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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英国大学与城市间的互动关系，可分为五类:大学带动城市的津桥模式，城市带动大学的维多利亚
模式，战后城市转型升级带动大学的新大学模式，深度融合的伦敦模式，相生互动的苏格兰高地模式。本文分析了
其特点、成因及运行机理。英国的大学与城市在不同历史阶段和地域，以灵活多样的形式展开互动，大学与城市相
互促进，值得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和城镇化道路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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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是高等教育历史悠久且发达的国家之一，

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城市化充分发展的国家。知识经

济时代高等教育备受关注，城镇化道路是我国的长

期国策，研究英国的大学与城市互动的关系，分析其

内在机制，有助于为我国统筹制订高等教育和城镇

化政策提供理论支持。
英国拥有世界高等教育博物馆之称，其高等教

育体系有着深刻的历史印记，一般按产生的历史背

景分为五类: 老大学( 古典大学) 、伦敦大学、城市大

学、新大学、92 后升格大学，英国的城市历史更为悠

久，发展格局各有特色，笔者根据英国大学与城市的

互动关系特征，将其分为五种类型，探讨其特点和机

制。

一、经院制带动城市发展的“津桥模式”

津桥模式互动的特点在于英国古典大学因学者

集聚而发起，大学带动城市发展。中世纪的英国知

识分子怀抱着探究学问的理想，坚定信念集聚求学，

在经院制背景下逐渐建立了牛津和剑桥大学。经过

艰苦斗争使大学获得特权并长足发展，大学主导了

牛津城和剑桥城，城市的脉搏随大学而动。古典大

学精神主导城市的主流文化，大学没有围墙，城市的

主体是大学，城市资源集中支持大学发展，津桥大学

在得天独厚的环境中成长达至世界高等教育的顶

峰，也把城市带到世界名城的高度。
津桥模式的主要成因是中世纪社会特征下的文

化主导。津桥大学的诞生恰值 13 世纪英国城市处

于机构化阶段，社团组织风生水起，代表各行业利益

的行会盛行，知识分子们以大学为组织契合了行会

氛围，学者们在经院制的大学集聚求学共同生活，凝

聚资源与社会其他组织相抗衡，以维护其独特的工

作和生活方式，追求学术自治和独立自由。“每个

城市中，只要某职业有大量的人，就会组织起来，以

便保护其利益，引入有利于己的垄断机制。”［1］坚持

学术自治精神，经过不懈努力，津桥大学逐步确立了

对城市的引领地位。
津桥模式大学与城市互动的方式主要体现在:

一是城市围绕大学运转，促进津桥大学获得学

术成就。城市资源围绕大学这一核心来配置，城市

与大学战略趋同，携手打造学术导向的环境。在冷

静的学术氛围中，800 年来津桥大学坚持学术本位

不为世事纷扰所动，剑桥大学以 88 人获得诺贝尔奖

高居世界大学之首，为人类知识进步贡献卓越，牛津

大学培养出数以万计的政治和社会精英。“在过去

几百年，牛津培养出的政治家比其他所有大学加在

一起还要多。”［2］

二是津桥大学深刻影响城市的市政风格。津桥

大学数百年来坚持传统的学术生活方式，牛津城和

剑桥城的市政规划和建设深受影响，私家车的使用

亦严格受限，步行生活方式和传统建筑得以保护，城

市保持优雅的学术氛围。
三是津桥大学引领城市的经济结构。因其学术

圣殿地位而引致牛津和剑桥城的旅游业兴起，出版

业等服务业成其经济特色; 现代津桥大学适时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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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社会，1981 年以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科学园引

领大学以科研和知识成果转化带动城市经济和就

业，被称为“剑桥现象”。

二、工业革命催生城市带动大学的“维多利亚模式”

维多利亚模式互动的特点是新兴工业城市带动

城市大学的产生，大学服务于城市发展。工业革命

后伯明翰、曼彻斯特、利物浦、利兹等新兴工业城市

发展迅速，城市化和工业化急需人才，边沁功利主义

思想崛起，古典大学仍坚持人文教育传统，城市学院

应运而生。19 世纪 50 年代到 20 世纪初，有 11 所

城市学院创办，主要有曼彻斯特欧文斯学院( 1851 )

及利物浦大学学院( 1881 ) 等，创设在工业重镇和重

要港口城市。
维多利亚模式的主要成因是经济主导，来自城

市化和工业化的双重动力。工业革命后英国城市化

提速，城市经济和人口突增，带动城市大学产生并发

展。该时期英国城市化的速度与水平均处世界第

一，城市化率 1801 － 1890 年间从 26% 提至 72%，

1851 年 以 54% 率 先 城 市 人 口 过 半，当 时 法 国 为

25%，俄国 7%，美国 13%［3］。人口增长结构趋势主

要向伯明翰、利物浦、曼彻斯特等工业城市流动。产

业结构从农业转为工业为主，大量城市新增人口需

要高等教育，以适应工业化进度; 工业化带来的资本

积累为建设大学提供物质支持。
维多利亚模式大学与城市互动的方式体现在:

其一，城市大学的建校资金来自所在城市。新

兴工业城市的制造业发展急需技术人才，地方工商

业精英或市民团体积极促进建立城市大学，主要通

过当地企业家捐助和市民集资等方式形成了起始建

校资金。曼彻斯特的欧文斯学院是利用曼彻斯特纺

织品商人约翰·欧文斯的遗产建立，伯明翰的梅森

理学院由当地企业家约西亚·梅森创办，谢菲尔德

大学由钢铁大王马克·费思创办，利兹的约克郡学

院则主要由市民集资得以设立。
其二，城市大学的学科建设与城市的专业化分

工相匹配。在市场这一“看不见的手”支配下，各城

市结合禀赋结构优先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形

成专业分工的城市体系，比如曼彻斯特依托附近廉

价的煤炭和近邻港口利物浦进口的原棉，18 世纪工

业革命时借助凯伊“飞梭”和“缪尔”纺纱机造就“纺

织城”，到 19 世纪蒸汽机普遍采用而大工厂林立，

曼城空前繁荣［4］; 伯明翰得益于邻郡斯坦福的煤铁

资源而发展为金属制造业城市，1840 年成为世界黄

铜制造业之冠［5］; 利物浦借助天然良港，18 世纪中

叶从小镇发展成在全英繁荣程度靠前的交通枢纽城

市，19 世纪初成为英国第二大城市。依托城市专

业，城市大学成为各工业城市的研究中心，也形成了

各大学的传统学科特色，比如利物浦大学成为航海

业研究中心，谢菲尔德大学成为钢铁业研究中心，曼

彻斯特大学成为纺织业研究中心。
其三，城市大学的基础理念是大学服务于城市。

这种理念在战后工业城市的复兴转型中传承，以伯

明翰为例，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伯明翰城市大学根

据城市发展转型需要，专业着力于健康、教育、法律、
建筑、环境、工程及设计和艺术等，并与 5000 多家公

司开展合作，以培养学生就业能力为重心。大学支

持市政府的城市更新转型计划，伯明翰从工业城市

转变为会展商业旅游城市，其服务业增加值约占经

济总产出的 78% ［6］。

三、城市转型升级推动大学发展的“新大学模式”

新大学模式互动的特点是城市化转型促成新大

学产生，新大学布局于中小城市，大学服务于城市升

级。两次世界大战重创英国经济，战后大批退伍军

人就业窘迫，社会问题丛生。城市化进入新阶段，需

进行深化，中小城市面临转型升级，高等教育亟待改

进，中小城市需大学覆盖，新大学应运而生。
新大学模式的主要成因来自经济和政治。
经济上，战后英国经济困顿，急需提升教育和就

业。传统工业城市经济衰落，就业困难，刺激高等教

育变革。1900 － 1950 年间，英国经济增长放缓，城

市化率微升，从 1900 年的 73% 到 1960 年 为 78．
5%，其他欧美国家发展迅速，美国的城市化率从

1900 年的 35%增至 1960 年 69． 9%，1960 年德国城

市化率达 76． 4% ［7］; 英国高等教育相对落后，1960
年英国每万人只有 20 个大学生，法国 44 个，美国则

56 个，几乎是英国的三倍［8］。英国城市显现“城市

病”，工业城市污染严重、住房拥挤。1946 年《新城

法》出台，目标是充分就业，经济增长同时社会平

衡，改善市民居住条件，城市化注重工业匹配和就

业。
政治上，战后英国政府介入高等教育体系，加强

高等教育监管。20 世纪 50 年代后，知识经济作为

城市经济新特征，内生要求大学提升层次扩大规模，

高等教育需走向大众化阶段，《罗宾斯报告》发表

后，英国高等教育进入迅速扩充期，华威大学、苏萨

克斯、约克、兰开斯特等新大学相继诞生，主要分布

于考文垂、约克等中小城市。20 世纪 80 年撒切尔

政府致力于将大学引入市场，主导形成高等教育的

外部和内部市场，意在使大学直面社会，大学的活力

在制度和政策层面被激发，创业型大学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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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大学模式互动的方式体现为大学与城市密切

联系并持续创新。1961 年成立的华威大学是新大

学与时俱进特质的典范。坐落在工业城市考文垂的

华威大学坚持“相关大学”的办学理念，与城市工商

界紧密联系，突破“多尼思想”。20 世纪 80 年代以

“节约一半，另赚一半”的“挣得收入的政策”开启英

国大学先河，在学校管理上把企业家精神引入学校

管理机制，激发师生创新活力，以学术研究特色与城

市社会和企业紧密合作，沃里克制造集团和商学院

是其重要成果［9］，在研究质量评估中亦名列英国大

学前列。新大学与中小城市的转型升级相呼应，大

学与城市相互激励，在创新中共同进步。

四、大学与城市深度融合的“伦敦模式”

伦敦模式互动的特点在于，大学长期重视城市

的需要，并适时变革适应城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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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深度融合。
伦敦的大学从创立到发展，与伦敦从政治、经济到文

化融会贯通，彼此深度对接，大学与城市融合共生，

协同共进。
伦敦模式的成因主要来自经济和政治。一是经

济因素，大学的创立和发展与伦敦各阶段的经济需

求相对应。19 世纪初顺应工业革命后城市化和工

业化之需，伦敦大学发起建立，理念注重服务于工商

业，1828 年开学后规模迅速扩大，1851 年其普通学

院达 29 所，英国经济也逐渐达到顶峰。20 世纪以

来，伦敦博大精深的教育资源和与时俱进的大学网

络，为金融服务业提供了专业化的人才库，伦敦由工

商业中心转型升级成为世界金融中心。二是政治因

素，受政治力量协调，大学与城市互利协同发展。伦

敦长期作为王国首都成为英国政治中心，19 世纪初

伦敦大学由议员、学者以及商人推动创办，于 1836
年获特许状，推动了英国高等教育的世俗化、平民化

进程。战后英国政府更重视高等教育，出台系列政

策，并通过大学拨款委员会等机构加大对大学的干

预; 1980 年后撒切尔政府推动高等教育的市场化，

进一步促进大学与社会加强联系。
伦敦的大学与城市深度融合体现在:

其一，大学学科结构与城市产业结构的演进相

适应。工业革命后伦敦制造业发达，伦敦大学发起

时其学科设置即以工程技术为主，到 1931 年其在校

生数占四所传统大学的近一半，工科生占增加的大

部分。二战后伦敦制造业滑落，经济陷入困境，伦敦

市政府致力于环境改善、旧城改造和新城建设，促进

伦敦产业结构向服务业转型; 战后伦敦的大学则通

过传统大学革新和多科技术学院发展来适应产业升

级，在学科专业上重点向金融、法律、经贸等扩展，支

持伦敦在英国整体经济依然落后于美国、日本等的

情况下，其金融业仍具世界之首。如今伦敦管理着

全球资产的 44%，287 家外国银行在此营业，全球外

汇收入的 1 /3 在这里交易，而纽约为 16%，东京为

9%［10］。
其二，大学文化与城市文化水乳交融、相得益

彰。伦敦的城市文化中绅士精神是特质，勇于担当

的“约翰牛”精神引领伦敦千百年来率不列颠走在

世界前列，英格兰传统文化中的保守因素也使稳健

成为伦敦的文化性格，城市文化的包容性促使伦敦

成为国际化的世界城市; 而伦敦的大学文化则以服

务于社会、务实、创新、包容和国际化的特征，与伦敦

的城市文化相融相通。正如伦敦帝国理工学院院长

基思·奥尼恩斯坦言:“教育、科研和成果转化是帝

国理工的三大支柱”，其 50% 的国际学生比例和

30%的国际教职工比例则与伦敦的国际化遥相呼

应［11］。
其三，大学与城市在人才培养上相辅相成、无缝

对接。大学的生源、生活、教学、研究及就业都与城

市密切关联，大学的布局呈现社区化特征，大学不可

分割地融入城市，城市的各个区域都有大学，大学深

深植根于城市。伦敦的大学从伦敦大学创立起的时

代至今，生源上注重招收本地学生，大学的教学和就

业与本地企业息息相通，大学课程设置与职场紧密

相关。例如伦敦城市大学的城市校区就座落于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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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标的; 泰晤士河

谷大学在伦敦西部有三个校区，其课程设置中音乐

技术、酒店管理、护理和助产学等与城市密切关联，

伦敦旅游观光专业则为城市量身订制，工作实习是

其必修环节。

五、大学与城市相生互动的“苏格兰高地模式”

苏格兰高地模式互动的特点在于，苏格兰大学

率先于城市发展，大学引领城市进步，城市对大学亦

有支撑，但大学与城市相对各自独立，大学与城市呈

现相生互动的独特格局。“相生”，是一种植物向体

外释放化学物质，通过影响其他植物的光合作用等，

促进其生长的效应［12］。
苏格兰高地模式的成因首先来自经济因素，大

学的发起缘于经济需要，大学的发展推动了城市经

济。由于资源禀赋紧缺而经济长期落后，从中世纪

起苏格兰人就希望通过教育来改变经济境况，形成

重视教育的历史传统，四所老大学都创建于城市化

之前。18、19 世纪苏格兰大学获得巨大成就，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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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革命，推动城市化进程，城市在工业化中获得机

会。其次来自政治因素，历史政治的曲折是苏格兰

高地模式的重要起因。苏格兰自古又小又穷且政府

虚弱，长期与英格兰战争，在 15 世纪拥有了三所老

大学，主要由教会捐助成立，16 世纪宗教改革给苏

格兰大学带来契机，大学陆续获得政府和贵族的捐

助，在诺克斯及梅尔维尔的推动下，大学得以革新，

与城市社会加强了联系。
苏格兰大学与城市的相生互动方式体现在:

其一，城市为启蒙运动提供平台，托举起苏格兰

大学 18、19 世纪的辉煌。18 世纪苏格兰城市为大

学提供了宽松的交流环境和民主的学术氛围，成为

启蒙运动的发源地。爱丁堡医学会 1731 年成立，

1783 年成为爱丁堡皇家学会，为理论探讨搭建平

台; 阿伯丁的哲学学会及“戈登磨房俱乐部”加强与

社会联系; 格拉斯哥文学协会则为布雷克、霍普等科

学家提供了交流平台; 在这一背景下，18 世纪苏格

兰大学涌现出一批享誉世界的学者如亚当·斯密、
汉密尔顿等，亚当·斯密的自由经济思想引领人们

解放思想投入工业革命，瓦特发明蒸汽机成为工业

革命的技术标志。
其二，苏格兰大学的理念、生源、教学从早期就

贴近城市社会。爱丁堡市政委员会 1582 年捐资创

建爱丁堡大学，1665 年起爱丁堡市市长自动就任爱

丁堡大学校长，推进了大学与城市的互动。苏格兰

大学的生源向社会各阶层广泛开放，18 世纪苏格兰

大学的学生相当比例来自劳动者家庭，在津桥大学

则鲜见。苏格兰大学的目标对接社会的职业需求，

大学从 18 世纪开始就围绕社会需要，培养学生的职

业素质，语言、科学和艺术专业被及早引入格拉斯哥

大学。大学教学理念和方法上注重务实和创新，早

在 18 世纪就实现教授制，博雅教育亦得以传承。
其三，教育文化优势成为苏格兰城市的核心竞

争力。大学形成的人力资本优势弥补了其自然资源

禀赋的不足，苏格兰经济较早注重产业结构升级，格

拉斯哥大学的瓦特在这座城市开始了蒸汽机的试

验，工业革命促其发展新工业，19 世纪初格拉斯哥

兴起制造业，1870 － 1914 年间曾是世界首位的造船

中心。20 世纪以来，制造业逐渐从经济舞台中央淡

出而现代服务业日益成为主角，大学为城市的转型

升级提供知识人才，文化教育成为城市特色。格拉

斯哥依托教育优势发展高新技术和旅游、文化产业，

实现从工业到文化城市的转变，赢得“欧洲文化之

都”之称。正如副校长弗里·博尔顿所言，爱丁堡

大学一直在调整自己以适应社会需求; 爱丁堡大学

通过爱丁堡研究与创新公司( EＲI) 等机构鼓励科技

成果转化，其技术转移亦有许可证贸易、创立新公

司、咨询服务等多种形式; 如今爱丁堡的人口受教育

水平居英国之最，助其成为欧洲第二大金融中心，且

软件业发达。

六、启示

纵观英国的高等教育和城市发展史，大学与城

市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地域，围绕政治、经济、文化

和社会等领域展开互动，渐进稳健而不失灵活，其因

地制宜的多样化互动方式，呈现出大学对城市的引

领和服务，以及城市对大学的支持和托举，大学与城

市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借鉴英国经验，我国应注重科学统筹高等教育

与城镇化政策，合理把握大学与城市的互动关系，优

化配置高等教育资源，充分发挥大学对城市社会的

引领和服务作用，促使大学与城市良性互动，共赢共

进，促进我国未来高等教育和城镇化道路的长期健

康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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