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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建筑类高校创新服务区域经济
社会发展研究与实践

——以北京建筑大学为例

吴建国 a， 崔荣臻 b， 毕 颖 c

（北京建筑大学  a.后勤与基建处； b.校友联络发展处 ；c.发展规划处，北京 100044）

摘要：地方建筑类高校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以北京建筑大学服务国家和

区域重大需求的做法为例进行实践探讨，分析地方建筑类高校创新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发力点。

介绍了地方建筑类高校的概念及当前面临的发展环境，分析地方建筑类高校与所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的关系及存在的共性问题，结合北京建筑大学创新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做法进行了详细阐述，

研究了地方建筑类高校创新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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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高校是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这为地方高校推动高质量发展，发挥优势特

色服务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行动指南和根本遵循。地方高校应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

引，在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水平，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优化布局结构等方面先行先试，着力强化创新

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能力。

地方建筑类高校是指以建筑学、土木工程、城乡规划等相关领域为主要教学和科研方向的省属

地方普通本科院校。这些高校拥有一批专业的教师和科研人员，他们在建筑类专业教育、研究等方

面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不断更新迭代的理论知识。近年来，地方建筑类高校积极运用自身优势，主

动融入所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与当地企业、政府等开展合作，建立了比较完善的产学研合作机制，

为相关行业提供了多种创新服务。地方建筑类高校要结合国家总体战略、“一带一路”建设、国家主

体功能区定位，以及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发展规划，调结构、搭平台、创载体、建机制，推动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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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同频共振，全面提升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为服务国家和区域

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做出更为卓越的贡献。

当前，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建筑业面临转型升级，以工业化为核心、以数字化为

手段、以绿色化为目标的“三化”融合创新发展道路，成为了新时代建筑业转型发展的必然要求，而

人工智能、大数据、元宇宙等新型信息技术对传统建筑规划、设计、建设、管理全过程的技术革新提

出了新的挑战。时代“变局”给高等教育尤其是建筑行业特色高校的人才培养、学科专业建设、师资

队伍构建等带来诸多挑战，建筑类高校必须重新审视自身价值与社会责任，紧扣建筑行业发展需

要，主动适应建筑行业之变［1］，在创新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

一、地方建筑类高校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掣肘

（一） 办学定位和校园规划建设与区域发展定位耦合度不高

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转型改革背景下，科学定位、特色办学是新时代地方高校生存与发展的基

石。当前，地方建筑类高校普遍存在定位趋同的问题，且部分高校盲目追求高层次、攀比式办学，求

大求全。办学定位的不准确，使一些地方高校迷失办学方向，造成教育资源的浪费，影响其办学水

平和效益，更丢失了办学特色［2］。有的地方高校总体办学定位明确，但当前很多高校多校区办学、异

地办学情况普遍，不同校区的校园规划建设、定位布局、学科专业设置、教学资源配置等如何与所在

区域定位相结合，与当地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相结合，大多数地方高校缺乏长期战略规划。

（二） 学科结构和水平无法适应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

很多地方建筑类高校在学科建设方面存在结构相对单一，学科交叉融合深度不够，特色学科水

平不足的问题，从而导致难以匹配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学科结构方面，大部分地方建筑类高

校通常依托具体的学科门类或一级学科而设置，推动学科调整布局的动力不足；在设置学科专业

时，基本聚焦于原有的单一学科，学科交叉融合度不够，进而带来人才培养跨学科、跨领域能力不足

的问题，难以适应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发展。学科水平方面，以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沈阳建筑大

学、北京建筑大学、山东建筑大学、安徽建筑大学、吉林建筑大学、天津城建大学七所办学实力较强

的地方建筑类高校为例，建筑学、土木工程、城乡规划、风景园林四个建筑行业骨干学科在第四轮学

科评估中均无A类学科，仅有两所高校有B+学科。可见，地方建筑类高校还面临学科优势和专业特

色不强的问题。

（三） 创新型人才培养不足以支撑建筑业转型发展需求

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高质量的人才是地方高校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式。在新时代背景

下，具有自主创新精神的应用型人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要求，但部分地方建筑类高校创新型人

才培养的规模和质量有待提升［3］。总体来看，地方建筑类高校的人才培养目标仍不够明确，校企合

作不够紧密，缺乏对建筑市场前沿技术和行业发展趋势的充分了解。部分高校专业设置、教学内容

与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也没有充分考虑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教学质量

不能适应迅速发展的技术技能人才市场的高标准要求［4］。高校的人才培养应该更加注重市场需求，

在招生、培养和实习就业等方面与企业形成合力。

（四） 科技创新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硬实力偏弱

科技创新和服务社会发展是地方高校的重要职能，而科研成果不仅仅具备学术研究价值，还应

当具备重大的社会价值，并可以直接转变为社会生产力，应用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当前很多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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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科研课题任务并没有与企业生产需求相结合，科技创新成果仅限于科学研究层面，并未真正应

用于企业生产实践并解决企业生产中的现实问题［5-6］。部分地方高校缺乏科技创新的战略规划，没

有明确的政策和目标，不能开展有组织的科研，使得这些高校无法有效地吸引和集成人才，无法推

动科研成果的转化和应用。此外，地方建筑类高校的科学研究大都缺乏对市场的远见和前瞻性，导

致科研成果难以真正应用于实际生产和社会服务领域，无法为社会和产业带来可持续的价值。

（五） 高水平师资队伍规模不足以充分发挥智库作用

地方建筑类高校是我国城乡建设事业的重要支撑，而师资队伍建设水平能否与地方经济结构

发展相融合，关系到高校服务区域社会的能力。目前，地方建筑类高校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存在着

高水平师资队伍规模小，国际化教育背景教师比例较低；人事聘任考核制度在服务社会和区域经济

发展方面起到的驱动作用不明显；薪酬待遇差异较大，绩效考核制度不够完善，对教师的创新能力、

教育教学质量的激励不够；教师团队的科研实践内容与所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势特色契合度

不高等问题，导致其师资队伍建设水平难以发挥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高端“智库”作用。

（六） 文化传承与创新能力无法成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助推剂

建筑和城市规划既是一种物质创造，又是一种文化创造，地方建筑类高校的文化传承与创新能

力对区域文化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不言而喻。近年来，自中央而下，对于城市风貌设计与历史文

化保护传承的关系日益重视，2021年 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城乡建设中

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这是我国自 1982年建立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制度四十年以来，首次

以中央名义专门印发关于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文件，体现了文化传承与创新在城乡建设发展

中的重要性。而多数地方建筑类高校在文化传承与创新方面却未能足够重视，对于建筑文化遗产

的传承、保护和更新，尚未形成体系，尤其是结合所在区域建筑文化特点所开展的研究不够充分，通

过加强文化建设助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发挥不够明显。

二、北京建筑大学服务首都经济社会发展实践案例

北京建筑大学源于 1907 年清政府成立的京师初等工业学堂，是北京地区唯一的建筑类高校，

北京市和住房城乡建设部共建高校，拥有国内唯一未来城市设计领域高精尖创新中心，设有国内唯

一建筑遗产保护领域一体化人才培养体系。2020年，北京市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印发的《北京市属

公办本科高校分类发展方案》，将北京建筑大学确定为高水平特色型大学。作为首都地区建筑类百

年老校，学校发展始终与首都发展紧密联系，坚定不移地扎根京华大地办高水平特色型大学是北京

建筑大学“十四五”时期的发展战略定位，学校始终坚持党对学校工作的全面领导，遵循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培养规划师、设计师、建筑师“三师”人才，服务首都“三规”落地，聚焦有特色，走高质量内涵

式发展道路［7］。逐渐探索出一条将自身发展融入首都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之路。

（一） 顶层规划学校办学定位与两校区建设

认识并从顶层制度上设计学校的发展定位，是地方建筑类高校建设的重要议题，也是更好服务

区域发展的关键。大学办学特色必然在与社会的互动中形成，大学办学特色的价值取决于其对科

学发展、最终为社会发展作出的被社会广泛承认的实际贡献的大小［8］。北京建筑大学建有西城和大

兴两个校区，学校将学科专业、区域定位、资源配置等有机结合，在“十三五”期间确立了大兴校区建

成高质量本科人才培养基地，西城校区建成高水平研究生培养、科技协同创新及成果转化基地的

“两高”办学布局。在此基础上，学校在“十四五”期间按照“建精建特西城校区，建强建优大兴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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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总体建设思路，坚持学科结构、平台布局、人才培养、科技创新、社会服务，以及校办企业改革发展

与两校区功能定位协调融合的原则，调整优化校区办学布局与功能定位，推进两校区及周边创新发

展、协调发展，形成优势互补、功能完备、各具特色、相得益彰的空间布局。

（二） 构建提升服务首都经济社会发展的学科生态体系

北京建筑大学在学科专业设置过程中，注重特色鲜明，在制定学校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时，

将学科建设作为重要篇章发布执行，并将各学科建设分规划纳入二级单位事业发展规划的重要内

容。突出重点打造特色学科群高地，每个一级学科建设 1~2个有特色高水平学科方向。通过市属

高校分类发展项目进一步强化学科交叉融合，重点支持“强 .特 .新”建筑土木类龙头学科建设，着力

发展建筑遗产保护交叉学科，初步搭建城市建设领域高水平特色型学科交叉协同平台，培育城市更

新、智慧城市、智能建造、近零碳建筑等交叉学科方向，超前布局基于优势学科与数字化和人工智能

等交叉汇聚的学科建设新方向。学校紧扣国家和首都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健全本科专业的设置、调

整、管理工作，按照“结合-整合-融合”原则进行专业结构调整和优化，构建优势突出，特色鲜明，紧

密服务首都发展、行业发展的专业结构体系

（三） 持续优化与首都经济社会相匹配的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

在人才培养方面，北京建筑大学坚持需求导向，实施学科专业一体化发展策略，密切跟踪地方

产业转型升级的趋势动态，通过“转型发展”促进人才培养类型结构调整，全面深化教育教学改革，

统筹本科生教育和研究生教育，着力构建完善“品格塑造、特色鲜明、能力培养、素质提升”四位一体

的育人体系，大力提升育人能力和水平，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强化人才培养特色，为区域经济社

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学校深入实施“创新人才培养工程”和“育人质量提升计划”，聚焦

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任务落实，持续优化人才培养方案，持续加强课程体系建设，构建“卓越化、

实践型、复合型、创新型”的人才培养模式，成立未来建筑技术学院，推动实施全程导师制、“一对二”

学业导师、“一人一方案”，打造“实验室+基地”协同育人平台，推进北京市“三规”进教材、进课堂，着

力培养未来“三师”。注重国际化交流与培养，充分发挥学校“一带一路”建筑类大学国际联盟等国

际平台优势，聘请具有国际影响的著名专家学者指导教学活动，通过开展联合培养、海外实验室研

修、暑期国际夏令营等方式丰富学生的国（境）外大学学习经历，开拓学生国际化视野。

（四） 不断提升科技创新服务首都经济社会发展硬实力

近年来，北京建筑大学深刻把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重大需求，坚持瞄准首都“四个中心”功能

建设与首都城市战略定位，成立服务首都功能定位领导小组，发布《服务首都功能定位行动方案》

《服务北京建设人民城市三年行动计划》，积极承接天安门城楼修缮、大兴机场钢结构关键技术研

究、冬奥会开闭幕式专项技术攻关与冬奥文化创意设计等服务。学校强化有组织科研，成立科发

院、国发院、文发院三大新型机构，构建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推进科研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实施首

席研究员负责制，启用科研周转房，探索科研经费“包干制”，发布《北京建筑大学面向未来城市的科

技创新研究计划《（2020—2035年）》《关于进一步完善科技管理政策 全面提升创新水平的若干政策

措施》。瞄准科技前沿和关键领域，建有全球技术水平领先的多功能振动台阵实验系统，以及北京

节能减排与城乡可持续发展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未来城市设计高精尖创新中心、城市雨水系统

与水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等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创新平台，不断提升科技创新原动力、人才培养

支撑力、服务经济社会硬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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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持续扩大和提升高水平师资队伍规模和水平

北京建筑大学注重建立体现以教书育人为主业的现代人力资源管理运行体系，健全教师分类

发展机制，全面深化人事人才制度改革。学校坚持把人才作为第一资源，大力实施“人才强校”战

略，启动“高端人才引育”计划，强化引育并举，完善人才成长发展机制，启动“双塔计划”，构建多层

次、全覆盖的人才培育体系。实施“学科带头人发展计划”“青年教师培养支持计划”，打造高水平师

资队伍。推进人事制度改革，建立目标任务导向的岗位设置、聘任、考核体系和绩效导向的工资薪

酬分配体系。制定激励机制，鼓励教师参与社会服务，绩效分配向教学科研一线、承担国家和首都

重点任务、重大项目，以及有突出贡献的人员倾斜。注重发挥校企合作过程中的“智库”作用，鼓励

高水平师资团队参与企业的技术研发和科研合作。

（六） 有序推进以办学特色为依托的校园文化建设

近年来，北京建筑大学实施“大学文化提升”计划，健全完善校园文化体系，持续涵育红色文化，

提升学校形象品质，推进学校精神文化体系传播。学校于2020年成立文化发展研究院，作为学校开

展文化建设的研究机构。研究院整合全校相关科研机构文化优质资源，聚焦北京全国文化中心建

设，开展北京建筑文化与城市文化、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北建大精神与文化形象展示等

方面研究，通过举办系列学术论坛和展览，出版北京建筑文化发展研究报告等，致力于成为北京建

筑文化研究领域新型智库机构。此外，学校实施校史工程，完成校史馆升级改造，编写并出版了首

部校史，召开创新发展论坛等系列活动，厚植爱党爱国情怀，涵养爱校荣校情感。积极传播“北建大

声音”，在重要活动节点召开大型新闻发布会，多次在中央、北京市重要媒体开展宣传报道，增强师

生价值和文化认同感。推进科技文化建设，打造“大师讲堂”“明湖论坛”等品牌活动，举办五届大学

生科技节，孕育浓厚创新氛围。打造特色鲜明的校园文化景观，大力挖掘校内外艺术教育资源，开

发系列校园文创作品，提升浸润式文化育人成效。搭建校友文化互动平台，构建校友与母校“发展

共同体”，举办校友值年返校活动与“杰出校友论坛”，汇聚发展合力。

三、结语

通过对北京建筑大学在服务首都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探索可以看出，地方建筑类高校服

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应注重从办学定位与校区规划、学科专业建设、人才培养、科技创新与社会服

务、师资队伍建设、文化传承与创新等方面协同发力。一是要合理、准确把握自身办学定位与校园

规划建设，努力与所在区域产业结构的发展定位相匹配；二是要增强学科专业特色，大力发展交叉

学科，在原有学科优势的基础上与其他学科形成新的交叉研究方向，以满足区域经济发展的行业需

求；三是要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不断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

撑；四是要充分发挥高校科研优势，加强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加快科研成果转移转化，推动区域经

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五是要发挥人才资源优势，凸显高水平新型高校的智库功能，强化应用对策

研究，为区域经济社会和行业产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撑；六是要提升文化传承与创新能力，

通过加强文化建设助推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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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and practice on innovation services for reg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local universities of architecture： take 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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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ocal architecture universitie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serving reg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is study takes the practice of Beijing University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Architecture in 
serving the country and regional major needs as an example to explore the practice, and analyzes the key points 
of local architecture universities in innovating and serving reg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e 
article introduces the concept of local architecture universities and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they 
face, and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ocal architecture universities and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 where they are located, as well as the common problems that exist. It elaborates on 
the main practices of Beijing University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Architecture in innovating and serving 
reg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studies the countermeasures for local architecture universities 
to innovate and serve reg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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