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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研究型大学与城市互动机制研究 作者简介：郄海霞，女

， 1978年4月出生，2004年9月师从于北京师范大学王英杰教

授，于2007年6月获博士学位。 中文摘 要 论文以城市社会学

中的城市化理论和城市社会互动理论为基础，系统梳理了美

国研究型大学与城市关系的演变历史，比较分析了欧洲和美

国大学与城市关系的不同特点及其成因，在此基础上建构起

“三维九要素”分析模型，对美国研究型大学与城市之间的

互动关系、互动主体、互动要素和互动机制等进行了逐层深

入的分析，最后提出“大学－政府－企业－市民”网络式互

动机制。论文通过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历史与现实相统一、

理论探讨与个案分析相补充的原则，力图厘清美国城市发展

与大学发展之间的关系、大学管理者与市政领导之间的关系

、大学师生与周围市民之间的关系，从而为我国高等教育的

管理提供参考和借鉴，具有很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研

究过程中主要采用了文献法、比较法和个案法等研究方法。 

全文包括导论和正文，正文分为六章。 导论部分主要说明了

研究问题和研究对象，阐明了选题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分析了已有研究取得的成果和存在的不足，对本研究涉及的

主要概念进行了界定，并介绍了本文的理论基础、研究方法

和研究思路。 第一章对美国大学与城市的关系进行了总体回

顾，总结了美国大学与城市关系的特点。大学与城市的关系



源于欧洲中世纪，美国大学与城市的关系并未像美国高等教

育的发展那样从一开始就延续欧洲的历史，而是经历了从分

离、对抗到初步“联姻”，再到全面互动的发展过程。在这

一过程中，大学与城市的关系表现出不同于欧洲的显著特征

：早期的反城市倾向、在空间选择上重小城市而轻大城市、

大学与城市关系的后天性、大学与城市关系的多样性等。二

者关系的变化受到地理因素、文化因素和经济因素的共同影

响，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研究型大学与城市的互动机

制离不开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 第二章提出了美国

研究型大学与城市互动机制的分析模型。互动机制不是事先

存在的，而是互动主体和互动要素在一系列具体场景中通过

多种方式逐渐形成的。美国研究型大学与城市的互动体现为

研究型大学与城市政府、产业组织和市民三大主体之间的互

动，这三大主体构成了美国研究型大学与城市互动的三个维

度。土地、税收、知识、技术、人才、住房、交通、社区环

境、文化教育是三个维度中的九个互动要素，从而形成了“

三维九要素”的分析模型。在这一分析模型中，三个维度之

间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以具体要素为核心形成了相互联系的

网状结构。通过这一分析模型，可以深刻地揭示研究型大学

与城市互动的主要模式和运行机制。 第三章分析了美国研究

型大学与城市政府之间的互动。鉴于以往关于研究型大学与

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关系的研究已经非常丰富，本章重点分析

研究型大学与城市政府之间的互动关系。美国的研究型大学

具有很大的自治权，与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关系比较密切，但

较少受到城市政府的管辖。公立研究型大学主要通过州政府

来管理，在法律上城市政府要遵循州优先原则和行政豁免权



原则。私立研究型大学不享受行政豁免权，与城市政府的关

系相对复杂些。城市政府对研究型大学的管理主要表现在一

些公共领域，如防火和安全规章、吸烟和饮酒、房屋出租、

土地使用和规划、税收等。土地和税收是研究型大学与城市

政府争论的焦点，也是双方互动的核心要素。城市政府一方

面通过地方法规制约着研究型大学的某些扩张行为，另一方

面又必须遵循州法律和大学自治的要求，只能行使有限的权

力；研究型大学既需要城市政府提供资源支持，又要保持自

己的学术独立。二者围绕土地和税收等要素展开了长期博弈

，这种博弈既体现了研究型大学与城市之间权力制衡的关系

，也蕴含着研究型大学与城市政府之间不同的目标追求、服

务对象和价值取向。大学校长、副校长、市长、城市经理以

及其他领导层在研究型大学与城市政府的互动中发挥着重要

作用，大学校长和市长在协调双方关系、缓解矛盾冲突中发

挥着核心作用，他们之间的合作与对话是实现大学与城市良

性互动的关键。 第四章分析了美国研究型大学与城市产业组

织之间的互动。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对研究型大学的人才培养

目标、专业和课程设置具有深刻影响；研究型大学则通过自

身的优势为城市提供新知识、新技术和高素质人才。科学研

究是研究型大学的突出特点，大量科研成果通过各种技术转

让形式应用到企业中，大大提高了企业的经济效益和城市的

经济实力。大学毕业生和大学教师则成为企业的重要人力资

源库。不仅如此，研究型大学还为城市带来了直接经济效益

，许多研究型大学成为所在城市最大的雇主，成为城市经济

发展的发动机。美国研究型大学不仅以个体方式影响着所在

城市的经济和产业发展，而且通过集群方式为城市带来巨大



经济效益。在高校集中的城市，高校的集聚效应比任何一所

高校所产生的经济效益都大。 第五章分析了美国研究型大学

和市民之间的互动。研究型大学的师生和周围市民是具有不

同文化特征的两大群体，不同的文化特征使双方在生活习惯

、生活方式、价值追求等方面存在很大分歧。但由于双方在

资源上存在相互依赖关系，因此形成了一种既冲突又合作的

竞争性共生关系。他们之间的矛盾冲突主要表现在日常生活

方面，如住房、交通、社区环境等；他们之间的合作主要表

现在文化教育领域，如为当地中小学提供师资、为中小学生

个人提供各种辅导、为市民提供接受成人教育的机会和文化

资源等。从文化的角度来看，二者冲突的根源在于掌握“文

化资本”不同。研究型大学的师生是“文化资本”的掌握者

，而市民常常没有资格获得足够的“文化资本”，这一差异

使研究型大学师生和市民在社会空间中处于不同的位置；社

会空间位置的差异进一步加剧了“文化资本”的差异，使双

方的文化区隔现象不断被复制。文化的冲突是客观存在的，

为了实现共同的长远利益，研究型大学与市民之间需要寻求

文化认同，双方都应该认识到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增加

相互之间的理解和信任，建立各种沟通渠道，以一种积极和

宽容的态度看待对方，这样才能减少冲突，增强合作。 第六

章对美国研究型大学与城市之间的互动机制进行了深入剖析

。研究型大学与城市互动的各个维度之间、各要素之间形成

了有机联系的整体，即“大学政府企业市民”网络式互动机

制。该机制通过政策引导机制、市场调节机制和文化整合机

制共同发挥作用。政策引导机制通过联邦资助政策和税收政

策、地方法规在宏观上保证了研究型大学与城市社会之间的



和谐发展；市场引导机制通过自由竞争、供需调节、产学研

互动增强了研究型大学为社会服务的效率，使双方的互动充

满活力；文化整合机制通过寻求文化认同和增强信任减少了

研究型大学与城市各利益群体之间对抗和冲突，增强了互动

的文化资本。总之，政策引导机制、市场调节机制和文化整

合机制分别从不同维度引导、制约和规范着大学与城市之间

的互动过程，只有三种机制共同作用，形成互动网络，才能

发挥各种机制之优势，弥补其不足，实现研究型大学与城市

的“双赢”。 最后，论文对中国高校与城市间的关系进行了

初步探讨，指出中国高校与城市互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

分析了其中的原因。论文指出，政府主导型的互动机制以及

农业经济和传统文化的长期影响制约着我国大学与城市之间

的互动，提出要加强中央政府与地方“共建”的力度，利用

市场自发调节的作用赋予大学充分的自主权，并增强大学与

城市的相互认同感，形成有效的文化整合机制。 关键词： 美

国，研究型大学，城市，互动机制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