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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雁山高校集聚区三区联动问题研究 
吴萍 

（桂林学院  广西  桂林  541006） 

摘要：高校集聚区对于区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桂林雁山高校集聚区是广西重点建设高校集聚区之一，辖区内有众多知名院校，

大学校区、产业园区、当地社区三者的联动发展有助于褪去区域产业升级，构建创新城市。本文首先梳理高校集聚区的涵义，提出

研究雁山高校集聚区的理论依据，在梳理其在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针对性意见，为雁山高校集聚区建设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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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集聚区最初称大学城，指的是一组相对独立的大学在空间

上的集聚。随着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以高校特别是知名院校为中

心的知识、经济、科创区域中心逐渐形成，大学城的集聚效应逐渐

凸显，因此仅从空间角度研究大学集群显然是不够的。同时，围绕

大学校区，高新技术园区、创业园区纷纷建立。在此基础上，形成

以大学校园为中心的多点式社区。因此，探讨高校集聚区的问题，

不能只停留在高校内部循环系统，应放在校区、园区、社区三区联

动的内外部循环系统来考虑。 

一、高校集聚区的涵义 

高校集聚区的概念除了空间的集聚外，至少具备以下几个特

点：一是经济集聚效应。以高校集聚区为增长极，可以对区域经济

贡献、人才的输出乃至产业升级具有重要的拉动作用；二是知识共

享性。作为智力密集型区域，区内高校各具特色，在学科交融、跨

学科合作方面释放强大的效能；三是创新驱动性。大学作为创新的

引擎，在创新创业、项目攻关、技术扩散等方面具有突出作用。因

此，从集群的角度来说，高校集聚区是一个整合产学研、校政企等

于一体的动态生态系统，其核心在于高校与其他高校、与企业、与

社会之间的互补性关系，其动力在于校区、园区、社区三区联动问

题。 

二、问题的提出 

（一）“三区联动”问题的提出 

“双创”背景下，区域经济增长方式由资本、要素推动向知识、

创新推动转变，教育水平和产教转化能力成为地区发展引擎。高校

集聚区由于密集的人才优势、智力优势及创新优势，加之政策的引

导及推动，自然而然承担起推动区域转型与增长的责任。然而，长

期以来，高校运行与社会相对隔离，成为封闭的“象牙塔”。“三区

联动”模式要求打破高校有形和无形的围墙，探索高校同社会、企

业相对接，联动发展的模式与机制，对于发挥高校集聚区的知识溢

出效应、完善区域内的功能定位以及寻求城区新的发展模式等方面

具有重要作用。 

（2）产教融合内容的深化 

《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12]4 号）、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办发[2014]19 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17]95

号）、《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 年）》等一系列文件

明确提出，“探索建立校所协同、校企（行业）协同的人才培养模

式”，“加快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推

动教育教学改革与产业转型升级衔接配套”等要求，从政策层面明

确提出高效产教融合建设，对加快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构建和谐高

校社区，促进校区、园区、社区三方“共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

义和指导作用。 

（3）桂林高校集聚区内涵发展的现实需求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决

定》（桂发[2016]23 号）明确提出要“重点建设南宁、桂林两个高水

平高校集聚地”。同年，桂林高校集聚区建设工作正式启动。《桂林

大学聚集区发展规划（2018—2025 年）》出台制定“三年成势、五

年成型、八年成城”发展目标。目前，桂林高校集聚区三年目标基

本实现，并向五年、八年目标迈进。园区内水电、交通、排水、排

污、管网等基础建设先后投产并竣工，高校与政府、企业联系日益

紧密。建设成为国内一流的高等教育聚集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基地，

探索产学研政企结合之路，推动创新城市建设，实现产业集群向集

约化、特色化、高端化发展，成为摆在桂林高校集聚区面前紧迫的

现实要求。   

三、桂林雁山高校集聚区建设现状 

（一）桂林雁山高校集聚区基本情况 

桂林市雁山高校集聚区又称桂林雁山大学集中区，位于桂林市

六城区之一的雁山区，规划面积 9600 亩。区内交通便利，周边毗

邻桂阳公路、桂林绕城高速公路、桂梧高速公路等交通要道，处于

桂林“半小时”黄金旅游圈范围，区位优势突出。区内现有广西师

范大学、桂林理工大学、桂林旅游学院、广西艺术学院桂林分校、

桂林学院、南宁理工学院桂林校区、桂林农业学校、桂林卫生学校

等八所大中专院校及中国科学院广西植物研究所、桂林农科院等科

研单位。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入住师生 10 万余人，占

全区总人数比例为 76.92%。区内拥有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研

究基地、培训教学中心和人才小高地 59 个。根据桂林大学聚集区

发展规划（2018—2025 年）中提出一体两翼发展规划，“一体”即

是指雁山大学集中区，在建设桂林区域性科教名城中具有核心作

用。 

本文中校区、园区、社区三区联动中的“校区”，指的是区内

下辖 10 所大中专院校及科研院所，“园区”指的是雁山区政府管辖

的奇峰创业产业基地、大学生创业园、雁南飞科技小镇、电科云大

数据中心等产业园区，“社区”指的是雁山区，尤其是围绕桂阳公

路及桂林绕城公路沿线社区。 

（二）雁山高校集聚区三区联动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集而不聚，集聚效应不足是雁山高校集聚区存在的主要问题，

体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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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校区与校区间资源共享不充分 

雁山区内各高校在教学特色、资源禀赋、学科建设方面各有所

长，在资源互补、学科交融等方面具有广阔前景。而地理上的集中

为资源共享，资源利用效率最大化提供了便利。但目前的情况是，

各院校之间的合作相对有限，更多的是以学术交流为主，资源共享

不足，信息沟通不畅，容易导致重复建设与资源配置错位的现象。 

2.校区-园区知识溢出效应不足 

根据知识溢出效应理论，知识的溢出以溢出源（即大学校园）

为中心，随着距离的增加而呈现递减趋势。目前已建成及在建的创

业园区、产业园区是高校知识溢出的主要区域。通过走访雁山区目

前已建成的有峰创业产业基地及大学生创业园奇峰创业园发现，注

册企业中与大学有直接联系的企业（包括大学直接参股企业或由大

学校友创办企业）数量较少，本区域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率不高，同

时在职员工中本区域大学生就业数量不足，说明校区与园区之间有

效知识溢出非常有限。 

3.校区对社区的经济拉动效应不足 

区内高校对社区经济的拉动效应更多地体现为高校师生的消

费拉动，以及高校解决社区部分就业问题。而进一步高校服务地方

经济、技术创新对区域经济的拉动，以及知识基础设施的营造等方

面作用相对不足。 

4.校区与园区、社区三区联动机制尚未构建 

目前，区内校区与园区、社区联系较少，基本处于各自运营的

阶段，三者间尚未建立常态化的运营机制及沟通机制，未能充分发

挥当地的政策、环境、资源优势。雁山区作为桂林市六城区之一，

同时也是桂林高校最密集区域，长期以来以农业为主，工业、服务

业发展较为落后，区域产业面临升级换代、绿色发展的时代要求。

因此，发展以知识经济产业为特色的产业升级需求迫切。 

5.园区规划、基础配套存在不足 

从走访园区内企业结果来看，园区内基础设施不足，管网、路

网铺设进度较慢，配套学校、医院等缺乏，人才安置公寓无法落实

等多方面问题，成为引才、留才的障碍。同时，园区内公共开放区

域规划不足，共享办公空间较少，影响园区内企业及工作人员的交

流，从客观上遏制了创新的产生。 

四、雁山区校区、园区、社区三区联动对策 

（一）政府引领，促进校区、园区、社区三方达成利益共识。 

虽然校区、园区、社区三方利益主体分别是非营利组织、经济

组织和政府，其各自运营逻辑存在本质不同。但三者在产教融合、

协同创新、构建和谐社区上存在共同目标，因此政府应发挥积极作

用，引导三方科学梳理其利益关系，促进形成利益共识。通过校政

企协同、产教融合等形式形成利益共享、协同发展的生态发展模式，

共同推进区域创新系统的整体提升和有效运行。 

（二）产教融合，构建高校集聚区知识经济产业带 

摸清大学科研优势及成果，积极推动产教深度融合，结合区域

经济发展需求，将大学建设与区域经济发展结合起来，通过积极的

跨领域合作、丰富的人才储备，结合雁山区的资源、文脉优势，发

展包括高新技术、大健康、休闲旅游等行业，构建围绕高校集聚区

的“雁山特色”的实施经济产业带。并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为区

域经济增长极赋能，推动产业集聚、科技成果转化与扩散，走出一

条高校集聚区带动区域经济增长的路径。 

（三）强强联合，推动区内大学构建共享平台 

集聚效益是高校集聚区推动力。地理区域的集中为打破高校间

有形的和无形的围墙提供了便利，使校际间的合作办学、跨学科合

作、资源共享创造有利条件。区域内高校可以借鉴美国波士顿大学

集群、北京中关村科技园等经验，在区域内开展包括联合培养、学

分互认、开放校区、科研合作等多种形式的资源共享及合作，最大

化区域内共享效应。 

（四）以点带面，发挥名校的影响力及带动力 

大学特别是名校，代表着一个地方的文脉，是城市的文化符号。

区内广西师范大学在人文学科、出版业久负盛名，桂林理工大学工

科优势突出，桂林旅游学院是全国知名旅游院校，其余各校均具有

各自鲜明特点及资源优势。地方政府应当主动为大学发展搭台唱

戏，发挥名校的影响力及带动力，使其成为人才聚集、资本投资的

小高地，从而以点带面，形成区域增长极，带动整个区域产业升级

及发展。 

（五）科学规划，为产业溢出保驾护航 

从知识的溢出角度来看，科学规划园区设置，提升非正式学习

的空间环境质量，能有效提升知识的溢出效应。科学规划园区内服

务设施与公共空间，并针对性地规划配置相应的配套服务设施，有

助于创新与创业机会的产生。同时，完善的公共交通、便捷的配套

设施，科研解决园区内人才的后顾之忧，提升毕业生留在当地就业

的积极性。 

结语 

大学校区、产业园区、社区三者的联动发展，助推区域产业升

级，形成城市增长极，有利于和谐社区与创新城市的构建，为高校

集聚区发展模式提供了有益借鉴，对高等教育发展、城市规划建设

乃至和谐社会构建均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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