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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教融合视野下东京公立高校功能定位与实践探索
——— 以东京都立大学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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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城市为基础，以教育为支撑，构建城教融合发展生态，实现城市与教育互动互促，是
一项富有战略意义的重要课题。日本的城市和高校历经百余年的互动发展，建立了日益密切的
相互依存、共荣共生的关系，二者协同共进，努力探索可持续、高质量发展之路。其中，日本东京
高等教育的分类发展模式，尤其是以东京都立大学为代表的公立高校在产学官融合方面的成功
实践，对北京市推动高等教育分类发展，深入探索城教融合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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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al Positioning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Public
Universities in Tokyo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gration of
City and Education: Tokyo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as a 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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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Party Committee，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Beijing 100070，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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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an important topic of strategic significance to build an integrated development ecology of city and
education based on the city and supported by education，and achieve the interaction and mutual promotion
between city and education． After over 100 years of development，Japanese universities and cities have established
an increasingly close relationship of interdependence，common prosperity and symbiosis，making concerted efforts
to explore the path of sustainable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is study summarizes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the local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in Tokyo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gration of city and education，selects the
public universities represented by Tokyo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explores
enlightenment from the successful practice and experience of its integration of city and education mode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its functional positioning and industry-university-government cooperation． It provides reference for
Beijing municipal universities to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the capital and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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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因城市而兴，城市因大学而盛。”在日本，
大学与城市之间的互动历经了从城市化初始期的
“淡泊疏离”阶段( 1868—1945 年) 到城市化复苏期
的“接轨结合”阶段( 1945—1955 年) ，从城市化成
长期的“匹配相生”阶段( 1955—1973 年) 到城市化
成熟期的“融合共生”阶段( 1973 年至今) ［1］，业已
建立了日益密切的相互依存、共荣共生的关系。东
京①公立高校的功能定位与产学官融合的成功实
践对更好地促进现代城市与大学的互动、推进城教
融合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1 东京地方高等教育体系发展现状:
少而精、小而全
大力发展高等教育，是城市建设进程中不容忽

视的重要一环。长久以来，依托首都区位优势和地
方资源发展优势，东京成为日本高等教育最为发达
的地区，高等学校密集，教育资源底蕴深厚，在高层
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及社会服务方面的龙头地位
不可动摇。经过二战后半个多世纪的建设与发展，
东京都政府注重落实财政在教育支出方面的责任，
充分调动多元投资主体的积极性，形成了满足多样
化社会发展需求的层次分明、功能清晰、互动互补
的国立、公立和私立高等教育结构，不同类型的大
学在服务城市转型及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上具有充
足的驱动力，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日本文部
科学省公布的 2020 年度《学校基本调查》中，东京
高等教育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 1) 东京现有 4 年制
大学 158 所，包括国立 14 所、公立 2 所、私立 142
所，占全国大学总数( 795 所) 的 19. 9%。大学按都
内行政区域划分，特别区部有 100 所，市部有 43
所，郡部及岛部有 0 所，大学本部设在东京辖区以
外的有 15所。在校学生人数约为 74. 6 万人，占全
国大学生总数( 291. 5 万) 的 25. 6%。2) 东京现有
短期大学 37所，按都内行政区域划分，特别区部有
28所，市部有 9所，均是私立短期大学，在校学生人
数约为 1. 05 万人。3 ) 东京现有高等专门学校 3

所，国立、公立、私立各 1 所，分别位于东京八王子
市、品川区和町田市，在校学生人数为3 470人。

日本的高等教育机构根据运营主体的种类和
归属关系的不同，可以划分为国立、公立和私立 3
类。这 3种形态迥异的学校类型，满足了社会对教
育多样化的时代需求，实现了多样化兼具特色性发
展。其中，公立大学是由地方公共团体设立并维持
其日常运营的大学，占日本大学总数的 11. 8%［2］。
从由地方公共团体设置和管理这一特性来看，公立
大学承担着向地方提供高等教育机会及作为地方
社会的知识文化基地的重要责任，同时也被寄予对
地方社会的经济、文化发展作出贡献的厚望。随着
2004年公立大学法人制度的导入，截至 2020 年 5
月 1日，日本 94 所公立大学中已有 75 所大学“变
身”为独立行政法人，在自主自律的环境下，积极开
展富有魅力、各具特色的教育研究［3］。

东京地方高等教育的体系体量较小。在东京
都内，经东京都政府审批设置的公立大学仅有 2
所，高等专门学校仅有 1 所。2 所公立大学分别是
成立于 2005年的东京都立大学( Tokyo Metropolitan
University，简称 TMU) 和成立于 2006年的东京都立
产业 技 术 大 学 院 大 学 ( Advanced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Technology，简称 AIIT) ［4］，1 所高等专门
学校是东京都立产业技术高等专门学校 ( Tokyo
Metropolitan College of Industrial Technology) 。东京
都立大学是一所中等规模研究型综合性公立大学，
该校拥有一流的教育教学水平和一批高水平学科
专业，人文社会学部、法学部和理学部的入学考试
难度不亚于大阪大学、名古屋大学及北海道大学等
老牌国立大学。东京都立产业技术大学院大学的
原名为产业技术大学院大学，于 2020 年 4 月冠以
“东京都立”，更名为现名称。该校是一所产业技术
领域的专门职大学院②，坚持理论与实务并重，培
养具有渊博学识和卓越岗位胜任力的专门人才。
为满足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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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多年来，随着东京城市空间的扩张和城市群、都市圈的演变，形成东京都、东京圈和首都圈等多种衍生概念，且大多
不加严格区分而被混淆使用。本文的“东京”是指行政区划意义上的东京都，即日本一级行政区 47 个都道府县中的“都”行
政机构，下辖 23个特别区、26个市、7个町、8个村，以及伊豆群岛、小笠原群岛等岛屿。

为满足社会对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的需求，日本于 2003年创设专门职大学院，设置了专门培养高级专业人才的
课程，此后陆续拓展到法律、会计、商务、技术经营、公共政策及公共卫生等多个学科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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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该校设置了培养创新创业人才的“事业设计
工学”专业、培养具备管理能力的高级信息架构师
的“信息软件构造”专业及培养在产业领域带来革
新的制造业架构师的“制造技术”专业，在特定职业
情境下开展体验式、PBL( Project Based Learning) 项
目式实践教学，为东京都及其行业企业培养输出高
级技能人才［5］。东京都立产业技术高等专门学校，
简称“都立产技高专”，于 2006 年由东京都立工业
高等专门学校和东京都立航空工业高等专门学校
合并重组而成立，致力于培养为东京区域发展和产
业振兴服务、解决区域发展问题的制造专家。该校
只有一个制造工程学科，为了满足社会对人才的多
元化需求，分别在品川和荒川两个校区设置了机械
系统工学、电气电子工学、信息通信工学、机器人工
学、航空宇宙工学及医疗福祉工学等 8 个特色专
业。该校充分利用人工智能、ICT 和 IoT 技术，开展
助力和支撑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教育教学［6］。

2 东京都立大学办学定位: 以知识的
力量，立足东京，开创未来
东京都立大学从产生、定位到布局，其教学、研

究及社会服务等各层面均与区域发展和城市需求
深度契合。东京都立大学以原综合性大学东京都
立大学、以工科见长的东京都立科学技术大学、以
健康保健专业见长的东京都立保健科大学和以商
科见长的东京都立短期大学为母体，由东京都公立
大学法人负责运营。
2. 1 发展现状

东京都立大学有 7个校区，属于多校区办学模
式。该校现有人文社会学部、法学部及经济经营学
部等 7个学部的本科专业，助产学专攻科的专科专
业，以及人文科学研究科、法学政治学研究科和经
营学研究科等 7个研究科的硕博专业学位授权点。
其中，南大泽校区作为主校区，设立了学校的绝大
部分机构，是 6个本科专业和 6 个研究生专业教学
和科学研究的主要基地;其他 6 个分校区或作为一
个下属学院，或作为一个行政机构，具有相对独立
性。东京都立大学的学术水平是日本公立大学中
的“翘楚”。据《朝日新闻》出版社发布数据表明，
2009—2019年 10 月期间，该校的高被引论文位居
日本公立大学第 1 位。该校申报日本最大规模的
竞争性研究资金制度———科研费( KAKENHI，又称
科学研究费助成事业 ) 新立项项目的通过率为
34. 4%，“青年研究”( 获得博士学位未满 8 年的青

年学者独立开展的研究) 项目的通过率为 48. 4%，
超过全国平均值( 40. 1%) ［7］。

截至 2020年 5月 1日，东京都立大学有6 852名
本科生、10名专科生及2 264名研究生，共计9 126名
学生，在校生人数位居日本公立大学之首;学校有教
师 651人、行政人员 507人，生师比为 10. 53;本科学
生的就业率为 97. 8%，且已连续 5 年超过 97%。东
京都立大学与 26个国家( 地区) 的 73所学校缔结了
交换留学与派遣留学的协议，接收外国留学生的数
量位居日本国内公立大学第 1位。留学生在籍人数
为 638人，其中研究生院共有来自 25 个国家的 439
名留学生，留学生占研究生的比例约为 19. 4%。中
国、韩国、印度尼西亚等国家是留学生的主要生源
地。据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 Times Higher
Education，简称 THE) 发布的 2021年度“THE世界大
学排名”，东京都立大学位居日本国内综合排名第
21位，世界综合排名第 801 ～ 1 000位。据《朝日新
闻》发布的 2021 年度日本国内大学排名，东京都立
大学位居公立综合性大学第 1位［7］。
2. 2 办学定位

根据《学校教育法》中“设置者经费负担”“谁
办学谁负责”的原则，东京都政府主导了东京都立
大学的功能定位，希冀其成为激发城市发展活力、
助力城市品质提升的高等教育基地，充分发挥好智
库作用，为东京都可持续发展作出切实贡献。同
时，东京都立大学应成为学术和文化交流的重要枢
纽，满足都民对优质教育的需求，以校园文化带动
城市文化建设，发挥学科和区位优势，开展协同创
新，努力提高都民的健康医疗和福利水平。

东京都立大学的办学理念是以“追求大城市中
人类社会的理想形象”为使命，在教授广泛学科领
域知识、研究高深专业学术的同时，通过与教育研
究机构和产业界的合作，取得立足于大城市的教育
研究成果，培养具有丰富人性和独创性的人才，推
动人类社会持续向前发展。作为首都东京的公立
综合性大学，为了更好地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反哺”城市文明，东京都立大学开展校地协同合作
建设的重点课题包括［8］: 1) 提升城市环境。面对各
种各样的环境问题，从物质循环和城市基础设施空
间配置的视角入手对优化城市环境作出贡献。2)
构建具有动态产业结构的高度知识化社会。融合
工学各专业领域和产业社会支撑体系，构筑更加贴
近民众期盼的城市社会发展支撑体系。3) 实现充
满活力的长寿社会。在少子老龄化和医疗技术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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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复杂的背景下，构筑以高度专业医疗为代表的居
家医疗、区域护理及走入大众视野的日常健康护理
等城市居民健康长寿支撑体系。

东京都立大学依据现代大学的三大主要职能
分别设定了发展目标，具体包括［8］: 1) 教育目标。
教会学生“学会生存”的能力，尊重每一个学生的自
主需求，实施突出城市特色的教育，培养活跃在经
济社会各领域的人才。2) 研究目标。推进着眼于
“大城市”的高深学问研究，向世界展示大学的存在
意义，这是有机融合大学不同使命对应的相关研究
和遵循学术规律的系统研究，在此基础上推进大学
研究活动。3) 社会贡献目标。通过与东京都政府
的合作，在发挥东京都智库功能的同时，与企业、民
间非营利团体( NPO) 、教育研究机构及行政机构等
进行合作，把大学的教育研究成果回馈社会，为提
升和发展都民生活、振兴产业作出贡献。基于“地
缘优先”视角，开展立足大城市东京的教育研究并
把教育研究成果反哺和造福区域社会。

① “产”是指民间企业或非营利组织( non-profit organization，NPO) 等广义上进行商业活动的集团，其资助的研发与产
品的市场化密切相关，注重开发而非研究，其特点是短平快、投资少，追求短期利润。“学”是指大学、高等专门学校及国立
研究机构等学术性组织，主要肩负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与创新等重要使命，大学的科学研究是其开
展社会服务的重要渠道。“官”是指国家和地方公共团体，通过着力推进科技创新的政策体系建设，依托政策高地优势积极
推动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应用，完善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的有效衔接机制与人才的有效流动机制。

3 东京都立大学城教融合的实践: “产
学官”深度融合，助推城市发展
城校共建、城教融合是一项“优势互补、互惠双

赢”的工程:一方面，大学可以充分利用学术研究和
人才培养方面的优势，积极为地方政府提供各种先
进科技信息及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科研成果，助
力区域培训和人才培养，提供优质的人才支撑; 另
一方面，地方政府从产业发展和区域特点出发，充
分利用区位、资源及财政资金等优势，协调和支持
产业界积极与大学开展产学合作，引进、转化及推
广大学科研成果，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

近年来，东京都立大学不断加大与东京都政府
城教融合的力度，制定了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
具体目标［9］: 1) 针对大都市城市发展面临的各类现
实课题和挑战，建立跨领域跨学科研究的体制与机
制，能从多角度提出有效的方法和对策等。2) 加大
对公共政策部门的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和输送力
度，能够针对破解城市发展的复杂问题制定有关政
策措施，并增强政策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在日本 93
所公立大学中，东京都立大学的公务员录取率位居

第 1位。2018年，该校应届毕业生考取公务员共计
128名，其中有 23 名被东京都厅各直属机构录取。
3) 加强与东京都考试研究机构和文化设施等部门
的合作，充分利用东京都拥有的知识资源，为城市
课题的解决和区域社会的发展作出贡献。

在校地协同合作方面，东京都立大学将重心放
在与东京都政府直属机构及下属部门的密切合作
上。以 2011年为例，东京都立大学与东京都政府
的城教融合涵盖知事本局、总务局、财务局、都市整
备局、环境局及福祉保健局等 14 个直属机构的 50
个合作项目［10］。至 2019 年，东京都立大学与东京
都开展的城教融合项目增至 160 项，为开展复杂
性、多元性、多样化的行政课题作出了贡献［7］。此
外，学校还定期选派在编的优秀行政管理人员到东
京都总务局总务部企划会计科、文书科及人事部制
度企划科等部门开展为期 1～2年的进修锻炼，以此
加强行政团队建设，提升学校管理效能。

同时，为了更好地服务东京都经济社会发展，
东京都立大学积极致力于产学官合作①，成立了
“产学公合作中心”，与产业界、公共机构形成高度
网络化的互动与合作机制，通过知识产权和科研成
果转化反哺社会，为城市的未来发展作出贡献。东
京都立大学采取的产学官合作模式主要包括共同
研究、委托研究、接受企业和个人的捐赠、学术与技
术咨询及共同研究中心等。

如图 1所示，东京都立大学“产学公合作中心”
的运营策略主要有［11］: 1) 积极推进与产业界的共
同研究和委托研究，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贡
献的同时，提升本校教育研究活动的基础水平。2)
把通过产学官合作获得的研究成果以浅显易懂的
文字和简洁明了的图表予以呈现并发布，及时、广
泛地传播给社会。3) 强化产学官合作研究成果的
知识产权创造、保护、管理与运用。4) 设置专门协
调机构，促进产学官合作活动能够顺利、可持续地
进行。5) 产学官合作坚持公开透明的原则，面向公
众推进信息公开。东京都立大学产学公合作中心
自投入使用以来，运营效能良好。据统计，2019 年，
该校促成产学共同研究项目 153 项，经费约
282 575 000日元; 受托研究项目 30 项，经费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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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东京都立大学产学公合作中心运行示意图
Fig． 1 Operation of Industry-university-government Cooperation Center of Tokyo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46 484 000日元;提案公募型研究项目 80 项，经费
约 570 199 000 日元; 学术咨询 35 项，经费约
23 907 000日元。上述接收各类企业委托进行的项
目总计 298项，经费约923 165 000日元。

4 东京都立大学城教融合的启示: 整
合资源，发挥智库作用，聚力“社会
服务”
我们需要借鉴和吸取国外高校的有益做法，但

必须立足于我国实际，扎根中国大地研究中国问
题。据教育部 2021年 9月 30 日发布的《全国高等
学校名单》显示［12］，北京现有 92 所高校，其中北京
市属高校 38所( 本科 22所、专科 16所) ，几乎占据
了北京高校的“半壁江山”。2018 年 6 月，中共北
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印发的《关于统筹推进北
京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加强宏观
引导，推动高等学校分类发展，逐一研究并明确市
属高校办学定位，支持市属高校建设高水平研究型
大学、高水平特色型大学、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和高
水平技能型大学，更好地服务北京“四个中心”城市
战略定位［13］。在政策利好的形势下，如何依托区
位优势，发挥高校集群优势，切实有效推进城校共
建、城教融合，是摆在北京市属高校面前的一项关
键性课题。东京都立大学充分利用各种资源，以原
始创新和新产品研发培育壮大新兴产业，为东京城
市建设和产业振兴提供人力资源支撑，其经验值得
我们学习借鉴。

4. 1 整合校内校外有效资源，为区域经济振兴作
出贡献
东京都立大学在学校办学定位与城教融合等

方面体现了与城市建设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紧密
结合的特点。东京都立大学发挥 7 个校区的特点，
充分利用本校研究成果和研究器材等资源，为振兴
产业和研究社会课题作出贡献。例如，在日野校
区，该校通过与先进企业开展合作，为多摩地区的
产业振兴作出了贡献; 在荒川校区，该校进一步推
进与地方自治体的合作，提出了解决超级老龄化社
会相关问题的对策。
4. 2 充分发挥高校智库作用，为区域治理积极建

言献策
多年来，为解决东京城市发展面临的各种都市

课题，主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东京都立
大学与东京都政府之间落实开展了多项合作项目。
东京都立大学致力于通过与都政府的合作研究东
京都的政策课题，为政府提供政治经济决策咨询，
积极推进完成了综合防灾对策研究项目、东京 2020
年奥运会与残奥会相关研究项目等，实现了学术研
究成果的落地，并回馈区域与社会。
4. 3 多平台多渠道协同合作，为区域活力提升提

供助力
东京都立大学在促进与各校区周边区域融合和

NPO等合作的同时，通过学生社团和志愿者中心开
展活动，推进与所在区域的互动交流，为提升区域活
力作出贡献。例如，该校积极推进各校区设施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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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区域的居民和都民开放，通过校园文化节等大学
活动，邀请区域居民和都民自由参与，增进交流;为
了创建“人人都想去”的校园，为区域居民和都民营
造能够感知学问乐趣的场所，在校园内设置博物馆，
展示本校的历史、珍贵的档案资料及特色教育研究
成果;深入了解和准确把握城市居民多样化、个性化
的终身学习需求和企业用人需求，通过开放大学，策
划和实施紧跟时代变化的学习课程，为居民提供内
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学习资源［14］。

5 结束语
城教融合是明确地方高校的办学定位和人才

培养方向、指导学科建设和科研创新活动的基本原

则。树立城教融合的办学理念，有利于地方政府和
高校整合优势资源，实现共建共赢、齐头并进，推动
区域经济社会与高等教育的协调发展。为切实推
进北京市属高校城教融合走深走实，我们应牢固树
立城教融合的办学理念，借鉴东京公立高校办学的
有益经验，明确地方政府和高校的角色定位。在推
动城教融合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应扮演城教融合共
建的主导者、高校发展规划的决策参与者、携手探
索城教融合运行模式的合作者、推进高校可持续发
展的支持者等多重角色;地方高校应扮演地方政府
政策决策过程中的智库、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服务
者、区域协同创新的“助推器”及地方特色文化建设
的引领者等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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