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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经济全球化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教育产业与城市竞争力的关系成为研究的热点问题，教育产业在

当今全球范围内已呈现出强劲的全新发展态势，并对全球化进程的诸多方面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教育产业与城市竞争力相互推动，教育产业的快速发展带来了现代城市经济社会的重大变化，主要从教

育产业的出现和发展激发城市活力、教育产业的空间聚集带动城市人才聚集、教育产业的调整和更新带

动中国城市化的创新等方面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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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integration proce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ducation industry and urban competitiveness has become a hot issue in research. The education 
industry has shown a strong new development trend in the current global scope, and has a wide 
and far-reaching impact on many aspects of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Education industry and 
city competitiveness promote each other.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dustry brought 
about significant economic and social changes of modern city, mainly from the aspects: The e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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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dustry stimulate the urban vitality, the space of education 
industry gathered promotes the gathered urban talents, the adjustment and update of the educa-
tion industry promote the innovation of China's urbanization and so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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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教育产业一直受到较多学者的关注，有学者认为接受教育是中国公民享受的基本权力，享受义务教

育一直受到了法律和经济上的大力支持，所以教育在我国不仅是一项非产业化的事业，而且是一项公益

事业，不像农业和工业一样以追求社会效益为目的。也有学者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和知识的作用

越来越显著，人力资本产生的价值逐渐超越金钱的价值，有着越来越大的影响[1]。 
教育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途径，不仅影响了劳动效率，更影响着国家的发展。知识的作用越来

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本应将其产业化，才能更好地促进教育的发展，更好地培养更多的人才，所以教育

理应成为一个有投资、有收益的产业。而且 1992 年国务院办公厅在《关于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中

明确指出，教育属于第三产业是对社会主义国民经济蓬勃发展产生全局性、前导性深远影响的重要产业

之一。教育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决定了教育是国家公共服务职能之一。教育产

业化发展是为了满足人们多元化的需要，建立更加促进教育产业发展的投资体系，将教育市场化运作更

有利于吸引高科技人才，促进教育创新。本文首先对关于发展教育产业的必要性进行了论述，并分析和

讨论了教育产业与城市竞争力彼此促进的关系[2]。 

2. 对教育产业的认识 

近些年，关于教育产业很多学者有着一致的观点，认为把产业经营的思维运用于教育，适应于提升

产业效益的理念也开始应用于提升高等教育效益上。在来自经济、政治和社会各方的诸多压力下，高等

教育开始成为提升我国生产率的主要手段。正确认识教育的产业属性是认识教育产业与城市竞争力关系

的理论前提。教育是一种社会经济活动，这种社会经济活动的宗旨在于提高人在科学文化等方面的知识

水平，教育和其他产业一样源源不断地生产产品，只不过工业生产是通过加工制造的手段生产出更高附

加值的物质产品而教育生产是通过教育服务手段生产出有更高知识文化水平的人才“因此教育是一种产

业”具备产业共性。但笔者认为教育又是一种极特殊的产业，要深入理解教育的产业属性，还应从教育

本身的内部关系来认识，长期以来由于受传统观念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一直不敢正视教育的产业属

性，而只把它视为单纯的社会性、福利性事业，其结果导致了教育的极度浪费和办学效益低下。如果从

产业的新视角来办教育，通过构建教育内在的投入与产出机制，理顺教育投资者、经办者、受益者之间

的经济联系加强产学研各环节的相互结合，建立教育发展的新体系，许多难点就会迎刃而解。 

3. 对城市竞争力的理解 

关于城市竞争力，近些年一直备受争议，但大多数学者认为城市竞争力是一个城市在国内市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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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世界其他城市比较所具备的为自身创造财富能力并推动区域内、本国乃至全球带来更多社会创造财富

能力和潜在的经济实力。有学者指出，城市竞争力主要是指城市在整合社会生产要素和创造财富，以及

推动城市所在区域经济和国家发展等方面的综合实力[3]。这种定义侧重于城市在区域发展和创造财富方

面的作用，强调了城市和区域城市竞争力理论和评价方法研究之间的相互联系，同时这两个定义具有发

展的眼光，在强调现实的竞争力的同时还强调潜在的竞争力，不足之处在于未能说明城市竞争力的最终

目标。还有学者认为，城市竞争力是在经济社会蓬勃发展、经济体制、价值理念、经济社会文化发展、

社会制度经济政策等多种原因综合下产生和保持的，一个城市为其自身发展进行自身资源协调配置的综

合力量，进而达到城市经济的持续性发展。该概念侧重于都市的自我资源协调配置综合力量和经济社会

的持续性发展综合力量，但是未说明自我资源协调配置和经济社会持续性发展的终极目的。倪鹏飞(2002)
对城市竞争力的基本概念为，在竞争与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与世界其他都市相比较，而存在的获取、竞争、

占有、管理和转化城市资源，争夺、占领和控制市场，以创造价值，为其居民提供福利的能力。倪鹏飞

的概念首次将为居民提供福祉的能力引入到综合竞争力的概念之中，同时也包含了公共资源优化配置的

力量，也包括创造财富的能力，不足之处是没有把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包括进来[4]。 
笔者对城市竞争力的理解是：城市竞争力是指一个城市在竞争与发展中所具备的，获得、占有、管

理与转化资源，从而进行公共资源优化配置，并改善城乡居民生活水平与可持续发展的综合能力、文章

中认为，提高教育产业发展，培养更多地创新型人才是城市竞争力最有效和最重要的一条途径。 

4. 教育产业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国民经济与管理研究所特聘教授陆铭表示，提高了一个区域的教育产业的发展潜

力，对提高这个区域的社会平均收入有着重大意义[5]。城市经济是城市竞争力的一部分，所以教育产业

的发展主要受经济发展水平制约，同时教育产业的发展反过来也促进了城市发展。城市可以为教育产业

发展提供所需要的环境、资金、人才、技术、服务等方面的便利，广东自 2008 年以来开始进行产业结构

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改革，力求扭转长期以来的粗放式经济发展方式[6]。在进行产业结构转型的同

时政府更加注重了对教育产业的投入和支出，广东省逐步打造教育产业体系，数量众多的高校学生为广

东省经济的发展提供人才资源。 
以美国为例，义务教育政策是全面向市场放开，全面运用市场机制。除义务教育之外，学生全部采

用收费方式上学，只不过是对公立学校与私立学校的收取标准不同而已。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一项主要

原因，就是通过运用“市场和市场有关的各种力量”，美国形成了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满足人民需求的

多元化的高等教育体系。目前美国的高等教育产业总量位于美国经济所有产业的第三位，仅教育服务一

项，美国每年创造的总收人就达到 20,000 亿元，为二百多万的求业者提供了就业岗位。因此必须大力发

展本国的教育产业，积极拓展对外教育市场，这对增加经济增长，推动国内经济发展有积极的作用。 
相应地，教育产业的迅速发展也促使了中国现代城市经济结构产生了许多重要变革。教育产业因其

强大的经济附加值以及对相关产业发展的巨大拉动效应，而不断使整座城市升值。假如将每人受的高等

教育收费以 5000 元计算，一年内大约有 1200 万人以教育消费形式上学，其一年的潜在利润将超过六百

亿元人民币。此外，日益扩大的教育教学设备需求量还能够带动制造业、高新技术、电子信息等行业的

迅速发展；教育办学建筑设施还能够促进建筑业、装修业等的蓬勃发展，从而刺激了企业投资；教育教

学活动还可以促进文化、咨询、培训教育等产业的蓬勃发展；学校的业余活动，可促进旅游业、商贸、

餐饮、娱乐、图书、文化艺术等行业的发展。同时文化与教育产业发展对当地的经济文化繁荣，精神文

明建设也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由文化教育产品所催生的现代城市新环境中，新气息又促进了城市人流、

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流动速度，也因此大大增强了现代城市的人口聚集和扩展功能[2]。因此可以说，

https://doi.org/10.12677/ae.2022.129504


田燕青 
 

 

DOI: 10.12677/ae.2022.129504 3296 教育进展 
 

教育产业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既成为城市发展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促进城市充满活力的重要

元素，从而构建了教育产业与城市发展双向互动，协调发展的平台。 
国际化进程也对城市发展提供了打造城市实力的客观需求，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情。而教育产业和

城市竞争力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密，教育产业以其巨大的创造力激活着城市的生命力，并构成了城市

竞争力的主要原因。 

5. 教育产业的快速发展助推城市竞争力 

（一） 教育产业的出现和发展激发城市活力 
教育产业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与建设负有重要责任，提升教育生产力能够直接产生在科技上与人力资

源上的社会结构上的巨大利益，能有效提升我国的整体实力和经济社会的长期发展能力，而通过引入市

场机制，是激活整个中国教育产业发展的关键性因素。 
人力资本理论构建起了教育和其他行业间直接的全局性的关联，从而也直接促成了中国教育产业理

念的发展[4]。一座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将有可持续的人才发展成为最关键的保障，将人才发展分为

人力资源总量、人才质量，以及劳动力资源配置、开发与管理等方面。教育产业既可从数量上直接为城

市的可持续发展培养高素质的劳动者，又可提高劳动人口的文化科学技术素质，可充分满足产业结构高

级化和职业结构优化的需求，从而有力地推动城市竞争力结构的优化，最终成为促进城市协调发展的“人

才基地”。 
当今，城市文化教育与经济和政治互相交织发展，在城市竞争力中的战略地位与影响也日益凸显。

教育文化既扎根于城市的核心，也是城市发展的“软实力”、核心资源和特色资源优势。一个城市的人

文基因，往往对高等教育的发展形成至关重要的影响，从而形成了高等教育的办学特征与城市文化底蕴。

在丰富兴盛的城市文化底蕴层面，高等教育与城市发展的协调互动也将大有可为。城市发展应该关注高

等教育在城市文化传播与创造等方面的重要功能，并坚持开放包容的发展态度，让城市大学成为孕育世

界先进文明的重要沃土。同时，学院还积极参与城市文化和精神文明的建设，积极总结、研究、传承、

弘扬中国独具特色的都市文化，并推动城市文化发展新的浪潮，形成了打造城市文化人文品格的巨大动

力。城市教育产业通过对城市文化系统集中地传递与选择来发展、创造和更新城市文化，达到繁荣城市

文化的目的。城市的教育产业还通过培育出积极向上的城市文化氛围，提高城市在价值取向、创业精神、

创新氛围、交往操守等精神层次上的竞争力。所以，文化教育产业对于提升城市人文环境和树立城市整

体形象等方面有着很重要的强化意义。 
（二） 教育产业空间聚集带动城市人才聚集。 
汇聚、吸引和运用各类社会发展基本要素，是现代城市竞争力的内核和主体。都市竞争性讲到底是

国际竞争中的都市所拥有并获取有限数量的各种资源的能力，而这种资源中既包含了推动都市其他物质

文明发展的基本要素，如资金、技术、人员、信息资源等，又包含了推动城市社会精神文明积累蓬勃发

展的基本要素，如进步观点、进步社会文化、进步思维等，而后再把这种资源转化成各类社会文明基本

要素，从而推动城市经济和社会的更快良好蓬勃发展。在城市推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一座

城市如果能够将生产力各基本要素布局集中，使人力资源比较集聚，以及吸引和优化配置这些基本要素

的能力就比较强大，都市的竞争能力也就比较强大，因为所聚集、吸收的各种要素，通过合理的配置及

其优化，一定能转换成巨大的生产力和先进的文化。 
近年来教育产业的空间聚集特征越来越受到重视，是全球高等教育行业研究的最新趋向。在柏林、

巴黎、东京、伦敦之类的国际性都市中，若干所高校往往在一个范围内连成一片，从而形成了一座比较

集中的，以高校教育产业为特色的都市社区或成为拥有相当规模的小城镇，因此人们常把其称作大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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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城的主要特点，一是规模较大，在学校城内以老师和学生为主导，以许多著名院校和科研院所为基

础，以教学和相应的技术开发活动为主要内容，不少人在大学城就职，为大学城发展服务；二是大学城

和学校所在区域的相互交叉融合，相互促进发展。学校城内的教学和科技开发活动主要是依靠教师、学

生、社会资本、科技和信息、生活设施配备等物质条件实现的，在特定的地域内往往汇聚着如此之多的

教学基本要素，对这种基本要素通过流动结合，从而产生了各种人员流、物力流、资本流、技能流和信

息化，也因此学校能够取得一定的综合优势，再加上对教学投入所形成的较高回报，从而使得教学基本

要素、人口资源和环境进一步集聚，并且在不断加强的空间联系中，集聚倾向和相应的较高收益率也增

加了教育产出效益和产品创新能力。正基于此，新教育产品的空间集聚以及对城市人口聚集能力的影响，

将重点表现在催生城市群内新的空间格局优势，并不断推动都市生产力中各要素的合理配置，使城市产

业布局结构更趋向科学合理，进而“重新绘制城市地图”[6]。 
近年来，武汉市着力推进建设富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培养高度，坚持以习近平时代新形势下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推进人才培养强市发展战略，不断推动人才培养体制改革创新，着力推进

形成富有世界竞争力的人才培养体制系统，加快打造新时代人才活力之城，以人才优先发展引领武汉高

质量发展。2020 年，武汉市政府将推进形成“政产学研金服用”一体化技术创新体系，积极建设全国最

具吸引力的科技创造创富平台。充分调动政策、市场和社区的合力，成功打造了“联想星空智慧谷”“光

谷移动互联创谷”等 13 个创谷，打造高校创业孵化基地 10 个，建成各级孵化器、众创空间 400 多家，

让人才平台遍布全城，人人都有创新成功。创业出彩机会。目前，武汉市已累计吸引了 9 名诺贝尔奖获

得者，拥有院士 73 人次、国家级重点人才 655 名、省部级专家 690 余名，人才总数已达到 285 万人。在

人才技术创新带动下，我们国内第一款 128 层的三维闪存芯片、我们国内第一条 5G 机器人智能制造生

产线等一些重要的自主研究技术创新研究成果已在汉问世。在中国 2020 年国家创新型城市能力评估报告

中，武汉市能力排名第 5；在美国《自然》杂志于 2020 年公布的世界城市科研指数排行榜中，武汉市能

力排名为国内第 4、世界第十三名。充分体现武汉这座城市的竞争力越来越强。 
综上所述，教育产业正在以它自身形成的集聚力引起了人流、资本流、信息化等流量和流向的大量

转变，进而改善城市内部结构，增强了城市竞争力。 
(三) 教育产业的调整和更新带动中国城市化的创新。 
城市竞争力的强弱，最终体现在中国城市化的创新与可持续发展的大趋势上。城市创新一般分为工

业技术创新、企业创新与行政技术创新三方面。按照城市工业经济学的传统看法，工业成为城市竞争力

根本的创新主体，就是现代服务行业为重要产业载体，教育产业则是城市服务业的重要部分，所以教育

产业的蓬勃发展必然会增强该市技术创新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首先，从微观视角来说，技术研究型大学的最主要特点就是对科学技术真理和知识价值的孜孜追求，

而这又和创新型城市对技术革新、技术开发与应用的高度关注相对应。所以，城市政府和高校之间应该

互动相互合作，以打通彼此的组织界限和认识藩篱，形成了紧密连接的城市科技三螺旋的发展模式，为

需求、资源、工具、流程、成果、应用等创新要素的自主流动提供了平台与条件，并建立良好的研发创

造激励机制。 
其次，从宏观角度上剖析，现代教育产业对于构建城市创新能力提出了极其重要的创新方法，即以

教育产业为杠杆，通过创新制度设计的思想，拓宽政策制定的思路，完善专家咨询机制，建立学习型政

府，从而有效提高政府的服务与创新能力。教育产业发展水平是城市也是各国政策和制度创新的体现。

目前，政策和制度创新已经被全球各国政府普遍认为是推动教育产业发展的基本路径。教育产业能够带

来经济价值，高等教育产业对经济发展的巨大贡献也是很明显的。由经济发展论可知，只有在完成由传

授经验和传播传统的科学知识向培育人力资源的过渡之后，教育才可以说完全以产品的身份投入国民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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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的发展，才能计算出教育产业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巨大贡献[7]。 
因此，我们应从教育产业发展的国际大环境出发，把教育产业融入到全球化的进程中，全面地理解

教育产业与城市竞争力之间的关系，以及它在其中的战略地位与重要作用，从而促进我国教育产业的跨

越式发展。 

6. 结论与讨论 

随着城市经济的不断发展，对人才资源和物力资源的需求会不断増长，对科技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因此教育产业与城市竞争力显现出了日益紧密的关系。一方面城市发展为教育提供了必备条件，促使教

育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机会，另一方面教育的发展也为城市各方面的发展提供了助力，教育产业与城市发

展之间的互动关系日益凸显。 
教育产业的发展态势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高校庞大的就业人群聚集在城市里，一方面给城市经济

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动力，高等教育培养的人力资源和产出的知识成果与城市发展能够实现有效互动。

另一方面，城市也能从财政、政策和经济方面提供支持，城市竞争力的强弱直接影响着城市教育的规模

发展。因此，教育产业的发展与城市竞争力之间形成了一种互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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