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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要持续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建设教育强国。川渝地区是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与“长江
开发战略”的交叉地带，具有联动东西、带动南北的区位优势。该地区有 160 余所高校，教育合作潜力巨大，抱团协同，构建新型的教育机
制，是川渝两地教育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然抉择。本文主要从高校联合教育、产业融合出发，探索区域教育和学校发展的 大可能，分析各
高校资源整合、知识融合、实践体验、协同育人的契合点，建设涵盖教育教学、研学实践、生涯规划等多面、立体的教育主体，充分激发教
育的内生动力，加强川渝地区产业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规划引导，创新发展体制机制，完善政策保障措施，带动川渝地区经济全面发展。 
[关键词] 一体化；开放共享；多级圈层 
中图分类号：G633  文献标识码：A 

 

川渝地区是我国西部经济发展的领头羊，具有联动东西、带动南北

的区位优势，该地区高校云集，在这里建立高校智慧教育综合体是非常

现实且迫切需要解决的高校教育及区域经济发展问题。该问题的改善与

妥善解决，有利于减轻高校建筑用地不足的负担,优化高校功能结构，合

理配置资源，提升学生学习兴趣, 增长学生的各项综合能力，完善区域

人才培养体系，提高区域大学生受教育与认知水平的客观需要，加快“九

个坚持”重要思想落地的步伐，实现企业、产业与学校协同育人，加大

内涵建设，增强区域大学生综合素养，带动区域经济，推进教育强国发

展，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从 2011 年的《成渝经济区区域规

划》到 2015 年的《关于加强两省市合作共筑成渝城市群工作备忘录》，

到 2016 年的《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再到 2018 年的《深化川渝合作深

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动计划（2018-2022 年）》，川渝协同发展轨迹

清晰可见。2019 年 4 月 8 日，四川省资阳市与重庆市潼南区签订协同发

展合作协议，分别从设施互通、产业协同、环境共治、教育合作等四个

方面持续深化川渝合作，不断推动区域协同发展。对于重庆而言，只有

突破地域界限，做到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强化“上游意

识”，担起“上游责任”，体现“上游水平”，全方位对接、高水平融合，

才能为川渝合作贡献重庆力量。川渝地区高校力量集中，因此从联合教

育角度出发，为地区节约教育资源、多元开放、高效共享、团结互助，

为区域输送高质量、全方位人才，推动产业建设，促进川渝地区经济互

动发展。 

1 川渝地区高校智慧教育综合体构建动力解析 
1.1 川渝地区高校教育的现状 

“自古川渝不分家”，互为近邻，有着相同或相近的历史文化渊源。

“尽管这种文化区没有一个明确的区域界限，但事实上已经在人们心中形

成了一种感觉文化区域，而且根深蒂固，具有相对独立性、稳定性和延

续性。”川渝两地自古以来就是我国西部地区，教育资源相对比较丰富，

优势较为明显。丰富的高等教育资源和独具优势与特色的人才培养已经

成为川渝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力。 

1.1.1 川渝高等学校分布情况（参见表 1） 

川渝两地拥有“985”高校 3 所，“211”高校 7 所，教育部直属高校

6 所，中央部委高校 2 所，本科院校 66 所，高职（专科）学校 76 所，

成人高校 32 所，民办的其他高等教育机构 37 所。从川渝两地高校分布

来看，程度、重庆中心城区集中了大部分高等教育资源，高校较为集中、

密集。 

表 1 四川省和重庆市高等学校（机构）分布一览表 

普通高校 地区 单位 

“985”高校 “211 高校” 教育部直属高校 中央部委高校 本科院校 高职（专科） 

成人高校 民办的其他高

等教育机构 

四川 所 2 5 4 2 44 48 26 29 

重庆 所 1 2 2 0 22 28 6 8 

合计 所 3 7 6 2 66 76 32 37 

川渝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主要问题川渝地区高等教育在西部地区优

势较为明显，结构体系较为完善。但是，川渝高等教育资源配置还存在

较多的问题或困惑，与西部教育高地、经济文化中心的发展不相适应。. 

1.2 高等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区域性差异较大 

2000 年以来，四川、重庆两地高等教育发展迅速，但仍然存在较大

差异性，如高等教育的质量、师资水平、办学条件等。从高校分布来看，

大部分高等教育资源集中在成都、重庆的中心城区，而“二线”城市(城

区) 高等教育资源相对薄弱。例如，重庆大学城集中了重庆大学、重庆

医科大学、重庆师范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四川美术学

院、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等 15 所高等院校，重庆市大学城以其文化氛

围浓郁、生态环境优美、科技产业发达、综合配套完善、开放式现代化

的风格，成为西部地区的科学研究与创新中心、高级人才培训中心、国

际科技教育交流中心。 

同时，川渝两地绝大多数师资力量丰富，科研力量雄厚，重点学科、

特色专业、重点实验室较多的高校都集中于成都和重庆市区内，而其他

二线城市高校数量少、办学条件和综合实力较弱，表现出明显的不均衡

现象。这种高等教育分布不均的格局，不利于高等教育资源的充分利用，

影响高等教育事业的长期均衡发展，使“教育机会均等”和“高等教育

大众化”的目标难以实现。 

1.3 川渝地区缺乏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共享机制 

没有有效形成，资源共享模式有待进一步完善虽然，大部分高等教

育资源集中于成渝两地中心城市，为川渝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智力

支撑，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然而，高校内部各自条块分割，本

位主义严重，共享意识、竞争意识淡薄，造成了大量宝贵的高等教育资

源的闲置与浪费。正是由于本位主义盛行，许多高校害怕自己的优质资

源共享从而失去自己的办学特色，丧失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因此，川渝

两地有效的高等教育共享机制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目前，在成渝中心

城区政府部门、高校正在积极谋划、规划并整合高等教育资源，实现高

等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共享。例如，在重庆建立了大学城，希望

实现各高校资源的优化配置。许多二线城市也纷纷效仿建立大学园区或

同类相近高校建立战略同盟。这些园区或联盟虽然建立，但由于没有一

个运转的协调结构，缺乏有效的沟通交流平台，各高校的优质教育资源



国际教育论坛 
第 2 卷◆第 10 期◆版本 1.0◆2020 年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Forum 文章类型：论文|刊号（ISSN）：2705-1196（P）/2705-120X（O） 

10 Copyright ©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很难实现有效共享。因此，要真正实现川渝两地高等教育资源共享，还

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和协调。 

2 川渝地区高校智慧教育综合体构建路径分析 
巴蜀本是一家，优越的地理位置，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川渝经济

区建设，正是这种历史文化底蕴和经济社会快速的发展，构建了川渝高

等教育资源共享的理论基础与现实需求。建立高等教育资源共享机制，

由学校到社会，由民间到政府，由科技到经济的逐步融合，或许是促进

区域一体化进程的有效切入点。因为，构建川渝高等教育资源共享机制，

有利于川渝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川渝高等教育办学质量，

进一步促进川渝地区乃至西部地区经济与社会的整体和谐发展。 

（1）研究高校人才培养现状，寻求多元开放、教学与交往并重，多

学科相互融合跨界发展的切入点，思考能够扎实学生理论及心理建设的

教育模式新需求。  

（2）运用高校间学科差异、产教融合共进的分析框架，探索智慧教

育综合体构建和发展的观念整合、目标整合、制度整合、组织和机构整

合以及活动整合的方式、方法。 

（3）借助实验研究法，研究川渝地区高校之间融合发展的创新合作

策略，包括激励机制、制约机制、保障机制研究等，本研究强调实验研

究，以更好的推进区域教育及经济建设。 

2.1 积极开展地域相邻相近高校合作办学，建立优质高等教育教学

资源有效共享机制 

建立优质教学资源共享机制，是区域高等教育和谐发展的关键。近

10 年来，川渝两地基本完成了高等教育资源的整合与合并，形成了较为

完善的高等教育办学体系，为川渝高等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在政府的协调下，在教育主管部门的牵头下，地域相邻或相近高

校在自愿合作、平等互利、协调发展的基础上，实行合作办学，做到优

质教学资源的有效共享。重庆市建立了大学城，包含“985 ”高校、“211” 

高校、普通本科院校、高职高专、民办高校、独立院校在内的 15 所高校，

突破了校园的界限，提高了办学规模，进一步提升了教学和整体办学水

平，有利于高校学科、专业、课程的协调发展与规划建设，为重庆市的

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丰富的人力资源和科技支撑，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快

速发展。成都市高等教育集中向成都西部城区发展，绵阳地区也建立了

大学园区，川南六市建立了教务处长联席会议制度，这些举措的顺利开

展，为川渝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第一，搭建高校校际间课程教学资源共享平台 

课程教学是人才培养的基础。优质的课程教学资源为大学生快速成

才提供了更为便捷的通道。现在大部分高校已经实行了学分制，这为学

生进行校际间选课提供了前提。川渝各相邻或相近高校可以以学分制为

基础，建立课程互选、学分互认制度，通过交流生、远程教育、个别课

程等方式，实现课程教学资源的有效共享。川渝高校特别是成都、重庆

市高校密集地区可以参照“北京 18 所高校组成的学府路教学共同体，”

和“江苏省河海大学等四所大学建立 329 门人文素质课程共享资源”等

课程教学资源共享模式。同时，川渝两地可以结合国家、省(市)级、校

级精品课程、网络课程、视频公开课程等资源，搭建川渝精品课程教学

平台，有效实现区域高校课程资源的共享。 

第二，建立高校校际间师资交流、培养、互聘共享平台 

师资队伍建设是人才培养的核心和关键要素。从高校扩招以来，学

生规模迅速扩大，生师比不断提高，甚至有的高校师生比已经超过 1: 18,

部分高校呈现师资短缺现象。同时，由于扩招，近年来部分高校引进了

大量的新教师，新教师的培养、培训工作滞后，教学能力有待进-步提升，

导致部分高校教学质量有下降的趋势。鉴于此，川渝应建立并强化教师

培养示范基地建设，切实开展好高校教师的岗前培训及职后培训工作，

川渝两地可以实施交叉培训的方式，保证培训质量。同样，两地教育行

政部门应主动牵线搭桥，“985”或“211”高校对口支援相关省属高校、

市属高校，培养或培训年轻教师(学历或能力)，相互选派教师相互学习

交流，共同提高。同时，各高校可以互聘教学名师或优秀教师(每年选取

一定比例)，彼此承认教师在其他学校的工作，建立“教学名师工作室”，

共同培养优秀人才。 

第三，构建高校校际间多元开放的物质资源共享平台 

高等教育的物质资源主要包括教室、实验室、体育场所、实验教学

仪器设备、图书资料、网络、校内外实践教育基地及其他基础设施等等。

相近或相邻高校应共建重点实验室、电子数据库、图书资料、校内外实

践教育基地共享平台，提高这些物质资源的有效利用率，避免不必要的

浪费。川渝地区部分相邻高校可以实施“一卡通”，彼此承认其有效性，

切实搭建物质资源共享平台，为学生的尽快成才奠定良好的基础。例如，

图书资源可以采取开放式借阅或阅览，部分大学城、大学园区可以参照

“江宁大学城图书馆联合体”模式，共建共享图书资料数据共享平台。 

2.2 搭建川渝高校间的产教融合共享平台，促进区域经济社会的持

续发展 

“产学研合作联盟作为产学研合作的高级形式，是三重螺旋理论在产

学研合作中应用的具体体现，并以其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等特有的优势

而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事实上，产学研合作有力地推动了我国高等教

育的发展。可参考《湖南省高校产学研合作示范基地管理办法》，加快区

域间高校产学研合作创新平台建设:引导川渝高校加强与川渝企业及工

业园区开展产学研合作:不断深化“三区(校区、园区、社区)联动”的创

新发展，构建“产学研”一体化的网络体系。同时，川渝两地要积极引

进或培养大量的优秀科学研究人才，培养- -批相关学科领域的领军人物

(专家、学者)，积极申报国家重大科研项目，引领区域性科学研究。各

高校要积极投身于地方的经济建设当中，积极与政府、企业联合，加强

科研合作及产学研合作，为川渝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提供平台，积极为地

方经济发展服好务。 

 

3 结论 
①川渝地区高校智慧教育综合体的构建，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高校建

筑用地的限制及功能扩展问题，节约资源、高效共享，多元开放、富有

活力的教育能够推动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的树立与践行，完善内涵建设，

对地区及至国家的教育发展具有很深远的影响意义。 

②川渝地区高校智慧教育综合体的构建，可以推动高校融合发展，

实现教育综合改革，培养德智美体劳全面发展的人才，会直接引导行业

的发展，增加就业几率，推动川渝地区经济发展。总而言之，从统计学

意义上来看，川渝高等教育资源在我国西部地区具有较为明显的优势，

但与北京、上海、江苏等东部经济发达地区还是存在较大差距。从川渝

高等教育资源内部来看，高校密集于中心城区，虽然高校之间有一定的

合作交流，但效果不明显，而且川渝高等教育资源的共建共享平台建设

还有待进一一步加强和完善。 

③带动国家经济发展，建设教育强国，加快实现教育现代化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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