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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走出知识垒砌的“高墙”，通过发挥校友资源优势来

服务城市经济发展，与城市经济发展的结合便愈发融洽。高

校校友组织社会功能拓展，愈发凸显出时代性的新特征，与

城市经济发展的结合便愈发融洽。通过调动校友力量服务城

市经济。如今校友经济成为一股风潮，以城市区域经济社会

发展实际需求推动“校友、母校和城市”融合发展、同频共

振，成为中国进入新经济时代的热点和新增长点。

1  校友经济的环境优势

武汉市作为教育资源丰富的城市，截止 2018 年末，有普

通高校 85 所，全年在校本专科和研究生 110.7 万人，有着丰

富的校友资源基础。武汉是全国四大铁路枢纽之一和长江三

大航运中心之一，交通流通便捷通顺，经济辐射全面广泛，正

快速创建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力求创建国际化的流通枢纽

城市，畅通了人才、资金和技术向武汉集聚的通道。武汉提

议要大力发展新民营经济，开辟创业创新创富新路子，实施

“大学生留汉工程”，出台了取消大学生落户限制、住房补贴、

购房优惠等突破性政策，重点吸纳优秀人才，创建了良好的

留汉回汉创业兴业的体制环境。

2  校友经济取得的成果

从武汉的经济发展来看，“校友经济”赋予了武汉经济发

展新的活力。这些都是武汉市发展所需要的资源。自武汉市

施行“四大资智回汉工程”以来，招商引入资金金额达 2.58

万亿元，其中校友经济项目签约金额达1.3 万亿元，超过全年

招商引入资金签约总金额的五成以上。“校友经济”所取得的

后续效益更为明显，校友商帮打破区域和行业的局限性，从

校友资智回汉引进的投资项目来看，战略性新兴产业占据大

多数，具有强劲的战略价值，这些项目将直接提高武汉的产

业水平，对武汉的经济发展创造新动能，提高经济发展效率

和质量，产生长久深刻的影响。

3  校友经济的人才引进

人才是学校创建“双一流”的关键，特别是高端人才，“资

智回汉”为打破相关政策墙垒，创造了引才、留才、用才的

浓重气氛，帮助母校提供渠道和动力源。想要建树科学的校

友经济发展观，首先要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校友工

作要前置，在教育过程中全方位的关怀与关心受教育者，今

天的在校生就是明天的校友，要从在校生起就做高校校友工

作。在教育过程中全方位的关怀与关心受教育者，让校友对

学校存在情感认可和正向反响，全面了解到母校与校友之间

的互相需求性，为实现学校本身的发展和校友个人目标价值

服务，建立好学校与校友之间的连通与互动纽带。全面发扬

高端人才的引领、传导和激活作用，采取回馈的实际行动，为

建设现代化城市起到推进作用，加快群英汇集，达成人才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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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的帮助以及带动效果，让更多的人才留在城市，留在母校。

4  校友经济发展的机制

“百万校友资智回汉工程”掀起校友资智回汉的热潮，在

校友经济的驱动下高校也深度融合到城市建设发展中，与城

市经济社会发展思想和行为等方面协同统一，推动学校和城

市结成互利共生的命运共同体。城市的发展同时推进学校的

发展，校友们出钱、出智、出点子回到城市投资创业兴业，感

受到了城市的诚心诚意和学校的情意，使校友对母校、对城

市的感情更加凝集。母校和城市助力校友事业，校友们越发

关怀和拥护学校和城市的发展。延展校友经济要在城市内、

省外以及海外创建校友服务活动中心，建树常态化联系服务

机制，提升校友的工作能力和水准。除了城市范围不断扩张

以外，同时要打破学校内部的界限，举办特定产业领域专场，

创造校友齐心协力发展平台[1]。

5  校友经济的启示与建议

学校是校友“资智回汉”的工作根基和核心，是校友的

感情依托，资源的多寡，事关大学的生存同时也是决断大学

竞争力的基本要素[2]，城市要认识到学校是校友的精神家园和

感情依托，要站在与学校共同发展的战略高度，从政策和资

金等方面加强对高校开展校友工作的全面资源支持，减轻学

校校友工作的负担和压力。经过大学与社会通过校友资源的

有效对接，达到创新的发展样态。“形成各种联系是办好一所

大学的关键”[3]，要眼光放远，系统思考“校友经济”的战略

定位，明确城市各区域的产业规划，全面促进，以免各自为

阵，导致各部门、各区域之间的不良竞争。

6  结束语

校友经济一时兴起，话题热潮不断，“资智回汉”创立的

“武汉市科研成果转化局”发布了突破性政策举动，建树科技

转化服务平台，激发大学科教资源优势。学校和城市从以前

“孤岛式”的发展到现在敢于跨界寻求合作，实现融入式发展

善于从他方借力使力，不停开创新的与他方合作的方式，为

各方自身发展获取更大的空间和机遇，实现母校、校友以及

城市经济效益和社会价值的倍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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