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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规划处                              2017年 4 月 27 日 

【聚焦高教改革】 

雄安、通州建设引发的思考：高校如何顺应时代寻发展之路？ 

   无论是河北雄安新区的成立还是北京城市副中心通州的建设，都昭示着疏解北京“非首

都核心功能”的计划已提上日程。承接北京高校功能疏解，首先应是服务于当地产业发展的

需要，和新区产业高度相关的院校应是重点承接对象。由此可见，北京的部分高校理应一马

当先，筹划分校区建设，以促进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 

  近日，中国人民大学通州校区、北京电影学院怀柔校区、北京城市学院顺义校区等，均

已列入北京市 2017年重点工程计划中的“非首都功能”疏解项目；中国传媒大学成立雄安

新区发展研究院；北京农学院与通州区农委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紧跟时代，顺应潮流。大学改革发展的道路在哪里？当代中国的大学建设为什么要面向

区域、坚持“产教合一”？本文将以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程为鉴，结合中国当下的产业布

局现状，一窥新型高校发展的方向所在。 

2016年，中国各项改革事业将面临方向性的选择，在经济新常态的影响下，产业发展

的模式将面临重大调整，不同区域的发展路径将产生巨大差异。随着经济发展的重心逐步下

移，结构转型导致的人才需求多元化为高等教育的发展带来了挑战和机遇。《国家中长期教

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指出，“高校要牢固树立主动为社会服务的

意识，全方位开展服务”，为区域高等教育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引。在“产教融合”“科教融

合”的改革思路之下，现代大学需要面向区域产业发展才能够找到教学与科研增长点，持续

提高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的质量与效率。变革与调整将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新常态”。 



大学组织如同独立的个体，拥有鲜活的生命，但也永远无法将其社会属性剥离。只有服

务于社区、融于社区，与社区进行资源互换，大学才能够获得勃勃生机。这也是高等教育千

年以来的发展历史证明的基本逻辑。纵观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与格局变迁，无论是意大利博

洛尼亚大学的建立还是英国牛津与剑桥的博弈，都源于大学知识传播与创新的属性与社区居

民对知识的态度之间的矛盾与供需变化。 

在大学诞生的初期，落后的生产力条件下，人们选择“用脚投票”来重构抑或是消解知

识中心，大学由此也具有了“流动性”。这种以知识加工为核心内容的学术社区与市民社区

融合的互动模式从中世纪开始便发生了作用，促成了大学的逐步成型与完善。到了现代，多

重社区之间的互动则是通过知识创新中心的建立来凝聚和吸引人才，并不断强化他们之间的

联系，最终形成科技中心与产业中心的统一。现代大学的发展与区域经济、产业的发展密不

可分，相互促进，呈现螺旋上升的状态。 

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与发展，现代大学组织与区域发展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集聚

性更加明显，而兴起和衰落产生的惯性也愈发显著。美国波士顿地区 128 公路、旧金山湾区

的兴起、发展、繁荣乃至衰落都是大学与区域经济紧密结合的典型案例，其生态系统的变迁

对于我们理解大学面向区域的战略有着重要的意义。 

“面向区域”是现代大学的基本功能。在美国二十世纪初功利主义哲学和教育民主化思

潮的指导下，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的发展联系更为紧密，“教学、科研与社会服务”构成了

稳定的三角结构。这种现象成为大学“现代化”的基本表现形式。由于美国是分权型社会，

作为威斯康星地区的州立大学，威斯康星大学根本的资金来源于州政府的资助，再加之《莫

里尔法案》（赠地法案）的支持，由此确定学校的根本任务是服务于区域经济发展。时任威

斯康星大学校长查尔斯·范海斯理解的“社会服务”就是“区域服务”。他认为“大学的边

界就是州的边界”，需要推动大学为社会提供直接的服务，使大学与社会生产、生活实际更

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被称为“威斯康星思想”（Wisconsin Idea）。克拉克·科尔指出：

“公共服务概念始于美国的赠地学院运动。”而正是在公共服务理念的推动下产生了“威斯

康星思想”，进而推动了美国高等教育社会服务功能的全面实现。 

美国高等教育的高速发展起源于公立大学的兴起，而大学发展的区域化又是产业经济区

域化的必然趋势。从结构上来说，现阶段美国公立高等教育占到整体规模的 80%左右，与我

国高等教育的结构相当，而美国高等教育的内涵与区域产业的匹配度要远高于中国。况且，

现在美国的高等教育与产业结构经历了上一轮经济危机的破坏，正处在修复的过程中。在可

预见的五至十年，美国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将进一步耦合，将对我国高等教育教育供给

和产业人才需求形成双重压力。在这样的内外部压力下，我国高等教育的区域发展战略对建

立良好的知识生态系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稳定的人才供给和人才安全有着重要的战略

意义。 



国家公布的“一流大学、一流学科”计划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各地方政府开始了新一轮

的高教改革浪潮。静观反思，随着这项战略的开展，我国高等教育机构将会出现两个截然不

同的发展方向。一方面，有条件、有能力的高校将依托国家的优势资源冲击世界级的学科排

名，逐步远离区域，服务国家战略；另一方面，大部分地方高校则紧密配合社会领域的综合

改革，通过公共服务的发展思路，将高等教育从大众向普及化稳步推进，成为地方经济、社

会、文化发展的核心。中央政府将适时在重点扶持的同时对高等教育进行重新结构化分类，

甚至通过院校协同、学科协同的策略对高校进行跨省布局。 

目前，应用技术大学的转型，是我国现阶段高等教育结构性调整的第一个阶段，是在政

府层面进行大学区域化改革的重要尝试。在应用技术大学转型成功的基础上，可能会逐步完

善应用技术大学的纵向分类以及横向分级，并辐射到其他综合类、单科性专业大学，顺应经

济发展的需要调整我国高等教育结构与功能，服务于地方、国家的产业布局，最终实现高等

教育机构与区域发展的动态耦合。同时，基于产业发展的市场性特征，省际之间的合作与交

流也将成为区域形成的前提，无论是产业还是高等教育的发展，将面临打破边界、重构区域

的过程。 

目前，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已经转向多元化的趋势，跨省跨地区的产业布局也正在

悄然形成。经济新常态下，高质量的人才培养与创新性的知识的提供将成为供给侧改革的重

要内容，需要各级地方政府与高等教育机构两方的认识提升，创新执政理念与方法，明确高

等教育发展在区域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切实落实高等教育在供给侧改革中的重要作用。（源

自麦可思研究） 

 

【新动态】 

产学合作协同培育“新工科”人才——教育部与腾讯公司签署合作备忘录 4月 26日，

教育部与腾讯公司签署教育合作备忘录，双方未来 3年将在“新工科”人才培养、创新创业

教育改革和校园信息化建设等方面开展合作。 

教育部副部长林蕙青出席签约仪式并介绍了教育部在推进产学合作协同育人方面的工

作部署。面向国家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教育部将深入推进系列卓越人才教育培养计划，

推广实施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积极构建高校与实务部门、行业企业协同育人的新机制，

促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推动更多优质社会资源转化为育人资源。此次，教育部和腾讯之

间的合作，是产学合作协同育人机制的积极探索和实践，将为其他企业参与教育合作提供示

范。 

腾讯高级执行副总裁汤道生表示，腾讯公司将继续借助其系统的行业见解、深厚的技术

基础、强大的云服务能力、丰富的在线教育平台等优势资源，积极探索和实践产学合作协同

育人机制，支持高校开展创新创业教育，推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为教育行业赋能。 



根据此次签署的备忘录，双方合作的范围将主要涉及创新创业教育改革、云计算和网络

空间安全等领域核心人才培养、基础研究拔尖人才培养、高校信息化建设等 4个领域。（教

育部） 

“一带一路”战略下文化与教育高端论坛在西安召开  4月 22日,由北京师范大学和陕

西师范大学联合举办的“一带一路战略下文化与教育高端论坛”在陕西师范大学举行,来自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中国工程院、国内外“一带一路”沿线十几所高校,及一批从事数字

传播技术的企业代表参加论坛。 

论坛就如何推进文化、教育与新兴传播技术深度融合,为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服务展开深

入研讨。吾守尔•斯拉木院士、吴建平院士、陕西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甘晖研究员、北京师范

大学周明全教授、菲律宾比较教育学会会长等中外专家先后作主题演讲,就创新设计与海上

丝绸之路大数据、虚拟现实与数字文化遗产、丝路文化共同体构建的传播战略等议题发表了

深入而独到的见解。 

论坛还围绕“一带一路”战略下文化与教育传播主题,举行了北京师范大学 “‘一带一

路’国家教育研究成果”和陕西师范大学“‘一带一路’智库集成《丝绸之路通鉴》”发布

仪式。同时,启动陕西师范大学 “一带一路文化教育传播智慧港建港” 建设,“智慧港”将

整合校内外文化、教育和数字传播技术资源,实现政府资源、产业运营和管理、科学研究成

果及人才培养的有效整合,打造“一带一路”文化保护与传播、教育现代化、文化教育传播

人才培养、文化教育交流与合作的新高地。（摘自中国教育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