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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区域整合是高等教育竞争中谋求发展的必然选择。区域高等教育整合分为内部

整合和外部整合，其在经历了内部整合向外部整合延伸的过程后，最终形成“协同合作、共谋发

展”的理念。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整合不仅取决于政治逻辑、经济逻辑、文化逻辑，也是教育

自身逻辑的使然。筹建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协作委员会、实施阶段性的合作计划以及建立

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的联盟是实施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整合的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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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７年７月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及粤港澳四

方在港签署了《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进大湾区建设框

架协议》，标 志 着 将 粤 港 澳 大 湾 区 打 造 成 继 纽 约 湾

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之后的第四大湾区的建设

工作全面启动。纵观全球，每一个大湾区既是经济

发展的重要增长极，也是区域高等教育中心。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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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纽 约 为 中 心 的 波 士 顿———华 盛 顿 城 市 群 和 东

京———北九州太平洋沿岸城市群都是一国之内超强

的高等教育区域，拥有以世界一流大学为中心的高

水平大学群。因此，打造区域高等教育中心是加快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内容和路径，有利于充分发挥

以世界一流大学为引领的高水平大学集群的作用。
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虽有长期的合作历史，但要

达成高等教育共同体的建设目标仍面临诸多挑战，
如何在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三个法律体系的异质

城市群内实现高等教育核心要素便捷流通、优质资

源共享，是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发展面临的重大

挑战。
本文从理论上探讨区域高等教育整合的内容，

即整合什么的问题；然后在此基础上讨论粤港澳大

湾区高等教育整合的逻辑，回答为何整合的问题；最
后探索未来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整合的进路，解

决如何整合的问题。

一、区域高等教育整合：
概念与特征

区域是指地球表面上占有一定空间、以不同的

物质客体为对象的地域结构形式［１］，具有整体性和

结构性的特征。整体性是指区域内部具有一致性和

密切的联系，一旦区域内发生局部变化势必会引发

整个区域的变化；结构性是指区域内的政治、经济、
文化等按一 定 联 系 产 生 结 构，如 教 育 结 构、城 乡 结

构。整合作为哲学概念，最初用来形容部分与整体

的关系达到统一和完整的过程，不过这一概念在不

同学科的应用中有所区别，但人们对区域经过整合

后获得发展，形成协调、完整的系统却达成了共识。
整合与一体化意义相近，前者指通过整顿、协调，重

新组合；后者指各自独立运行的个体 组成一个紧密

衔接、相互配合的整体。［２］两者都表示过程与结果的

统一，但侧重点不同。一体化与多样化相对立，强调

结果的同质性、统一性却隐藏了过程；整合突出“整”
与“合”的艰辛过程，追求的是一种结果的趋同。

本文中的“区域高等教育整合”是指高等教育在

以地域为单位的国家大系统和区域子系统中，通过

内外部的协调机制，合理安排区域内各种资源，寻求

在高等教育内外部建立长期联系，实现区域内高等

教育效益最大化的过程。区域高等教育整合的本质

在于合理安排区域内各种资源，既包括对区域内现

有高等教育资源的重新排列组合，使其达到最佳状

态；还包括高等教育子系统外的资源管理，为区域高

等教育吸纳更多的外部资源。［３］据此，区域高等教育

整合分为内部整合和外部整合：内部整合是指高等

教育系统内部要素和结构的整合，其中包括高等教

育的信念、学术资源、教学人员等要素的整合，结构

包括学科结构、地区布局结构等要素的整合；外部整

合是指高等教育作为社会的子系统与区域内政治系

统、经济系统等其他子系统间的整合（见图１）。

　
图１　区域高等教育整合的分析框架

区域高等教育整合受本区域特定政治、经济、文
化习俗等因素的影响，呈现出异质性。区域是社会

习惯长期融合的结果，因而本区域内固化的居住环

境和一脉相 承 的 精 神 文 化 会 形 成 区 域 独 特 的 价 值

观。一个区域内高等教育在培养方式、培养内容上

既要遵循教育规律，又深受本区域价值观潜移默化

的影响，使得不同区域内的高等教育具有明显的区

域特色。尽管不同区域的高等教育整合映衬着本区

域的特色，但其深层次的发展方向都是提升区域资

源价值，并走向一体化。区域高等教育整合的前提

是融合不同高等教育机构的存在形式和办学风格，
认可高等教 育 与 其 它 社 会 子 系 统 间 的 相 互 促 进 作

用，共享区域资源，进而欣赏不同的高等教育价值标

准，在交流与整合中走向一体化。
区域高等教育整合在经历了内部整合向外部整

合延伸的过程后，最终形成“协同合作、共谋发展”的
理念。关于区域高等教育整合这一现象的理性认识

及观念体系，可以追溯至欧洲中世纪。自欧洲中世

纪开始，学者和学生的流动就是大学的特点之一，这
可视作区域 高 等 教 育 内 部 整 合 的 雏 形。直 至１９８８
年欧洲最古老的博洛尼亚大学建校９００年之际，欧

洲大学校长齐聚其诞生地———意大利，并签署了《大
学宪章》，首次明晰学术知识和文化的整合对于大学

实现追求 普 遍 知 识 这 一 永 恒 目 的 的 重 要 意 义。此

后，打破地理和政治的疆界，实现区域高等教育外部

整合成 为 各 地 区 谋 求 学 术 卓 越 的 途 径 之 一。１９９５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关于高等教育变革与发

展的政策性文件》，指出高等教育与经济领域整合的

新趋势，认为尽管当前学术界和经济界的合作多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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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在促进技术发展的研究方面，但是未来整合的范

围将扩大到 教 学、培 训、学 习 安 排 和 机 构 组 织 等 方

面。１９９９年６月，世 界 银 行 发 布《教 育 领 域 战 略》，
将以中央和地方政府为代表的政治领域、以工商业

私营部门为代表的经济领域、以非营利性专业文化

团体为代表的文化领域纳入区域高等教育整合的框

架中。这 一 综 合 性 的 整 合 框 架，通 过 强 调 政 治、经

济、文化和教育等领域间的相互依赖，超越本领域的

离散指标，共同关注社会发展中的根本性和实质性

问题。

二、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

整合的逻辑

１．政治逻辑

布鲁贝克（Ｊｏｈｎ　Ｓ．Ｂｒｕｂａｃｈｅｒ）认为高等教育的

合法性基于两大哲学基础：认识论哲学和政治论哲

学。认识论趋于将以闲逸的好奇精神追求知识作为

高等教育的目的；政治论则认为大学于国家发展有

深远的影响。在大学日益走出象牙塔，迈向社会中

心的今天，政治论哲学越来越受到青睐。高等教育

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角色促使国家不得不将其作为

社会改革的重要推力，赋予高等教育极大的政治使

命。欧洲是高等教育整合程度最高的区域，建设欧

洲高等教育区的经验表明，实现政治利益是欧洲各

国政府推动高等教育整合的重要动因。欧洲高等教

育整合的一系列政策侧重欧洲公民，并为实现欧洲

政治一体化服务。“欧洲高等教育质量保证并不是

源于高等教育体系自发自觉的质量行动，政治性因

素是欧洲高等教育质量保证政策发展中的一个核心

因素。促进‘欧洲协调’是保障欧洲高等教育质量行

动改革的前提”［４］。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港澳高等教育发展

非常薄弱，大量港澳青年学子返粤求学，广东省和广

州市相关部门对招收港澳学生工作相当重视。世纪

之交，港澳相继回归，随着ＣＥＰＡ（Ｃｌｏｓｅ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的签署和实施，香港和澳

门高校在内地招收自费学生的比例不断提高。这些

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为实现其政治利益所采取

的措施。近年来，少数香港人受教唆开始兴风作浪，
以本土之名行港独之实，破坏国家统一。虽然澳门

暂时比较稳定，但从长期来看这方面的问题也不能

忽视。因此，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意义重大，不仅要

打造新的经济增长极，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还要

追求粤港澳地区繁荣稳定和维护国家的统一。何志

平曾指出，实现香港回归要推行“三归”原则，即“归

化”、“归宗”、“归心”［５］。不难理解，政治的回归有目

共睹，而人心的回归却是潜移默化的过程。从本质

上讲，高等教育属于文化领域，高等学校是一个功能

独特的文化组织或机构。［６］所以，粤港澳大湾区高等

教育整合在广义上被认为是文化层面的整合，着眼

于人的精神和思想的塑造并直接作用于人的内心世

界，有助于港澳同胞“归心”。

２．经济逻辑

改革开放后，香港将制造业转移到土地、人工更

为便宜的广东，特别是“三来一补”开启粤港经济合

作发展的“前店后厂”模式，形成以制造业为主的劳

动密集型产业链，这种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对高层次

人才的需求 并 不 大。２０世 纪９０年 代 以 来，经 济 全

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趋

势。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粤港澳也出现了经济一

体化的发展趋势，并且发轫于经济领域的一体化也

推动了高等 教 育 领 域 的 一 体 化 进 程。２０１７年，《深

化粤港澳合作 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的签署明

确了粤港澳地区世界湾区的定位，加快了实现更高

层次的粤港澳经济一体化的进程。而加快向全球产

业链高端迈进、培育经济新动能的目标对三地高等

教育的合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意味着粤港澳大

湾区高等教育应向该区域供给高质量的人力资本，
包括科学、工程和技术等领域的高层次人才。

综上可知，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

化加剧了高等教育市场化趋势，经济一体化的浪潮

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勃兴。市场化的主要特征之一就

是竞争，卷入市场化浪潮的高等教育也面临着日益

激烈的教育市场竞争。高等教育不仅在对外贸易中

扮演着重要角色，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也是国际

竞争中国家软实力的彰显。作为提高粤港澳大湾区

高等教育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区域整合意味着区域

内资源的整合，它们既包括资金、土地、设备等有形

资源，也包括科技、知识等无形资源。多样性资源的

整合在实现优势互补的同时，大大提升了区域内高

等教育的开放性，提高了区域高等教育的活力和竞

争力。另一方面，粤港澳区域经济一体化要求统一

劳动力市场，推 动 人 才 培 养 标 准 和 培 养 方 式 变 革。
区域经济一体化需要能够打破固有文化壁垒、具有

开阔国际视野、了解国际市场惯例的新型人才。人

才培养标准的变革对应着人才培养方式的转变，“自
给自足”式的人才培养模式逐渐被开放、融合的新趋

势所取代。无论是适应一体化环境的新型人才，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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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开放的人才培养方式都要求通过整合粤港澳大湾

区内高等教育的方式，实现资源流通、共享，以开阔

人才视野、创新人才培养方式。

３．文化逻辑

《深化粤港澳 合 作 推 进 大 湾 区 建 设 框 架 协 议》
提出“建设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

合作基地”的合作目标。尽管粤港澳在根源上同属

岭南文化，但是港澳１００多年的殖民史使得两地深

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导致粤港澳三地的文化变为同

性异质的文化。换而言之，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还涉

及“文化融合”的问题。文化融合这一概念最早出自

１９世纪晚期的 人 类 学，此 后 随 着２０世 纪 世 界 民 族

独立运动发展的高潮，文化融合备受关注。加拿大

社会语言学家约翰·贝利（Ｂｅｒｒｙ　Ｊ．Ｗ）提出，当文化

适应中的个体既重视保持原有文化，也注重与其他

群体进行日 常 交 往 时，他 们 所 采 取 的 策 略 就 是“融

合”。当个体不愿意保持他们原来的文化认同，却与

其他文化群体有经常性的日常交流时，他们所使用

的策略就是“同化”。［７］可见文化融合的本质在于形

成一种文化交集区间，在交集区间内同时保持着融

合前几种文化的背景和内涵，而非原有文化特征的

消亡。
正如拉塞克（Ｓ．Ｌａｓｅｋ）所言，“教育不可能置身

于思想和行动的新浪潮之外，它在更新价值观念方

面大有可为”。［８］由于大学以探究高深学问为使命，
人类在面临文化融合的困境时往往对高等教育寄予

厚望。作为文化传承、发展阵地的高等教育以区域

整合作为实现多元文化融合的新选择。文化的同一

性和多样性是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整合的文化基

础。粤港澳地区比邻而居、人缘相亲，文化上既有源

于本领域一脉相承的精髓，又有本地区发展中渐生

的本土特色，特别是港澳地区分别受到英国文化、葡
萄牙文化的 影 响，形 成 同 中 有 异 的 独 特 文 化 氛 围。
文化的同质性造成粤港澳地区间高等教育利益的趋

同，极大地增加了区域整合的可能性。文化的异质

性既为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整合注入了活力，又

是整合的结果。一方面，多元文化的异质性丰富了

高等教育的文化内容，区域内多元文化流动、共享，
为探究高深学问注入了新鲜血液；另一方面，各方文

化在保留其本土特色的基础上兼容并包。

４．教育逻辑

当高等教育竞争与融合成为世界高等教育发展

趋势后，区域与高等教育发展的关系愈显密切。高

等教育的发展不仅与其所处的宏观区域背景休戚相

关，还取决于其内在发展的逻辑。面对日益激烈的

国际高等教育竞争，为了提升区域高等教育竞争力，
越来越多关 于 整 合 区 域 内 高 等 教 育 的 举 措 纷 至 沓

来。比如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拉丁美洲实施“哥伦布

计划”，旨在 扩 大 地 区 内 合 作 范 围，交 流 教 育 经 验；

１９９９年欧洲２９个 国 家 在 意 大 利 的 博 洛 尼 签 署 了

《博洛尼亚宣言》，确定２０１０年前建立“欧洲高等教

育区”；２００７年 非 洲 出 台 以 高 等 教 育 一 体 化 为 目 的

的《非盟高等教育一体化战略》等。同样，区域整合

不仅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发展战略，也成为高等

教育竞争中谋求发展的必由之路。
区域高等教育整合将是粤港澳三地为解决各自

高等教育发展的短板，提升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做出

的战略选择。改革开放以来，广东高等教育在规模、
质量、结构、效益上取得显著进步，形成较为健全的

高等教育体系。但是，国际化水平偏低是广东高等

教育最为明显的短板，特别是缺乏国际化的一流高

等教育机构。相比之下，国际高等教育学府的定位

以及教学与研究国际化是港澳大学的优势和特色。
所以，寻求与港澳大学的深度合作是广东高等教育

提升国际化水平、实现快速发展的有效路径。港澳

地区的高等教育既注重自身发展特色，又强调与国

际接轨，该地区已经建立较为完善的现代高等教育

体系，香港甚 至 拥 有５所 ＱＳ世 界 大 学 排 名 前１００
的一流 大 学。然 而，香 港 高 等 教 育 受 其 地 域 限 制，
进一步发展存在办学空间有限、优质生源不足、科研

开发和实验基地不够的局限。澳门高等教育存在人

文社科教育 相 对 薄 弱、科 研 力 量 不 强、优 质 生 源 不

足、高级人才培养受限等问题。［９］因此，对港澳地区

的高等教育而言，与广东高等教育的整合是解决其

优质生源缺乏、办学空间不足等问题的理性选择。

三、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

整合的进路

实际上，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系统内部已经

出现整合的迹象。高等教育内部整合，一是指高等

教育系统内要素的整合，如区域间以师生为代表的

人员整合，主要是以大学联盟的形式实现人员整合。
比如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１５日，粤港澳三地２６所高校成

立联盟，旨在进一步深化三地的学生交流、科研合作

和协同创新。［１０］二 是 指 高 等 教 育 结 构 间 整 合，如 高

等教育地区间布局结构的整合，主要是以跨境教育

的形式实现结构整合。比如，２００９年澳门大学在广

东省珠海市横琴岛上建设新校区；２０１３年香港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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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与深圳 大 学 在 深 圳 合 办 香 港 中 文 大 学 深 圳 校

区。但是总体而言，粤港澳高等教育整合仍然以内

部整合为主，外部整合尤其是与经济系统的整合有

待开展；粤港澳高等教育整合仍然停留在功能性整

合阶段，尚未达到体制机制高度协调的制度性整合。
为此，从内部整合扩展到外部整合、从功能性整合走

向制度性整合是未来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整合的

行动方向。

１．筹建粤港 澳 大 湾 区 高 等 教 育 协 作 委 员 会，健

全区域高等教育整合制度

粤港澳高等教育尚处在功能性整合阶段，表现

为高等教育各要素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

上相互合作。虽然粤港澳高等教育开始出现了制度

化整合的 萌 芽，但 还 未 完 全 达 到 制 度 性 整 合 的 层

面，难以发挥整体性的协同效应。究其原因，除了粤

港澳三地的 高 等 教 育 内 外 部 管 理 体 制 存 在 巨 大 差

异，不利于高 等 教 育 的 制 度 性 整 合 外，更 为 重 要 的

是，目前缺少专门的组织管理机构来协调粤港澳的

高等教育整合，这是粤港澳高等教育整合制度化的

关键。
再从欧洲高等教育整合的过程来看，一个高效

的区域整合协调机构往往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比

如欧盟委员会建立了调节区域整合的有效机制，有

效地保障了欧洲高等教育整合的逐步实施，在欧洲

高等教育整合过程中起到主导作用。在博洛尼亚进

程的框架下，欧盟委员会对欧盟成员国的教育政策

制定产生了重要影响：博洛尼亚进程中的许多议题

和问题的解决方案都是由欧盟委员会首先提出，并

在大会中取 得 共 识。［１１］事 实 上，粤 港 澳 三 地 同 属 一

个国家，尽管存在制度上的差异，但相比欧洲更容易

建立区域高等教育整合的协调机构。为此，粤港澳

三地可以基于《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进大湾区建设框

架协议》以及即将出台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

要》，筹建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协作委员会，作为

高等教育整合的指导组织机构，使区域高等教育整

合走向制度化阶段。

２．实施阶段 性 的 合 作 计 划，建 成 粤 港 澳 高 等 教

育共同体

欧洲经验表明，区域高等教育整合可以通过一

系列合作计划逐步推进，每一个阶段都有详细的合

作目标和制 度 保 障。１９９９年，欧 洲２９个 国 家 在 意

大利的博洛 尼 亚 举 行 会 议，共 同 签 署《博 洛 尼 亚 宣

言》，确定 了 建 立“欧 洲 高 等 教 育 区”的 目 标。２００１
年在布拉格举行欧洲教育部长会议，签署了《布拉格

公报》，将终身学习纳入博洛尼亚进程。２００５年，欧

洲高等教育部长会议在挪威的卑尔根举行，会议发

表了《卑尔根公报》，旨在构建学位资格框架和高等

教育质量保障标准。２００７年至今，围绕博洛尼亚进

程的会议陆续发布了一系列协议和条约，以共同推

动欧洲高等教育整合。事实证明，这一系列围绕区

域整合实施的阶段性合作计划为建设欧洲高等教育

区发挥了重要作用。
结合欧洲经验，从粤港澳大湾区实际出发，围绕

《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进大湾区 建 设 框 架 协 议》以 及

即将出台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关于教

育的合作目标，分阶段制定详细的合作计划，并借助

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协作委员会发布实施。粤港

澳大湾区高 等 教 育 整 合 可 制 定 近 期 目 标 和 长 远 目

标。一方面，实现高等教育由功能性整合转向制度

性整合是近期亟须完成的目标，即将粤港澳高等教

育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上的合作由自发

上升至制度化。最简便的方式就是借鉴欧洲经验，
由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协作委员会通过三地的协

作会议签署详细的协议和条约，逐步实施，以推进大

湾区高等教育的制度性整合。另一方面，粤港澳大

湾区高等教育整合的长远目标是建成粤港澳高等教

育共同体，即“三地高等教育深度融合实现机制化、
制度化，朝着‘无缝对接’的方向发展，真正实现高等

教育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信息相通，提高效率，互相

促进，共同发展创造品牌，共同繁荣”［１２］。

３．建立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的联盟，实现粤港

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外部整合

区域高等教育整合不仅限于教育实体、教育资

源间的整合，也包括教育与经济间的整合，产学研联

盟便是教育与经济整合的产物。所谓产学研联盟是

指企业与大学、科研机构结成联盟，利用各自优势、
分工协作，共同突破经济和学术难题的组织。与大

学之间的联盟相比，产学研这一跨领域的联盟具有

不可比拟的优势。首先，产学研联盟能够汇聚来自

高校、科研机构的工程技术信息和来自市场的营销

信息，增强双方的应变能力；其次，产学研联盟能有

效实现经济与教育的优势互补，实现高校与企业的

有效结合。企业是大学教学、科研的实践基地，而高

校又是企业发展的创新源泉，能引发整个区域的技

术扩散。

２０１８年２月，德 勤 会 计 师 事 务 所（Ｄｅｌｏｉｔｔｅ）就

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提出“从‘世界工厂’到‘世界级

湾区’”的建议，认为中国亟须通过创新升级向国际

产业链高端攀升，粤港澳大湾区是探索从中国制造

到中国智造、培育能够拉动下一个经济周期的新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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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的实验室和孵化器。这意味着粤港澳大湾区要有

世界一流的高等教育与科研机构，且能够卓有成效

地与产业 界 合 作。［１３］粤 港 澳 大 湾 区 内 拥 有 香 港 大

学、香港科技大学、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国内

知名高校，同时也有比肩三大国际湾区的发展定位。
深圳拥有众多高新科技企业、高校人才资源和创投

机构，未来可以通过建立企业和大学、科研机构的联

盟等平台，包括共建研究机构、基于项目的联盟和共

建经营实体三 种 形 式 ［１４］，缩 短 新 技 术 从 研 究 到 应

用的过程，最终为实现大湾区高等教育外部整合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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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研究与实践［Ｊ］．教育研究，２０１６，（７）：１３５－１４８．
［５］　何志平，陈云 根．文 化 政 策 与 香 港 传 承［Ｍ］．北 京：中

华书局，２００８：１８．
［６］　蔡劲松．大学文化理论 构 建 与 系 统 设 计［Ｍ］．北 京：文

化艺术出版社，２００９：２４．
［７］　ＢＥＲＲＹ　Ｊ　Ｗ．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ｃｃｕｌｔｕｒａｔｉｏｎ［Ｊ］．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８，

（１２）：３２８－３３６．
［８］　拉塞克，等．从现 在 到２０００年 教 育 内 容 发 展 的 全 球 展

望［Ｍ］．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２：１０３．
［９］　陈昌贵，韦惠惠．粤港 澳 合 作：广 东 高 等 教 育 体 制 创 新

的重要选择［Ｊ］．高等工程教育研究，２００８，（５）：６４－６７．
［１０］　粤港澳三地２６所高校成立联盟［Ｎ］．南方日报，２０１６－

１１－１６（Ａ１）．
［１１］　王 新 风．欧 洲 高 等 教 育 区 域 整 合 研 究———聚 焦 博 洛

尼亚进程［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１０９．
［１２］　朱建成．粤港澳高等教育共同体建设的探讨［Ｊ］．高教

探索，２００９，（６）：７７－８０．
［１３］　德勤会计 师 事 务 所．从“世 界 工 厂”到“世 界 级 湾 区”

［ＥＢ／ＯＬ］．（２０１８－０４－０５）．ｈｔｔｐｓ：／／ｍｐ．ｗｅｉｘｉｎ．ｑｑ．

ｃｏｍ／ｓ／ｏＨＮＲＹ－ＪＣＷ３ｔｐＱｒＤ８ｖｋｂｇＭＡ．
［１４］　王雪原，等．产学研联盟 选 择 策 略 研 究［Ｊ］．中 国 高 校

科技与产业化，２００５，（１１）：７４－７７．

（本文责任编辑　许　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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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　黄敬宝．寒门能否出贵子？———基于人力资本对大学

生就业质量作用的分析［Ｊ］．青年研究，２０１５，（５）：８．
［３８］［３９］　哈列特·乍 克 曼．科 学 英 才：对 诺 贝 尔 奖 获 得 者

的研究［Ｍ］．劳 永 光，译．北 京：教 育 科 学 出 版 社，

１９８７：７２，７４－７５．
［４０］　吴殿廷，李东方，刘 超，等．高 级 科 技 人 才 成 长 的 环 境

因素分析———以中国两院 院 士 为 例［Ｊ］．自 然 辩 证 法

研究，２００３，（９）：５８．
［４１］　黄福涛．外 国 高 等 教 育 史［Ｍ］．上 海：上 海 教 育 出 版

社，２００８：３２０．
［４２］　周 洪 宇．教 育 公 平 论［Ｍ］．北 京：人 民 教 育 出 版 社，

２０１０：２８．
［４３］［４７］　穆蒂莫·艾德 勒．六 大 观 念［Ｍ］．郗 庆 华，薛 笙，

译．北京：生 活·读 书·新 知 三 联 书 店，１９９８：２００，

２０３．
［４４］　陕西省 决 策 咨 询 委 员 会 课 题 组．中 高 等 教 育 面 临 的

问题和出路［Ｊ］．西部大开发，２０１７，（６）：９７．
［４５］　冯建军．教育公正需要什么样的教育平等［Ｊ］．教育研

究，２００８，（９）：３７－３８．
［４６］　邬大光．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问题研究［Ｍ］．北京：高

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４：１４７．
［４８］［４９］　罗纳德·德 沃 金．至 上 的 美 德：平 等 的 理 论 与 实

践［Ｍ］．冯克利，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４．
［５２］　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Ｍ］．任赜，于真，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８５．
［５３］　李兴洲．公平正义：教育 扶 贫 的 价 值 追 求［Ｊ］．教 育 研

究，２０１７，（３）：３２．
［５４］　Ｓｃｏｔｔ　Ｒｏｚｅｌｌｅ，张 林 秀．不 平 等 始 于 最 初１０００天［Ｎ］．

新世纪，２０１３－１０－２８．
［５５］　余秀兰，韩燕．寒 门 如 何 出“贵 子”———基 于 文 化 资 本

视角的阶层突破［Ｊ］．高等教育研究，２０１８，（２）：１５．
［５６］［５８］［５９］［６６］　威廉·亨 利．为 精 英 主 义 辩 护［Ｍ］．胡

利平，译．南京：译林出版社，２０００：４，３，３４，２４．
［５７］［６１］［６２］　克拉克·克 尔．高 等 教 育 不 能 回 避 历 史：２１

世纪的问题［Ｍ］．王承绪，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１：６０，６１，９８．
［６０］　艾伦·布鲁姆．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Ｍ］．缪青，宋丽

娜，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４：２７３．
［６４］　德里 克·博 克．大 学 的 未 来［Ｍ］．曲 强，译．北 京：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２２．
［６５］　王建华．大 学 理 想 与 精 英 教 育［Ｊ］．清 华 大 学 教 育 研

究，２０１０，（４）：３．

（本文责任编辑　李晓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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