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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高校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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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经济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的高等教育区域化与区域发展的互动关系越来越密切，特别

是地方高校，不仅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城镇化建设的重要保障和推动力量，融入

城镇化建设的主流，是其走向成熟的必然选择。对如何以新的视角认识和发挥地方高校在新型城

镇化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实现相互促进、互利双赢，文章从五个方面进行阐述并就相关问题提

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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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作为重大的国家战略，是

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和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

所在，是破解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瓶颈和促进经济

社会协调发展的必由之路，是推进新型农业现代化

和实现中国梦的基本途径。新型城镇化更注重内在

质量的全面提升，需要优势资源予以支撑，高等教

育在各类优势资源整合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作为占高校近百分之九十的地方高等院校与重点大

学相比，其优势主要体现在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

横向结合上，不仅为改善城乡高等教育的布局、促

进城乡整体教育的快速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

由于这些院校最靠近基层和农村，最接地气也最熟

悉所在区域历史背景、文化传统和价值取向等优势，

在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全面实现“中国梦”

进程中，应该充分发挥其以下五个重要作用。 

一、推动城镇社会经济发展的强大智力支撑 

新型城镇化不仅是城乡一体化的基础，更被看

成未来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地方高校学研产

相结合体系的逐步形成与良性发展为地方社会经济

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必将成为推进新型城镇化经

济腾飞的关键因素。随着知识经济和经济区域化格

局的形成，高校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更加

明显，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通过应用技术人才培养推动城镇社会经济

发展。地方高校大都属所在省、市管理，作为当地

应用技术型人才的摇篮，承担着为当地经济建设与

社会发展培养大批专门人才、服务区域社会经济发

展的重任，通过输送适销对路的技术人才而推动当

地社会经济发展。同时地方高校一般座落地级及其

以下市，易了解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人才需求，

学校主动适应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按照人才劳务

市场的供求规律来考虑专业设置，并动态地调整专

业方向，优化专业结构，培养基层社会需要的具有

创新创业能力的高层次人才，彰显着学校服务区域

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办学特色，满足地方社会经济发

展，特别是新型城镇化建设人才需求的同时，也促

进了自身的发展，实现地方与高校可持续发展的双

赢局面。 

二是通过科技成果推广与技术服务促进城镇经

济发展。地方高校在当地以其知识密集、人才荟萃，

技术设备一流的“国家队”条件，根据自身学科发

展和社会经济建设需要选择课题开展科学研究，成

为科技创新的高地。同时与地方政府、大中型企业、

科研单位资源共享，联合攻关合作开发成为服务地

方的领头雁和排头兵，形成实用性强、能够产生较

大经济和社会效益的科技成果，有效地促进生产效

率与科技水平的提高。从而成为促进城镇经济社会

发展的推动力量，带动地方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和

进步，因此，地方政府应在科研项目与经费等方面

向地方高校倾斜，支持学校多出、快出当地社会经

济发展需要的科技成果。 

三是通过兴办科技产业，带动城镇经济的发展。

地方高校利用人才、技术、设备和研究成果开辟科

技产业，尤其通过科技成果转化与政府共建科技产

业园区、产业基地，以科技成果为依托平台、开展

项目合作、培育区域产业集群，形成地方品牌优势，

促进经济发展的转型升级，也是地方高校加快服务

能力提升、融入区域发展的有效途径。因此，地方

政府在政策措施等方面应给予足够的支持，促进地

方高校在提高自我发展能力的同时,带动周边经济

的发展，为新型城镇化建设发挥更直接更便利的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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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用。 

二、加快农民城市化进程的培训基地 

新型城镇化建设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加速推

进的关键因素在于农民的城市化，只有农村人口整

体素质得以提高，才能实现城乡统筹一体化的协调

发展。而地方高校担负着教育大众化和服务地方社

会经济建设的重任，被称为“高等教育亚中心”，为

地方城镇化建设的“桥头堡”，也促使其处于高等教

育的前沿阵地和当地整个教育体系中最具活力、生

命力和竞争力的龙头地位，应充分发挥其在当地的

科技文化教育中心地位，大力开展三项培训： 

一是开展农民市民化培训。新型城镇化发展要

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要解决好“三个一

亿人” 的问题，其中包括“1 亿农村人口转入城镇

落户；1 亿中西部地区农村人口就近城镇化”。如何

使长期处在传统农业和农村封闭落后条件下生活的

农民伴随着城镇化的实施尽快转变观念、提高文化

文明素质，实现由农民向市民的过渡，地方高校负

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学校要充分利用自身人文

人才密集的特点，联合区域有关部门通过夜校、广

播电视、网络等途径加强农民文化补习、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政策法规及文明素养的教育培训，使

他们尽快改善形象，融入城市生活与城市建设，真

正实现“人”的城镇化。 

二是开展农民转岗培训。随着新型城镇化建设

的推进，城镇“四化”的发展特别是传统农业向现

代农业规模化、集约化、产业化发展，数以千万的

农村富余劳动力将向城镇和二三产业转移，农村人

口的有效转移和在城乡多元化的稳定就业是新型城

镇化建设的关键。地方高校发挥其应用技术人才培

养体系的师资、设备、图书资料信息等智力优势，

与地方政府合作建立技术实训基地，健全职业教育

和岗位定向培训体系，强化对农民的职业教育，定

期开展技能技术或转岗培训，提高其就业和再就业

能力，引导农村富余人员有序流动，使进城农民不

仅成为城镇企事业单位的合格劳动力，而且使农民

家庭尽早脱贫致富，提高农民的城市化水平。 

三是开展新型农民培训。新型城镇化现代农业

体系中的农民，不仅要拥有较高的生产技能，还应

有一定的信息收集能力、分析判断能力和经营管理

能力，而我国传统农民长期生活在家庭农业和手工

业紧密结合的自然经济中，形成了与小农经济相适

应的行为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农业生产水平不高

的重要原因正是农户知识、技能、经验的缺乏。因

此，在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进程中，政府必须增加投

入与高校联合构建配套的新型农民培训体系，加强

农民创业创新思维与能力的培训，使农民掌握的知

识技能在新型城镇化的生产分工中得到充分利用，

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激发聪明才智开辟新的天地，

促进传统农民向新型农民的转变。 

三、深化地方文化传承与文明辐射的源泉 

高校既汇集了先进的科技水平和学术研究成

果，又是“优秀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和思想文化创

新的重要源泉”，同时校园的文化氛围不仅潜移默化

的熏染着师生，也对社会产生着文明辐射，引领着

社会风尚，改造和影响着周围群体，推动着社会健

康发展。地方高校作为地方文化建设的重要窗口，

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重要的衍生传播基地、辐射源

和创新阵地，不仅要对在校生的思想、伦理道德和

良好的人格塑造进行教育，更担负着传承、融合、

推广和文化与文明创新的历史重任。 

一是文化保护与传承。新型城镇化将使一大批

农村重组和迁建、老城区改造扩容，当地城镇人口

的增加和城镇规模的扩大，城镇建筑规划、传统历

史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挖掘、整理、保护难免相

互影响。地方高校尤其地方新建本科高校多以师范

类学校为主，以文学、艺体等学科见长，能够深入

整理和挖掘当地独特的文化遗存，理清其与城镇改

造与建设的界限，在旧城区和城中村改造中，为文

化保护留足空间，使城镇历史文脉、民间优秀文化

得到很好的保留和延续。这样，既不违反城镇的整

体规划和总体风貌，又保护和继承了文化特色和文

明风尚，做到了城镇建设、文物保护两不耽误，把

文化设施纳入城镇建设，使城镇建设与文化建设“双

提速”，现代化气息与历史文化气息“双浓厚”，城

镇面貌和人民精神面貌“双变样”。 

二是文明辐射与繁荣文化。地方高校拥有当地

相对一流的专业人才，有丰富的馆藏资料与数字信

息资源，配置良好的文化艺体设施，师生在特有的

校园文化教育熏陶下形成一定的思维方式、行为规

范、思想品德和人格气质，这将感染周围社会成员，

形成一定的文明氛围。同时，在校园文化与乡俗社

会文化的交流、冲突和融合过程中，高校既能相对

独立地对社会产生文明辐射，又可与社会组织机构

共同配合政府社区工作，使信息传递和文明辐射更

具地方特色，建设和谐、包容、有活力的城镇。此

外高校通过科技、文化“下乡”、“文化走亲”和大

学生社会实践等活动，不仅丰富着群众的科技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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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提高社会文化活动层次，全面提升城镇文明

程度，而且增强了社会凝聚力，有利于彰显城镇特

色，为城镇文化发展奠定良好的群众基础。 

三是文化创新与产品开发。当今世界文化的力

量已经深深渗透于一个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

聚力之中。文化的这一重要功能决定了文化创新的

迫切性。新型城镇化建设首先要贯彻以人为本的发

展观，将亿万农民由村民变市民。如何结合时代发

展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需要，在传承守护民族优秀

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研究创新具有地方色彩的城镇文

化，满足广大新型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

求，是地方高校的神圣责任。同时地方高校利用其

大容量、高配置、数量多的多媒体网络及其人才与

技术资源和文化消费与需求群体大、欲望强、市场

宽的优势，联合政府、企事业和民间资本研究开发

符合大众口味的文化产品，尤其是数字文化产品，

加快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推动城镇实现“创新驱

动，转型发展”，提高城镇管理和经营水平，增强城

镇的综合竞争力，在继承传播地区优秀文化、吸取

国内外文明的同时，不断研究创造着新的文明成果，

以文化繁荣推动城镇化进程，也为城镇化发展拓展

经济空间，着力打造凸显文化内涵和中国元素的现

代城镇。 

四、促进地方政府决策科学化的参谋与智囊 

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关键在于决策、经营。新型

城镇化建设的“新”包括新的经济理念、新的经济

组织、新的经济方式、新的经济评判等方面。如何

因地制宜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成为各地面临的重要

课题，如何强化产业支撑，城与业融合发展，同生

共兴，如何避免“千城一面”的“造城运动”，这

就要求新型城镇化建设客观上必须拥有高层次的科

学规划、合理的“顶层设计”、精细的组织运作。

而地方高校汇聚了当地大批专家教授、博硕高级专

门人才并对新型城镇化的深刻认识和大容量的网络

信息资源及相对高精尖设备，尤其不少专家教授“土

生土长”对家乡的了解与热爱又兼任当地政府部门

和企事业单位的咨询专家、技术骨干、法律顾问等，

一方面，地方高校应以知识权威机构的身份更多更

积极主动地参与城镇化建设的决策，促进当地政府

出台的各项政策措施更加科学完善；另一方面，地

方政府可以选贤任能，选调一批有志于新型城镇化

建设的研究生、大学生进行专门培养，到省内外发

达地区挂职锻炼或担任“村官”，对德才兼备业绩

突出者可选拔到当地政府部门领导班子，为他们施

展聪明才智提供舞台，并让他们直接参与决策新型

城镇化建设方案的调查研究、发展规划的论证，从

而减少决策失误，保证政府决策正确性、科学性和

有效性，使地方高校真正成为新型城镇化建设和谐

社会理念的传播者，成为地方政府决策的智囊团和

新型城镇化建设“保驾护航”的人才库与生力军。 

五、拉动当地消费与就业的强劲引擎 

从各国城市化发展历史看，真正占据主导位置

的动力机制主要是市场主导机制。城镇化的市场动

力，就是市场机制在城镇发展过程中发挥作用，通

过市场配置资源、调节供需，促进产业发展升级。

地方高校因其居住人口密度大、青年人集中,消费群

体具有大(面大)、多(种类多)、高(消费水平高)的

特点，不仅包括饮食、生活用品等个人生活性和文

化卫生体育公共服务性消费，也有办公、教学、实

验设备与用品、运输、“三供”(水、电、暖)等维

持运转性消费及基础设施等发展性消费。仅以一所

万人本科学校学生的生活消费为例，按每人每天需

消耗 250g 粮食、250g 肉蛋和 500g 蔬菜水果，这样

一所学校一个月（以 30 天计算）至少消耗 15 万斤

粮食、15 万斤肉蛋和 30 万斤蔬果，一年消耗 180 余

万斤粮食、180 余万斤肉蛋和 360 余万斤蔬果。加上

整体学校的基础设施、正常运转和师生员工的文化

教育艺体等消费，不仅拉动当地粮食、果蔬、副食

品的生产与加工业的发展，而且带动了建筑、装饰、

施工企业的发展，特别是各类学校教育、医院、影

剧院、体育场馆等公共事业的发展。可以说一所高

校就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大市场，就是一个“麻

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小社会。同时，高校的多种消

费不仅拉动经济增长、为地方创造财富，又会为当

地劳动力提供就业岗位，使许多人依傍高校发家致

富，这种直接效益已经愈来愈被社会所公认。因此，

地方政府必须将高校的发展纳入区域特别是当地新

型城镇化建设规划，统一谋划、协调联动、共同发

展、互利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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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y analysis of urban medical cosmetic surgery service system 
integration An empirical case study on Handan City 

XI Ai-ping1, LI Miao-jing2, XU Yan-li1. 
(1. Affiliated Hospital, Hebei University Engineering, Handan 056002, China; 2. Mudanjiang Madical College, Mudanjiagn 157000, 

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first applies the common strategy analysis theory PEST Analysis and SWOT Analysis to 
empirical study of Handan city’s medical cosmetic surgery of service system integration. Then, the paper elaborates 
on  the management system of integration, the medical security,health agency service ability ,the motivation and 
enthusiasm of big hospital, ect . Finally, it explores suitable medical cosmetic beauty service system integration 
model. 
Key words: cosmetic surgery; medical services; organization integration; strategic analysis; PEST; SW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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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local undergraduate college to new-urbanization 
construction  

HUANG Ying 
(Langfagn, Heb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Langfang 065000,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incoming era of globalization and informati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higher educatio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apparent and significant. It is noticeable that new-built local college 
is not only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new urbanization, but also an essential assurance and driving power to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Therefore,  it is an inevitable tendency for local college to integrate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This paper gives some suggestions on how to view the new-built local college’s function and status in 
the new-urbanization process, as well as how to achieve the mutual promotion and profit. 
Key Words: new-built local undergraduate college, new urbanization; func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