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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大学城”建设作为一种高等教育现象和城市化现象，在世界上一些高等教育发达和城市化程度
高的国家早已存在。
中国大学城的建设是特定历史条件下教育发展和城市化融合的产物，其发展动力来自两方面，一方面
是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城市发展的要求。
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大学城的发展都经历了一个由原始的贫乏单一到当下的繁复有序的运演过程。
而较之于国外，我国大学城的发展则晚了约40年。
所以，我国大学城要实现科学、持续、健康发展，除了要回顾和研究国内外大学城产生的历史背景与
基本走势，借鉴西方国家的新城发展模式外，更应该了解我国大学城自身特点，才能有自己的发展原
则和相应的途径。
　　大学城的建设和发展既要符合城市空间发展、产业发展的一般性规律，又要尊重教育本身固有的
规律，其中合理的空间策略对于充分发挥大学城建设的正面效应、科学规避大学城建设带来的负面效
应都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对大学城展开综合系统的研究有其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但此项研究的开展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
。
首先，教育作为社会活动总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其本身发展具有复杂独立的特点，其中涉及教育社
会、教育经济、教育管理等多项分支。
大学城的发展已突破封闭的教育系统，必然会涉及城市、社会、经济、政策、管理等多个领域。
另外，我国大学城还处在建设的初期阶段，远不能为理论研究提供充分、完整、全面而丰富的实证资
料，并且国外可借鉴的案例特别匮乏，给研究的展开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和挑战。
　　所以，大学城既是我国出现的新型城市空间，也是教育实体和理念在地理空间上的投影。
本书第一作者是一位从事教育管理工作的年轻同志，教育工作背景与地理学科的专业背景形成了较为
难得的“教育一地理”交集，也为其选择“大学城”作为研究对象提供了必要的科研基础和研究条件
。
大学城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高等教育的发展、地方经济的发展、地方文化的建设，甚至直接
影响到当地社会人口结构的变化，而实用性较强的地理学研究方法对大学城研究是有其明显优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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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学城是我国出现的新型城市空间，也是教育实体和理念在地理空间上的投影。
《大学城：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新型城市空间》按照逆向思维的方式，从结果探究原因，结合了城市
发展规律和教育基本规律，科学界定了大学城概念并对大学城作了系统分类，概括了大学城的性质与
特征，明确了大学城发展的内涵和外延，提炼了大学城规划和建设的核心理念。
　　《大学城：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新型城市空间》还利用多学科交叉进行知识融合，将大学城内系
统、外环境作为整体研究，探索大学城空间选择与建设效应之间的有机联系。
适合于大学生、研究生以及相关专业的读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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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地方政府要根据各地的经济发展需求和教育发展水平，采取切实可行的多种建设模式。
　　首先，大学城建设并不代表城市发展和教育发展的唯一方向，因为高等学校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
规律表明高校要适当集聚，主要集中于大城市或省会城市。
部分地级城市或县级城市不顾自己的经济和人文环境建立大学城，建设实例表明它仅仅成为政策的优
惠区。
　　其次，产学研“硅谷式”发展模式并不是大学城建设的唯一途径，脱离城市产业的实际要求将大
学城放在远离城市文化生活的开发区，靠大学自行独立发展难以形成产业的创新纽带。
　　另外，新区式发展也不是所有城市建设追求的理想区位所在，一般城市要把大学城尽量靠近市区
或近郊发展，不要过分追求大学的集中形态，坚持分散与集中相结合的多种发展方式，将大学的发展
与城市建设和改造相结合。
实际上，许多城市一窝蜂兴起建设“大学城”浪潮乃至建设问题接踵而来，其实很大程度上许多城市
并不明确自身大学城发展定位，因而盲目随从效仿。
　　所以，我国各地本身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和需求不一，建设大学城也应因地制宜，不宜强求统一。
　　1.2.2 关于大学城与城市良性互动发展的思考　　国内部分大学城以远离市中心的“教育开发区”
空间形态出现，是完全建立在单一经济发展的价值观基础的物质空间扩张，仅仅局限在空间地域上的
扩张，却忽视了大学空间与城市空间的人文联系。
　　大学城的建设必须尊重城市空间发展规律和高等教育发展规律。
城市发展也同样受到城市发展“规模门槛”规律的限制。
限于土地资源紧缺和巨大的基础设施投资，加之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巨大差异，特别是高校教职工的社
会网络主要集中在市区，所以国内大学城不能采取美国大学城远离市区的发展模式。
因此在大学城空间规划中，一方面在空间区位从长远发展必须加强与城市有机联系，将其空间规划融
人城市空间范围之中，保持与城市各区域间的有机联系。
否则画地为牢的“圈城运动”割裂了大学城与城市的有机性，也必然失去大学城空间应有的人文基础
。
另一方面，大学城空间不应是单一功能区的静态复制，而是逐渐完善的综合功能区，城市空间丰富的
多样性是其追求的终极目标，同时也是一个渐进发展的动态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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