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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研究　

从重构到整合：建国后我国高校布局结构的

宏观空间形态演变研究①

陈慧青
（湖南科技大学 教育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建国以来，随着社会环境及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我国高校布局结构的宏观空间形态经历了从“重构”、“断
裂”、“延伸”至“整合”的变革历程。这一变革历程促使我国高校的空间形态不断地“再生产”，从而推动了高等教育的持续

发展。探讨高校布局结构宏观空间演变的历程，总结其特点及具体表现，有助于发现高等教育空间活动的内在规律，并为

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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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校布局结构的宏观空间作为一种社会结构，是诸多
要素及其相互间复杂关系交织的综合体。高校布局的空

间形态根据范围大小可分为宏观空间、中观空间和微观空

间。高校布局结构的宏观空间是指高校在全国的分布情

况，是高校布局结构中各要素相互作用的相对固定的一般

形式和高校固有空间的总和，也是高等教育子系统与社会

系统的一种结构性关系，它受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

种因素的影响。

研究高校布局结构宏观空间的演变历程，离不开特定

时点的截取，这是由于时间是研究事物及其存在的一个重

要维度。高校布局结构演变时点的截取与社会背景的变

化密不可分。建国以来，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外部环境

经历了一系列变迁，特别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

过程中，从意识形态、政府职能、宏观政策到社会观念，无

不产生了重大变化，高校布局结构作为高等教育发展的重

要部分，其宏观空间演变的背景也相应发生巨变。这种巨

变历程可主要分为建国初期、文革时期、改革开放初期以

及中后期四个阶段。高校布局结构的宏观空间作为社会

空间的一个子空间，使不同意识形态汇集、不同群体利益

纠葛、不同话语权力表达的社会公共领域印证其自身的发

展与变革。每一个阶段，高校布局结构在内容及要素的变

化与表现上均不相同。

四个阶段的宏观背景及其变革，构筑了高校布局结构

从重构至断裂，再到延伸、整合的宏观空间形态演变历程，

从而使高校布局结构的空间形态处于“再生产”过程中，并

为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推动性力量。高校布局结构宏

观空间演变的四个阶段是各种要素在空间和特定时间上

的组织分布形式及其相互作用的过程。每一次空间形态

的变化，都是一次社会关系网络的重构，彰显了高等教育

活动主体在其空间创造中的作用与意义。从空间的视角

探讨不同时期我国高校布局结构宏观空间形态的演变历

程，总结其特点及具体表现，有利于揭示高等教育空间活

动的内在规律，形成高校布局结构新的研究思维与视野，

从而为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提供理论借鉴。

一　高校布局的空间重构
建国初期，我国政治和社会生态历经巨变，特别是国

家政治形态初具雏形，要求经济、文化、科教等诸多方面均

为社会发展服务，高等教育及其人才培养被迅速纳入社会

发展的范畴。在当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对

大学的改造与管理以绝对服从为准绳。大学作为实现社

会改造、促进各行业复苏的重要途径，在当时特定的历史

时期，经历了空间体系的重构。经典的案例是２０世纪５０
年代的院系调整，对高校进行大行政区的调配与整合，实

现高等教育资源的“空间重构”。具体表现为两方面：

首先，在宏观上对高校的层次、类型、性质以及管理体

制等进行统一配置，特别是运用行政手段对高等教育活动

的发生区域和范围进行划分，成立西安、成都、武汉、沈阳

等六大行政区，对诸如政法、农林和师范等类型的高校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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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重新配置，从而形成了高等教育体系在空间上的分割与

重构。

其次，通过迁移使高校发生“位移”。典型的例子就是

１９５２年的院系调整，许多高校的师范、林业以及农业等专
业被分离，迁移外地重新组建单科性院校。又如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实行的“三线建设”，促使沿海重点高校纷纷到内地
建立分校，大多依据“靠山、分散、隐蔽”的原则，在一些小

城市或山区选定校址，如西南交通大学在此期间从唐山迁

到了峨嵋山麓［１］１７９。从某种程度上看，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
的诸多措施反映了国家对大学空间重构的努力，迁移就是

重构的重要手段之一，从而导致部分系科或学校“脱域”，

从过去恒定性的空间束缚中游离出来，并逐步形成“新域”

情境中的各种社会关系网络。在“脱域”过程中，其内在文

化与规制并未与过去的时空完全断裂，而是实现了空间的

重构。

二　高校布局的空间断裂
“文革”时期，社会发展仍处于计划经济体制的框架之

下，管理者用行政管理的方式和手段来管理教育，使教育

管理成为一种政府行为，充分体现了行政长官的意志，具

有权威性、强制性等特点，产生了一些缺陷。如权威的影

响力问题可能会使被管理者被迫服从而不是自觉服从，没

有充分调动管理对象的积极性［２］。在较为极端的社会背

景下，这一时期的高等教育成为行政管理失范的重灾区，

许多学校被合并、下放甚至撤销，使当时高校布局相当混

乱。从空间上看，这是高校布局的空间断裂。突出表现在

两点：

第一，迁移造成当时高等教育空间分布的混乱。“文

革”时期，依据《关于高等学校调整问题的报告》所提出的

原则，许多理科专业被取消，或“理向工靠”，一些通用的工

科专业变成某一行业乃至某一产品的制造专业；政法院校

全部被撤销，财经院校仅保留两所；一些高校从沿海地区

迁往内地，从大城市迁往中小城市乃至农村［３］２４１。这次迁

移在目的以及后果上与前一时期有所不同。从总体上看，

建国初期的迁移主要是为了适应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需

要，通过改变部分地区高校相对集中的空间形态，使高等

教育达到一定的“空间平衡”。“文革”时期部分学校推崇

社会是检验大学发展的标尺，主张高等教育活动要通向基

层，要在“一线”办学，其迁移的目的完全不同，从而致使学

校在无形中损失大量的人财物，一些学校甚至在迁移过程

中倒闭。可见，“文革”时期的迁移使高校发生了空间断

裂，是一种“无序”行为。

第二，通过撤销使高校作为个体“消亡”。“文革”时

期，国家或教育行政部门通过颁布有关的政策文件，对一

些高校重新组合或下放，甚至撤销部分高校的编制，导致

高校的正常教学科研活动被终止，部分高校甚至“销声匿

迹”。从总体上看，这种高校集体式的“消亡”是高校布局

结构的时空断裂，这使得前一时期刚刚重构的高等教育空

间体系在倾刻间化为泡影。

三　高校布局的空间延伸
“文革”以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逐渐过渡到市场经济

模式下。高校布局结构面临新的挑战：第一，市场经济体

制条件下要求高校面向市场开放办学，对计划经济体制下

高校按行业设置、服务对象单一提出了挑战；第二，区域经

济的崛起对区域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诉求向高校的“条块

分割”提出了挑战；第三，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校自身适应社

会发展内在逻辑的需要，对政府以传统的行政性指令宏观

调控高校发展提出了挑战。三大挑战使高校、社会与政府

之间的责、权、利发生变化［４］。政府充当唯一的办学主体

已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为适应市场经济新形势，社会以

及高校自身开始发挥作用，成为影响高校布局结构的重要

力量。这一时期，高校的空间结构与形态逐步拓展和丰

富，主要以高校的复苏、中心城市办大学以及民办高校的

出现等现象为典型特征，标志着高等教育迎来了发展的

“春天”，形成了高等教育空间“再生产”的过程。

第一，高校的复兴和民办高校的出现是高等教育空间

延伸的重要表现。改革开放后，许多高校得以恢复和发

展，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一是恢复高考后，在一些老牌大

学的帮助下各大城市建立了一批分校，如北京在短时间内

就成立了３０多所分校，上海也办了１３所。此后，经过整
合、兼并，建立了一批地方院校，如北京联合大学、上海大

学等；二是一批水平较高的中专学校升格为高等专科学

校，弥补了原有中专培养的人才不能适应现代化生产要求

的不足；三是１９８５年前后，为满足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
需要，广东、江苏等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在地级市和个别县

级市兴办了一批大专层次的职业大学，最多时全国有１２６
所；四是行业或地方政府为满足特殊需要而建立的一批高

校，如北京印刷学院、天津财经学院等［５］。另一方面，改革

开放后，由于政策环境的逐渐宽松，民办高校迎来了发展

的黄金时期，兴建了一批影响较大的民办高校，如浙江树

人大学、西安外事学院等，出现了“浙江现象”、“陕西现象”

等民办高等教育繁荣的景象。民办学校的兴起进一步扩

展了高校的空间布局。

第二，中心城市办大学是高校空间布局“再生产”的重

要形式。改革开放以来，一些沿海城市或经济较为发达的

中心城市快速发展，对高等职业技术人才需求十分旺盛，

为此，中心城市办大学成为现实的客观需要。许多城市兴

办以区域经济发展为服务导向的地方高等院校，如广东省

举办了深圳大学、惠州大学、佛山大学以及嘉应大学等地

方大学，促使高等教育空间的进一步拓展和延伸。

四　高校布局的空间整合
改革开放中后期特别是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社会转型以

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面临更为复杂的社会背景。伴随这

一时期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入推进，政府对高校管理的职能

和方式悄然发生转变。相较以前，政府一般不再事无巨细

地掌控一切，对高等教育的管理更多地体现为宏观调控或

相对主导，从而使社会以及高校自身逐渐在高校布局结构

的变革中发挥作用。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社会对高级

专门人才的需求越来越旺盛，由政府单一主体举办高等教

育已不能适应社会的需求，社会力量办学特别是民办高校

的兴起为高校布局空间结构的变化起到重要的补充作用；

另一方面，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扩招，许多高校自身的办

学规模以及办学条件等也远不能满足扩招新形势的需要，

从而出现了大学城和多校区大学等新现象，并对高校布局

结构变化产生一定的影响。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我国高

校布局结构在空间形态上呈现整合的趋势。

第一，大学城是高校布局结构空间整合的重要途径。

大学城肇始于廊坊东方大学城和上海松江大学城的建设，

以集中建设大量的教学楼、宿舍楼等教学设施设备为标

志。其后，其他大学城也相继兴建，如南京、宁波、广州、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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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天津等地的大学城［６］。到目前为止，全国共有大学城

５０多个，主要分布在省会城市或经济发达的中心城市。大
学城作为一种新形式使高校在地理位置与空间范围内高

度集中，有利于充分发挥其空间优势和效益，成为高校布

局结构空间整合的重要途径。

第二，多校区大学的出现是我国高等教育空间整合的

突出表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在新的社会背景下，教育
需求日益增长，高校为迎合这一社会需求而实行联合办

学、求大求全以及向综合化方向发展的愿望愈加明显，由

此我国高等教育在办学空间上出现整合的趋势［７］。如在

联合办学过程中，通过改变办学规模小、一些地区单科性

学校过多等状况，一些高校选择筹建新校区或合并等方

式，形成中山大学、吉林大学、浙江大学等多校区大学，充

分体现了我国高校布局空间结构整合的现实需要。

高校布局结构宏观空间演变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这缘

于影响因素的多变。从宏观上对这一演变过程做纵向比

较分析，总结建国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活动的空间规律，可

为未来高校合理规划与布局提供理论观照。

五　结　语
建国后我国高校布局结构宏观空间演变历程表明，随

着社会的发展以及高等教育领域的深刻变革，高校布局的

宏观空间已被赋予了更多意义与属性，它不再是一种物理

意义上的空间，即高等学校自身所占据的某个场所或区

域，而是具有较强的社会意义，要求将高等教育的活动置

于社会空间中，在复杂的社会结构关系网中寻找其发展情

境。高校布局结构宏观空间从重构至断裂再到延伸以及

整合的演变过程表明，高等教育在探寻其空间生存模式上

的努力从未停止过。

新时期，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将面临新的环境和机遇：

一方面，随着老年社会时代的来临，规模扩张和大发展之

后的高等教育将面临空间结构进一步优化与调整的新挑

战；另一方面，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国家区划关于空间协调

与平衡的理念以及主体功能区发展思路的提出，对高校布

局的空间规划与发展是一次重要契机。在复杂多变的社

会背景下，高校布局结构宏观空间演变将随着社会环境的

变化而不断演化，其终极目标是契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实

现高等教育空间结构的分工与协调，达到高等教育空间结

构的均衡与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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