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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区域经济发展增长极核的高校经济圈与城市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高度的互

动效应。高校经济圈的形成，提升了城市的消费能力，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为城市发展培养

和储备了人才，为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供了创新动力。同时，城市经济的发展

为高校经济圈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基础和动力。为推动高校经济圈与城市经济的互动发展，政府

应做好发展规划，实现高校经济圈与城市经济的无缝隙对接; 构建高校经济圈与城市经济发展

的利益共同体，形成互动发展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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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与城市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高度的联动关

系，这种联动关系效应是高校经济圈形成并辐射城

市经济发展的基础。一方面，高校发展为城市经济

发展提供了科技动力和人力资本。依托高校的人才

和科技在城市地理空间的集聚而形成与发展起来的

高校经济圈，由于集聚效应的发挥，对周围地区的资

源、技术、信息、资金、人才等产生吸引力和向心力，

进而形成城市经济发展的增长极核，有力带动城市

产业结构的转型和优化升级。另一方面，高校经济

圈的形成与功能发挥不是孤立的，它有赖于城市经

济的需求拉动和城市的资源供给、政策支持，高校经

济圈的发展对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具有依存关系。
一、高校经济圈与城市经济互动关系的形成

中国高校与城市经济发展之间的合作起步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但发展较为缓慢，直至 90
年代中后期，才开始建设以各类高校为主体的科技

园区，如北京中关村大学科技园区，已经成为中关村

科技园区及首都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

分，形成了政府与高校之间的良好共建合作关系。
但在大多数城市，城市与高校之间的良好合作关系

尚没有形成，也就是说并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高

校经济圈。那么，何为高校经济圈呢? 简言之，高校

经济圈是指在一定地理空间范围内，依托高校的人

气集聚和知识创造力而发展起来的涵盖了教育教

学、科学研究、高新技术产业、文化娱乐、商业休闲、
培训出版、物流信息以及相关的三产服务于一体的

一种区域性经济业态。［1］
这里的高校既可指一所高

校，也可指多所高校的集群。前者如牛津、剑桥大学

经济圈，大学的下属学院分布在城市地理空间上，形

成“城中校、校中城”的格局，大学已与城市之间实

现无缝隙结合; 在国内如吉林大学“六大校区、八个

校园”的办学格局使得吉林大学的校园分布在长春

市的不同方位，有“美丽的长春市坐落在吉林大学

之中”的说法，当然，这是高校合并的结果，并不是

真正意义上的高校经济圈。中国 20 世纪末、21 世

纪初兴起的大学城建设是高校经济圈形成的雏形。
这也说明一个问题，即高校经济圈能否形成不在于

高校的多少，而在于高校的实力和影响力。那么，高

校经济圈是如何形成的呢? 从形成的条件来看，可

以分为两种类型: 一是自然形成，二是主动建构形

成。西方国家的著名高校经济圈一般以自然形成为

主; 在中国，大多情况下是政府进行规划引导而形成

的。因为，自然形成需要经历很长时间，而且要达到

高度集约化和规模化的程度需要消耗更多的资源，



因此，目前以政府为主导推动高校经济圈的形成和

发展是主要形式。通过政府的规划引导，可以在较

短的时间内充分集聚高校的人才和知识资源形成集

聚效应，进而在规模经济集聚效应的基础上形成经

济活动的“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高校经济圈俨

然成为城市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增长极核。所谓“极

化效应”是指增长极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的发展产

生吸引力和向心力，吸引周围地区资源、技术、信息、
资金、配套产业向核心地区集中而形成的产业集中

和地理集中的现象。高校经济圈的“极化效应”必

然带来经济圈规模的扩大和功能的完善，吸引更多

的资金、技术、资源流入经济圈。同时，随着增长极

核的发展，还会产生一种经济活动的“扩散效应”，

带动极核周围地区经济的发展。规划的目的就在于

最大限度地发挥高校经济圈本身的“集聚效应”以

及基于此而产生的“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发挥

高校经济圈在促进城市和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推动和

辐射作用。［2］

高校经济圈与城市经济的关系在直观层面表现

为高校与其所在城市的空间关系，但这并不是二者

关系的实质内容，二者关系的核心在于高校的知识

创造力形成的对资源的集聚效应及由此而形成的对

城市经济发展的辐射作用，以及城市所提供的基础

设施和资源信息对高校科技人才及资源集聚带来的

推动作用，这种关系现象可以概括为高校经济圈与

城市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现象。从上述关系的形成

来看，这种关系的形成是有条件的，也就是说并不是

一个城市只要有高校的存在就必然形成这种关系，

这种关系的形成与高校经济圈的形成类似，主要有

两种可能: 一种是高校与城市之间经历过长期的磨

合而逐渐形成的，这一形成类型主要在具有古老大

学的一类城市，比如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经济圈，大

学已经与城市经济连为一体; 另一种是由外力推动

在较短时间内形成的，比如美国的密苏里、日本的筑

波大学城经济圈等，它们是在二战后随着高等教育

的迅猛发展，由国家、政府、高等院校和企业等多方

合作而共同构建的。［3］
中国目前初具规模效应的武

汉东湖高校经济圈、上海松江大学城以及处于起步

阶段的天津海河教育园区都属于后者形成模式，直

接来说就是在政府主导规划下形成的。
现代高校经济圈与城市经济的互动发展起源于

美国硅谷模式。硅谷模式的核心是将大学和科技研

发联合在一起。斯坦福大学校长特曼教授于 1951
年提出“技术专家社区”构想。明确指出大学应该

兼有科研和技术转让的特性，并以此理念创办了斯

坦福工业园。［4］
目前，硅谷已经形成了包括斯坦福

大学、圣克拉大学和圣何赛大学等 100 多所中高等

专业学校的西方现代大学城，以大学城为动力构筑

了硅谷高校经济圈，其显著特点是“产、学、研”一体

化。值得指出的是，高校经济圈与大学城是有区别

的。大学城表现为高校在城市地理空间的聚集，如

果仅仅是简单的聚集，那么构不成高校经济圈; 高校

经济圈是以“产学研”一体化为动力的产业现代化，

也就是说，是否通过高校的聚集带动产业集聚、优化

与升级是判断高校经济圈形成与否的主要标志。因

此，可以说，高校经济圈自身的人才集聚效应和知识

创造力的扩散功能一旦形成规模，必然成为辐射城

市及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可持

续创新的增长极核。
二、高校经济圈对城市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

高校经济圈以人气聚集为基础，以知识创造力

为核心，对城市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是十分显著的，

尤其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一) 增加城市人口流动，提升城市的消费能力

高校在城市地理空间的聚集，带来了大批生源

的汇聚，随着普通高校办学规模的扩大以及新的高

等职业院校、民办学校的兴起和发展，“高校人口”
已经成为城市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定时期内

成为城市消费的主力军之一。这个庞大的相对较为

稳定的流动人口群体在城市的聚集，拉动了城市餐

饮、服饰、文化娱乐等服务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

的就业岗位。以秦皇岛市为例，目前，秦皇岛有各类

高等院校 13 所，全日制在校学生 20 多万，［5］
如果以

人均月消费 800 元为标准，以年消费 10 个月计算，

全年生活消费就达到 16 亿元。这还仅仅是学生的

直接生活消费而已。由于学生群体的存在，各个高

等学校还配备了必要的教学科研和后勤保障人员，

以及校办产业的从业人员及其家属，这些粗略估计

不下 10 万人，这又是一股巨大的消费力量。因此，

高校在城市空间的聚集，大大提升了城市的消费

能力。
( 二) 拉动城市服务业的发展，创造大量的就业

岗位

高校带来的人气聚集效应，不仅提升了城市的

消费能力，而且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还是以秦

皇岛为例，高校几十万师生的聚集，需要城市提供大

量的物质和文化资源，由此带动了高校周边服务业

的发展，特别是餐饮业、住宿业、服饰业以及娱乐休

闲业的繁荣。同时，高校师生的知识特性也推动了

城市文化市场、培训市场的发展。这些以服务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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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为目标的服务业的兴起，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

位。由于餐饮、娱乐服务业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对

从业人员的专业能力要求较低，因此，就业门槛相对

较低，这些行业也成为转移农村劳动力和城市下岗

再就业人员的主阵地，大大缓解了城市的就业压力，

维护了城市的稳定发展。同时，由于依托高校的人

才和技术优势而创办的企业更是提供了大量的就业

机 会，如，美 国 波 士 顿 银 行 1997 年 发 表 的 报 告

《MIT: 冲击创新》显示: MIT 的毕业生和在校教师已

在全球创建了 4 000 家企业，就业人数达 110 万，其

中一大批企业是在高校所在城市孵化和创业而发展

壮大起来的。
( 三) 为城市发展培养和储备人才，加快技术的

接受、消化、创新速度

高校是城市文化品位的体现之一。一所知名高

校往往成为城市的品牌，它可以大大提升城市的知

名度。同时，高校也是培养人才的基地，一所城市如

果有若干所重点高校，必然能够为城市的发展提供

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支撑。同时，高校也是高端人

才聚集的中心，城市可以以高校为平台招揽杰出人

才，只有具有一个较高的平台，才能留住人才。同

时，高校科研人员具备高深的专业技术知识，对新知

识、新技术的接受、消化能力较强，有利于技术引进

的及时消化，有利于建立在技术消化基础上的新产

品的开发，加快技术创新的速度。
( 四) 在促进城市文化产业、高科技产业发展中

具有独特影响

高校是人才和知识集聚的场所，一所重点大学

往往成为城市的名片。高校的知识创造力和人文精

神有力地拉动了城市文化产业的发展，特别是高校

的设计、艺术以及人文类专业人才的聚集往往成为

城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动力引擎。同样，高校在

促进城市高科技产业发展中也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因为高科技产业发展的第一要素是人才，而高校是

人才的集聚地，有了人才就有了科技成果产生的前

提，也就为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反之，高

科技产业的发展又为人才的集聚搭建了平台，吸引

外围人才向产业集聚，从而进一步推进产业的发展

升级。这是一条人才及其效用发挥的效应链，其中

高校是关键一环，高校不仅集聚了大量现有人才，而

且还能源源不断地培养出新的人才，这成为高科技

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资源条件。因此，可以说，一

所重点大学往往成为城市科技进步和高科技产业发

展的重要孵化器，比如，武汉的“光谷”就是充分依

托周围高校的人才和科技资源优势，而形成了具有

国际影响力的光电子产业基地，诸如此类的例子不

胜枚举。
( 五) 为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

供创新动力

高校发挥人才优势，进行科研创新和成果转化，

可以成为拉动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优化升级的动力

引擎。比如，《MIT: 冲击创新》显示: MIT 校友和教师

创建的公司的综合实力若折合成一个国家的综合实

力的话，将排在世界第 24 位，其年销售额高达 2 320
亿美元，大约相当于 1 160 亿的 GDP，远高于许多独

立国家。这份报告让我们看到一所大学对于国家经

济发展的重大影响。国内的数据也证明了这一点。
2009 年，环同济大学知识经济圈为杨浦区贡献了

4. 5 亿元的地方财政收入，创造了“大学、政府、产

业”紧密合作，大学与区域互动，推动创新体系建设

的“三区融合、联动发展”的同济模式。［6］
因此，知识

是大学的主要源泉，知识经济时代的大学在国家和

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着更加强大的创新辐射作用，

在人才与知识溢出、催生新产业、提升区域和城市竞

争力等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各级政府应该

充分利用高校知识资源优势来促进城市和区域经济

发展方式的转变。
三、城市经济对高校经济圈发展的推动功能

高校与城市经济发展呈现高度的联动效应，城

市经济发展使城市有能力向高校提供更多的资金投

入，提供更好的发展环境，对于高校人才和科技优势

的发挥以及形成具有集聚和辐射效应的高校经济圈

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 一) 与城市经济发展互动是高校经济圈形成

的基础

高校经济圈的形成不是孤立的，它必须依托于

一定城市地理空间而存在，需要与城市之间保持信

息、资源和能量之间的交换，城市经济发展对人才和

技术创新的需求是高校知识创新的动力。与城市经

济的互动发展，也为学校的学科建设提供了强有力

的支撑; 与周边产业的结合，直接催生了高校学科群

的形成和发展。比如，同济大学为了服务于环同济

知识经济圈打造全中国最大的规划创意产业集聚地

的目标，于 2009 年 5 月 26 日成立了同济大学创意

设计学院，致力于为中国正在大力发展的创意产业

培养急需的高层次设计师以及设计教育、设计研究、
设计管理类紧缺人才。同济大学创意设计学院积极

加强与国际创意设计圈的交流，目前已跻身世界前

20 创意设计学院的行列，树立了中国品牌，为学校

学科发展和区域产业发展注入了活力。［7］
因此，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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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的人才创造力只有与地方产业需求相结合，才能

使技术创新与产品研发成果实现迅速转化而投入市

场，只有研有所用，才能进一步形成研发动力。源源

不断的技术需求和科技研发相结合，才能催生“产

学研”互动长效机制的形成，而这一点则是高校产

业经济圈形成的重要基础。
( 二) 城市经济发展创造了适合高校经济圈发

展的宏观环境

高校经济圈与城市经济的界限是模糊的，城市

经济的发展状态直接决定着高校经济圈的生存条

件。高校经济圈的研发条件和基础环境都由城市提

供，特别是城市经济的需求将直接决定着高校科技

研发产品和技术的销售市场。因此，城市经济是高

校经济圈发展的重要载体。我们知道这样一个规

律: 城市经济越发达，政府的财政收入就越高。政府

的财政收入提高后，用于城市的基础设施如交通、通
信等方面的投入就会增加。因此，如果处于交通条

件好、信息灵通、基础设施完善的城市中，以高校为

载体的经济圈就能够得到较快的发展，实现经济圈

的规模和集约效益; 同时，也只有城市经济发展得

好，地方政府才有财力支持高校的发展，政府对高校

有计划的扶持和对高校与企业之间的合作引导是高

校知识创造力实现产业转化的重要条件。就中国高

校经济圈的形成来看，政府规划引导是主要形式，政

府规划引导的力度如何直接取决于城市经济的综合

实力以及城市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因此，从一个

方面可以说，也只有一流的城市才能孵化出一流的

高校经济圈，如旧金山的硅谷大学城经济圈，美国波

士顿的哈佛大学、MIT 大学经济圈，北京的中关村高

校经济圈等。从另一个方面也可以说，高校只有在

城市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中有大作为，才

能获得城市政府的大支持，所谓“有为才能有位”。
因此，高校要积极调整学科结构，实现与地方产业结

构的匹配，地方政府要充分发挥高校的优势学科群

特色，积极寻求与地方产业基础相结合的新兴产业

的发展，通过多方结合、联合互动，尽快形成产学研

联动的契合点和利益共同体。因此，可以说城市经

济的发展状况决定了高校经济圈发展的宏观环境

基础。
( 三) 城市经济发展对高校的需求提供了高校

经济圈形成的条件

城市经济发展需要科技创新的支撑，城市产业

的调整、升级以及新兴产业的发展都离不开人才的

支持。高校是人才的聚集中心，也是科技创新的中

心。城市经济发展对高校的需求包括两个方面: 一

是对人才的需求，包括对大量技术人员的需求，还有

企业管理人员的需求，这就为高校的人才培养提供

了市场; 二是对技术创新的需求，这有赖于高校及科

研院所高端人才的知识创新，有赖于高校与企业之

间的联合互动与攻关。城市经济发展提出的对人才

和技术创新的需求，为高校的发展注入了一股活力，

尤其是企业的技术需求是源源不断的，特别是知识

经济时代，产品的更新速度加快，需要不断推出新产

品，这就为高校社会服务功能的发挥提供了广阔的

空间。同时，有市场需求，高校就获得了研发动力，

满足市场需求，实现与企业的合作，就能为高校的科

技研发提供源源不断的经费支撑。因此，可以说城

市经济发展对高校的人才和技术需求成为“产学

研”合作关系形成的动力之源，也成为实现以高校

为载体的知识资源集聚的有利条件，而知识资源集

聚的出现直接推动了高校经济圈的诞生。
四、推进高校经济圈与城市经济互动发展的对

策建议

高校经济圈与城市经济发展呈现高度的联动效

应，是一个互相促进的循环发展过程。那么，如何推

进高校经济圈与城市经济的互动发展呢? 笔者提出

如下两点建议:

( 一) 政府高度重视，做好发展规划，实现高校

经济圈与城市经济无缝隙对接

政府应该高度重视高校经济圈作为一种新的经

济现象崛起的巨大潜力和能量，有意识、有目的地引

导高校资源优势与城市经济发展需求的结合，实现

高校经济圈的快速成长与振兴，发挥城市和区域经

济发展的增长极核的功能作用。这就必须做好高校

经济圈的发展规划，并将这一规划作为城市发展总

体规划的一部分。首先，要充分认识到加强高校经

济圈的规划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可以避免高校

经济圈自然形成过程中的资源消耗，实现资源集约，

节约发展成本; 另一方面，通过规划能够加快高校经

济圈的“集聚效应”、“极化效应”以及“扩散效应”
的形成与发挥，实现更大的效益。其次，必须站在战

略的高度将高校经济圈的发展纳入城市经济社会发

展规划总蓝图中来，要与城市产业结构实现对接，充

分依托高校经济圈的增长极核效应实现产业结构的

优化升级，进而形成与高校经济圈科技水平的同步

化。这里值得强调的是，应该将高校经济圈发展规

划与城市产业园区建设统一起来，实现产业园区的

发展定位、空间布局、项目建设与高校经济圈相对

接，主动承接高校经济圈成果转化，依托高校集中的

优势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在项目引进上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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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把准入关，体现“高精尖”和产业聚集，把优质项

目引进来，凸显示范产业园区的知识性、创新性和特

色性，真正实现产业园区建设与高校经济圈的资源

优势无缝隙对接。
( 二) 构建高校经济圈与城市经济发展利益共

同体，形成互动发展长效机制

高校经济圈不是飞来之物，不能脱离城市经济

的基础而存在。然而，高校经济圈高知识性的特征

决定了高校经济圈的对外影响力具有超地域性，或

者说已经超越了传统区域经济实体的地域限制。特

别是网络经济时代的到来，使得高校经济圈的产业

辐射力进一步增强，高校经济圈往往能够在不同的

地理空间产生影响力，从而带动经济圈外的特定区

域经济的发展。比如，高校经济圈的科研成果可以

在圈内实现转化，在圈内实现生产销售循环，也可以

与圈外企业合作，在圈外实现转化，从而在多个地理

空间同步形成“增长极核”。在所有圈外辐射区域

中，高校经济圈所在的城市具有“近水楼台先得月”
的优势，因此，政府应该抓住这一优势，不能让这一

大好的资源流失掉。要利用好这一资源，需要政府

做好工作，这就要确保城市经济具有承载高校经济

圈知识溢出的能力，包括城市产业承载能力、政产学

研合作和互动能力、基础设施和经济环境承载能力

等，也就是必须具有对高校经济圈知识创造力成果

的充分的吸收力和消化力，简单来说，就是知识成果

在该地区的投放与转化要取得相对于其他地区的效

益优势。这种效益优势的形成，一方面要靠政府提

供良好的发展环境保障，另一方面需要城市产业与

高校经济圈真正实现需求供给的长期互动。这就要

求城市产业具有一定的技术基础，产业的需求可以

形成对高校经济圈知识成果创造的刺激，高校经济

圈知识成果的创造可以迅速实现在产业中的转化，

最终形成长期合作的利益共同体，在发展和合作中

实现“双赢”和“共赢”。只有如此，才能形成高校经

济圈与城市经济互动发展的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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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Interactive Development Between the University
Economic Circle and the City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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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is a highly interactive effect between the university economic circle as the growth pole of the regional economy devel-
opment and the c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formation of the economic circle has the following functions: first，it improved the citys
consumption ability; second，it created employment posts; third，it cultured and reserved talent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forth，

it provided innovation driv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and the optimization and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t the
same time，the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economy has provided the basis and the power for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universi-
ty economic circle．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interactive development between the university economic circle and the city economy，the
government should focus on two aspects as follows，one is to work out the development plan，realizing the seamless docking between the
university economic circle and the city economy; the other is to build a community of interests between the university economic circle
and the city economic development，and formate the lasting effect mechanism of interactive development．
Key words: university economic circle; city economy; interactiv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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