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８－０２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课题（ＡＧＡ１９００１１）

作者简介：曹　雁（１９９４－），女，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政策与管理。

第３７卷 第１期

２　０　２　２年１月

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ＳＨ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ｌ．３７ Ｎｏ．１

Ｊａｎ．２　０　２　２

大学引导区域创新发展的路径探析
———以英国东北区域实践为例

曹　雁

（中国人民大学 教育学院，北京　１０００８６）

摘要：从区域创新体系视角出发，以英国东北区域实践为例，文章试图建构大学引导区域创新发展的概念

模型。研究表明，英国东北区域大学引导的区域创新发展呈现出以下特征：鼓励性和开放性的政策环境、

区域发展政策将大学视为重要创新 主 体、建 立 异 质 性 中 介 组 织 以 增 强 区 域 供 需 机 制 间 的 联 系、区 域 内 各

高等教育机构之间深厚的合作传统。由此，为推进我国大学引导区域创新发展，可以从完善制度保障、强

化区域创新体系的沟通网络和激活大学枢纽功能等维度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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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的提出

在全球化和 知 识 经 济 发 展 的 时 代 背 景 下，

区域创新发展这一重要议题逐渐进入研究者和

政策制定者的 视 野，如２０世 纪 末，德 国 为 提 高

生物技术的 商 业 化 水 平，由 政 府 资 助 在 慕 尼 黑

和海德堡地 区 建 立 了 区 域 性 的 生 物 技 术 集 群；

自１９９８年起，英国政府便着眼建立知识经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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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政策，通 过 促 进 区 域 发 展 和 集 群 建 设 推 动

创新；欧盟也 实 施 了 区 域 技 术 计 划 和 区 域 创 新

战略以提升区域竞争力。在区域创新发展的时

代背景下，大 学 作 为 知 识 型 组 织 不 仅 要 开 展 教

学和科研活动，更被期望在其所在区域的经济、
社会和文化环境发展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我

国在２０２０年７月 召 开 的 全 国 研 究 生 教 育 会 议

上，习近平总 书 记 强 调：“研 究 生 教 育 在 培 养 创

新人才、提高 创 新 能 力、服 务 经 济 社 会 发 展、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具有重

要作用。”［１］从国内外大学与区域发展趋势中可

以看出，现代 大 学 越 来 越 被 赋 予 了 区 域 发 展 使

命，区域化发 展 成 为 我 国 乃 至 国 际 高 等 教 育 发

展的重要命题。
有关大学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研究主

题相当广泛，已 有 研 究 主 题 集 中 在 专 利 生 产 和

科研成果商业化、区域生产力和竞争力提升、创

造产出以及产业后向关联等方面。大学的角色

通常被理解为区域需求的响应者和区域创新知

识的提供者，即 在 区 域 创 新 中 发 挥 了 直 接 的 作

用。如学者王钱永等人提出大学在区域创新体

系中的角色作用体现为：知识创新主体、技术创

新和转移的 引 领 者 以 及 人 力 资 本 的 提 供 者［２］。
学者毛才盛提出大学在区域创新体系中的贡献

在于知识和技术支撑、创新人才资本、创新企业

家和技术 转 移［３］。但 总 体 来 看，针 对 大 学 的 区

域影响研究 往 往 侧 重 于 关 键 的 经 济 绩 效 指 标，
如专利转化 数 量、商 业 化 成 果 以 及 人 才 培 养 贡

献率等［４］，这种 思 路 恰 好 反 映 了 探 究 创 新 过 程

的简单线性思维，在这种思维方式下，创新是从

研究、开发再到生产和商业化的过程，系统中没

有反馈循环。研究、专利、商业化只是整个创新

过程中的若 干 要 素，当 前 关 于 大 学 对 区 域 影 响

的讨论，很多 都 未 能 充 分 考 虑 创 新 过 程 的 复 杂

性以及大学对区域影响的多样性［５］。传统的线

性创新模式 表 明，知 识 和 技 术 线 性 地 从 知 识 生

产者转移到 知 识 使 用 者，系 统 中 不 存 在 反 馈 循

环［６］。而 区 域 创 新 体 系（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ＲＩＳ）将 创 新 视 为 一 个 反 复 的 过 程，每

个阶段充满 了 试 错 与 适 应，强 调 创 新 过 程 的 非

线性和变 革 性 特 征［７］。因 此，不 同 于 以 往 研 究

将重点置于 大 学 对 区 域 经 济 增 长 的 直 接 贡 献，
本研究利用强调创新的非线性和变革性特征的

ＲＩＳ框架来分析大学在区域发展中的角色和作

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本文试图构建大学引领

区域创新发 展 的 概 念 框 架，以 英 国 东 北 区 域 为

例，探讨大学 组 织 在 区 域 创 新 发 展 中 的 地 位 和

作用，以期为 我 国 大 学 引 领 区 域 创 新 发 展 提 供

启示。

　　二、理论基础与概念框架

（一）创新体系中的创新生态逻辑

国 家 创 新 系 统（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
ｔｅｍ，ＮＩＳ）由学者Ｌｕｎｄｖａｌｌ提出，他用国家创新

体系这一概念来描述特定的国家制度框架如何

影响国民经 济 的 技 术 进 化 动 力。他 认 为，在 全

国范围内建立起来的系统性制度影响着国民经

济的发展方式，应重点关注国家一级的制度、规

章和政 策 执 行 为 创 新 活 动 所 提 供 的 信 号 和 激

励［８］。在国家 创 新 系 统 的 框 架 中，国 家 被 认 为

是创新相关 制 度 安 排 的 合 适 维 度，这 些 制 度 塑

造了一个国 家 的 创 新 轨 迹，从 而 产 生 特 定 的 经

济结果。在国 家 创 新 体 系 的 概 念 中，国 家 是 由

公司、大学和研究机构等行动者组成的，这些行

动者的活动受到多重制度制约，如惯例、习惯和

实践。其核心思想是异质性行动者之间的互动

网络、持续学习过程以及有利于创新的制度，将

带来国家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和竞争力提升。
由于区域 间 存 在 着 自 然、经 济、社 会、技 术

等方面的差异，因此，国家创新体系并不能解释

不同区域间 创 新 能 力 的 差 异 问 题，也 难 以 促 进

不同区域间优势和竞争力的发挥。也正是由于

国家创新体 系 中 出 现 了 区 域 性 差 异，区 域 创 新

体系的概念才随之诞生。关于国家创新体系的

研究热潮始于２０世 纪８０年 代，而 区 域 创 新 体

系这一术语直至１９９２年才由英国学者菲利普·
库克（Ｃｏｏｋｅ　Ｐｈｉｌｉｐ）等 人 正 式 提 出［９］。在 摒 弃

了新古典主 义 解 释、支 持 经 济 学 进 化 论 的 基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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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理基础上，菲利普·库克建立了区域创 新 体

系理论。他认 为，不 同 于 以 往 将 区 域 定 义 为 具

有经济特殊 性、行 政 同 质 化 和 文 化 共 享 的 地 理

空间，区域应 被 视 为 一 个 通 过 信 任 和 可 靠 性 维

系的集体秩序系统。与新古典主义将企业视为

理性效用最 大 化 的 同 质 性 单 位 相 反，进 化 经 济

学强调企业 间 的 差 异，企 业 充 分 利 用 异 质 性 的

输入并通过评估自身经验和同行经验的双重反

馈循环开展 学 习，在 此 过 程 中 实 现 创 新 的 系 统

化发展。自此 以 后，学 者 们 对 区 域 创 新 体 系 这

一概念展开了 不 断 探 索。Ｌａｍｂｏｏｙ认 为，区 域

创新体系由区域行动者之间的互动网络和动态

结构组成，区 域 创 新 体 系 本 身 为 区 域 中 的 各 主

体提 供 了 知 识 交 流 和 创 新 的 资 源 与 空 间［１０］。

Ｃｏｏｋｅ等人对德国巴登－符腾堡区域进行了案

例研究，作为德国最强大的区域经济体之一，该

区域创新体 系 的 成 功 取 决 于 三 个 关 键 要 素：企

业间动态的 纵 向 和 横 向 网 络；丰 富 的 职 业 培 训

制度体系；在研发、创新和技术转让方面的大量

公共和私人投资［１１］。Ｌａｕ等人从区域创新计划

（ＲＩＩ）、知 识 密 集 型 商 业 服 务（ＫＩＢＳ）和 价 值 链

信息源三个 基 本 要 素 出 发，探 究 了 区 域 创 新 体

系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１２］。
上述研究成 果 主 要 是 从 企 业 角 度 出 发，对

区域创新体 系 进 行 要 素 分 析 和 概 念 界 定，对 于

区域创新体系这一抽象概念的模型建构无疑有

着重要的启 示 意 义。近 年 来，大 学 在 区 域 创 新

体系中的角 色 和 作 用 日 益 被 研 究 者 重 视，由 于

知识型 组 织 本 身 具 有 生 产 创 新 知 识 的 天 然 属

性，对区域中 创 新 知 识 的 生 产、传 播、集 聚 过 程

具有重 要 意 义。从 区 域 创 新 体 系 理 论 视 角 来

看，区域创新 体 系 这 一 概 念 本 身 建 立 在 区 域 科

学和创新研 究 的 基 础 上，强 调 创 新 主 体 的 异 质

性和多元性 以 及 创 新 要 素 间 的 社 会 网 络 关 系，
由此，有必要 将 大 学 作 为 区 域 创 新 体 系 中 的 关

键主体加以 分 析，以 阐 明 大 学 在 区 域 创 新 体 系

中的角色贡献和作用机理。
（二）大学引领区域创新发展的概念框架

由于区域经济发展和生产力增长均依赖于

创新，知识资 本 也 需 要 通 过 创 新 发 挥 促 进 区 域

经济增长的 作 用。因 此，大 学 作 为 知 识 资 本 的

重要提供者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同样依

赖于创新这一关键步骤。“知识生产模式二”和

“三螺旋”理论都将创新视为一个由不同行动者

从理念到行 动 的 互 动 过 程，在 区 域 创 新 体 系 的

框架下，文化、学习和金融系统等制度资源也会

影响一个区域的创新能力。由此，本文认为，创

新可以被视为大学、政府、企业和一系列中介组

织从理念到 行 动 的 互 动 过 程，而 区 域 创 新 体 系

是嵌套于国 家 创 新 体 系 层 次 之 下 的，由 区 域 内

参与创新的异质性主体，基于一定的区域文化、
学习和金融系统等环境背景，围绕知识的生产、
传播、应用 而 形 成 的 区 域 网 络 系 统（如 图１所

示）。知 识 生 产 部 门（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ｅｃｔｏｒ）和 知 识 使 用 部 门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Ｕｓｉｎｇ
Ｓｅｃｔｏｒ）是区 域 创 新 体 系 中 两 个 关 键 的 组 织 集

合［１３］，前者指 大 学、研 究 实 验 室 和 商 业 研 究 设

施，后者 包 括 高 科 技 公 司 和 商 业 开 发 设 施 等。
这两个部分都与各自的全球生产网络联系在一

起。它们在网 络 中 的 地 位 取 决 于 自 身 能 力，例

如，大学在全 球 声 誉 网 络 中 的 地 位 取 决 于 学 术

人员学术能 力 的 国 际 认 可 程 度，而 企 业 在 创 新

过程中利用 知 识 来 创 造 利 润，通 过 在 区 域 内 的

增值以确保 其 长 期 竞 争 力，并 促 进 其 所 在 区 域

经济发展。在两个部门中分别存在两个循环系

统，在大学内 部，教 学、科 研 和 社 会 服 务 三 项 职

能间能产生 有 效 的 协 同 效 应；在 区 域 中，技 能、
创新和社区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这两个循环

系统之间如 果 能 得 到 有 效 管 理 和 沟 通，则 可 使

大学及其所 在 区 域 相 互 受 益，从 而 形 成 大 学 与

区域协同创新发展的新蓝图。
而当考察大学在区域创新体系中的作用和

贡献时，除了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

等大学 基 本 职 能 的 传 统 分 析 方 法 角 度 来 思 考

外，Ｃｈａｔｔｅｒｔｏｎ等 人 提 出 了 大 学 对 区 域 发 展 贡

献存在的三个维度：联合与协同的能力、整合政

策的能力、转换不同形式的资本的能力［１４］。基

于此，本文认为，大学在区域创新体系中的重要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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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之一便是它作为区域关键枢纽整合区域内

外部资源和制度的能力。大学通过对内外部资

源和制度的整合，完善并拓宽了区域合作网络，

激发了网络 中 主 体 的 活 跃 度。因 此，在 一 个 大

学引导的区域创新系统中，区域中的大学、科研

机构、企业、政府等创新主体都是超越了传统组

织边界的行 动 者，共 同 塑 造 区 域 中 的 知 识 创 新

网络（如图１所示）。

高等教育政策
区域发展政策
科技政策
产业竞争政策
就业和技能政策 科研

企业科研
机构

商业
研发 政府

中介组织

服务

大学

教学

创新 文化

知识使
用部门

技能

图１　大学引导的区域创新体系发展概念框架图

　　三、英国东北区域：大学引导区域创新发展

的实践

　　在英国东北区域，大学不仅对区域经 济 发

展作出了显 著 贡 献，更 是 对 区 域 社 会 文 化 产 生

了更广泛的 影 响，促 进 了 区 域 行 动 者 之 间 协 商

与合作机制的形成。英国东北区域形成的大学

引导区域创新发展的新局面主要有以下特征。

（一）国家层面：鼓励性和开放性政策环境

不同层级的政策交叉影响着大学在区域创

新发展中发 挥 作 用 的 机 制。在 国 家 层 面，英 国

于１９９８年颁布 了 白 皮 书《我 们 竞 争 的 未 来：建

设知识驱动 型 经 济》，其 中，尤 其 强 调 科 学 技 术

在日益 激 烈 的 国 际 竞 争 中 的 重 要 性。２０００年

颁布 的《卓 越 与 机 遇———２１世 纪 的 科 学 与 创

新》白皮书及２００１年发布的《科学与创新战略》

白皮书，均提 出 高 等 院 校 是 创 新 和 变 革 的 强 大

推动力，在 经 济 发 展 中 扮 演 着 重 要 角 色。为 了

形成一个 更 有 效 的 区 域 治 理 结 构，１９９９年，英

国在区域一级设立了新的地方机构———区域发

展署（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ａｇｅｎｃｙ，ＲＤＡ），

其宗旨是振 兴 区 域 发 展 并 建 立 区 域 基 础 设 施。

在区域发展 署 的 支 持 下，英 国 各 区 域 相 继 成 立

了区域性的 大 学 联 盟，为 区 域 科 技 创 新 提 供 包

括大学创业 教 育、技 术 转 移 和 商 业 化 咨 询 等 系

列服务。

在《迪尔英 报 告》中，英 国 大 学 对 区 域 发 展

的贡献 得 到 了 国 家 高 等 教 育 调 查 委 员 会 的 认

可［１５］。１９９９年，英 格 兰 高 等 教 育 基 金 委 员 会

（ＨＥＦＣＥ）在现有 针 对 大 学 教 学 和 科 研 的 资 金

上，启动了新的第三类资金，以鼓励大学加强与

其所在区域 商 业 界 和 工 业 界 的 互 动，从 而 促 进

区域经 济 增 长 和 竞 争 力 提 升。２００３年，《高 等

教育的未来》白皮书指出，高等教育机构参与区

域经济社会 发 展 至 关 重 要，并 鼓 励 各 个 区 域 的

大学、ＲＤＡ以及区域创新机构之间建立更牢固

的伙伴关系。以上政策导向反映了英国政府致

力于构建以 大 学 为 核 心 的 新 型 区 域 伙 伴 关 系，

在政策层面上越来越鼓励高等教育与区域发展

的结合。资 金 使 用 效 率 是 英 国 政 府 关 注 的 重

点，包括大学内部资源的使用效率，以及提高大

学对地方、区域和国家经济福祉贡献的效率，这

进一步打破 了 各 个 政 府 部 门 间 的 政 策 壁 垒，以

充分 发 挥 高 等 教 育 对 区 域 创 新 发 展 的 促 进

作用。
（二）区域当局：将大学视作重要创新主体

１９９８年，英国新政府在选举后不久便颁布

了《区域 发 展 机 构 法》。自 此，区 域 发 展 机 构 作

为一个不隶属于任何部门的独立公共机构被列

入了国家议 程，在 英 国 国 家 范 围 内 共 建 立 了９
家ＲＤＡ，分别 是：东 北 开 发 署、西 北 开 发 署、约

克郡开发署、西米德兰兹开发署、东米德兰兹开

发署、英格兰 东 部 开 发 署、英 格 兰 西 南 开 发 署、

英格兰 东 南 部 开 发 署 以 及 伦 敦 开 发 署。ＲＤＡ
管理机构一般由１２－１５人构成，董事会包括来

自商界、培训 师、商 会 和 志 愿 者 协 会 的 成 员，其

中必须含４位 当 地 管 理 者 代 表。法 律 上ＲＤＡ
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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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任 务 有 以 下 规 定［１６］：其 一，确 保 区 域 经

济发展和转 型；其 二，支 持 企 业 提 高 效 益、投 资

和竞争力，促 进 就 业 并 降 低 失 业 率；其 三，开 发

就业岗位，提 高 劳 动 者 的 职 业 技 能；其 四，为 英

国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总的来说，成立ＲＤＡ
的主要目的 是 为 了 提 高 英 国 区 域 的 竞 争 力，以

协调区域 间 发 展 不 平 衡 的 现 状。ＲＤＡ成 立 后

在英国区域 发 展 中 发 挥 了 火 车 头 的 作 用，围 绕

区域行动者 的 共 同 利 益 和 意 图，组 织 并 协 调 了

区域内的各 个 组 织 和 行 动 者，在 区 域 内 形 成 了

一种 协 同 效 应 并 促 进 了 区 域 经 济 的 发 展。

ＲＤＡ在协调区域行动者关系的基础上，与区域

行动者进行 了 密 切 互 动，致 力 于 构 建 一 个 区 域

性的信任网络。值得注意的是，在９家ＲＤＡ制

定的区域经 济 战 略 中，均 强 调 高 等 教 育 对 于 区

域发展的重要作用。

英国 东 北 区 域 于１９９８年 成 立 了 新 的 区 域

发展 机 构———英 格 兰 东 北 经 济 发 展 署（Ｏｎｅ
Ｎｏｒｔｈ　Ｅａｓｔ，ＯＮＥ），成 立 后 对 东 北 区 域 早 期 体

制结构和工业发展遗留下来的潜在资产进行了

评估，随即认 识 到 基 于 成 本 因 素 吸 引 移 动 投 资

的传统区域 发 展 政 策 已 经 失 灵，于 是 采 用 了 一

项新的区域 经 济 战 略，其 重 点 是 建 设 知 识 型 经

济，并将大学提升到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地位。

一直以来，英 国 东 北 区 域 有 着 吸 引 外 来 投 资 以

解决经济问 题 的 悠 久 传 统，但 鉴 于 近 年 来 外 来

投资减少、企 业 外 迁 到 其 他 成 本 更 低 的 国 家 增

多，这种发 展 模 式 举 步 维 艰。考 虑 到 该 区 域 内

缺乏公共研究机构，私营部门的研发水平较低，

于是区域当局将目光转向区域内的大学，ＯＮＥ
认识到相较 于 外 来 投 资，区 域 内 的 大 学 作 为 区

域关键的知 识 资 产 可 以 发 挥 更 稳 定 的 作 用，更

有助于 开 发 促 进 区 域 发 展 的 内 生 增 长 力。因

此，在ＯＮＥ的第一份和第二份区域经济战略中

均把大学置 于 东 北 区 域 经 济 发 展 的 核 心，把 大

学作为以知识为基础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

支撑。于是，ＯＮＥ在 投 资 区 域 产 业 发 展 之 时，

将大学已有 的 研 究 基 础 视 为 重 要 的 参 考 依 据。

例如，处于东 北 区 域 的 纽 卡 斯 尔 大 学 在 医 学 科

学领域具有 强 大 的 研 究 优 势，但 该 区 域 缺 乏 工

业基地，ＯＮＥ决定在纽卡斯尔市内部的大学和

教学医院周 边 开 展 医 学 科 学 领 域 的 投 资，以 期

通过创 办 衍 生 公 司 和 吸 引 投 资 建 立 新 的 工 业

基地。
（三）中介组织：促进区域供需机制相匹配

尽管ＯＮＥ十分重视大 学 在 区 域 发 展 中 的

战略地位，但 也 认 识 到 要 使 大 学 真 正 融 入 区 域

经济发展仍然存在诸多挑 战。２００１年，Ａｒｔｈｕｒ
出具的一份重要报告对东北区域研究基地的潜

力进行了详 细 分 析，他 指 出：“大 学 和 区 域 企 业

的优势并不 是 特 别 匹 配，限 制 了 区 域 内 的 合 作

范围。区域发 展 中 还 存 在 以 下 的 不 利 因 素：总

部设在 东 北 的 大 型 研 究 密 集 型 公 司 仍 十 分 缺

乏、中介机构 和 技 术 转 让 组 织 很 多 但 有 效 却 不

多、有许多的 合 作 倡 议 但 其 中 大 多 数 尚 未 产 生

太大的影响、对产业需求的重视不够，大学和中

介机构中存 在 文 化 和 能 力 障 碍，薄 弱 的 交 流 和

技术转让机 制，以 及 对 科 研 人 员 深 入 参 与 商 业

联系和商业化的激励不足。”［１７］根据这一描述，

英国东北区域呈现的区域特征符合区域创新悖

论的特征：强 大 的 学 术 研 究 基 础（供 应 方）与 区

域工业需求（需 求 方）不 匹 配，且 行 业 的 吸 收 能

力有限，供需联系机制薄弱。

为了 弥 合 大 学 科 研 与 产 业 之 间 的 差 距，

ＯＮＥ制定了一项成功战略，该战略构成了东北

区域当前区 域 创 新 政 策 的 基 础。随 后，东 北 区

域建立了五个科技与创新中心（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ＴＩＣ）分别为：生命科学卓越中

心、技术创新 中 心、新 能 源 和 可 再 生 能 源 中 心、

纳米技术、微 型 和 光 子 系 统 卓 越 中 心 以 及 数 字

卓越中心。这五大卓越中心均围绕大学中有研

究实力的领 域 而 建 立，同 时 还 设 立 了 专 门 的 投

资基金，其中技术创新中心（ＣＰＩ）及新能源和可

再 生 能 源 中 心（Ｎｅｗ　ａｎｄ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ｅｎｔｅｒ，ＮＡＲＥＣ）两 个 中 心 都 是 由 东 北 区 域 开

发署建立的，其性质是非营利的私营公司，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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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通过支持具有高附加值和增长潜力的战略部

门以改变区 域 的 产 业 结 构，通 过 技 术 主 导 的 创

新实现区域 经 济 增 长，公 司 董 事 会 成 员 包 括 大

学成员和私营部门有研究和管理经验的首席执

行官［１８］。ＣＰＩ和 ＮＡＲＥＣ接 受 大 量 来 自 ＯＮＥ
和政府的资 金，资 金 规 模 远 超 大 学 的 技 术 转 化

办 公 室（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Ｏｆｆｉｃｅ，ＴＴＯ）。

因此，相较 于ＴＴＯ，ＴＩＣ拥 有 更 充 足 的 使 用 资

金、更专业的设备和更高水平的专家，是东北区

域创新发展的重要支柱。ＣＰＩ最初的任务是作

为一种大学 的 科 研 转 化 基 地，通 过 建 立 技 术 平

台，一方面协助大学将研究成果投入市场，另一

方面以便行 业 和 学 术 界 的 技 能、知 识 和 专 业 知

识能够在合作项目中汇聚。就该区域中的大学

而言，纽卡斯尔大学在化学工程方面特别强，但

在化学方面却并不突出。为了增强纽卡斯尔大

学的化学优 势，ＣＰＩ利 用 ＯＮＥ的 资 金，让 该 大

学任命一名高级学者进入其化学工程和先进材

料学院，以开 发 围 绕 工 业 生 物 技 术 和 催 化 技 术

的技能。同样，ＯＮＥ还对科学基地进行了上游

投资，为纽卡斯尔大学的电气、电子和计算机工

程等学院 的 设 施 提 供 资 金，使 其 能 够 支 持ＣＰＩ
在塑料电子行业的工作。

在英国东北 区 域 创 新 体 系 中，除 了 由 政 府

牵头成 立 的 五 个 科 学 与 创 新 中 心 等 中 介 组 织

外，还存在着由大学主导建立的知识中介体系。

经济合作与 发 展 组 织 的 一 项 跨 国 研 究 表 明，小

型企业在世界许多区域的经济发展中占据主导

地位，这表明 区 域 经 济 的 增 长 途 径 不 仅 只 有 类

似硅谷 地 区 依 靠 新 知 识 密 集 型 产 业 聚 集 的 案

例，改造区域 目 前 的 工 业 实 力 和 技 术 能 力 并 对

现有产业进 行 升 级，对 于 英 国 东 北 区 域 这 样 的

非大都市地 区 来 说，是 比 较 适 宜 的 区 域 发 展 策

略。在这一 逻 辑 的 指 引 下，１９９５年，英 国 东 北

区域的五所 大 学（达 勒 姆 大 学、纽 卡 斯 尔 大 学、

诺森比亚大学、桑德兰大学和蒂赛德大学）牵头

建立了 知 识 屋（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Ｈｏｕｓｅ），作 为 东 北

区域中小型企业和大学之间重要的知识中介体

系，知识屋在发展中取得了显著成绩，成为了东

北区域中小型企业进入大学知识库的重要连接

点。知识 屋 不 仅 帮 助 企 业 获 得 大 学 的 专 业 知

识、技能和资源，还通过合作、咨询、培训和研究

等为中小型企业所面临的问题提供专业的解决

方案。同时，通 过 与 其 他 区 域 内 非 大 学 的 商 业

资助机构，例 如 商 业 联 系 处 和 地 区 发 展 局 等 签

订正式协议 和 联 合 任 命，在 东 北 区 域 整 合 和 巩

固商业资助服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深厚 的 大 学 合 作 传 统：东 北 区 域 大 学

联盟

英国东北区域由于重工业的衰退导致其在

全球知识经 济 发 展 中 处 于 相 对 不 利 的 地 位，区

域当局将目 光 转 向 区 域 中 的 大 学，将 其 视 为 实

现东北区域 创 新 发 展 的 重 要 资 产。事 实 上，东

北区域是英国高等教育较早开展区域性合作的

区域，该区域 内 的 大 学 自 下 而 上 建 立 了 一 个 强

大的地区性高等教育管理协会———东北区域大

学 联 盟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Ｅａｓｔ，Ｕｎｉｓ４ＮＥ）。Ｕｎｉｓ４ＮＥ的前身 是 成

立于１９８３年的北方工业高等教育支持组织，是

英格 兰 历 史 最 悠 久 的 高 等 教 育 合 作 机 构，

Ｕｎｉｓ４ＮＥ继承 了 北 方 工 业 高 等 教 育 支 持 组 织

多年 来 积 累 的 合 作 基 础。Ｕｎｉｓ４ＮＥ的 董 事 会

由东北区域 大 学 的 副 校 长 组 成，在 该 区 域 中 享

有很高的地 位，被 区 域 利 益 相 关 者 视 为 一 个 关

键的区域机 构，其 资 金 预 算 远 超 英 国 其 他 八 个

地区的高等 教 育 协 会。它 由 体 育 委 员 会、文 化

委员会、知识之家、健康委员会、音乐委员会、欧

洲委员会、研 究 和 知 识 委 员 会 以 及 学 术 发 展 委

员会等八个 委 员 会 构 成，在 促 进 区 域 高 等 教 育

内部合作以及高等教育与区域利益相关者的合

作方面发挥 着 重 要 作 用。可 以 看 出，东 北 区 域

的大学尽管 存 在 相 互 竞 争 的 压 力，但 大 学 以 其

高质量 的 合 作 和 领 导 能 力 形 成 了 一 股 强 大 合

力，确立了高等教育在区域发展中的独特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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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合作为大学自身发展赢得了更多的资源和

设施，产出了一定的区域影响力。

面 对 近 年 来 英 国 经 济 下 滑 的 趋 势，

Ｕｎｉｓ４ＮＥ于２００９年 出 具 了 一 份 报 告 说 明 其 应

对英国经济衰退而作出的努力［１９］。其一，纽卡

斯尔大学学 生 实 习 计 划 共 同 推 出 了１７项 新 的

计划和７个 附 加 方 案。其 二，增 加 对 现 有 活 动

的需求量。目前经济衰退的情况下寻求合作伙

伴的需求在 下 降，而 大 学 在 刺 激 这 方 面 的 合 作

需求中发挥 着 重 要 作 用，如 纽 卡 斯 尔 大 学 实 施

的旨在帮助东北区域经济复苏的商业代金券计

划，该计划中 纽 卡 斯 尔 大 学 向 当 地 中 小 型 企 业

和组织 提 供 代 金 券 以 兑 换 大 学 的 各 种 服 务 活

动，范围包括：咨询和商业服务、商业研究、认证

和非认证培训课程、分析和测试服务、产品设计

与研发、电子和电气开发服务、生命科学和环境

服务以及商 业 和 管 理 服 务 等。其 三，大 学 针 对

企业和制造业对毕业生需求下降的问题采取了

积极措施，如 桑 德 兰 大 学 实 习 计 划 和 杜 伦 大 学

的研究生奖 学 金 计 划，以 及 杜 伦 大 学 的 就 业 服

务中 心 发 布 的《经 济 衰 退 中 的 毕 业 生 就 业 指

南》。其四，构 建 更 加 成 熟 的 网 络 与 伙 伴 关 系。

该地区已有 许 多 倡 议 旨 在 构 建 高 等 教 育、公 共

和私营部门 之 间 的 伙 伴 关 系，这 种 密 切 的 伙 伴

关系在经济 衰 退 的 形 势 下 发 挥 着 特 别 的 作 用。

如由纽卡斯 尔 大 学、纽 卡 斯 尔 市 议 会 和 东 北 区

域发展协会 共 同 打 造 的 纽 卡 斯 尔 科 学 城 项 目，

通过对开创性的战略学科活动和关键科学设施

进行投资以推动区域创新发展。

　　四、大学引导区域创新发展的新路向

（一）完 善 大 学 引 导 区 域 创 新 发 展 的 制 度

保障

从上述《建设知识驱动型经济》《企业、技能

与创新》和《高等教育的未来》等政策看出，英国

国家层面政策存在鼓励构建英国大学与区域伙

伴关系的明显政策倾向。积极的国家政策导向

无疑对激励英国大学开展区域创新活动具有重

要促进作用，同 时 也 塑 造 了 英 国 良 好 的 区 域 创

新环境，为异 质 性 创 新 主 体 在 独 特 的 区 域 创 新

体系中开展知识交流和互换奠定了优厚的政策

基础，有利于 激 发 大 学 在 区 域 创 新 发 展 中 的 巨

大潜力。可见，在 实 现 大 学 引 导 区 域 创 新 发 展

过程中，英国 政 府 发 挥 了 制 度 设 计 和 创 新 能 力

培养的作用。而在我国大学引导区域创新发展

的实践中仍 存 在 着 尚 未 突 破 的 制 度 壁 垒，集 中

体现为大学参与区域创新发展过程中相关制度

的缺位与各级各类制度之间的衔接不畅。在我

国京津冀、长三角和大湾区的发展规划中，虽已

存在教育协 同 发 展 的 专 项 计 划，但 这 些 计 划 仍

处于探索性 阶 段，需 进 一 步 完 善 更 新 以 更 好 地

实现区域内 高 等 教 育 发 展 和 区 域 发 展 的 衔 接。

具体而言，在 政 策 制 定 过 程 中，一 方 面，要 保 障

大学在参与 区 域 创 新 发 展 中 拥 有 在 人 才 培 养、

科学研究和 技 术 转 化 上 充 分 的 自 主 权；另 一 方

面，需要审慎 思 考 促 进 高 等 教 育 主 动 参 与 并 融

入区域创新发展的方式和激励机制。大学作为

知识型组织，其具有自由探索性和公益性属性，

与企业趋利性以及政府的效率考量难免存在价

值冲突，极易引发行为失范，需要具有规制性和

引导性的涉 及 知 识 传 播、成 果 使 用、收 益 分 配、

产权归属等 一 系 列 政 策 集 合，以 协 调 区 域 创 新

体系中多元行动者的价值冲突。

（二）强化区域创新体系的沟通网络

在发展较为 完 善 的 区 域 创 新 体 系 中，知 识

传播和流通 的 限 制 相 对 较 少，区 域 知 识 网 络 中

的学生、学者 和 初 创 的 创 新 型 企 业 都 能 在 区 域

内获得来自区域知识生产部门的知识资本。完

善区域创新体系沟通网络的重点在于提升区域

创新体系中知识生产部门和知识使用部门之间

的沟通能力。反 过 来 看，沟 通 能 力 不 仅 能 促 进

区域性创新 知 识 的 产 生，也 有 助 于 这 两 个 部 门

在全球网络 中 更 好 定 位。具 体 而 言，大 学 通 过

其前沿知识的探索、创造和传播能力，有效地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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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企业、工业和社区进行建设性分享，成为该

区域经济增 长、社 区 生 活 质 量 提 升 和 社 会 包 容

性财富创造 的 关 键 驱 动 力。在 这 一 过 程 中，不

仅大学获得 了 自 身 发 展 的 资 源，企 业 也 通 过 与

区域性大学 开 展 合 作 创 新，产 出 更 具 竞 争 力 的

产品，从而提高自身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力。

英国东北区域大学通过不断创新知识和传

播知识塑造 着 东 北 区 域 的 学 习 网 络，成 为 了 东

北区域创新体系中区域创新知识和资源的重要

提供者，帮助 东 北 区 域 在 知 识 经 济 发 展 中 实 现

了初步 的 创 新 发 展。这 不 仅 与 大 学 自 身 的 努

力，如促进本区域现有技术的研发和技术转让、

提高区域技 能 和 人 力 资 源 水 平、建 立 知 识 服 务

机构如知识 屋 等 息 息 相 关，还 离 不 开 区 域 当 局

对大学创新能力的关注和重视，ＯＮＥ通过成立

五个科技与 创 新 中 心，强 化 了 区 域 内 的 创 新 基

础设施，这些资源助力了大学科研的实践转化，

加速了东北区域知识创新的效率。在东北区域

大学引领区 域 创 新 发 展 的 实 践 中 可 以 看 出，大

学和区域当局均对完善区域创新体系的沟通网

络有明显的 关 注，均 采 取 了 具 体 的 行 动 以 强 化

自身与区域 中 其 他 创 新 主 体 的 沟 通，反 映 了 在

一个相对成 功 的 区 域 创 新 体 系 中，建 立 沟 通 机

制对大学和区域其他创新主体而言均具有重要

意义。

（三）充分 发 挥 大 学 促 进 区 域 创 新 的 枢 纽

功能

大学是英国东北区域实现创新发展的关键

参与者，该区 域 的 高 等 教 育 联 盟 通 过 实 施 劳 动

力开发和就业指导项目、商业代金券计划、建立

纽卡斯尔科 学 城 等 重 要 举 措，为 东 北 区 域 带 来

了国家科技 政 策 倾 斜、区 域 外 部 资 本 等 重 要 创

新资源，大学 在 此 过 程 中 实 现 了 对 东 北 区 域 内

外部资源的 有 效 整 合，在 英 国 经 济 低 迷 的 大 背

景下为东北区域带来了积极的经济效应。可以

说，东北区域 的 大 学 已 经 是 东 北 区 域 创 新 发 展

中关键的政策与资源枢纽。英国东北区域大学

参与区域创新发展的案例展示了一种大学作用

于区域创新 发 展 的 新 路 径，即 大 学 对 区 域 创 新

发展的贡献并不仅仅局限于知识创新和技术转

移层面，在政 策 和 资 源 整 合 层 面 更 是 具 有 巨 大

潜力，可视 为 区 域 发 展 的 关 键 枢 纽。尤 其 是 研

究型大学，其 声 誉 和 品 牌 效 应 使 其 更 有 可 能 成

为引入区域外部资源的关键枢纽，使政府资助、

风险融资等 外 部 资 源 与 区 域 现 有 资 源 相 结 合，

从而有效作用于区域创新发展。大学的这一区

域角色和贡献被有些学者认为比在区域知识网

络中生产和 传 播 标 准 化 知 识 更 具 变 革 性，大 学

的枢纽功能 对 于 区 域 当 地 行 动 者 的 聚 集、社 会

文化活动的 发 展 具 有 重 要 意 义，甚 至 在 塑 造 区

域创新体系 内 部 的 共 同 价 值 观、沟 通 和 行 动 模

式等方面产生影响［２０］。

从我国大学 区 域 参 与 的 已 有 实 践 来 看，大

学将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聚焦于人力

资本开发、科 技 成 果 转 化 和 专 利 生 产 等 直 接 经

济手段上，仍属于线性创新模式下的行为范式，

根据英国东北区域大学参与区域创新的经验可

知：大学不仅 在 人 才 培 养 和 科 学 研 究 等 核 心 职

能方面直接 作 用 于 区 域，而 且 更 具 备 一 种 在 区

域创新体系 中 对 创 新 资 源 和 政 策 的 整 合 能 力。

这一能力使 大 学 成 为 更 具 能 动 性 的 组 织，有 潜

力利用自身的人才、知识和声誉优势，更敏锐地

捕捉区域和 国 家 社 会 经 济 发 展 的 新 动 向，为 区

域创新发展引入更多的优质资源。在由大学引

导的区域创 新 发 展 进 程 中，大 学 是 超 越 了 传 统

组织边界的 跨 界 行 动 者，促 进 区 域 内 异 质 性 行

动者之间网 络 化 学 习 的 开 展，从 而 激 发 网 络 中

创新主体的活跃度，完善并拓宽区域合作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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