并论的大事，上千万的年轻人因
此获得了高等教育。
但是，起初人人叫好的高校扩招，却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反思甚至质疑。
起因或许是多方面的，大批人进入大学的同时，学费大幅度提高；高校教育资源不断被稀释，教育质
量下滑不容否认；各地不切实际的“大学城”风起云涌，占用和浪费了大量资源，尤其是土地资源；
高校容量扩大，却导致就业压力日趋增加，如此等等。
    但是，所有的问题都停留在猜想和经验判断，似乎难以看到相对规范和系统的学术研究。
一些判断难免夹杂个人的感性因素，甚至是经过媒体渲染而达至的某种“效应”。
站在相对规范和理性的角度，对十年的高校扩招加以梳理，以更加深入地探讨高校扩招中的某些问题
，在我看来实在很有必要。
这正是本研究得以形成的基本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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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3章 高校扩招的区域效应　　3.2 测度的指标描述　　在关于地区结构的综合性测度方面，现有
许多成熟的指标。
这些指标在统计计算的简易程度、对研究问题的刻画深度、指标的可分解和继续处理性、指标数据的
可获得性等方面各有千秋。
这些指标的选取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从而给许多研究带来了难度，也给诸多的争论埋下了根源。
　　衡量不同区域的结构差异的指标可以分为绝对差异指标和相对差异指标。
绝对差异是区域间人均意义上的测度对象发展总体水平绝对量的非均等化现象，反映的区域之间测度
对象发展的一种量的等级水平差异。
由于绝对差异包含了选取变量的单位信息，换句话说，不同的单位选择会导致不同的绝对差异结果，
为克服这一问题，需要引入一个指标，克服因为选取指标的单位不同造成的指标之间无法比较的问题
。
而相对差异指标则就克服了因指标选取的不同单位差异造成指标间不可比的问题。
一般而言，相对差异指标是用相对值进行处理来达到上述目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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