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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校友文化通过制度性与社会关系两方面的因素助力校友经济行稳致远，而夯实校友文化建设的关键则在

于培育良好的高校校友共同体意识、培育共同的价值取向与形塑一致的行为倾向。高校文创则是校友文

化哺育校友经济的绝佳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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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umni culture helps alumni achieve economic stability and prosperity through institutional and 
social factors, and the key to consolidating alumni culture construction lies in cultivating a good 
sense of community among university alumni, cultivating common value orientations, and shaping 
consistent behavioral tendencies. University cultural and creative creation is an excellent example 
of alumni culture nurturing their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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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校友经济成为当前学界越来越关注的一个词汇，学者将其界定为具有知识经济、信用经济、创新经

济与新业态经济特征的全新经济模式[1]。从功能上说，其不仅具有提振校内学生职工荣誉感、归属感，

扩大校外知名度、影响力等文化层面的功能；甚至具有优化经济结构、改善区域人才经济模式的宏观经

济功能[2]。从此意义上说，校友经济的重要意义值得被重视。促进校友经济稳步快速发展的关键，恰恰

在于夯实校友文化的坚实根基。如何培育优质的校友文化、进而以校友文化影响校友经济，重视开发高

校校友文创产品是实现这一路径的最佳现实载体之一。通过开发校园文创产品不仅有助于高校人及社会

大众感知校园文化，更有助于提高社会大众对学校文化品牌的认知[3]。 

2. 文献回顾 

事实上，众多学者对校友文化促进校友经济发展的机制莫衷一是。因此，笔者认为应当对上述观点

进行整合。总的来说，既有理论多从制度性因素与社会关系因素入手剖析此问题。 
一是制度性因素锻造对母校的归属感。 
所谓制度性因素，是指包括学生培养制度、学校校友工作制度、学生管理制度、学校行政规章等多

方面要素在内的全部制度性内容。有学者指出，共同的、相似的制度性因素会培养出师生、校友的强烈

共同体意识。具体来说，可能是某些共同的培养环节造就了学生对学校的强烈归属感与认同感，以及跨

年级、跨领域、跨专业的学生之间的共同话题。又比如，学校共同的管理制度，可能造就了某一特定时

期的共同回忆。上述种种，从多个方面一起奠定了师生校友此一共同体的强烈归属感。而前文所述的校

友经济，即为基于信任关系的一种特殊经济形式。那么，自然而然，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正是强烈

的共同体意识——此共同体意识是从制度性要素当中引申出来的——创造了校友经济前提条件。换句话

说，正是共同的制度性因素锻造了校友对于学校特定符号的归属感。此一归属感是校友经济得以运转的

必要前提[4] [5]。 
二是社会关系因素塑造的低成本高效率的社交网络。 
而所谓社会关系因素，则意指在长期的共同学习、生活与学术交往过程中，在同学之间、师生之间、

校友之间因学校的共同符号、共同平台而产生了严密的社会关系网络。正如经典社会学家所指出的那样，

社会网络能够传递一种无法用金钱衡量的社会资本。此种社会资本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校友之间、与学

校之间的交易成本。此为校友经济得以快速增长的重要前提。相较于通过市场方式获取产品、交换信息，

校友通过其特殊的社交网络，通过其稳定的信任关系，通过其稳固的人脉关系，可以与学校其他校友、

在校师生之间快速地、成本低廉地完成信息交换、产品交易[6] [7]。 
在此处，校友文创的例子可以生动地展示上述两方面因素是如何提振校友经济发展的。一方面，校

友、在校师生、在校职工因对学校的共同归属感、认同感而选择购买校友文创或为校文创的销售提供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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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另一方面，校友文创的开发者、设计者、营销者因对于学校师生、在校职工的熟识，更有利于推销

其产品、销售其产品。因此可在短时间内获得较为可观的利益收入[8]。上述论断也得到了经验数据的支

撑。有学者指出，“学校培养模式”“教学质量”“学校对校友工作的重视程度”等因素对校友回馈捐

赠母校具有显著影响[9]。 
另一方面，学者们也讨论了夯实校友文化根基的可行路径。 
上述种种，均在陈述校友文化之于校友经济的极端重要性。那么问题就自然而然转化为了如何夯实

校友文化的根基。学者指出，校友文化并不是类似于其他文化特征的文化样态。具体来说，校友文化具

有主体范围广、时间跨度长和空间跨度大的文化形态。也即，其涉及特殊的文化涵化机制——新学生接

受校友文化的机制不同于任何一种其他文化；其涉及极其宽广的时间、空间跨度。这就要求我们认识、

发展培育校友文化必须从群体资格、价值认同与行事方式等多方面入手[10]。 
校友文化首先标志着一种共同体认知范式。所谓共同体，意指人们之间有着强烈的认同感[11]。这就

要求我们，在学生在校期间努力打破机构、专业与年级的限制，通过大型、频繁的文体活动，锻炼同学

们协作帮助、共同完成某一任务的能力。此为形塑校友共同体意识的第一步[12]。换句话说，这要求我们

转换工作机制、打破机构界限，形成合力促进校友共同体意识发展[13]。 
其次，校友文化代表了相似或相同的价值取向。因此，我们应该在日常学习生活中加强对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整合大学精神文化、治学理念与校园文化活动，并结合

校园自然人文景观建设，以培养具有国家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新一代大学生。同时，应充分发挥不同

媒体的优势，利用多维立体的手段，加强对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大学精神以及文化的宣传。此外，

校友刊物、校友网、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平台都可以发挥积极作用[14]。 
最后，校友文化最后意味着相似的制度要素与行事方式。这就需要整合校内资源，系统培育独特的

校友文化。同时，校友文化的培育应贯穿整个大学教育过程。因此，高校必须从学生入校前就开始系统

规划，做好充分准备，并完善校友会的组织结构和工作机制，明确自身定位、找准角色、精准发力。 

3. 校友文化哺育校友经济之例证——校园文创 

校园文创是学校进行宣传的最好载体之一。它不仅仅是一件商品或产品，还是浓缩着学校形象的文

化载体。其发行有助于推广和促进校园文化建设，增强学校自身影响力。以台湾师范大学为例，其正是

通过文创产品的开发售卖扩大了学校知名度与影响力：其以台湾本土文化意涵为基础打造的文化品牌很

好地宣传了台湾师范大学。更重要的是，通过销售高校品牌文创产品这一路径使从未到过或之前不了解

台师大的人，能够透过商品本身的价值来认识台师大的文化品牌[15]。高校文创通过对高校深层文化内涵

的探索与开发，一方面丰富了高校品牌的文化底蕴、提升了高校的社会知名度，另一方面激活了相关市

场，而这又会反哺高校经济、助力校友经济发展。  
与高校嵌入于城市之中一样，高校文创产品同样也根植于城市文化。高校文创在市场中不仅传播高

校品牌形象，还能起到凝聚大学共同体意识、提振校园文化等作用。高校文创产品需将广大校友的力量

引入其中，发挥广大校友的作用，增强校园文创设计开发的指向性，适时搭建校友文创平台，不断探索

文创产品的内涵和外延，高校校友经济就有被激活的可能，从而形成校友文创产品涵养校友文化、校友

文化滋养高校文创产品的设计思路，从而形成一套高校校友经济发展的新模式。 

4. 高校文创的开发路径 

根据以上学者的研究，校友文创可成为校友经济与高校文化发展的重要桥梁之一。高校文创是一种

极好的高校文化的现实载体。高校通过销售高校文创能够很好构建出学生、老师以及校友乃至社会各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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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士与高校间的情感链接。 
高校文创产品开发作为促进校友经济发展、构建良好高校与校友社会关系的重要策略，需要从品牌

战略、资源整合、人才团队三方面着手。 
首先从品牌战略方面，高校应完善组织架构，形成整体统筹规划。高校应当建立校级的文创产品规

划部门，为高校文创产品的开发保驾护航。每个高校都有自己的文化内核，但在具体的开发上，应当有

校级部门制定学校文创工作长期发展战略，统筹视觉形象识别系统等重大事项，实施品牌战略，注重保

护商标和知识产权。在高校文创产品开发中要注重品牌的塑造和系列的打造，当前有许多高校已经结合

各自学校的学科或者文化特色发展出极具品牌特色的文创产品，例如华南农业大学结合学校学科特点，

开发生产的“华农”牌系列奶制品在华南农业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暨南大学、广东工业大学、广东外

语外贸大学以及广州大学城等诸多高校享有盛名。特别是“华农酸奶”在广大的师生中形成了良好的口

碑。华农酸奶一直以“百年学府、品质保证”作为座右铭，成为了著名的商标品牌。 
其次从资源整合方面，高校中有大量的富有创造力的学生个人及学生社团，拥有创造力却常常受到

资源的限制。高校可通过组织校园内的文创作品征集大赛，指导文创创业团队，来调动业余文创团队的

积极性。高校师生在校园内的长期生活让他们或多或少地对校园产生了感情。通过文化创作，他们能抒

发自己的感情、产生优秀的创意。这些业余团队是对专业设计开发团队的有机补充，可以更好地将校园

文化融入创新作品中。同时应该整合广大校友方面的资源，带动校友力量参与高校文创产品的设计开发，

并引导校友及校友企业深度参与高校文创产品品类的提升。例如中国矿业大学四川校友会、中南大学等

纷纷成立校友商城或开展校友电商节等形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天津工业大学天津校友会打造“分享

好产品、实惠工大人”的口号大力丰富校园文创产品及校友产品，形成了良好的校友与母校及母校师生

互动模式。 
最后从人才团队方面，高校需要建立一支长期稳定的专业文创产品开发团队，专门从事文创产品的

市场化开发。虽然高校文创产品是深植于高校文化，但高校文创产品最终目标是面向更为广大的群体。

高校需要建立一套有效的考核激励制度，为高校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提供动力与空间。高校文化创意成果

的开发与转化工作作为一项富有挑战的工作，应当通过制度设置来激励相关参与方保持动力与干劲。在

高校文创人才团队方面，更多的也是通过校友文创平台的搭建，使之成为校园文创产品、校友文创产品、

校友产品的集散平台，使更多的拥有同一身份认同的人才集聚起来，发挥学校学科优势，挖掘校园文化，

形成集聚产业，激发经济效益，反哺高校发展。 

5. 结语 

校友经济行稳致远后，裨益良多。可构建新型社会关系模式，也可激活高校潜在优质资源还可增添

城市经济活力乃至提升城市与高校的精神气质，最后可促进城市与高校的形象传播[1]。至于其发展着力

点，则在于夯实校友经济的坚实根基，让校友经济的大树枝繁叶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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