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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背景下 

高校集群发展的价值探析 

毋张明
1
 

(苏州大学 文正学院,江苏 苏州 215104) 

【摘 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是深化我国高质量、高层次发展与改革的重要举措,区域内高等教育的

发展质量与教育现代化水平,对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协同创新、品质提升等方面具有重大作用。因此,在时代背

景下对高校集群发展的内涵与意义进行探析,厘清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背景下高校集群发展的价值,对促进教育水平

现代化,推动区域内协同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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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是国家构建现代经济体系,深化我国高质量、高层次发展与改革的重要举措。中共中央、国务

院印发的《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中指出:长江三角洲(以下简称长三角)地区是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

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在国家现代化建设大局和全方位开放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科技创新优势明显,科教

资源丰富,拥有上海张江、安徽合肥 2 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全国约 1/4 的“双一流”高校、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研究

中心。因此,区域内高等教育的发展质量与教育现代化水平,对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协同创新、品质提升等方面具有重大作

用。在当前新一轮科技与产业变革背景下,利用高校资源所汇聚形成强有力的人才向心力,可以全面引领和服务整个社会体系高

质量发展。自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经济社会迅猛发展,在迈向更高质量的发展上具备良好的条件的同时也面临众多

挑战,科创与产业不够深入融合,各项产业发展的协同性也有待提升。厘清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背景下高校集群发展的价值,促进区

域内高校的集群建设,对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协同创新发展,增强区域创新能力与聚合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1 高校集群发展的内涵与意义 

高校集群是高等院校在地理空间关系上的某区域内高等院校的群集,也包括大学城、职教城以及高教园区等高等院校基于地

理空间关系的集聚。高校集群发展是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纵观国内外,那些集聚了一流大学的区域往往是该国家与城市地区的

高等教育创新发展中心,同时,高校集群决定所在区域的科研水平、协同创新、经济发展等能力,区域内高校数量越多,集群程度

越高,协同创新合作越紧密,则该区域在经济发展上越具备优势。 

高等教育园与大学城是当下最普遍的高校集群现象,但从我国高等教育园与大学城的发展现状来看,区域内高校集而不聚成

为共性问题。显然,区域内高校地理和空间上的临近并没有实现校际间的资源共享与创新,对区域外的环境也未形成良性协同互

动。其原因多见于在规划之初,大学城与高教园的建设重心主要在城市区域规划、所在地区的人口红利与经济效益方面,在知识

资源的聚集与共享方面认识不足,缺乏高校集群的规划理念以及区域内相应的运行制度与机制,因而造成集而不聚,难以共享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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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协同创新的局面。 

2 高校集群发展的价值探析 

2.1高校集群有利于区域内人才资本聚集 

人才资源是经济发展重要资源,是实现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的关键一环。高校集群能够将区域内教研人员与大学生群体聚拢,

形成区域内高知识、高层次的人力资本,同时也为高层次人才交流搭建了平台,能够促进知识的传播与交流,形成知识创新平台。

高校人才资源聚集共享教育资源,也能带来学习成本降低,教育资源利用率提高等教育便利。 

2.2高校集群有利于区域内资源共享 

高校集群能够打破相互间封闭的体制机制壁垒,将资源共享作用发挥到最大,实现高校资源的最大效用,在长三角区域一体

化背景下充分做到校际间协同配合,形式良性竞争,弥补自身资源短板与结构性紧缺等问题,在师生交流、专业发展、学科建设、

科研创新等方面形成协同创新的集群优势。 

2.3高校集群有利于人才培养与科研创新 

高校是人才培养与科研创新的重要基地,各高校间由于办学理念与模式不同,因此各有优势与短板,高校集群促使区域高校

转变传统的发展思路,实现区域内高校资源互补与互通,校际间共生发展能够在人才培养、技术创新、科研成果转化开展全方位

的合作,形成有力、有效的产学研协同机制,更有针对性的培养出具有创新精神和能力的人才,从而立足区域服务地方,为城市经

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 

2.4高校集群有利于促进教育现代化 

高校集群推动教育合作发展,能够协同扩大各高校间优质的教育资源供给,依托所在城市和区域的教育资源,跨区域开展交

流合作、协同创新,能够联手打造具有区位优势的一流教育水平。同时,高校的联合发展也能够提升自身硬件与软件实力,打造教

育现代化办学样板区,促进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2.5高校集群有利于助推区域经济发展 

随着时代发展,高校与所在地方经济社会已形成了紧密的结合,地方产业水平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也依赖于高校质量与办学

水准。一个城市的竞争力以及它在区域经济中的地位,实际上已取决于这个城市区域拥有的人才优势和技术研发优势。区域经济

社会水平发展不单取决于资金和物质的简单投入与叠加,其关键因素在于区域内知识创新与技术创新能力,而高校集群的程度,

决定人才培养与科研创新等关键资源供给的质量与数量,进而影响该区域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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