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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学城到环高校创新圈：环高校地区规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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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环高校创新圈建设是空间规划应对创新型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标志着在存量规划时代，依托高校推动城市经济
发展理念和方法的重要转型。文章解析了大学城模式存在的问题，梳理了我国从大学城到环高校创新圈建设相关研究的演进
历程，归纳总结了环高校创新圈经济形态、空间形态、网络形态 3 个层面的基本特征，并结合实践，提出环高校创新圈建设
面临的现实制约及规划应对措施，以期相关结论能为我国的依托高校促进内涵式增长的发展模式提供决策支持，为其他地区
环高校创新圈的建设提供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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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University Town to Innovation Circle Around University: Evolution and Enlightenment of University Area 
Planning/Shi Yu, Wang Xingping, Hu Pan
[Abstract] The Innovation circle around university is an important approach in spatial planning that responds to creative economy 
development, and marks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ncepts and methods for university-drive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era of built 
up area planning.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of university town model, clarifies the research evolution from university town to 
innovation circle around university, summarizes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novation circle around university including economic, 
spatial, and network forms etc. Based on the enlightenment of practice,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practical constraints and planning 
respons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nnovation circle around university. The conclusions are hoped to support decision-making in 
university-driven urban economies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nnovation circle around university in other 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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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引言

21 世纪初，我国借鉴国外“新城式大学城”理念，
快速建设了百余个大学城，这种大规模的空间生产，对
我国经济崛起和地区经济增长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
这种建设模式也引发了一些争议，一度被认为是投机性
城市化行为 ，大学城在日后的发展中暴露出不少社会问
题 [1]。虽然大学城模式常常被诟病为“圈地运动”，但
是不可否认的是，大学及其周边区域作为城市重要的功
能区，在推动城市经济发展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2]。

为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构建新发展格局，我国提出

要支持“双一流”高校建设，加强科技创新工作，依托
高水平大学布局建设一批研究设施，推进产学研一体化。
依托高校发展创新型经济，成为深入贯彻落实我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的关键手段。在实践中，上海、武汉、成
都等地通过政—企—校三方合作推进环高校地区建设，
分别提出了“环大学知识经济圈”“环高校创新经济
圈”“环高校智慧经济圈”等各类概念 ( 表 1)，目标是
借助高校人才、技术优势等发展创新型经济，本文将
以上相关概念统称为“环高校创新圈”。本文通过系
统梳理环高校地区发展演进历程，总结环高校创新圈
的基本特征，并在时代转型的背景下，结合环高校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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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圈建设面临的现实制约，提出规划应
对措施，以期相关结论能为我国依托高
校促进城市内涵式增长的发展模式提供
决策支持，也为其他地区环高校创新圈
的建设提供参考借鉴。

1知识经济时代大学城模式存在的
问题

在知识经济时代，创新型经济的培
育需要开放的创新网络、优质的创新空
间和丰富的创业人群 [3]，尤其是在“城
兴人、人兴业”的发展逻辑支撑下 [4]，
城市创新空间、创新生态的营造和培育
极为重要。然而，大学城规划主要关注
建设指标和土地开发，与国外的大学城
建设理念相比，国内的大学城建设往往
复制了“大学”的头衔而忽略了“城”
的概念，对大学内的人文情怀、大学外
学校与社会空间互动等方面的关注度不
够，导致大学与城市之间存在严重的社
会隔阂。有学者指出，各地相继实施的
大学城规划的主要推动者和获益者—地
方政府，对大学及其涉及的社会群体的
空间需求关注甚少 [5]，对大学在大学城
中的引领作用与创新角色的思考和理解
不深 [6]，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大学对
城市经济发展的积极效应。同时，随着
我国城市建设由土地开发的规模性增长
转向国土空间资源的精细化配置，高校
大规模扩张的阶段已经过去，并且在各
高校的物质空间形态已固定的前提下，
以环高校地区微更新推进环高校创新圈
发展的模式成为高校参与地区经济发展
的最佳选择。

大学城模式难以适应创新活动日趋
多元化的空间需求，也难以满足创新人才
对空间环境和品质服务的要求，更难以适
应我国规划工作从土地粗放利用转向空间
精细治理的趋势。同时，依托高校发展城
市经济的模式也应从依赖土地资源的大学
城模式转向关注大学知识外溢激发创新型

经济的环高校创新圈模式，其中城市规划
工作理念转型是重要的前提条件。

2从大学城到环高校创新圈相关
研究的演进历程

本文研究的“高校”指的是综合型
普通高校，即一般意义上的大学。我国
大学与城市互动关系经历了从相互封闭
独立到逐渐呈现开放雏形，再到大学知
识不断外溢最终实现融合共生的过程，
大学的功能也从单一的高等教育功能不
断向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综合功能延
伸和拓展。

我国最早的教育形式起源于书院，
传统书院大多是封闭的四合院落空间，
以培养人才为核心 [7]。从教育理念和办
学体制上看，书院还不能称之为大学，
大学是西方文明的产物，直到清朝末年
洋务运动时期大学体制才被引进到国内。
北洋大学堂是我国近代第一所现代大学，
其成立标志着我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开端。
这一时期西方工业化步伐加快，面向市

场需求的工程技术人才培养成为美国大
学适应社会发展趋势的表现，科学研究
逐渐成了大学的重要职能之一。西方这
种思潮推动了北洋大学堂的功能由传统
教育转向教育与科学研究相结合转变，
其倡导出版的学术著作、发表的学术论
文、开展的项目研究、产学研相结合的
教育模式等在高等教育界与科学技术界
树立了典范 [8]。在新中国成立后、改革
开放前，我国高等教育从借鉴西方模式
转向借鉴苏联模式，在苏联模式影响下，
我国高等院校陆续建立了各种研究机构，
推动了科学研究的发展 [9]。1952 年全国
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建成了我国齐全的工
科教育体系 [10]，这一举措满足了我国快
速工业化和科技事业发展的现实需求，
促进了高校与现代科技体系的紧密结合，
高校知识的外溢效应逐渐显现。然而，
在这一阶段，由于受计划经济政治体制
影响，学校形成了一个个“单位大院”，
相对独立的内部功能、封闭的围墙割裂
了大学与城市之间的有机联系 [11]。改革
开放以后，一方面高等教育深化改革、

建设时间 地区 学校 名称

2007 年 上海杨浦区 同济大学 环同济知识经济圈
2012 年 哈尔滨南岗区 黑龙江大学 环高校经济圈
2013 年 济南市中区 济南大学 环高校经济圈
2015 年 江门蓬江区 五邑大学 环五邑大学创新圈
2016 年 武汉洪山区 华中科技大学 环华中科技大学创新经济圈
2016 年 成都成华区 成都理工大学 环理工大学知识经济圈
2017 年 成都金牛区 西南交通大学 环高校智慧经济圈 
2017 年 佛山禅城区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环佛科院创新圈
2017 年 哈尔滨南岗区 哈尔滨工业大学 环高校“十分钟创新创业生态圈”
2018 年 重庆 重庆大学

重庆医科大学
重庆邮电大学
重庆文理学院
西南大学
重庆师范大学

环高校创新创业生态圈

2019 年 芜湖鸠江区 安徽工程大学 环高校产业创新圈
2019 年 南京浦口区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环高校创新圈
2020 年 上海宝山区 上海大学 环上大科技创新圈

表 1  各地环高校圈建设实践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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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管理权下放、高校后勤社会化等一
系列政策措施促进了高校与城市之间的
互动 [12]，另一方面受西方建设科技园的
启发和高校发展科技产业的现实需求，
1990 年东北大学建立了我国第一家大学
科技园，大学科技园的发展，带动了东
北大学周边商业街区的繁荣，这是高校
功能外溢的重要表征。依托高校建立大
学科技园不仅促进了科技与经济的融合，
推动了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还瓦解了大
学原本的“围墙”，让社会需求能够更
直接的反馈给高校，实现产学研合作的
良性循环。进入 21 世纪，高校推动地区
创新的作用进一步凸显，各地兴起了如
大学城、环高校圈等一些围绕推动高校
与城市互动发展的建设实践，前者是增
量时期高等教育空间扩张后的一种空间
形态，后者顺应了存量时代下环高校地
区微更新面临的现实需求。此后，相关
学者以此为脉络展开环高校地区的相关
研究。

大学城的概念起源于国外，伴随着
欧洲第一批大学的诞生而出现 [13]。当时
以牛津、剑桥为代表的校城一体型大学
城镇，通过大学知识的外溢、空间的交
融、社会的分工协作给城市带来了源源
不断的活力，这些大学城不仅仅是高等
教育中心，更是地区政治、文化、社会、
经济发展的中心 [14]。国内针对大学城的
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大学城规划热潮
后的回顾与反思。陈秉钊等人指出了大
学城建设的实际意义和实践误区，认为
各地规划的大学城从本质上来说应该被
界定为以大学为核心的“知识创新区”，
只有打破大学的围墙壁垒，以产学研合
作的形式充分与城市空间互动，形成促
进知识、人才相互交流的社会网络，才
能真正实现大学城迈向社会化 [15]，这一
想法初步具备了“环高校圈”的雏形；
2007 年，官远发等人正式提出“环大学
经济圈”概念，环高校地区的研究重点
慢慢从关注高校本身的大学城建设转向

多元社会空间融合的环高校圈建设 [16]；
而在此前，潘海啸等人已经关注到了高
校与周边产业互动关系，并以同济大学
为例，对环高校地区产业群落的成因机
制及发展状况进行了探讨 [17]；官远发等
人将这种环高校地区聚集产业群落的现
象解释为“环大学经济圈”，并认为这
种形式的合作不仅仅是单纯的技术行为，
还是涉及地方政府、区域经济、地域空间、
创新文化及其历史积淀等多方面的社会
工程 [16]；吴志强等人对同济大学周边“社
区、产业园区、大学校区”三区融合的
现状进行了论述，并将其称之为“知识
经济圈”[18]，由此引发了众多学者对“环
同济知识经济圈”的研究 [19-20]。此后，
建设环高校圈的模式逐渐被学者在其他
高校加以研究 [21]。

总体来看，国外高校与城市互动发
展历史悠久，已经形成了共生共荣的良
好创新生态关系。从我国实践和研究历
程来看，环高校创新圈建设是我国高等
教育与科学技术合作的历史延续，而与
传统的大学城模式相比，其更符合当下
存量时代的空间更新需求。然而，针对
环高校创新圈的研究还相对薄弱，且研
究大多针对特定高校展开，尚未形成普
适性的规律和解释，与此同时，多地已
经开始探索环高校地区建设，这在一定
程度上造成了盲目的建设实践。

3环高校创新圈的基本特征

国内相关学者通过分析“同济现象”
提出了“环大学经济圈”[16]“环大学知
识经济圈”[18] 等不同概念，更多地从促
进经济增长角度对环同济大学周边产业
集群现象进行界定。实际上，“环同济
知识经济圈”内高校与科技园区的结合
已经形成了以高校为核心的区域创新极
核，以及高校与政府、企业及社会其他
机构之间相互联系的创新网络 [18]。这一
创新网络带动了更大范围内的辐射和集

聚，孵化了大批创新企业、聚集了大量
创新资源，给城市带来了持续增长的创
新型经济，因此这种现象更适合解释为
环高校创新圈。本文以国内外已有地区
实践为基础，借鉴学术界对城市创新生
态系统和城市创新圈的研究 [22]，将“环
高校创新圈”概念界定为以单个或多个
高校 ( 科研机构 ) 为核心，依托大学科技
园联合周边多元空间载体进行科技成果
转化，在政产学研协同合作下，实现知
识的溢出、技术的创新，最终形成创新
研发活动高度密集，并能够在更大的范
围内进行扩散和辐射的区域。环高校创
新圈本质上是一个创新要素高度集聚、
空间功能混合交融、网络化互动特征明
显的创新生态系统。

3.1经济形态：创新集群
已有学者将我国创新集群按照支配

主体的差异分为 6 种类型 [23]，其中以高
校 ( 科研机构 ) 为核心的创新集群可以定
义为环高校创新圈。创新集群是在一定
区域内，由企业、研究机构、大学等多
元主体和科技服务组织等构成，基于知
识链、产业链、价值链的相互耦合形成
了相对稳定的协作关系，使得创新主体
可以有效配置创新资源，从而降低创新
成本，实现创新的边际效益递增和集群
的经济效益放大的创新生态系统 [24-25]。
从国内外相关地区的实践来看，环高校
创新圈内集聚了高校、研究机构、科技
企业等多元创新主体，形成了相对稳定
的产学研合作关系，降低了知识溢出、
信息传递等交易成本，是典型的创新集
群。例如，美国斯坦福研究园以斯坦福
大学为创新源，通过科学研究、技术开
发和人才培养的结合，促进产学研合作，
在大学源源不断的人才、技术支撑下，
在学校周边集聚了大批具有高科技含量
的企业，最终形成了世界高水平的电子
信息产业创新集群 [26]；美国波士顿地区
围绕麻省理工学院 (MIT) 优势学科，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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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各类创新平台和载体的建设，通过
环 MIT 周边地区的微更新释放了大量的
研发空间，聚集了一批以 MIT 校友为代
表的创新创业人才 [27]，如今，环 MIT 创
新圈已经形成了具备全球竞争力的创新
集群 [28]；我国北京依托清华大学、北京
大学、中国科学院等庞大的智力资源，
联合中关村科技园区 ( 北京大学科技园、
清华大学科技园 ) 培育了一批龙头企业及
相关企业，完备的企业创新体系、强大
的政策支持体系推动了环中关村地区创
新集群的快速发展 [29]；我国上海杨浦区
和同济大学共同推进的“环同济知识经
济圈”建设，形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特
色鲜明、产业链完整、集群效应明显的
知识型现代服务业创新集群。相比大学
城的孤立发展，环高校创新圈推动了高
校与周边多元主体形成产学研协同的利
益共同体，更好地促进了知识的溢出和
流动，以创新集群的形态壮大地区经济、
塑造区域品牌。

 
3.2空间形态：多区融合

环高校创新圈内包含校区、园区、
社区、景区等多种功能区，在创新活动
的空间需求下，呈现出多区融合的空间
形态。其中，校区是不可或缺的创新磁极 ;
社区是功能完善的居住单元；园区是科

研转化的产业单元；景区是提供交流空
间的休闲场所，各功能区之间相互嵌入、
混合交融、高度互动，通过校际联通、
校企合作、校社互动、校景交融，为知
识生产、转化与传播提供了大量、灵活
的空间载体 ( 图 1)。由于隐性知识在非
正式的空间内更容易显性化，这种功能混
合的空间加速了环高校创新圈内知识的溢
出与扩散，同时研究表明，功能混合的多
样化空间载体还有利于增加地区吸引力和
活力 [30]，进一步带动了环高校地区创新
人才的集聚、创新活力的提升。环高校创
新圈内多区融合的空间形态在多个实践案
例中得以验证。例如，受 20 世纪中期美
国大规模城市更新计划的影响，美国当地
政府鼓励用地混合开发，基于这股热潮和
MIT 周边建设研发中心建设的需求，MIT
周边科技广场经过微更新，从纯办公用地
调整为以生命科学、科技研发为中心，综
合了居住、科研、商业等多种功能的园区
用地，吸纳了大量经验丰富的科研团队，
提升了环 MIT 地区的创新活力 [27]，促进
了环 MIT 创新圈的形成；我国中关村地
区拥有数所研究型高等院校、众多国家大
学科技园及零散分布的老旧社区，校区紧
邻园区、园区紧邻社区，其中社区为校区
研学、园区研发等创新创业人才提供大量
低成本的办公场所，是典型多区融合发展

的空间形式 [27]，大量的创业团队、小微
初创企业在此聚集，诞生了百度、联想、
新浪、小米等一批领军企业。相比大学城
内高校与高校、高校与城市之间简单的邻
近和拼接，环高校创新圈是知识经济时代
高校与城市、社会相互融合的一种新的空
间形式，创造了知识生产、知识转化与知
识传播需要的特殊场所，是城市中以高校
为核心，具备创新功能的重要功能区。

3.3网络形态：多缘叠合
高校知识的生产、溢出与扩散，能

够带来技术的交流、共享与转化，并使
知识链和产业链在一定区域内不断耦合，
从而形成环高校创新圈。一般来说，高校
知识通常为以个人经验为主的隐性知识，
个人经验知识的传播除了基于地理邻近性
之外，还会打破地理边界、行政边界，在
技术合作圈、社会文化圈中传播，与城际
间创新联系有着相同的属性 [31]。因此，
环高校创新圈具有基于地缘、人缘、业缘
三缘网络化叠合互动的空间特征 ( 图 2)。
其中，基于地缘的空间邻近形成的创新圈
位于环高校地区步行可达范围内，依托
密集分布的各类研发机构、与高校联系
紧密的园区、科研团队等各类主体间的
相互协作、资源共享进行创新活动，降
低了通勤和交易成本，形成了各类创新

图 1  环高校创新圈“四区融合”概念 图 2  环高校创新圈三缘叠合网络化互动机制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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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中，多主体协同合作偏少，整体协
同创新现状不容乐观 [34]。且有学者指出，
我国高校和企业之间的互动关系还处于
较低水平 [35]，这也表明我国依托高校与
多主体协同创新推动形成知识链、产业
链相互耦合的创新集群仍然面临着很大
的不确定性，而降低不确定性有赖于政
府的顶层设计和规划引导。因此，为解
决产业链、知识链之间的耦合障碍，一
方面政府应借鉴典型环高校创新圈发展
经验，明确不同高校的特色发展定位、
壮大高校核心优势学科集群，以培养处
于产业科技前沿的创新型人才和原创性
成果吸引企业集聚、协同创新，培育壮
大创新集群，以支撑创新圈的发展；另
一方面，鼓励、支持在环高校创新圈内
加快推进各类创新平台和载体的建设，
如南京于 2018 年发布的《关于建设具有
全球影响力创新名城的若干政策措施》，
明确提出对落地在高校周边的新型研发
机构给予土地政策优惠，如提高大学、
企业、政府之间的协同创新效率，突破
产业门槛，促进科研成果转化，将环高
校创新圈打造成创新型经济发展的热点
区域。

4.2突破空间门槛：解决高校内和
高校外空间的交流隔阂

与国外高校相比，我国高校具有独
特的“大院”空间特征，高校与周边地
区始终是两种不同的空间单元，空间的
割裂常常限制了高校与社会创新合作的
效率。尽管大部分高校校园空间具有较
高的开放度，然而封闭的校园管理仍旧
降低了创新的活跃度，增加了大学与城
市资源共享、功能混合、空间融合的难
度。1993 年，北京大学为加快产学研一
体化合作，借鉴 MIT 周边肯德尔广场的
经验，将南墙拆除、建设科技广场，这
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早期的依托大学兴
办科技园的发展模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也为环高校创新圈的建设奠定了基础。

人才大量聚集的生活圈。基于人缘的社
会文化关系形成的创新圈是环高校地区
可以源源不断吸引大量人才集聚的根本
原因，依托同乡、同门、校友等人际关
系和资源进行知识与技术的交流联系，
降低了社会交流的成本，形成了围绕身
份认可的校友圈。高校强大的校友资源
为环高校地区的蓬勃发展注入了源源不
断的吸附力，据统计，目前“环同济大
学知识经济圈”中 80% 的创业者为同济
人，而截至 2014 年，MIT 校友已经创办
了 30000 多家企业，年收入约 1.9 万亿美
元，经济规模位居世界第 10 位 [32]。基于
业缘的技术合作形成的创新圈是各类创新
创业活动得以推进的技术支撑，依托行业
内高端技术性人才之间的流动、技术之间
的互补与协作，降低了技术传递的成本，
形成了围绕技术交流的技术圈。高校强大
的智力资源在推动技术进步、技术创新方
面扮演着重要角色，以美国环 MIT 创新
圈为例，在波士顿地区无论是在对内还是
对外的技术合作关系网络中，MIT 均处于
产业链的核心地位 ( 图 3)[33]。大学城更多
地考虑地理邻近范围内的资源共享和信息
交流，然而在信息化、经济全球一体化时
代，超地理边界的知识、技术扩散与交流
更能够提升地区的核心竞争力，环高校创
新圈三缘网络互动特征大大提升了高校参
与到区域、国家乃至世界范围内知识、技

术、资本等要素流动中的积极性，推动地
区实现从参与全球创新到引领全球创新的
转变。

4新时期环高校创新圈的现实制约
与规划应对

从大学城建设到环高校创新圈建设，
符合高等教育从规模扩张向内涵增长的
转变[3]，适应了我国经济发展从依靠人口、
土地等传统要素驱动增长向创新驱动推
动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然而，在我国
高校“大院制”的基本属性下，环高校
创新圈的建设还受到一些现实制约，亟
待新的城乡规划工作理念和规划方法予
以应对。

4.1突破产业门槛：解决产业链和
知识链之间的耦合障碍

长期以来，科研和经济存在“两张
皮”现象，产业链和知识链未能进行高
度融合、有机衔接，导致高校科技研发
难以有效解决企业在产业发展中面临的
共性问题和关键技术难题，制约了科研
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尽管党的十九
大明确提出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
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协同创新体系，
但是我国技术合同成交额统计资料显示，
技术输出方仍以企业为主，在技术开发

图 3  1988 年波士顿地区生物科技企业和科研机构对内与对外关系网 [33]

(a) 对内关系网 (b) 对外关系网

美国波士顿地区的大学
美国波士顿地区的专业生物技术公司
美国波士顿地区的研究所 / 医院

美国波士顿地区的大学
美国波士顿地区的专业生物技术公司
美国波士顿地区的研究所 / 医院
美国其他地区的大学
美国其他地区的专业生物技术公司
美国其他地区的研究所 / 医院
其他国家 ( 除美国外 ) 的大学
其他国家 ( 除美国外 ) 的专业生物技术公司
其他国家 ( 除美国外 ) 的研究所 / 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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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如何进一步突破高校内外空间制约，
探索新的校、城空间关系，营造更加开
放、共享的空间环境，实现环高校创新
圈内多区融合发展，是亟待关注的领域。
在实践中，中关村高校周边许多社区为
初创人群提供了大量低成本、非正式的
办公、居住场所，成了促进校内外人才
交流联系的重要空间 [27]。已有学者提出
要适应创新型经济，围绕高校及科研机
构建设开放联动的创新圈 [3]。因此，以
整体开发的规划策略来培育创新圈是实
现校内外功能联动的重要方式。未来可
借鉴深圳“街坊开发模式”，鼓励以环
高校创新圈为基本单元，与高校相邻的
社区、园区、景区等进行一体化开发，
统筹协调各类创新指标基本配置，提供
包容、共享、低成本等适宜创新人才居
住、生活等创新服务，营造适宜创新的
场所空间，促进隐性知识的传递和扩散，
提升校内外空间交流效率。

4.3突破制度门槛：解决单位人和
社会人身份的认同难题

高校等单位人与企业等社会人在管
理体制、考核体系和生活保障等方面存
在很大的制度差异，导致双方合作目标
很难达成一致，大大降低了校企合作的
效率，限制了高校科研人员与企业技术
人员之间的双向流动，也影响了相互之
间的身份认同和合作意愿。在实践中，
为促进校地融合，各地鼓励校企在人才
培养方面加强合作，提出诸如推行高校、
企业“双聘制”和实行本科生“3+1”、
研究生“2+1”等校企联合培养机制，这
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创新的协同性。
为进一步突破“制度门槛”，提高环高
校创新圈内创新合作效率，应该从硬性
保障、软性支撑两个维度进行规划引导。
在硬性保障方面，通过建构完整的创新
圈规划体系，准确的识不同环高校创新
圈创新需求，因地制宜地设计专属的理
想空间方案、空间形态和空间行为，制

定统一的管理体制、考核体系、生活保
障政策制度等，保障在环高校创新圈单
元内科研人员、技术人员和各类资源要
素流动、交融、互通，形成生活圈。在
软性支撑方面，环高校创新圈的发展不
应仅依托地理邻近资源的支撑，还应充
分发挥人缘、业缘带来的身份认同感，
吸引超越地理边界的创新人才、创新技
术聚集，内化为环高校创新圈内部创新
网络。一方面，发展“校友经济”，鼓
励校友回高校周边创业就业，通过认证
的校友可在环高校创新圈内享受创新创
业的政策红利、住房安置和子女就学的
社会福利、科研立项的自主权利等，培
育校友圈；另一方面，发挥政府资金引
导作用，开展面向国际的创新创业大赛，
以环高校创新圈内高校优势学科基础和
企业关键技术需求为主题，吸引大学生
及各类创新人才参加，以赛引才、以赛
促创，形成技术交流圈，活跃环高校创
新圈内创新创业氛围。以期通过生活圈、
校友圈、技术圈的培育，提升单位人和
社会人之间的身份认同感，实现环高校
创新圈内“无界”的创新联系。

5结语

从大学城到环高校创新圈的建设，
符合我国高等教育从规模扩张向内涵增
长转变的现实情况，适应我国经济发展
从依靠人口、土地等传统要素驱动增长
向创新驱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
在知识经济时代，环高校创新圈这类高
校与城市互动的新的空间形态初具雏形，
各地实践也如火如荼。未来这一层面的
创新空间规划实践在城市创新体系中将
承担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和使命。本文
梳理了从大学城到环高校创新圈建设相
关研究的演进历程，初步提出环高校创
新圈建设面临的现实制约和规划应对措
施。未来，研究将结合实践案例，深入
剖析环高校创新圈形成机制和空间演化规

律，并提出更有针对性、更具体的规划策
略，以期为环高校创新圈乃至城市创新体
系的构建提供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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