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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创时代的大学变革：理念、战略与路径 

——评《“创新驱动”战略下高等教育与社会互动机制研究 

——基于大学变革的视角》 

 
赵中建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上海，200062） 

 

[摘要]  《“创新驱动”战略下高等教育与社会互动机制研究——基于大学变革的视角》一书由王志强和卓泽林

博士所著，该书以大学的变革为研究视角，对全球范围内国家、地区和大学层面建设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的理念与

实践展开研究，以创新驱动背景下大学变革的五个关键领域（目标、基础、动力、路径和机制）为框架，以多案

例分析解读了大学变革的理念、实践和新态势。研究落脚在中国大学与社会的互动上，从历史演进和现实发展两

个方面探讨了我国高校与社会的互动。并在此基础上思考了我国同一领域存在的问题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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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出以来，“创新”

不断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和有关政策文件中，并与

“创业”构成了密不可分的组合，创新创业成为目

前全国上下关注的焦点。“双创”理念推广和配套

设施建设的一系列实践活动为国家如何实现创新

型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环境，例如 2016 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发布的《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就对

创新型国家的建设做出了进一步规划，该文件中提

出，创新驱动是国家命运所系，是世界发展大势所

趋，分三步走的目标中的第一个就是在 2020 年进

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基本建成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

系[1]。而大学在国家创新系统的发展中重要组成部

分，在创新型国家的建设中扮演着极为关键的角色
[2]，尤其是伴随着全球范围内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和各种形态的创新集群的崛起，大学在地区经济发

展中的直接贡献和在全球以经济及文化为主的交

流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 

但是在“创新驱动”发展阶段，大学发生了怎

样的变革？大学将如何与政府、企业以及所在社区

等利益相关者进行互动？大学如何构建创新创业

生态系统？仍然有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王志强和

卓泽林博士在《“创新驱动”战略下高等教育与社

会互动机制研究—基于大学变革的视角》一书中就

尝试对这些问题做出了回答，而他们基于丰富实践

和充分证据的考察结果是值得推广的。 

一、大学知识产生模式的转向 

当下的社会发展方式对大学提出了更多的要

求，社会需要的不再只是简单的人才培养、科学研

究和服务社会，对大学的要求高过以往任何时期，

对这些功能进行简单排列组合的做法已经过时了。

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的是作为创新引擎（engines of 

innovation）[3]的大学，而在内源发展动力和外部变

革压力的作用下，大学不得不对知识生产的模式进

行转型和升级。 

（一）模式 3 中的大学知识生产 

该书作者提出，知识生产理论经历了模式 1 到

模式 2 再到模式 3 的转变。在模式 1 中，知识生产

主要是一种学科的、在认知情景中进行的活动。这

一实践活动强调专业化以及相应的界限划分和等

级制度。由于现代社会对知识效用的追逐，加上机

械主义本体论和理性注意认识论的影响，模式 1 无

法适应现代社会发展和转型的需求，向新模式的转

变是现实发展的需要和必然结果。迈克尔ꞏ吉本斯

（Michael Gibbons）等人主张，模式 2 是满足多元

供需要求和重视应用性的知识生产模式，其具备非

等级制生产组织、社会问责导向的生产成果和自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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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等特征[4]。在充分肯定其进步意义的前提下，两

位研究者认为，模式 2 也存在局限，其对于知识工

具理性的过分看重以及公众在知识生产过程中的

地位的弱化，都影响其发挥更大的影响力，新的生

产模式应运而生。 

模式 3 知识生产理论构建了一个多位协同的创

新系统，其特征是多层次、多形态、多节点和多边

界，其逻辑运作机理是联合演进、联合专属化和共

同竞合。在模式 2 中，创业型大学是一个重要的概

念，创新生态系统的构建强调大学、政府和企业的

三螺旋互动，但是模式 3 则在此基础上加入了第四

条螺旋——公民社会，从而扩展了创新生态系统的

范围与限度。以外，模式 3 还引入了学术性企业

（academic firm）这一新概念，扩展了知识的边界

和知识生产的本质属性。企业不同于大学的地方在

于其明显的逐利取向，而学术性企业的创新在于它

追寻的是将知识和创新最大化和最优化。由此可

见，不同知识生产模式之间并非是简单的内容扩

充，而是在演化中不断升级，内在的逻辑和指涉的

内容都更为复杂和多元。 

（二）大学变革的内涵与维度 

王志强和卓泽林博士在专著中提出，大学作为

共生演进的生态系统中的重要组成和创新生态系

统形成过程中的知识核心，其在创新驱动发展阶段

的变革是为了发挥大学知识创新的功能，通过知识

的产生、扩散和传播来推动经济发展，并最终实现

国家、社会和个人的现代化。 

对于具体的变革，书中提出了三个分析的维

度。在理念上，大学的变革体现出从经济话语向学

习话语的回归。大学作为社会发展的核心力量，创

新驱动的实现不再只强调高深的知识和尖端的技

术，对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成为，以创新学习孕育创

新力量。在结构上，大学正在从之时创造向创新扩

散转型。一味地强调知识可能会使大学的发展滑入

“为知识而知识”的漩涡中，注重对知识和创新的

扩散增添了更多的实用性，能让大学在与社会的互

动中发挥出更多的推动力。在制度上，多个地区和

国家纷纷建立其保护和增进大学创新的制度性规

范。 

二、全球范围内大学的创新创业变革 

该书不但对大学变革视角下的高等教育和社

会互动的理念进行了深入分析，还通过丰富详实的

案例对具体的实践举措做进一步阐释。作者以创新

驱动背景下大学变革的五个关键领域（目标、基础、

动力、路径和机制）为框架，以多案例分析解读了

大学变革的理念、实践和新态势。 

（一）区域层面的案例分析 

在区域创新创业体系或集群中，研究者选取了

美国的耶鲁大学、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和英国剑

桥大学，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创新创业视域下大学

与社会互动的理念和实践进行了全面的探讨，关注

点侧重与大学与所在社区的外部组织如何一同构

建创新生态系统。全球范围内各类区域创新创业体

系的崛起引起了人们对于这一现象的深入思考，此

类型的案例研究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二）微观层面的案例说明 

在微观层面的研究中，研究者选择了三所大

学，分别是新加坡国立大学、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

院以及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以上述高校的变革为

抓手，对其改革中的内部措施进行了透视和扫描。

如果说区域层面的案例分析更关注与外部的联动的

话，那微观案例思考的是大学变革的内部实践逻辑。 

三、中国大学的创新创业的历程与路径 

两位博士的研究最后落脚在中国大学与社会

的互动，他们从历史演进和现实发展两个方面探讨

了我国高校与社会的互动。 

（一）中国大学与外部组织机构互动的历史脉络 

作者在这一部分将中国大学与外部利益相关

者的互动历史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创新意识萌发

阶段（1978－1996 年）、创新体系初步构建阶段

（1997－2005 年）、创新体系稳步推进阶段（2006

－2014 年）和创新体系全面深化推进阶段（2015

年至今）。在梳理各个时期发展的基础上，研究者

提出目前我国大学与外部的创新组织合作存在的

特征，具体表现为行政命令发挥强有力的推动作

用、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逐渐突显、产学研系统创

新模式逐渐形成、技术创新活动频繁。但同时也存

在着不少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大学合作创新意识不

强、创新合作机制不完善、科研合作奖励机制不健全、

风险承担机制不完善和创新成果转化率低等问题。 

（二）大学与社会互动的路径和选择 

基于上述系统全面和专业化的研究，并结合国

际形势和国内现实，两位研究者首先提出了解决问

题的对策，而这些对策也正是我国大学在接下来的

发展中与社会共同推进创新生态系统建设的路  

径[5]。这些对策包括：第一，强化创新主体联合生

产机制的建设；第二，加大科研经费投入，提升科

研创新能力；第三，改革创新制度环境，激发创新

主体活力；第四，培育社会创新文化，发展创新创

业意识；第五，以新搭建的创新平台促进合作；第

六，成立风险基金，优化风险承担机制。作者还提

出，创业型大学将作为高校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重

要形式，为我国大学以变革促进互（下转第 13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