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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与区域互动发展论》

内容概要

张振助同志所著的《高等教育与区域互动发展论》一书即将出版，作为指导教师，我深感欣慰。从选
题、修改、定稿，我们进行了多次讨论，我认为，全书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选题新颖，具有挑战性。首届世界高等教育大会指出，大学的根本使命就是促进社会的可持续
发展和进步。知识经济时代，高等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更加密切，大学已从社会的边缘走向社
会的中心，成为社会发展的发动机。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区域化和高等教育地区化的出现，高等教育与
区域如何良性互动发展的问题亟待研究。目前，此类研究尚不多见，系统研究更为缺乏，因此本选题
不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一定的理论价值，而且具有一定的挑战性。
第二，构架严密，具有逻辑性。全书分为3部分，共8章，从理论到实证再到策略。理论部分（第一、
二章）阐述了高等教育与区域互动发展的理论基础、国际经验；实证部分（第三、四、五、六、七章
）厘清了中国高等教育与区域互动发展的挑战与机遇、互动发展模式、非均衡特点及互动发展中出现
的新问题，同时，剖析了互动过程中存在的组织、机制、制度等问题；策略部分（第八章）从组织、
机制、制度创新的角度提出了中国高等教育与区域互动发展的若干策略。二三个部分条理清楚，论证
严密，一气呵成。
第三，观点独到，具有指导性。就互动组织创新，提出“发挥研究型大学作用，衍生大批知识型企业
”、“走多元化发展道路，实现由政府体制内办学向政府体制内与体制外企业、社会共同办学的格局
，缓解高校教育资源紧缺的矛盾，满足区域经济发展和人民日益增长的高等教育需求”；就互动机制
创新，提出“高校、政府、企业等各互动主体要树立共同成长的观念，激发互动内驱力”、“建立以
股份制为载体的产学研合作机制，以市场为导向的高等教育多元筹资机制，以股权、证券为纽带完善
风险投资机制，以‘才’为核心的人才流动机制”；就互动制度创新，提出“建立高等教育与职业教
育立交桥、建立弹性学习制度和多元化学位制度等有利于更多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教育制度”等。这些
观点，对建立高等教育与区域互动发展的保障机制、政策选择具有深远的意义。
第四，视野开阔，具有立体性。《高等教育与区域互动发展论》突破了就教育论教育的研究定式，从
社会、经济、教育协调发展的高度，研究互动发展问题。如从高等教育基本理论（高等教育哲学、高
等学校职能、高等教育产业属性）与经济发展理论（新增长理论、非均衡发展理论及城市化理论）两
个维度，研究了高等教育与区域互动发展的若干理论基础；从高等教育、区域发展、两者互动发展的
协调性三个层面对高等教育与区域互动发展的非均衡特点进行了全面系统分析；采用系统内外结合的
研究方法，从各省普通高校的自身系统（规模发展、经费投入、办学条件、师资水平）、高中阶段教
育的支撑能力、外部市场需求程度及区域经济发展支撑水平对各地区普通高校的规模和扩招能力作了
合理判断，彰显了作者宏观研究功底。
第五，数据翔实，具有典型性。作者搜集了国际国内有关经济、科技、劳动就业、人民生活、人力资
源、高等教育的规模发展、经费投入、科学研究、条件保障等方面的大量最新数据，打牢了定量研究
的基础。全书共制作数据表100余张，涉及数据指标数百个，人均GDP、三次产业的增加值与就业人数
比重、城镇人口比重、R&D投入、每百万人口中高校科学家与工程师人数、每10万人口中大专以上文
化程度人数、恩格尔系数、教育消费支出比例、每10万人口中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高等教育毛入学
率、生均教育经费、重点学科数、科技成果转让收入等。这些指标的选择，对阐述互动发展具有相当
的典型性、代表性和较强的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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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第一章 高等教育与区域互动发展的理论基础第一节 高等教育职能及产业属性第二节 区域发展理
论第三节 城市化理论第二章 高等教育与区域互动发展的国际比较第一节 历史演变第二节 运作模式第
三节 运作机制第四节 发展趋势第三章 中国高等教育与区域互动发展的宏观环境第一节 时代挑战第二
节 市场需求第三节 政策环境第四章 中国高等教育与区域互动发展的基本模式第一节 产学合作教育模
式第二节 校企科研合作模式第五章 中国高等教育与区域互动发展的非均衡研究第一节 高等教育资源
区域分布的非均衡分析第二节 区域发展水平的非均衡分析第三节 高等教育与区域发展协调性的非均
衡分析第四节 区域高等教育发展潜力的非均衡分析第六章 中国高等教育与区域互动的新趋势第七章 
中国高等教育与区域互动发展的问题研究第八章 中国高等教育与区域互动发展的策略研究主要参考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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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区域联合与融合是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必然选择。　　虽然每个区域都有相对独立的利益，
但由于区域发展不平衡和区域经济梯度转移的存在，由于经济发展分工协作的需要，每个区域又必须
相互依赖，通过联合与融合实现共同发展。这种联合有助于减少区域间的冲突，减少区域间壁垒，促
进分工协作；有助于扩大要素流动范围，提高要素配置效率；有助于资源互补；有助于共同管理和综
合开发；有助于融合经济、文化、政治。　　（三）非均衡理论视角：高等教育是打破区域平衡，实
现区域经济梯度转移的关键所在　　区域经济的发展需要有相应的高等教育系统与之配合，为其提供
智力支撑。高等教育的科类结构、布局结构、功能发挥直接影响人才培养的规格、质量、水平，影响
区域产业结构的布局，影响区域的技术创新能力，成为区域经济实现梯度转移的关键所在。　　高等
教育具有教学、科研、服务三大职能。高等教育机构一方面通过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成为科技创新和
提升区域产业结构的主要力量，另一方面通过教学成为高科技人才的主要提供者、劳动力整体素质提
升的主力军，从而有效地降低效率工资。不同质量的劳动者在单位时间内创造的价值相差极大。据美
国统计测算，小学毕业的劳动效率为0.48，中学毕业的劳动效率为1.08，大学毕业的劳动效率为3.00。
另外，区域内各类高等教育资源通过整合，形成一个与区域互动发展的高等教育系统，发挥系统的整
体优势，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　　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对高等教育与区域互动产生很大影响。首先
，区域经济发展的梯度格局（如我国东部发达、中部欠发达、西部落后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形成
，导致不同地区在人才需求的总量、规格与结构上存在很大差异，这对区域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层次
结构与专业结构产生很大影响。这就要求区域高等教育灵活机动适应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格局，提
升区域综合实力。其次，受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的影响，高等教育的资源分布、结构、层次也存在着
不平衡的现象，也要求高梯度区域的高等教育与低梯度区域开展一些跨区域的合作，以发挥增长极和
增长点的辐射作用。再次，在不同的单位区域，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也存在协调或不协调的
问题，这就需要通过区域发展政策积极引导，促进两者协调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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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貌似是导师的学长写的
2、2016-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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