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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学与城市都是全球、区域和本地维度交织的空间。作为不同属性的社会组织

形式，二者既有自然空间和社会空间层面的相互嵌入，又有精神空间层面的相互疏离。英国

大伦敦区高等教育与城市的协同发展。既体现在工业之都、金融之都和知识之都的城市转型

中高等教育形式、类型和体系的创新发展。又体现在追求经济层面互惠互利和城市发展空间

正义中高等教育职能和机制的拓展。国家和地区层面的政策推动以及高校层面的合作机制促

进大伦敦区高校与城市形成深度融合的协同共生关系。在城市与大学的发展中。既要重视互

惠互利关系，又要强调空间正义导向，发挥大学在城市空间生产中的基础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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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知识经济时代，大学与城市的关系变得

更加复杂，它们既相互依赖，又可能相互背离。

一方面。大学作为所在城市“支柱机构”

(anchor institution)的作用日益凸显，在城市发

展和经济增长中发挥关键作用，并成为城市经

济发展的“黏性资本”(sticky capital)；Itl另一方

面，大学追求的是普遍知识，国家对精英大学

的政策又强调超越地域限制，同时大学评价和

排名看重的是大学学术研究的卓越程度．而非

对本地的服务。对于城市的空间布局和资源分

配来说，大学在土地等方面的扩张也可能与城

市发展利益相悖。因此，管控分歧、实现互惠

成为大学与城市协同发展的首要任务。伦敦、

纽约等是世界级城市，同时也是高等教育密集

地。在2019年全球城市综合排名中，伦敦连续

十年蝉联三甲，并凭借在创新上的稳定表现成

为全球最具潜力城市。伦敦的突出表现与其高

等教育成就密不可分。大伦敦区(the Greater

London)聚集了40多所高等教育机构．是英国

高校最密集、高等教育水平最高的区域．也是

在全球四大世界大学排名上唯一拥有4所世界前

50名高校的区域。其中。伦敦大学联邦拥有17

个附属学院和10个研究机构，它们之间强强联

合、优势互补，有效应对了城市与大学发展的

二律背反，在促进伦敦城市发展和空间均衡的

同时，发展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高等教育系

统。研究大伦敦区与其高等教育系统之间的互

动机制，对我国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对标国

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谋划以“四点一线一面”

为重点的战略布局、不断提升高等教育对区域

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力和引领力具有重要的借

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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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伦敦区高等教育与城市协同发

展的时空脉络

从历史来看，大学与城市由相互疏离走向

互动发展，逐步形成了共生共荣的关系．大学

因城市而盛。城市因大学而兴。【2l大学的起源与

城市的出现密切相关。大学与城市形成了动态

的复杂关系。这种关系从最初依靠大学溢出效

应间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逐渐转变为大学对

地方经济更加正式和制度化的引领作用。131 19世

纪，现代大学“第一次学术革命”将科学研究

置于重要位置。科学研究因追求知识的普遍性

而强调超越地域限制．造成大学与所在城市的

割裂。【4】以知识的商业化为标志的“第二次学术

革命”，强调大学要承担地区发展、创新和领导

的职责。19世纪以来。大伦敦区的高等教育与

城市发展形成了独特的互动模式。大学长期重

视城市的需要，并适时变革以适应城市：城市

为大学提供资源和需求。大学生长与城市发展

动态契合并深度融合。大学与伦敦的政治、经

济、文化融会贯通。彼此深度对接。大学与城

市融合共生。协同共进。l司

(一)工业之都与新大学：基于人才培养

的协同

从18世纪开始，工业革命使伦敦一跃成为

欧洲最大的工业城市。从英美城市化的发展历

程来看．当城市化率达到50％左右时会呈现出繁

荣发展与矛盾凸显并存的现象．即出现城市化

拐点．此时高等教育表现出明显的适用性走向

和民主化走向。帮助两国顺利渡过城市化拐

点。i61为满足快速增长的工业社会的需求和应对

城市化进程中的问题．伦敦市迫切需要超越传

统的古典大学模式，创办新式大学，从古典化

转向世俗化、平民化和泛智化。与旧大学相比，

新大学倾向于把地区经济发展放在更加重要的

位置。同它们的创建得到了本地富有财团的支

持，更加强调科学和技术学科(包括医学)，而

这些学科对新兴的城市经济发展和工人健康非

常实用。阐大伦敦区建立新型大学的迫切需要与

其良好的社会经济条件产生碰撞。共同催生了

伦敦大学。作为大伦敦区的第一所高校，伦敦

大学在创建初期由伦敦大学学院和国王学院两

所完全独立的学院组成，开设了法律、医学、

工程学、化学、政治经济学等现代科学课程，

培养各个领域所急需的人才，以促进大伦敦区

社会经济发展。1835年。这两所学院达成协议，

决定成立新的伦敦大学．并将二者置于新的机

构之下。在这一时期，虽然大伦敦区在保守势

力的巨大压力下建立了与传统大学截然不同的

伦敦大学。但是高校和政府、产业、社区之间

并没有形成深入的互动关系。大伦敦区的高校

依然是与社会隔离的象牙塔，与城市的互动也

仅限于人才培养方面。然而，伦敦大学以专业

技术人才培养和培训等方式迈出了高等教育与

城市共生的第一步。大学与城市的互动实现了

共赢．推动了新式大学的建立和伦敦作为工业

之都的形成。

(二)金融之都与大学发展：基于城市转

型的协同

从19世纪中叶开始。伦敦经济逐渐从制造

业向服务业转型，并成为服务经济主导的城市。

19世纪70年代．伦敦成为当时世界上重要的国

际金融中心之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伦敦

的第三产业占比超过60％．远高于同期的巴黎和

柏林。同从20世纪90年代起，英国整个金融服务

业每年对GDP的贡献在5．5％到6．5％之间(2010

年达到近9％)，其中一半的产值来自伦敦。po]不

断增长的城市服务经济体系直接带动了城市产

业结构的调整和对高端人才的需求。促进了城

市资源的优化配置。在城市产业空间重组的进

程中。城市的集聚效应和大区域城市空间要素

的集约化。使城市形成了各种特色城区。1111自

20世纪80年代起．伦敦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逐

渐形成明显的等级体系和功能定位，空间分布

呈现出多极化、等级化、功能化特征。城市中

心主要承担高级商业服务．内城区和郊外的新

兴商务区则主要面向国内或当地制造业。彼此

之间密切协作。P2i与产业转型和城市空间布局相

适应。大伦敦区的高等教育机构分布向城市中

心集聚。继续教育机构分布向城市外围扩散。

内伦敦地区高等教育层次、水平及规模明显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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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外伦敦地区，伦敦的5所世界一流高等教育学

府均分布在内伦敦地区。113]在此期间，大伦敦区

建立了多所技术学院、社区学院、多科技术学

院。二战后根据《罗宾斯报告》的建议，大伦

敦区内的布鲁奈尔大学和伦敦大学城市学院完

成向高等技术学院的升格。这些学院多为大伦

敦区内的小型技术学院或培养专门人才的教育

机构，工程类、应用类学科是其传统学科领域。

1966年成立的伦敦大学城市学院．开设了机械

工程、工艺美术、应用物理学、钟表、家庭经

济学等领域的课程，这些课程和专业支撑着伦

敦市服务业的发展。这一时期。大伦敦区的高
量

等技术教育与城市的互动逐渐增多，在人才培

养方面更加强调为本地发展培养实用型技术人
强

才。在专业和课程设置方面强调与城市产业特

“ 判 色及发展方向紧密结合。同时课程教学与社区

普及相结合。伦敦城市大学的城市校区就坐落
_

i 在金融城，伦敦城市大学、城市大学卡斯商学

院等皆以金融城的企业为研究对象和毕业生就

敦规划2020年(草案)》[London Plan 2020

(draft)]等大伦敦区政府的报告都把高等教育视

为城市发展的优势所在，强调高等教育与地区

经济的相辅相成。此时，大伦敦区多样化高等

教育体系逐渐形成，涵盖了联邦制伦敦大学中5

所世界一流研究型学院、10所英国高水平学术

型大学、13所由多科技术学院升格的教学与应用

型大学、14所专业性人才培养大学。旧这些高等

教育机构的学科专业设置与本地区产业结构变

化保持高度吻合。根据英国高等教育统计局

(HESA)2018--2019学年的数据，伦敦地区高

校各专业在校生人数占比从高到低依次为商务

管理(14．96％)、创意设计(11．93％)、医学相关

学科(11．28％)、社会科学(10．27％)和生物科

学(8．48％)，而占比最低的是农业及相关学科

(0．32％)和兽医(0．48％)。【1固相较于英国其他地

区，大伦敦地区的信息通讯、科技活动、金融

保险、房地产、行政管理、文娱产业的从业人

员较多。正是这些产业带动了伦敦地区经济的

繁荣发展。而这些产业所涉及的学科领域、所

需要的专业人才与伦敦地区高校的优势学科专

业和重点培养的人才类型相匹配。在大伦敦区

经济转型下，大伦敦区高等教育和城市发展在

物质基础、管理制度、政策环境构成的共生单

元中趋于稳定和成熟。两者在互相适应发展过

程中表现出明显的相互牵引性。进入协同共生

的状态。

二、大伦敦区高等教育与城市发展的

协同机制

大伦敦区经历了从工业城市到金融中心．

再到“创意之都”的两次城市转型。与此相应．

大伦敦区高等教育也从创办新型的伦敦大学．

到发展高等技术教育．再到建立统一的多样性

高等教育体系．城市转型与大学发展表现出同

频共振的协同共生效应。二者的协同共生源于

国家、区域和大学层面的政策引导和机制推动。

(一)政策机制：国家与地方政策对大学

参与职能的强调

从国家层面而言，1997年，英国《迪尔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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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The Dearing Report)就强调了大学对地

区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多重影响．包括对文化旅

游和社区发展的影响。由于政策议程的转变。城

市中的大学不再过于强调国家要求和宏观研究．

而是更加关注地方和区域发展。【19】近20年来，

英国决策者和学者日益明确地认识到大学在地

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在提高人力

资本和推进地区知识创新方面的作用。2017年．

英国商业、能源与工业战略部发布的白皮书

《工业战略：建设适应未来的英国》(Industrial

Strategy：Building a Briton Fit for the Future)指

出，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清洁增长、未来交

通运输和老龄化是英国未来工业发展的四大挑

战。白皮书特别强调了大学对所在地区日益重

要的贡献，其中“地区”一词被提到了150余

次。白皮书认为，大学在“本地创新生态系统”

形成中发挥关键作用，要使用专项基金(高等

教育创新基金)资助大学与本地企业、公司和

其他机构建立伙伴关系。㈣在《工业战略：建设

适应未来的英国》的指引下，高等教育更密切

地参与本地经济发展。积极进行技术转化和各

种形式的商业合作。从英国政府推动的大学绩

效评价来说。近些年英国“大学科研卓越框架”

(R正F)在评价大学的科研影响力时，不再采用

单纯的学术指标，而是考量了大学科研对地区

发展的重大意义。2020年英国启动的“大学知

识交流评估框架”(KEF)也强调将大学资源转

化到所在地区，以及大学从所在地区汲取经验

和智慧。作为一种新的大学评价．“大学知识交

流评估框架”界定了大学的参与职能．将“参

与”作为大学与本地企业、社会或经济之间的

一种知识信息交换关系。[211这种评价导向对促进

大伦敦区高等教育与本地城市协同发展发挥重

要作用。

从地区层面而言，大伦敦区政府一直非常

重视高等教育在人才培养、知识转移、技术孵

化等方面的重要功能．把高等教育作为城市发

展的核心驱动和战略性产业．并在大伦敦城市

规划战略中不断强化高等教育的独特作用．明

确其功能定位。2000年由伦敦发展局牵头，15

个部属部门、10个民间协会共同合作制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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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科学、知识与创新战略规划》就明确指

出。高等教育机构和科研机构不仅担负着基础

科学研究和文化传承的责任．还有义务改造传

统工业、扶持新的知识型企业，成为推动创新

和变革的强大动力。1221 2003年，伦敦发展局公布

的《伦敦创新战略与行动计划(2003--2006)》

进一步指出．高等教育机构除进行知识创新

外，还要对所在市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做出直接

贡献。嗍自2003年大伦敦政府出台创意产业发

展相关战略以来．政府通过多种途径推动高等

教育机构关注相关学科发展．注重人才的创新能

力培养，提高科学研究的创新性。2018年，《伦

敦人技能战略》(Skills for Londoners strategy)提
重

出要建立一套16岁后的技术与职业教育系统．
暴

以满足伦敦人和伦敦商业发展的需要。此外，大

伦敦政府还把高等教育作为城市亮点进行城市 则II

公关宣传，营造伦敦高校在教育市场的优势。【24J
}

大伦敦区政府通过编写宣传材料、学生手册、 I

资助活动等方式．以官方的身份积极宣传大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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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机构密集的城市，如果全由市场逻辑

支配，大伦敦区各高校之间必然会争夺相同的

生源、经费以及各类投人。伦敦高等教育联盟

的建立旨在维护大伦敦区各级各类高等教育机

构的整体利益，促进良性竞争，提升各类大学

的办学质量和产出。对内而言，伦敦高等教育

联盟建立了成员校之间的合作机制和网络，协

同行动和分享经验；对外而言，与政府、企业

和社会组织建立合作关系，争取外部支持和提

升社会影响力。作为整体利益的代表，伦敦高

等教育联盟与市长办公室、大伦敦区政府及相

关部门、伦敦本地企业联盟、英格兰高等教育

拨款委员会、公平人学办公室、学生事务办公

室等公共机构建立合作机制，推动教学、科研

和学生事务等多项工作。为加强区域内高校的

合作和协同．伦敦高等教育联盟成立了25个专

业领域的合作网络，其下设的伦敦城市研究网

络由伦敦大学学院、伦敦大学国王学院、伦敦

城市大学等11所伦敦最负盛名的研究型大学组

成。这个网络聚焦大伦敦区所面临的重大挑战

和问题，如交通、住房、虚拟技术、伦敦商业

改善区、公共卫生等，促使成员校根据各自科

研优势。专攻相关研究问题。提供创新性的跨

学科解决方案。

2．大学的知识交流机制

2018年．英国研究与创新署在机构整合的

基础上成立，下设英格兰研究委员会(Research

England)，承担此前英格兰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

的研究和知识转化职责。英格兰研究委员会的

发展基金(Research England Development)每年

提供2700万英镑，资助大学、企业和其他公共

机构的合作项目，促进高等教育的研究和知识

转化。大伦敦区共有28所高等教育机构相继建

立了知识交流机制，帝国理工大学、伦敦大学

癌症研究所、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皇家艺术学

院、东伦敦大学等5所高校在知识交流方面成就

卓著。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在大学发展战略中提

出，所有院系的科研战略目标都要突出和激励

知识交流与商业化，并将其作为新的绩效管理

目标。布鲁纳尔大学则提出要扩大科研的影响

力。聚焦企业、商业化和知识转化，并将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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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大学收入的重要来源。三一拉邦音乐舞蹈学

院和皇家音乐学院将知识交流摆在更加突出的

战略地位上．积极推进创新创业，以支撑和驱

动创意文化产业的发展。[271以伦敦大学国王学院

为例。其知识交流机制体现在如下方面：一是

成立了创业学院。为师生实现创意提供支持，

提供各式各样的创业服务活动；二是建立了商

业化研究所．为学者与企业、投资者搭建平台，

既使研究者能够接触并获得商业融资，也使企

业和投资者能够从大学的前沿研究中获益：三

是将健康卫生领域和工程领域确定为重点学科，

服务于大伦敦区的未来发展；四是依托伦敦市

提升就读体验，将大伦敦区作为“生活课堂”，

在所有院系开设正式和非正式的学习项目，提

升学生就读体验；五是合作开展研究活动。将

伦敦作为“生活实验室”，为伦敦应对的机遇和

挑战提供解决方案；六是开展伦敦社区服务活

动，更好地发挥专业知识优势，服务伦敦社区。

(三)均衡机制：大学与城市发展的空间

正义

空间的本质是社会性。它不仅是人类活动

的场所．也是形塑人类生活的重要力量。空间

正义是社会正义的空间化，是社会正义的价值

理念对特定空间生产的价值评价。它体现在分

配正义和程序正义两个方面，前者是对城市公

共资源的公平分配和获取，后者是城市与其社

群的协调和决策过程。1281空间正义就是要消除因

阶层、种族或性别而产生的对城市特定群体的

地域偏见．以及城市空间中特权和优先权的再

生产。根据法国社会学家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的城市社会理论，城市空间是自然空

间、精神空间和社会空间的三维统一体。㈣从城

市社会的协调性、中心性和差异性三个特征来

说。城市大学需要内化和协调知识生产的抽象

性与本地化、城市社会的中心与外围以及大学

的制度化与解放性功能之间的矛盾。协调性要

求大学打开封闭的物理和精神空间．整合多样

性的知识，建构去中心化的政策、实践和影响

力网络，实现抽象与具体以及结构与经验的协

调。中心性要求大学能够为城市边缘群体赋权

增能，通过适当的空间参与方式或教学方式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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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高质量发展的引擎，必然要面对高等教育和

城市协同发展的挑战。大伦敦区高等教育与城

市发展的协同发展值得借鉴：一是注重内部协

同，推动高等教育机构从分散走向集群．构建

具有良好秩序和结构层次的多样化高等教育系

统；二是注重外部协同。在促进城市依靠知识

和技术创新实现转型的同时，加快高等教育知

识生产方式的转型，推动大学与城市实现协同

共生；三是注重均衡机制，发挥高等教育在城

市空间布局中的“均衡器”作用．实现高等教

育创新发展和区域振兴同频共振。面向未来，

需要以空间正义为价值导向发挥各级各类优质

高等教育的辐射带动作用，加快推进城市协调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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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iprocity and Justice：the Spatial

Development

．---Take Greater

of Ulliversities and Cities

London，Britain for Example

Shen Leina

C

Abstract：Both universities and cities are spaces interwoven with global，regional and local dimensions．

As different forms of social organization，they are not only embedded in natural space and social space，but

also alienated from each other in spiritual space．The synergetic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city in

Greater London is not only reflected in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forms，types and

systems in the urban transformation of industrial，financial and creative cities，but also in the expansion of

higher education functions and mechanisms in pursuit of mutual benefit at the economic level and spatial

justice of urban development．The policy promotion at the national and regional level and the cooperation

mechanism at the university level promote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the university and city in Greater Lond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cities and universities，we should not only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relationship of

mutual benefit，but also emphasize the guidance of spatial justice，SO as to play a fundamental role in the

production of urban space．

Key words：University；City；Synergetic Development；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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