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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高校联盟的系统模型与保障
机制研究

王伟伟
（燕山大学 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河北 秦皇岛 066004）

摘要：深化京津冀高校联盟建设，满足政产学研多主体协同创新的诉求，对推动京津冀高等教育高

质量发展、增强高校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具有重要意义。京津冀高校联盟呈现层次多样、方向多

维、理念明确等趋势，但建设层次、建设效果与现实需求仍存在脱节，运行与管理存在诸多问题。本研究

从多主体协同创新的视角，基于联盟服务对象的诉求，构建了以共同目标为导向的“政、产、学、研”一体

化的京津冀高校联盟模型，重点分析了联盟的内部结构与运行机理，建议从顶层设计、管理机制、信息平

台和文化融合等方面予以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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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考察并主持召开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时强调，京

津冀要“强化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在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中发挥示范带动作用”“要深化区域

内高校师资队伍、学科建设、成果转化等方面合作。”［1］京津冀高校联盟是基于京津冀三地高校，由若

干所拥有共同战略目标和追求的高校，通过所在联盟规则约束而建立的大学联合体，其目的在于解

决京津冀三地高校合作与发展中的问题，优化京津冀高等教育空间布局与资源配置，最终使命是为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服务。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基于外部竞争压力、高校自我发展、政府推动等因素的共同作用，高校纷

纷加入学科联盟或高校联盟，“建设高校联盟已逐渐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主要策略”［2］，“也

是当前‘双一流’建设背景下高校‘合作竞争’模式的符号化表征”［3］。目前，京津冀地区高校已在工

商类、建筑类、农林类、经济类、轻工类、历史类、医学类等不同的专业或行业领域组建高校联盟十余

个。与此同时，京津冀高校联盟的建设层次、建设效果与现实需求仍存在脱节，其运行与管理存在

诸多问题，如“形式大于内容、主体参与热度不均、联盟伙伴责任分担不均、组织与行动框架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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晰”［4］等。本研究立足于联盟各服务对象的需求，从政产学研多方协同的视角，以目标导向研究京津

冀高校联盟的系统模型与保障机制，希望为深化京津冀高校联盟建设、重构政产学研协同治理机

制，以及优化京津冀高等教育空间布局与资源配置，推动京津冀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思路

和方法。

一、深化京津冀高校联盟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一） 必要性

1. 满足政产学研多主体协同创新

京津冀高校联盟将通过输出人才、技术、信息资源与决策辅助等各类有形或无形的产品与服务

来同时满足政府、高校、企业与社会大众等多元主体的需求，达到供需平衡，为各主体发展带来协同

效应，有利于优化政产学研协同治理机制（图 1）。通过联盟内的校校协同实现在师资交流、联合科

研等方面的资源融合，为高校提供互补性发展资源，同时在学科专业方面可以找到相似的合作伙

伴，利于优化学科结构，更好地发挥专业效益；高校在技术支持、人才保障、政策分析等方面均有显

著优势，通过联盟的校企协同与校政协同，可以为企业或政府提供发展所需人才、技术，以及咨询建

议、市场分析、产业数据分析、教育培训等信息资源与决策辅助服务。另外，联盟还可以通过线上或

线下举办的论坛、沙龙等为政府、高校、企业搭建高质量的、可靠的互动交流平台；联盟可通过在官

网上设立科普专栏、定期向社会发布联盟报告或提供培训服务等形式，对社会公众关心、关注的问

题做出回答，回应社会关切，满足社会大众的需求，实现校社协同。

2. 推动京津冀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

京津冀三地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教育比较优势，但资源分布不均且发展参差不齐。北京有丰富

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但面临空间受限、环境承载力不足等问题；天津有职业教育资源优势，但优质

高等教育资源相对较少。从高校数量上看，河北省普通高等学校数量最多，有128所，占京津冀普通

高等学校总数的 46.4%［5］；从高校发展质量上看，在《第二轮“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中，

河北省没有“双一流”建设高校，仅有“双一流”建设学科 1个［6］。为推动高等教育领域的协同发展，

图1　京津冀高校联盟与服务对象间的供需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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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省、地级政府与高校开展了一系列合作。合作形式主要有府际合作、府校合作和高校联盟［7］，

合作内容涉及资源共享、师生交流、科研合作等，但“现实中更多是发布协作性文件和组建松散的合

作组织，有的合作与协同仅仅停留在纸面上，高等教育区域性协同发展缺乏有效的统筹性和执行

力”［8］。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协同机制、行政壁垒等体制机制问题阻碍了京津冀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协

同发展的进程。短期内实现京津冀省际高等教育资源共享具有一定的难度与复杂性，需要循序渐

进地进行尝试。立足于质量提升的高校联盟是高等教育集群发展模式之一，具有明显的集聚—溢

出效应，可以成为解决协同机制缺失、整合多方利益的主要突破口和抓手，对于推动京津冀高等教

育高质量发展，增强高校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二） 可行性

1. 理论基础

现有文献在粤港澳大湾区高校联盟［9-10］、长三角地区高校联盟［3］等区域性高校联盟已取得一定

的研究成果，但从联盟视角研究京津冀高等教育合作、协同发展的内容较少。在中国知网期刊全文

数据库（CNKI）中分别以“京津冀高校联盟”“京津冀大学联盟”为主题进行检索，检索文献 38篇，且

均为期刊论文，删除各类通知等非学术性文章，最终得到相关论文 16篇，其中与图书馆联盟相关的

8篇。此外，有的文献围绕体育教育［11-12］、职业教育［13］等具体领域提出了构建相应联盟的思路。总

体而言，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京津冀高校联盟的必要性、现状、问题、实现形式与路径［4，14］等宏观方

面的问题与对策的理论探究，缺少探讨内在运行机制的研究。当前，京津冀高校联盟的建设层次、

建设效果与现实需求存在脱节，其运行与管理存在诸多问题，新时代背景下要优化京津冀高等教育

资源整体配置效益，缩小京津冀高等教育发展的差距，亟需进一步强化京津冀高校联盟运行机制的

相关研究。

2. 实践基础

政策推动是深化京津冀高校联盟的主要外部动力。2019年教育部《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

议第 8394号建议的答复》中提出“将深化京津冀高校联盟建设” ［15］。京津冀三地政府教育主管部门

均意识到组建京津冀高校联盟的重要性，以规划、行动计划等形式出台了多项鼓励政策、规划方案

等，为高校联盟深化与转型升级搭建了宏观的行动框架。2017年京津冀三省市联合发布《京津冀教

育协同发展“十三五”专项工作计划》，提出三地将推进组建京津冀高校联盟［16］。2019年北京市教

委、天津市教委、河北省教育厅联合印发《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行动计划（2018—2020年），提出在高

等教育方面，深化京津冀高校联盟建设，探索培养方案互通，开展课程互选、学分互认、教师互聘、学

生交流和短期访学［17］。

京津冀三地不断深化高等教育合作，区域内一些学科相似、水平相近、类型相当的高校纷纷加

入学科或高校联盟中。当前，京津冀高校已组建高校联盟十余个，如京津冀协同创新联盟、京津冀

建筑类高校协同创新联盟等，主要分布在工商类、建筑类、农林类、经济类、轻工类、历史类、医学类

等不同的专业或行业领域，且“多数都签署了框架协议，涵盖目标主旨、合作范围、行动方式、组织制

度等基本内容”［4］，呈现出层次多样、方向多维、理念明确等趋势。但其建设层次、建设效果与现实需

求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合作主要是在资源共享、师生交流、科研合作等基础、有限领域开展的临时

的校校合作，面临构成主体较为单一、功能尚不全面、组织制度与行动框架较为模糊等问题。为此，

研究从政产学研多主体协同创新的视角，构建以共同目标为导向的京津冀高校联盟模型，为深化京

津冀高校联盟建设、优化政产学研协同治理机制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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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京津冀高校联盟系统模型的构建

（一） 基本思路

三重螺旋理论是多元主体协同创新研究领域的经典理论，用以解释知识经济时代政府—产业

—大学三者间的互动关系。该理论认为，“政府—产业—大学”通过组织之间的制度设计和结构安

排，以加强三者的资源共享和信息沟通，实现创新资源运用的最大效率与效能［18］，它强调政府、产

业、大学间的资源共享、相互协作，以及角色转换与渗透。为深化京津冀高校联盟建设、重构政产学

研协同治理机制，本研究以三重螺旋理论为基础，从多方协同的视角，以目标为导向来构建校政、校

企、校校、校社等“四位一体”的多主体联合协同创新的京津冀高校联盟模型，致力于打造“政、产、

学、研”一体化的合作链条。

构建京津冀高校联盟模型的基本思路在于：首先，确定需求与元素。结合前文的必要性分析发

现，要满足所有服务对象的需求，即政府、高校、企业、社会大众等多元主体的需求，需同时具备政

策、人才、技术、信息、试点反馈等支持，以及资金、协调监管等保障，这些是构建联盟模型的基本元

素；其次，构建组织机构。结合所需的支持与保障元素，找到相对应的组织机构，即政策对应政策集

团、人才与技术对应京津冀高校集团、信息对应媒体集团、试点反馈对应企业、资金对应基金会、协

调监管对应理事会；最后，系统整合。在相关理论的支撑下，通过系统化的整合，建立系统内各要素

的良好关联，在共同目标的作用下构建京津冀高校联盟的系统模型。

（二） 内部结构

京津冀高校联盟是一个基于媒体平台，由政府、高校与企业共同参与建设的联盟体系。其模型

构建包含 5个层次（如图 2），即需求层、组织层、运行层、服务层与目标层。构建主体通过在高校联

盟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在共同目标的指引下、理事会的监督协调下，实现对高校联盟运行的支持

作用。

（1）需求层。需求层即政府、高校、企业、社会大众等服务对象的各类需求。因各服务对象存在

跨界的特点，它们在性质、组织结构和文化背景等方面不同，关注领域与诉求也各有差异。政府有

把握高校与行业企业发展动态、获得决策辅助、优化资源配置、发展经济与教育的诉求；高校有获得

互补资源与政策支持、加快成果转化、拓宽经费来源等诉求；企业为了抢占先机、提升竞争优势、增

加效益，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对人才、技术、信息资源及决策辅助等需求日益增加；社会大众存在着获

取教育环境相关信息的诉求。由此，可将各类需求概括为政策、人才、技术、信息、试点反馈等支持

元素，以及资金、协调监管等保障元素。

（2）组织层。组织层即基于需求元素构建的各类组织机构，具体包含政策集团、京津冀高校集

团、媒体集团、企业、基金会和理事会。政策集团由教育部等国家层面以及京津冀区域的地方政府、

教育行政部门组成；京津冀高校集团由京津冀区域的各类高校组成；媒体集团“是面向社会公众的

信息传播者和生产者” ［19］，由教育信息管理组织等社会中介组织和各类信息平台组成，可以为联盟

内部成员推送实时信息、加强信息共享，也便于外部对联盟的了解；以往高校与高校间的合作模式

主要停留在人才培养范畴，与产业需求脱节，京津冀高校联盟中还应面向区域经济、考虑高校人才

培养所对应的产业，将产业中的龙头企业加入到联盟中；高校联盟的发展离不开资金支持，当前我

国高校联盟的日常开销主要由轮值高校或活动承办高校负责，为提升资金的稳定性，需依靠政府投

入以及企业赞助、个人捐赠等社会力量来共同组建基金会；高校联盟需要高效的组织机构进行协调

与管理，作为专门的协调管理机构——理事会是对各构建主体的整合。

（3）运行层。政策集团是高校联盟的牵头者，其作用主要是在法律法规、体制创新等方面提供

政策支持。此外，在高校联盟建设初期或联盟成果转化期，政府需提供一定的创新补贴和资金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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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京津冀高校集团具有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的显著优势，作为高校联盟的第一主体，是分析处理

机构，负责输出成果、提供人才与技术支持；媒体集团作为高校联盟的第二主体，主要承担传播与转

化的支持；企业是联盟的直接受益者，为成果转化提供试点反馈的作用；基金会作为资金方，在联盟

中承担资金支持作用；理事会作为管理者，专门负责对联盟中的重大事宜进行决策，协调解决联盟

中的重大问题，对联盟活动起到协调监管的作用。

（4）服务层。京津冀高校联盟的服务对象主要是政府、高校、企业、社会大众等。高校联盟通过

官网、信息共享平台等线上服务渠道和论坛、报告会、研讨会、学术交流活动等线下服务渠道，为各

类需求者提供咨询建议类、人才培养类、项目研究类、信息服务类、宣传科普类等多样化的服务

内容。

（5）目标层。高校联盟需要有共同的愿景、明确的目标，它不仅指引联盟的运作，而且增加联盟

存在的作用与意义，是联盟建立和长远发展的基础。目标层即京津冀高校联盟所要实现的目标，贯

穿于模型构建的整个过程，结合京津冀区域发展需求将目标细分为微观、中观与宏观目标。微观目

标着眼于满足多元主体的需求，推动多主体协同创新；中观目标是推进北京教育领域非首都功能疏

解，优化京津冀高等教育空间布局与资源配置，实现优质均衡发展；宏观目标是提升高等教育对京

津冀区域发展的服务引领，发挥京津冀高等教育对区域和国家战略的支撑作用。

（三） 运行机理

在京津冀高校联盟中，通过政产学研各类组织机构的系统整合，发挥“1+1>2”的聚合效应，最终

实现共建共享与协同创新，运行机理如图3。
作为第一主体的京津冀高校集团，凭借人才、科研等优势，为政府提供教育信息和决策辅助服

务，为媒体集团提供实时信息和文献资料，为企业提供发展所需人才、技术，以及咨询建议、市场分

析、产业数据分析、教育培训等信息资源与决策辅助服务。作为牵头者的政策集团，依据政府职能

进行顶层设计与宏观引导，在法律法规、体制机制等方面提供政策支持，以及为联盟成立与成果转

化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作为第二主体的媒体集团具有强大的传播能力与成熟的传播渠道，能够

为联盟内部成员间以及服务对象间搭建信息共享与互动交流的平台。此外，媒体集团可以将高校

集团输出的各类成果进行再加工，转化为需求者所能接受的、满足其个性化需求的产品或服务。将

高校集团与媒体集团的优势结合起来，使得联盟在人才技术、信息资源及决策辅助的优势得到最大

化体现，便于提供更好的产品与服务。企业一方面可以从高校联盟中获得发展所需的专业型、技术

型等复合型人才，以及政策解读、市场调研、产业数据分析等企业知识服务；另一方面，高校集团与

媒体集团将初步形成的产品与服务在企业中进行试点测试并得到反馈，进而不断完善相应的产品

图2　京津冀高校联盟的系统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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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服务；基金会按照内部章程中关于资金使用的规定来执行并接受理事会的监管，保证资金得到充

分利用，提升资金的使用效率；理事会主要对重大决策进行商讨处理，对联盟活动进行监督。

三、深化京津冀高校联盟建设的保障机制

高质量发展是未来京津冀高校联盟的建设目标。京津冀高校联盟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政策、

管理、信息、文化等多重物质和环境保障，确保联盟的稳定性和高效性。

（一） 完善顶层设计，加强宏观引导

“我国高等教育的多样性发展更多的是在政府的规划和制度安排下实现的” ［20］，打造“政、产、

学、研”一体化的合作链条，政府是其中一环，不仅是牵头者，也是合作者、协调者。高校联盟的发展

既需要联盟内部各利益主体发展的内部拉动力，也需要政府在政策引导、经费支持等方面的外部推

动力。京津冀区域高校协同发展涉及的“多元利益主体囊括19个主管部门，具体包括三地政府和国

家层面主管部门 16个（13个中央政府机构、3个国家级群众组织），11个中央政府层面的共建部门，

以及部分与高校联系紧密的重量级央企、国企等” ［21］。在高校的条块管理体制和办学主体多元的复

杂背景下，有些地方本位的体制机制、高教政策成为合作的壁垒，要打破三个独立行政主体的结构

障碍需要政府的适度参与。当前，政府在宏观调控、指导跟进等方面尚未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更

鲜有资金的支持。

首先，京津冀高校联盟建设需要由国家层面牵头研究制定京津冀高等教育协同发展的中长期

发展规划以及具体的实施方案，在京津冀高等教育协同发展政策的主体框架下，探索建立跨区域的

教育协同发展体制机制，继续加强在跨区域高校联盟建设相应政策、制度等的出台，形成长期稳定、

系统规范的政策体系，为联盟建设营造良好的政策氛围。其次，基于政府、高校、企业、社会大众等

多方主体建立的高校联盟势必面临复杂的协同与利益分配的问题，政府是最好的协调者。政府需

借助必要的政策工具或资金等激励措施，通过系统的制度设计与实施，对多方主体的行为、利益等

进行适度的宏观调控、指导与监督，引导各利益主体充分发挥作用，为联盟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运

行环境。

（二） 规范管理机制，确保运行顺畅

“不同组织具有不同的主管部门和运行规律，如果合作中缺乏深入的交流沟通与足够的理解信

任，则会导致各方责权利不明晰、信息不对称，造成合作关系不稳定乃至终止；因此，必须通过一个

系统有效的管理机制来协调各方的责权利和实际利益” ［22］。当前，我国高校联盟的组织结构较为松

图3　京津冀高校联盟的运行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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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如C9联盟，没有建立专门的管理机构，实行轮值主席制度，主要由轮值高校负责日常工作的组

织与协调，没有制定专门的联盟章程。高校联盟是专门的组织，需要制度和组织结构作为保障。

首先，建立健全的制度体系。制度是对各成员机会主义的约束，好的联盟需要健全的制度作为

保障。京津冀高校联盟需从基本建制入手，建立以联盟章程或框架性协议为核心的，内容涵盖宗

旨、功能、经费来源、联盟成员的权利与义务、联盟运作方式、利益分配以及合作机制等一系列的根

本性的章程制度，以此作为联盟成员的基本行为准则，针对联盟活动制定具体的管理条例或实施办

法，确保联盟运作有章可循，以制度化促进联盟的规范化。其次，建构清晰的组织结构。京津冀高

校联盟中理事会下设秘书处和专项协作组，秘书处作为理事会的执行机构，处理联盟日常工作，具

体落实理事会制定的各项计划、监督协作组工作等。联盟依据内部开展的具体活动成立相应的协

作组，推动各项具体合作。

（三） 搭建信息平台，促进交流共享

当前，我国多数高校联盟尚未建立合作的网络信息平台，即使已有平台，在建设与维护方面仍

有待加强。深化京津冀高校联盟，由科研项目、实习实训等单边联盟升级到学科专业共建、课程互

选、学分互认、人员互聘和师生交流等网状联盟，实现联盟内信息沟通和信息共享，离不开强大的平

台支撑。

基于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来搭建网络信息平台，创建联盟的专属管理网站，搭建资源

平台、教学平台、科研平台、成果转化平台及教育质量监测平台等，为联盟内部及联盟与外部间搭建

更好的信息沟通渠道。对外建立专家信息系统和科研信息系统，发布专家信息及科研成果，吸引产

学研合作，加大科研成果的转化和社会服务的力度。对内建立师资培训平台、毕业生需求信息平

台、课程资源平台等，通过购买服务，在人才培养、师资队伍、课程建设、实践基地建设等方面共建信

息系统，整合内部资源，实现信息共享。

（四） 推进文化融合，协同共生发展

“联盟的组织化程度取决于联盟各方的共同愿景和文化融合。” ［23］京津冀高校联盟是基于共同

目标构建的协作系统，与此同时，也是多目标共存的复杂系统。联盟内的政府、高校、企业等主体在

文化背景、价值取向、意识形态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文化的差异将转化为行为逻辑的差异，给管

理和协调带来较大难度。此外，联盟是基于自愿建立的，结构较为松散，单纯依靠制度的刚性约束

难以维持合作的稳定性与持久性。

联盟需在内部建构“共生、共建、共享”的文化氛围，培育促进组织有序高效运行的价值共识，通

过建设多元主体均认可的共同价值观和愿景，使成员相互认同、彼此信任。同时，将联盟文化与区

域文化相结合，构建独具特色的联盟文化，使联盟成员在开放包容、求同存异、相互信任的环境下，

通过文化融合寻求协同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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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system model and guarantee mechanism of Beijing-Tianjin-
Hebei university alliance

WANG Weiwei
(Research Center for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Yanshan University, Qinhuangdao 066004, P. R. China)

Abstract: Deep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Beijing-Tianjin-Hebei university alliance and meeting the demands 
of multi-agent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of government, industry, university and research institute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Urban 
Agglomeration and enhancing the ability of universities to serve reg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university alliance presents a trend of diverse levels、multi-dimensional directions and 
clear concepts, however, there is a gap between the construction level、construction effect and practical needs, 
and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in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lti-agent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and based on the demands of the service objects of the university alliance,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Beijing-Tianjin-Hebei university alliance model with the integration of government, industry, university and 
research institute guided by the common goal, focuses on the internal structure and operation mechanism of the 
university alliance, and suggests that it be guaranteed from the aspects of top-level design, management 
mechanism, information platform and cultural integration.

Key words: Beijing-Tianjin-Hebei university alliance; system model; guarantee mechanism;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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