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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周仲高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完成的《中国高等教育人口的地域性研究》一书就要付梓了，作为他的
导师，我欣然命笔。
　　作者有着扎实的教育学功底，把人口与教育问题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是他的优势所在。
此书从地域性视角对我国高等教育人口的空间演变轨迹、地域特征及成因、未来变化趋势进行了系统
的研究，书稿图表和数据准确可靠，条理清楚，思路清晰，论证严谨，方法恰当，文字流畅，该研究
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应用价值。
　　首先，作者根据学科发展的脉络，明确提出“高等教育人口”的概念，并指明高等教育人口地域
性是基于地理环境、区位等地域性因素的独特性。
这一研究视角独特，并涉及多个学科，如人口学、地理学和高等教育学等。
在学科壁垒森严的知识体系中，作者敢于挑战并勇于创新，值得鼓励。
　　其次，本书对我国高等教育人口的地域演变过程作了系统梳理，得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
如本书研究认为，1950年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人口增量明显，但高等教育入口的地域分布变动较小。
以省域为单元的分析表明，高等教育人口规模、密度的省域分布序位相对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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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高等教育人口的地域性研究》围绕高等教育人口“地域演进一成因解释一地域评价一未来
趋势”这一主线构架全篇，回答了我国高等教育人口的地域性是什么样的？
为什么如此？
如何评价？
未来趋势将会怎样等系列问题。
《中国高等教育人口的地域性研究》通过对我国历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实证分析，指出我国高等教育人
口地域分布的特征、演变趋势、形成原因，系统梳理了我国高等教育人口的地域分布变化过程，发现
了一些基本规律。
《中国高等教育人口的地域性研究》的主要创新是提出了我国高等教育人口分布具有非均衡性，但其
分布却是基本合理的见解，并为建立高等教育人口学做出了尝试性的探索。
　　《中国高等教育人口的地域性研究》适用对象：高校人口学、教育学专业的师生及相关管理部门
的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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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仲高，1979年生，现就职于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与人口学研究所。
研究领域宽广，先后获江西师范大学教育学学士、厦门大学管理学硕士和浙江大学人口学博士学位，
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人口学、人口社会学，承担过世界银行AAA项目、国家社科青年基金项目、浙江
省社科规划重点项目等多项课题，发表学术论文2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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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1.2 选题意义：知识增进与现实需求　　论题对我国高等教育人口地域性进行系统的梳理与研究
，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
如前所述，论题研究本身是一种知识增进的方式，并对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战略、人才规划与战略
甚至是国家与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均有参考价值。
概括来说，本书选题具有如下理论意义：第一，对中国高等教育人口的地域性规律进行探索。
本书对地域性的研究体现了社会科学对空间研究的关注。
它既着力于对中国高等教育人口的时代性演进规律的把握，也致力于对中国高等教育人口的地域性展
开规律的探索，强调高等教育人口的地域性，是对高等教育人口所依赖的自然环境基础的重视，也是
对社科问题的空间／区域视点的关注；反映了研究视角的转换。
第二，从多个学科出发，对我国高等教育人口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梳理；本书虽以问题研究模式进行构
思，但在理论基础、研究方法等方面仍依托于多个学科。
中国高等教育人口的地域性研究是人口学、高等教育学和地理学（区域科学）等学科的交叉研究领域
。
因此，本书研究在内容上立足于学科交叉点，在研究方法上有利于采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潘懋
元，2002），是多学科交叉研究的尝试。
第三，提出了高等教育人口的概念，深化了人口质量的研究。
本书界定了高等教育人口的概念，按受教育水平对人口进行分类。
本书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人口学研究的领域，是对人口学体系的丰富。
　　本书研究具有如下的现实意义：第一，为高等教育发展战略提出了许多现实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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