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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区域内大学集群的发展，已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长株潭高校群自２００３年开始进行
合作，已完成数字图书馆建设和部分数字资源整合，但是进程略显缓慢。当前，应以本科高校群为突破口，提升湖南高等

教育的竞争力，长株潭本科高校群只有进行整合与联动，才能实现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新的“双一体化”，更好地服务

“两型社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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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现代高等教育发展是从服务工业化和现代化开始起

步的。英国在 １７世纪兴起现代大学制度后，成为持续

３００年的世界强国；德国在１９世纪 “洪堡改革”后迅速崛

起，２０世纪美国东西部两个世界一流大学群的相继形成，

更是对美国近百年超级强国地位起到了巨大的支撑作

用。现代高等教育发展史证明：高等教育在社会发展中

具有基础性、先导性、战略性地位，为社会发展提供了重

要的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已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

力量。

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１４日，长株潭城市群和武汉城市圈同

时获批国家级“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综合配套改革试

验区（以下简称“两型社会”）。２００９年８月１６日，教育部

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签订协议共建“长株潭城市群教育综

合改革国家试验区”。截止到２０１３年６月，湖南省除国防

科技大学外共有 １０６所
①

①，普通高校数量占全国的

４１９％，其中只有２所教育部高校。同属中部地区的湖北

却有１１８所普通高校，普通高校数量占全国的４．７５％，其

中８所部属高校。湖北高等教育优势集中体现于武汉高

校群，湖南高等教育优势集中体现于长株潭高校群。武

汉拥有７９所普通高校，占全国的３．１８％，占湖北省普通

高校的 ６６．９５％；长株潭共有 ６７所，占全国普通高校的

２７％，占湖南省普通高校的６４．４２％。在网大《２０１３中国

高等教育城市竞争力排行榜》上，武汉以６５分排名第三，

长沙以３３分排名第十六，湘潭以１６分排名第三十三；在

网大《２０１３中国高等教育省际竞争力榜》中，湖北以５７分

排名第五，湖南以 ４１分排名第十五（来自 ｈｔｔｐ：／／

ｒａｎｋ２０１３．ｎｅｔｂｉｇ．ｃｏｍ／ｒａｎｋ／ｐｒｏｖ＿ｅｄｕ）。武汉市在校大学

生人数为全国第一，高学历人口比重仅次于北京，居第二

位。武汉也是我国重要的科研基地，拥有科研机构 １０６

所，在武汉中国科学院与工程院院士５９名。与经济和社

会发展水平相当的湖北省相比，无论是从高校规模、学生

数量，还是从各种大学排行榜中的大学排序、两院院士数

量等指标看，湖南高等教育发展均表现出一定差距。

２０１０年６月１４日，时任湖南省教育厅厅长的张放平教授

在接受《中国教育报》访谈时明确指出：“做强长株潭：高

校担当排头兵”。２０１１年发布的《湖南省建设教育强省规

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中，明确提出湖南高等教育下一

步发展目标是：“提高长株潭高校群在全国的竞争优势”。

《高等教育法》第十二条规定：“国家鼓励高等学校之

间、高等学校与科研机构开展协作，实行优势互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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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资源的使用效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

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第一章中的“工作方针”提出：

“把改革创新作为教育发展的强大动力。教育要发展，根

本靠改革。要以体制机制改革为重点，鼓励地方和学校

大胆探索和试验，加快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步伐。

创新人才培养体制、办学体制、教育管理体制，改革质量

评价和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教学内容、方法、手段，建设现

代学校制度，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教育体系”。教

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

【２０１２】４号）文件第二十三条指出：“鼓励地方建立大学

联盟，发挥部属高校优质资源辐射作用，实现区域内高校

资源共享、优势互补。”这些纲领性文件都指明了鼓励大

学集群发展的方向。本科高校群对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

的影响巨大，是培养高等级人才的主要阵地，各校之间学

科发展的相似性更大，互补性更强，易于构建联盟。因

此，如果能够对区域内本科高校群的发展进行成功的研

究与实践，将会对区域高等教育和教育的整体发展起到

引领作用。

早在２００９年７月４日，武汉城市圈７所部属高校与

１８所省属高校对口支持合作计划协议书签字仪式隆重举

行。但是，目前长株潭高校群尚未建立全面合作共享的

机制。所以，有必要将长株潭本科高校群作为突破口，对

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和区域高等教育改革和质量提升

进行探索。

２　长株潭本科高校群发展的生态
长株潭城市群处于京广经济带、泛珠三角经济区、长

江经济带接合部，是以城市群为单元的综合性高新技术

产业基地，可以发展成一个组合型城市地区，是湖南经济

社会发展的战略依托。根据湖南省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

资料显示，长株潭城市群的城镇化率已达６０．９８％，比全

省和环长株潭城市群的城镇化率分别高出１７．６７、１２．８５

个百分点（来自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ｚｔ．ｇｏｖ．ｃｎ）。随着两型社会

建设的深入和湖南省经济总量的持续增长，长株潭高等

教育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

２．１　长株潭本科高校群是湖南高等教育发展的主力军，

已开展了校际之间的部分合作

长株潭城市群实验区高校集中，汇集了大量人才和

丰富的教育资源。全省本科院校３１所，位于长株潭的有

１９所，占全省本科院校总数的６５％。２０１１届毕业生中，

９５．２５％的毕业研究生来自于长株潭地区，６３．２５％的本科

毕业生来自于长株潭地区［１］。全省的“２１１工程”大学、

“９８５工程”大学和重点大学均集中于长株潭，全省院士也

集中于此。因此，必须优化配置与整合各种高等教育资

源，才能更好地发挥高等教育的优势，为长株潭城市群

“两型”社会实验区建设服务。长株潭本科高校群暂不包

括高职高专院校和独立学院，只包括位于长株潭地区的

１９所本科院校，其中包括２所研究型大学：中南大学、湖

南大学；８所教学研究型大学：湖南师范大学、湘潭大学、

湖南科技大学、长沙理工大学、湖南农业大学、中南林业

科技大学、湖南工业大学、湖南中医药大学；９所教学型大

学：湖南商学院、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湖南工程学院、湖南

财政经济学院、湖南警察学院、湖南女子学院、长沙学院、

长沙医学院和湖南涉外经济学院。显然，长株潭本科高

校群是湖南培养研究生和本科生的主要阵地。

２００３年７月，中南大学、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签

署岳麓山地区大学资源共享框架协议，确定三校共享范

围包括：本科生培养方面逐步实行课程互选、学分互认、

教师互聘，同时在图书情报资源方面实行联合或分工采

购图书情报资料、馆藏文献相互开放等。２０１２年，依托湖

南省高等学校数字图书馆，三校图书馆资源实现馆际互

借。自２００４年８月开始建立的湖南省高等学校数字图书

馆，到２０１２年已整合全省３８所高校的９７个数据库及其

图书馆馆藏纸本目录，建立了统一的信息发布和资源服

务门户网站。其余共享平台还有湖南省高等学校精品课

程网、湖南省高校实践教学资源信息平台、湖南省普通高

校课程教学资源平台等。２００８年３月，湖南大学和湖南

师范大学开展文化素质教育精品课程校际共享，到２０１２

年开设的共享选修课程已增加到１２门。２０１１年和２０１２

年，长沙学院分别与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签署全面战

略合作协议，进行联合培养本科生与硕士研究生、跨校修

读第二专业、跨校选课、共享实验室和教学基地及互聘教

师等合作。中南大学、湖南大学、湘潭大学和湖南商学院

已开展研究生导师互聘。长株潭高校群的合作项目和规

划虽然取得一定进展，但相对于长三角、武汉城市圈、珠

三角、重庆的区域内大学联盟，已经滞后。以岳麓山大学

城三校资源共享合作为例，自２００３年召开第一次三校校

长联席会议后，三校校级领导没有再次开会对此进行正

式协商，其他相关资源协调共建工作仍然进展缓慢。随

着各高校群日益重视合作共享，长株潭高校群应该尽早

谋划和行动。

２．２　长株潭三市高等教育发展不平衡，与区域经济协调

度不高

长沙有本科高校１５所，株洲１所，湘潭３所。长沙是

湖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集中了湖南大部分高等教

育资源，高等学校密集，而株洲和湘潭相对较少。２１１高校

和９８５高校集中在长沙，株洲和湘潭没有。长沙的在校大

学生是株洲的７倍多，是湘潭的４倍多，同时研究生、高校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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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是株洲的８倍，是湘潭的５倍，在校教师是株洲的７

倍，是湘潭的５倍。且在全国高校排名前１００名中，长沙有

３所，湘潭有１所，株洲没有。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国家大学科技园、中国高校国家重大技术

发明奖等科技资源都集中在长沙，株洲和湘潭没有。

经过对长株潭高等教育资源差异分析，长沙拥有强

大的基础研究能力，工程技术研发基础雄厚，拥有占长株

潭区域全部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并形成了相关学科优势。

位于湘潭的湘潭大学、湖南科技大学和位于株洲的湖南

工业大学，在文学、理学、工学和包装设计等方面也具有

较强实力。从资源整合利用的角度分析，长株潭各地间

的高等教育资源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只要加强高等教育

联动发展，就有可能加快实现城市群高等教育的“跨越

式”发展［２］。

研究者对全国各省市高等教育、人口、经济系统协调

发展进行定量分析后认为：湖南高等教育处于轻度失调

演化区［３］。作为湖南的经济和高等教育的发达地区，长

株潭地区的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同样处于失调状

态。目前长株潭城市群一体化建设局限于国土资源、经

济发展规划、环境治理、通信合作等方面，而在教育和高

等教育一体化方面缺乏宏观战略规划。长株潭缺乏三市

教育一体化的宏观意识和未来意识；教育政策的制定没

有从全局出发，在资源整合、生源市场开放、毕业生就业、

教师调配交流、教育信息互享等方面存在壁垒，教育与地

方经济产业结合不紧密，同质同构现象严重，高等教育对

当地经济发展贡献率不高。通过对高等教育资源的配置

进行调研后还发现，长株潭三市高校专业结构相似程度

达８０％以上，且专业设置与区域产业结构缺乏一致性，社

会急需的人才难以满足，高校的科研经费分配不够合理，

高等教育资源分散。此外，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等

教育研究所通过调研发现，长株潭高等教育尚未根据“两

型社会”建设的需要，在经费拨款、学科建设、专业设置、

教师调配、就业环境等资源配置方面建立相应的机制。

３　长株潭本科高校群发展的动力
３．１　区域经济发展和转型的需要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ＩＭＦ）公布数据显示，２０１１年中

国人均ＧＤＰ达到５４１４美元，这标志着中国经济社会发

展进入了一个重要转折时期，经济发展由以主要依靠投

资驱动逐步转向主要依靠创新驱动，技术创新逐渐成为

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如果不能成功实现教育转

型，高等教育缺乏创新能力，那么我国很可能失去竞争力

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如果教育转型滞后、科技发展

落后、高等教育竞争力不足并且缺乏创新性，那么建设创

新型国家只能是一个口号。所以世界经济论坛提出，中

国应该加强高等教育的竞争力，核心是创新能力的培养。

２０１１年湖南人均ＧＤＰ超４０００美元，也进入了转型期［４］，

湖南省人民政府提出的“四化两型”建设目标，正是基于

这一出发点，长株潭高等教育的发展状况将对湖南省的

经济转型和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有研究表明，从２０００年到２０１０年，十大城市群主要

城市高等教育水平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度由０．７５８降

低为０．５７［５］。虽然十大城市群主要城市高等教育对区域

经济发展的贡献是显著的，但由于随着高等教育的大扩

展，高等教育质量亦有所下降，所以导致对区域经济发展

的促进作用有所降低。该研究虽未将长株潭城市群列为

考察对象，但对长株潭城市群高等教育和区域经济的协

调发展依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此结论提醒我们：如果

长株潭城市群高等教育发展的速度并未能与经济发展速

度保持同步，从长远看将会抑制区域经济的持续健康发

展，因此，在“十二五”期间，长株潭城市群应进一步加大

对高等教育的建设力度，使得区域高等教育能保持适度

超前发展，并努力使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之间能够保持

适度协调发展，特别是依托高等教育构建区域创新体系，

为长株潭两型社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３．２　建设教育强省和“两型社会”的要求

根据教育强省的目标，湖南教育的整体实力要进入

全国十强。基础教育已进入，但高等教育一直徘徊在十

四位左右，需要向前跨越。只有坚持走内涵式发展道路，

提升高等教育质量，才能实现这一目标，长株潭本科高校

群无疑是湖南高等教育改革和创新的主要阵地。

教育部和湖南省人民政府共建“长株潭城市群教育

综合改革国家试验区”的协议中明确提出：“加强岳麓山

大学科技园和湘潭大学科技园建设，积极探索学分互认

和课程互选等高校人才培养机制，以适应当地经济社会

发展的特色学科和学位点建设为重点，不断优化高等学

校布局和学科专业结构，加强在湘部属高校与地方高校

的合作与对口支持，提升地方高校的办学水平。”“两型社

会”建设，正需要探索高校合作的新途径。“两型社会”建

设必须依靠教育和科技，长株潭本科高校作为两型社会

建设的对象，作为聚集高知识群体的大学校园，作为两型

试验区的有机组成部分，有必要也有可能成为两型社会

建设的先行区。

３．３　高等教育发展的挑战

随着高考生源的持续减少，全国高考录取率持续攀

高。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湖南高考规模萎缩近３５％，２０１３年参

考人数比 ２０１２年增加 １万人，高考录取率仍高达

８５３％，２０１３年湖北的高考录取率为８０％，海南和吉林则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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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高达９３．６％和９２．６７％，浙江、江苏、重庆、安徽也超

过８０％（来自ｈｔｔｐ：／／ｇａｏｋａｏ．ｅｏｌ．ｃｎ）。中国教育在线发布

的《２０１３高招调查报告》曾概括为“高招录取形势依然严

峻”。在人口出生率不断下降的情况下，部分高校将因生

源枯竭面临生存挑战，提高自身和湖南省高等教育的竞

争力已迫在眉梢，各高校纷纷在这一复杂多变的环境下

不断创新，争取主动适应并改变环境已成为组织发展壮

大的关键手段。然而要通过自身投资获得所需资源或提

高能力，实现创新目标，单个学校将要付出高昂的物质成

本与时间成本，同时还要冒着失去灵活性和管理能力不

足的巨大风险。因此高校之间的集群成为很多高校的选

择，但由于其涉及的资金多、时间长、管理难、风险大和政

策等高要求，使得很多高校望而却步。对于长株潭本科

高校群而言，在经过一轮合并高潮之后，高校的格局也悄

然发生了变化，呈现出强者更强、弱者势力单薄、各自为

政的局面，无法抵御省内外省高校、尤其是国际名校的竞

争。所以，构建长株潭本科高校集群正是其有效方式之

一，将有利于提高长株潭本科高校群的竞争力和本地区

教育资源的利用率［６］。

大学强则国家强，大学对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起到

了支撑和引领的重要作用。同样，区域内大学集群竞争

力强则区域竞争力强。根据对政府管理者和长株潭部分

本科高校负责人的访谈和调查表明，各高校对于合作共

享都有强烈愿望，只是不知从何入手。特别是省属新升

格高校，希望尽快学习到“９８５工程”大学和“２１１工程”大

学的先进经验，加快发展步伐。当前，要在已有基础上更

进一步加强校际、师生、学科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要继续

完善湖南省高校图书信息共享等合作机制，进一步扩大

服务范围，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同时要加强长株潭区

域高校产学研合作，使科技成果更直接地转化为现实生

产力，以更好地促进经济和社会一体化发展。长株潭高

校群只有进行整合与联动，才能实现高等教育与经济发

展新的“双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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