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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强市视野下青岛高校

区域文化的引领与发展

华章琳，蔡 萍
( 青岛理工大学 人文学院，山东 青岛 266520)

［摘 要］青岛丰富的高校文化资源对提升青岛的城市竞争力具有重要作用。它能够对城

市文化建设起支撑作用、驱动作用、引领作用和升华作用。在文化强市战略下，青岛高校应主动

融入青岛、服务青岛。青岛高校文化建设应进一步明确自己的办学思路、凝练大学精神，构建促

进城市文化建设的立体化平台，发挥高校科研成果的辐射作用，以多种方式参与青岛文化创意

产业建设，以便促进青岛城市文化的建设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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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时代，文化的地位越来越突出，提高文化软

实力已成为大国的战略共识。中国共产党一直重视

文化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特别是

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

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

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

义现代化文化强国的奋斗目标。这是中国共产党历

史上第一次以全会的方式单独规划文化发展战略，

突出反映了党和国家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中国

迎来了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最佳历史时刻。
文化与城市休戚与共，城市因文化而提升、增

辉，文化因城市而传承、创造。21 世纪的城市不仅

仅是经济硬实力的较量，更是文化软实力的较量。
文化已成为中国新一代城市发展与竞争的主要内驱

力。青岛市政府一直重视文化在青岛城市发展中的

重要作用，2008 年提出了“建设滨海现代文化名城”
的战略思想，2011 年又提出了“文化青岛”的文化建

设蓝图，要求“着眼于为建设宜居幸福的现代化国

际城市提供强有力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舆论支持

和文化条件，深入推进文化青岛建设”。［1］
沐浴着国

家文化强国战略的春风，青岛文化强市战略必将进

一步提升青岛在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中国甚至东

北亚地区的地位并发挥青岛在该地区的引擎作用。
一、高校区域文化对青岛城市文化建设的引领

作用

一座城市的繁荣与发展既体现为经济的繁荣与

发展，也体现为文化的繁荣与发展; 经济的发展决定

着城市发展的速度，文化的发展决定着城市发展的

高度。而城市文化的繁荣与发展的基础力量与文化

支撑点是当地高校文化资源。“大学文化和大学精

神是国家意志、历史传统、社会趋势和多元文化的融

合体，是时代精神的表征，是社会先进文化的集中体

现。”［2］
而以“立足社会、面向社会、服务社会”为办

学理念的当代大学又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力量

推动城市文化的发展，从而提升城市文化竞争力; 另

一方面，城市文化又渗透到高校文化中，使高校文化

打上地域特色的文化烙印，推动高校文化的发展。
因此，为了实现青岛文化的大发展与大繁荣，就要充

分发挥驻青高校优势，使之积极参与到青岛文化强

市的建设与发展中来。
青岛是中国高等教育非常发达的城市，是中国

高校比较集中的城市。青岛目前有中国海洋大学、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青岛大学、青岛理工大学、青
岛科技大学、山东科技大学、青岛农业大学、青岛职



业技术学院、青岛滨海学院等 23 所本、专科院校。
这些高校虽然办学年代和办学规模不同，学科和专

业侧重点不同，但近几年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与关心

下，通过办学理念的完善和自身结构的调整，23 所

高校都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各个学校的影响力、辐射

力和服务力都有了明显的提高，在青岛文化强市战

略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青岛高校区域文化

引领作用日益突出，具体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 一) 高校文化的核心价值追求能够对城市文

化建设起支撑作用

正如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需要中

国人民自己探索一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

设也没有具体的范例。因此，在提出了实现社会主

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的基础上还有一个怎样建设

的问题。思想文化领域的复杂性、特殊性，思想文化

所内含的传统与现代、积极与消极、先进与落后、精
华与糟粕、娱乐性与意识形态性的特点，决定了文化

建设必须解决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以便实现

文化建设的真正大发展大繁荣，而不是社会的一锅

烂粥。因此，无论是国家层面上的文化建设，还是青

岛地方层面上的文化建设，都有一个价值观的问题，

都有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价值诉求问题，而这一

问题不仅适合于中国，也适合于美国、日本、韩国等

文化发达的国家。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体系是兴国之魂”的重要论断。全会指出: 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
必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精神

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的全过程，坚持用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这是继“四项基本原则

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等著名论断

之后，党提出的又一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和深远影响

的论断。这一论断鲜明地解决了如何建设和发展社

会主义文化的问题。因此，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统领、指导文化建设既能繁荣壮大文化，又能弘扬时

代主旋律。培养和造就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武装

起来的文化建设者无疑最能保证文化建设和发展的

正确方向，从而营造健康向上的社会风气。而高校

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主阵地。“高等学校

肩负着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

的历史使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在高校开

展得如何，直接关系到我们培养的人才对社会主义

祖国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进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

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3］“大学在人的发展中具有

重要作 用。它 要 培 养 人 才; 人 才 的 本 质 是 人，有

‘才’而无‘人’，就失去了大学的真谛。”［4］
高校的

思想道德建设、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概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等思想政治

理论课的教学本身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

与培育。培养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相融、自然科学

与人文社会科学相融、学术研究与社会责任相融、创
新能力与实践能力相融的大学生成为新时期各个大

学的人才观和教育理念。
( 二) 高校文化的现代人力资本观能够对城市

文化建设起驱动作用

著名经济学家 M． Poter 曾经提出经济发展一般

要经过要素驱动阶段、投资驱动阶段、创新驱动阶段

和财富驱动阶段的发展历程。要素驱动阶段的内驱

力主要体现为廉价的劳动力、丰富的自然资源、广袤

的土地; 投资驱动阶段的内驱力是传统经济学推动

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之一的“投资要素”，它通过

政府大规模的财政预算、大规模投资生产、基础设施

建设来推动经济的发展; 创新驱动阶段的主要推动

力量是知识与技术; 财富驱动阶段主要以日常生活

休闲、享受、娱乐、消遣和人的健康投资为经济发展

的内在驱动力。当前世界经济发展正处于技术创新

驱动阶段和财富驱动阶段的临界点。技术创新驱动

阶段也就是现在公认的知识经济和创意经济时代。
而创意经济时代对人力资源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这就决定了青岛文化的发展不能采取传统的单

纯通过土地的出让、廉价劳动力的剥削、简单资本积

累的方式来进行，而应通过教育来全面提高人的整

体素质，实现人力资本和人力资源的良性循环，提高

人才、知识、技术的集约化程度，从而实现青岛经济、
社会、文化和教育等诸多领域的跨越式发展，提升青

岛的核心竞争力。
( 三) 高校文化的前瞻性与超越性能够对城市

文化建设起引领作用

高校是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培养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建设者的主阵地，同时也是国家、社会和城

市主导精神的发源地，还是国家、社会和城市变革的

先行者。大学的引领作用突出地表现为能够“自觉

地以进步的思想、优秀的文化、文明的行为、先进的

技术、科学的知识引领社会，以文化创新、知识创新、
科技创新、管理创新来服务社会，使大学成为辐射地

方经济社会，令社会向往、敬仰、崇拜甚至效仿的精

神家园、文化领地和科学摇篮。”［5］20 世纪初，就因

为有北京大学等北京高校青年在民族危机时期体现

出来的民族觉醒意识，掀起了“五四运动”，才拉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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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也因此而有了“没

有北大，中国的现代史就有可能重写”的一说; 20 世

纪 70 年代末，由南京大学提出并引发的真理标准问

题的大讨论，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作了思想理论的铺

垫。此外，剧作家洪深、小说家沈从文、教育家蔡元

培、变革家康有为、小说家老舍、文学家闻一多等文

化人在 20 世纪早期都曾经在国立青岛大学 ( 后改

为山东大学) 或附近的中学里任教，这些名人及其

文章的影响使青岛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由默默无闻

变得声名远扬，青岛因此而有了全国独具特色的

“大学路”，青岛也成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因此，

引领文化，推进社会文化的进步与发展是高校与生

俱来的职能。而大学的这种职能内含于大学本身的

前瞻性、超越性。大学的前瞻性体现为它不仅为未

来培养输送人才，还要为未来创造新的思想、观念和

意识，打造新的精神和灵魂。大学在思维方式、价值

取向和行为规范上具有不同于其他社会群体的团体

意识和气质特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高

校文化的社会参与性空前加强，它为社会主流文化

提供新文化要素，也培育出艰苦创业、公平正义、以
人为本等时代文化因素，这些进步的思想观念与精

神实质成为民族精神和城市精神的主要文化因子。
而大学的超越性体现为大学所从事的活动，无论是

教育、管理还是教学、科研，其实质本身是一种精神

活动，是一种理性追求、价值培育、人文关怀的活动。
在这种精神活动中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能够有机地

结合，人类的创造力得到充分的发挥，人类的精神得

到充分的张扬。因此，高校文化也就有了超越世俗

的特点，也就有了一种匡正时弊、扬善惩恶的功能。
高校文化的这种超越功能表现为它来源于城市文化

又高于城市文化，并反作用于城市文化，它提升了城

市文化的内涵。为处于社会转型期的物质财富日益

丰富、精神诉求日益迫切的城市提供一种超越羁绊

的力量，对急躁、冷漠、世故、低俗的不良社会风气起

一种纠偏作用，从而引导社会全面健康地发展。
( 四) 高校文化的开放性能够对城市文化建设

起升华作用

高校文化不但具有前瞻性、超越性的特点，还具

有开放性的特点。高校文化的开放性决定了它可以

对城市文化发挥辐射作用，升华城市的内涵与气质。
高校文化的开放性保证了高校文化在继承传统的同

时能够紧跟时代潮流，从而使高校在传承历史、关注

未来的发展中能够把积聚和创造的新理论、新知识、
新思想和新技术辐射到整个城市，从而对城市的建

设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高校文化对城市的升华作

用主要体现为塑造城市形象，凝聚城市精神。城市

形象是指城市的整体风貌和特征为社会相关公众所

认同的整体印象，是城市的内在素质和文化内涵的

外在表现。城市精神则是在城市形象的基础上，对

城市的历史、发展、文化的积淀、提炼、升华，是一种

与城市和市民血脉相连的精神力量。城市形象与城

市精神是城市发展的名片、灵魂，是城市市民归属

感、自豪感的内在因素，是高端人才集聚的磁石场。
高校是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城市形象塑造和凝

聚城市精神发挥着重要作用。高校通过高素质的人

才、先进的理念提升城市形象，以其先进的文化、特
有的智慧凝聚城市精神，通过专家教授卓越的见解

为城市建设和发展把脉。如青岛理工大学倡导的学

术民主与学术创新和以人为本的办学理念、“百折

不挠、刚毅厚重、勇承重载”的校训，既是青岛理工

大学近 60 年办学历程所凝练的精神的体现，也是青

岛城市建筑文化、建设历史的生动体现，更是“诚

信、博大、和谐、卓越”的青岛城市精神的有机组成

和内化。在青岛城市精神的讨论过程中，100 多位

专家发表了意见。专家学者的积极研讨为总结、提
炼和培育青岛城市精神提供了历史和现实的依据

二、发挥高校文化优势，促进青岛文化强市建设

地方高校是地方高等教育的载体，是地方文化

建设的主要力量，因此，青岛高校是实现青岛文化大

发展大繁荣的主要保证。大学教育的本质是一种文

化活动，引领文化发展方向是大学的基本功能，大学

本身是城市最大的文化教育基地，本身就是城市文

化建设的品牌形象。因此，在青岛文化强市战略的

指导下，青岛高校应更主动地融入青岛、服务青岛，

努力转变办学理念、办学思路，在升华自己的同时，

积极促进青岛城市文化的建设与发展。
( 一) 凝练核心价值追求、更新办学理念，培育

特色鲜明的大学精神

大学是一个亚社会，大学文化是一种亚文化。
现在的大学早已不是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在新一

轮高等教育改革浪潮下，大学发生了很大变化: 一个

是校园变大，许多高校都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校区;

一个是规模变大，每个高校的在校生人数差不多都

在两万人左右。许多高校俨然就是一个大学城，大

学在城市中，城市在大学中。因此，大学的形象、风
貌，大学的精神越来越影响到当地城市的形象、风貌

与精神。早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清华校长梅贻琦

就曾说过 :“大学之大，并非 有 大 楼 也，乃 有 大 师

也。”先哲们所说的“大师”既是个体主体存在的标

志，更是一种大学精神的倡导。美国著名教育家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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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特说过 :“大学的荣誉，不在它的校舍和人数，而

在于它一代一代人的力量。”面对青岛新一轮的城

市转型，面对文化青岛的培育和建设，青岛市的 23
所高校应充分利用这个机会，更新教育理念，变革教

育体制，进一步凝练办学特色，培育特色鲜明的大学

精神，从而引领周边地区文化的发展。
( 二) 构建促进城市文化建设的立体化平台

高校是一个教育资源极其丰富的亚社会，青岛

高校应主动地融入到青岛城市发展的方方面面，为

青岛城市文化建设服务。为此，青岛高校面对文化

青岛建设应具有机遇感、使命感、责任感，应利用其

本身的文化资源服务于青岛的文化建设与发展，构

建促进城市文化建设的立体化平台: 第一，建设开放

型校园，让市民走进大学，感受大学氛围，采取灵活

有效的方式开放学校的图书馆、文化艺术中心、大学

生活动中心、操场和体育馆等高校文化设施，为构建

学习型城市作贡献; 第二，开设各类培训班、学习班，

培训社会各层次人员，宣讲先进文化、先进知识、先
进理念等，提升市民素养; 第三，通过社会实践使大

学的教育过程同解决现实社会中的实际问题结合起

来; 第四，建立网上辅导、网上实习讲座、网上咨询、
网上培训的网络服务化体系，为市民提供网络文化

服务; 第五，利用校地双方各自在文化资源方面的优

势，相互合作开展人才培养工作，为校地双方提供人

才智力支持。
( 三) 校地合作共建，发挥高校科研成果的辐射

作用

高校在把自身建设成为高素质人才培养中心和

创业者摇篮的同时，也要努力把自身建设成为地方

原创性科学研究的基地和科研成果转化的苗圃。为

此，青岛高校应加强项目的研究工作，促进产学研一

体化，加速科技成果转化，为地方发展提供智力支

持。科技成果本身就是大学创新文化的结晶，科技

成果转化就是文化的凝聚和生成。因此，青岛高校

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实质上也是引领区域文化的

重要方式。青岛高校一方面要制定发展目标，逐步

建成一个能直接为当地经济文化服务、产学研相结

合的、能培养受社会欢迎的高素质创新人才的学科

专业新体系，另一方面要最大程度地营造学术研究

自由、民主，治学规范、严谨的氛围，鼓励和支持科研

和教育工作者积极争取地方开发性和基础性科研项

目，如 2011 年的青岛市“双百”课题和青岛市社科

课题都有文化青岛、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文化发展

等文化类研究项目。高校也可以出台科研政策，鼓

励科研人员主动关注社会、融入社会、服务社会。如

可以自己发现课题、进行自行研究; 也可以面向市场

选题，努力创造价值，推动科研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

化。青岛高校科研成果的社会推广，本身就是对青

岛经济、文化建设的强有力支持。
( 四) 积极参与区域文化产业建设，引领青岛区

域文化发展

“文化强市”的一个关键任务是要以文化促进

城市经济的发展，而文化产业是振兴地方文化经济

的重要保证。文化产业被称为“第四产业”、“朝阳

产业”，是名符其实的“知识经济产业”和“低碳经济

产业”。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规定: 到 2020 年文化

产业要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目前，文化产

业已成为青岛市新的支柱性产业。“2010 年，全市

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达到 436. 3 亿元，文化创意产

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比重达到 7. 7%。”［6］
虽然文化

产业已成为青岛市新的支柱性产业，但和国内许多

城市如深圳、上海、大连、天津、西安、长沙等相比，无

论数量还是质量都还有一定的差距，因此，丰富文化

产业的内涵、提高文化产业的比重是青岛文化建设

的一个关键性目标。“一方面，文化创意产业的发

展需要高等教育提供更新的知识、优秀的人才，也需

要高等教育生产先进的思想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

选择; 另一方面，高等教育也需要文化创意产业为之

提供资金和各种信息资源，实现成果转化，进而为文

化产业发展服务; 此外，两者的良性互动，还可以共

同催生出文化体制上的新和谐，这包括政策上的、法
规上的、资金投入上的、人力资源上的、成果转化上

的等诸多方面。”［7］
青岛高校应通过以下途径促进

青岛文化产业的发展:

一是主动研究青岛文化历史、文化类型、文化特

性，毕竟文化、科技、人才是文化创意产业的三大因

素，一个远离自己民族文化传统的创意只能是东施

效颦。高校应主动开展民族、民间、民俗等文化遗产

数字化保护项目及开展各类大型文艺展演和体育比

赛等文化惠民活动。
二是青岛高校应根据自身特点和优势，设置市

场急需的有关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方面的专业，如

文化产业经营、公共文化事业管理、文化规范与传播

等; 设置灵活多变、面向地方文化市场的课程; 吸收

先进的教育思想，推动文化研究成果向现实生产力

转化。青岛目前有中国海洋大学、青岛理工大学、青
岛科技大学、青岛农业大学、青岛恒星职业技术学院

和青岛职业技术学院等全日制院校可以培养文化产

业人才，此外，还形成了青岛动漫游戏学院、青岛新

未来动画教育培训学校等多所民营培训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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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青岛高校应通过加强与地方文化企业的合

作，积极向娱乐、影视、旅游、出版等文化企业提供

信息咨询和科技服务，主动向他们转让现代科技文

化成果，加速开发文化产品并推向市场，不断增加

文化产业中的科技含量。还可整合校地艺术、动漫、
影视、新闻媒体等方面的人才和设施资源，创造以青

岛本土文化为主要内容的影视、戏剧、书画、音乐、舞
蹈等艺术精品，建设具有引领和牵动作用的文化大

项目，提高地方文化产业在国内甚至国际的竞争力。
总之，城市文化与高校文化体现为一种互动关

系，城市文化为高校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土壤与文化

因子，而高校文化又是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充分发挥高校文化对城市文化竞争力的提升作用，

既能创造出和谐、高雅的城市文化，又能推动高校文

化自身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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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d and Development of Qingdao University Regional Culture in Vision
of Strengthening City with Culture

HUA Zhanglin，CAI Ping

(School of Humanities，Qingdao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Qingdao，Shandong 266520，China)

Abstract: Qingdao rich cultural resource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improving city competitiveness． It func-
tions as supporting role，driving role，leading role and sublimating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ity culture． Under the cultural strategy of
strengthening city with culture，Qingdao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should be actively integrated into Qingdao and serve Qingdao City．
Culture construction in these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should further clarify their educational ideas，refine university spirit，build the
three－dimensional platform for promoting the city culture construction，bring into play the radiation role in university scientific fruits
and participate in a variety of ways to the construction of Qingdao cultural creative industry so as to actively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Qingdao city culture．
Key words: university culture; strengthening city with culture; Qingdao; city competi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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