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立上海新高教园区的设想与选址研究
*
 

 

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上海，将建成中国和世界的经济、贸易和金融中心。一流

的城市需要有一流的教育。为了适应上海社会经济的未来发展、满足人民群众不

断增长的教育需求、促进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我们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适当规

模的新教育园区，以新的机制和管理方式，主要发展高等教育事业以及高新技术

的研究与 发。本文从若干方面对此加以探讨。 

 

一、上海建立新教育园区的必要性和出发点 

1．  由于历史和地理位置的缘故，上海形成了其特有的人文环境和人才优势。

正是这一独特的人文环境和人才优势，适应并支持了上海作为中国近代工业的发

源地和当代重要的工业基地的地位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并成为上海在新的历史

机遇面前再次腾飞的重要保证。 

然而，上海这一传统优势正面临着严峻挑战。据我们对全国九个人口在五百

万以上（1992 年底统计数）的特大城市北京、天津、沈阳、哈尔滨、上海、南京、

武汉、广州、重庆的统计分析表明，上海在这九个城市中总体经济实力最为雄厚

（人均 GDP 水平略低于广州，远高于其它七个城市），但其每百名社会劳动者中平

均拥有的专业技术人员却低于沈阳、北京、哈尔滨、天津和武汉等五个城市。与

此相关的另一指标是每万人口平均的大学生数，上海亦处于下游之列，低于武汉、

南京、北京、广州、沈阳和哈尔滨等六城市。这一问题如不尽早解决，势必成为

影响上海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隐患。 

                                                        
*
本文系上海市教育卫生办公室 1994 年委托的课题研究报告。1995 年 11 月，《文汇报》内刊

摘载了研究报告的主要内容，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岚清同志阅后作了重要批示，国务院办

公厅将该批示转发上海市政府，徐匡迪市长和华建敏、谢丽娟副市长先后作了重要批示，要

求教委、计委研究后“形成一个比较系统、又可操作的行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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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992 年上海等九大城市的若干经济社会指标 
指标 北京 天津 沈阳 哈尔滨 上海 南京 武汉 广州 重庆 

1. 人 均

GDP(元) 

6806 4696 4741 3210 8274 4858 3488 8411 1952 

2.每百名社

会劳动者平

均专业技术

人员数 

15.01 12.25 15.91 13.08 11.61 9.61 11.81 8.91 4.18 

3.每万人口

大学生数 

134.36 59.52 108.86 101.55 92.78 138.39 149.21 110.27 33.84

＊ 人均 GDP 

2．  面向廿一世纪，实现黄菊同志提出“不惜代价保持和发展上海独特的人

才优势”要求，上海普通高等教育总体规模必须上两个台阶，第一个台阶是本世

纪末在校生（含研究生）规模达到市教育工作会议提出的 22 万人的目标，第二个

台阶是至2010年达到30万在校生规模。按目前每生平均45平方米校舍面积水平，

由各校自行选址 发，需 发 9 平方公里土地，建造 707 万平方米的校舍，估算

投资 180 亿元，且不能从整体上解决布局分散问题。换一种思路，由市教育部门

统筹，实行资源集约配置，包括土地连片 发、较大幅度提高学校规模效益、建

立高校社会服务体系及扩大走读，估计每生平均仅需 40 平方米校舍，建设成本也

可下降，只需 发 6 至 7 平方公里土地，建造 557 万平方米校舍，投资可下降至

130 亿元，办学条件改善也优于分散配置方案。因此，除了现有高校在必要和确

有发展余地的基础上进行扩建、挖潜从而吸纳部分新增规模外，绝大部分的新增

规模和在市中心区由于土地资源置换而游离出来的在校生规模都应由新教育园区

提供校舍和相应的办学条件。 

 

二、新教育园区选址研究 

1．  选址评价方法 

高等教育具有层次高、综合功能强、信息交往频繁、人才密度大等特点。因

此，新教育园区选址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评价问题。忽视或过分强调某一方面的要

求都只能导致选址的失败。为此，我们根据上海市的实际情况，初步建立了一个

新高教园区选址的评价框架。这一评价框架包括七个方面（类指标），即： 

Ⅰ．  道路交通便捷程度（距离、车程、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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姠颍甠 基础设施配套情况（供水、供电、供气、道路、通讯、污水处理、排气）； 

Ⅲ．  征地成本及大规模征地的可行性； 

Ⅳ．  人文环境与智力集聚（人口素质、科研力量）； 

Ⅴ．  协调性（与全市／地区发展规划的一致性）； 

Ⅵ．  服务设施（商饮、医、教、文、体、娱乐等）； 

Ⅶ．  土地近期 发的可能性及增值自营前景。 

鉴于上述七个类指标都是选址中不可或缺的因素，我们在综合评价时采用了

几何平均的算法。 

运用上述评价框架，对选址方案进行评价，在操作上分两大步。第一步是客

观测量，即根据评价框架收集有关选址方案的详细资料，以取得对各选址方案有

一个全面、客观的描述和印象。第二步是主观模糊评判，即根据收集到的资料对

各选址方案进行打分或者说给出指标的效用值。效用值的量化打分标准分为五级：

好（9 分）、较好（7 分）、一般（5 分）、较差（3分）、差（1 分）。然后，根据评

价框架算出各选址方案的总效用值，亦即综合评价得分。 

2．  选址方案比较 

根据上述评价框架和有关各方面的意见，我们实地调查和比较分析了新教育

园区选址的松江、浦东新区及嘉定三个方案： 

松江方案选址落于规划中的松江新城区，与松江旧城区比邻而居，将成为松

江二级市政治、文化中心区的一部分。从这里出发经莘松高速公路到达锦江乐园

地铁出口处仅需 20 分钟车程。新教育园区落址于此，与市区西南角现有的高校、

漕河泾高新技术 发区、古龙教师住宅小区连片，有利于发挥综合优势。松江方

案具有征地费用低、 发速度快的优点。县政府拟将提供 5－6 平方公里教育用地，

并在近期规划中统一安排基础设施配套，征地成本为每亩 5 万元。选址点处于松

江新城区的中期 发地区，将在九五期间完成 发。此外，松江县由于地处黄浦

江水系上游，对排污等环境污染控制较严，生活服务方便，人文环境较好，比较

适合作为教育和高技术项目的选址点。 

嘉定方案选址落于嘉定新城区，与上海科技大学相邻。该选址点周围的基础

设施外部配套已经完工，可以较快上马。但同时使征地成本上升，教育用途征地

约需每亩 15 万元。因此该选址方案需有较多的启动资金，预计将来的 发费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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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此外，虽已有上科大落户于此，但与本市现存的西南、东北角两个主要高

校群相分离，不能形成高等教育的集聚效应。 

浦东新区方案选址一个考虑是黄楼以北、川沙城（城厢镇）以西、孙桥以南，

靠近外环线和地铁二号线。该方案的优点是交通较为便捷，与全市整体发展战略

协调性强，目前的征地费用也较低。但由于所在地区尚未列入 发规划，可以预

计在 2000 年之前难以启动。选址浦东的另一考虑是在张江，但该地区仅能提供 2

平方公里土地，不能满足需要。 

在对上述各选址方案的自然地理环境、地区交通便捷程度、基础设施配套情

况、征地成本及大规模征地的可行性、人文环境与智力集聚因素、整体发展协调

性、生活服务设施以及土地近期 发的可能性和增值自营前景等若干主要因素进

行综合考虑之后，我们认为，选址于松江新城区方案最能符合发展上海新教育园

区的宗旨，当为首选方案。 

上海市新建教育园区的选址评价框架以及三个选址方案的基本情况和评价结

果参见附表 1、2。 

 

三、新教育园区的 发模式与实施建议 

1．  松江新教育园区规划占地面积为 5 平方公里，其中 4 平方公里为教育发

展区，1 平方公里为综合 发区。新教育园区的 发建设需要巨额资金，因此必

须量力而行，采用“统一征地，整体规划，分期实施，滚动 发”的方式来进行。

这就需要实行多种途径筹集 发建设资金，推行土地使用有偿转让制度，加速园

区 发资金的回收，促进 发建设的进程。 

2．  松江新教育园区的 发建设总投资估计为 70 亿元。2000 年前第一期工

程先 发 1．2 平方公里土地，其中 0．7 平方公里为教育发展区，0．5 平方公里

为综合 发区。一期 发建设费用为 15．65 亿元，包括新园区 5 平方公里的土地

征用费 3．75 亿元、1．2 平方公里土地的七通一平费用 2．4 亿元以及 0．7 平方

公里教育用地上的建筑费用 9．8 亿元。建议资崐金来源主要可以通过以上几种途

径来筹措： 

一是靠财政资金。市政府从地方财政中拿出 5 亿元，其中 2 亿元作为贷款贴

息，为吸引后续资金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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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向银行贷款。成立松江教育园区 发公司，由公司出面向银行贷款 10

亿元，保证首期 发建设的需要。 

三是从市区有关学校的土地出让金中取得资金，即通过教育资源置换获得 3

－5 亿元。 

四是靠教育园区本身经营、创收。在新教育园区中 1 平方公里的综合 发区，

搞土地转让和房地产经营，注重引进项目，让高新技术企业来园投资。首期 0.5

平方公里综合 发区的经营收入可作为第二期 发的资金积累。 

五是引进外资， 展合作办学。在教育园区内，计划引进外资 6000 万美元（约

合人民币 5 亿元），举办两至三所中外合作的高校与职校。 

 

 

上海市智力 发研究所 

“教育资源”课题组 

199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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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上海市新建教育园区选址方案初步测量 

 

选址 

方案指标 
松江新城区 嘉定新城区 浦东黄楼 

Ⅰ.道路交通便捷程度（距

离、车程、便利） 

人民广场36公里莘

松高速公路到锦江

乐园地铁口20分钟

人民广场35公里沪

嘉高速公路约20分

钟车程 

人民广场20公里靠

近外环线、地铁二

号线 

Ⅱ. 基础设施配套情况（供

水、供电、供气、道路、通

讯、污水处理、排水） 

可列入近期规划 外部配套完毕 近期尚无规划 

Ⅲ.征地成本及大规模征地

的可行性 

5 万元／亩可提供

5-6 平方公里 
约 15 万元／亩 较低可满足需要 

Ⅳ.人文环境与智力集聚（人

口素质、科研力量） 

市属研究所电子工

业项目 

上科大原子能所华

东计算所光机所等 
 

Ⅴ. 协调性（与全市／地区

发展规划的一致性） 

有利于西南地区经

贸中心的建成二级

市规划 

 
与浦东 发战略相

呼应 

Ⅵ. 服务设施（商饮、医、

教、文、体、娱乐等） 
依托松江城 依托嘉定城 依托川沙城 

Ⅶ.土地近期 发的可能性

和增值自营前景 

近期启动 发前后

地价增值大 
近期启动 近期难以启动 

综合评价 

适于近期启动投入

启动资金后自营前

景较好 

适于近期启动需有

较多的启动资金以

及将来的运行经费 

中长期启动较为适

合 

*  黄楼以北、川沙城以西、孙桥以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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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上海市新建教育园区选址方案初步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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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址 

方案指标 
松江新城区 嘉定新城区 浦东黄楼 

Ⅰ. 道路交通便捷程度（距离、车

程、便利） 
一般 一般 较好 

Ⅱ. 基础设施配套情况（供水、供

电、供气、道路、通讯、污水处理、

排水） 

较好 好 较差 

Ⅲ.征地成本及大规模征地的可行

性 
较好 较差 较好  

Ⅳ.人文环境与智力集聚（人口素

质、科研力量） 
一般 较好 较差 

Ⅴ. 协调性（与全市／地区发展规

划的一致性） 
较好 较好 好 

Ⅵ. 服务设施（商饮、医、教、文、

体、娱乐等） 
一般 一般 一般 

Ⅶ.土地近期 发的可能性和增值

自营前景 
好 一般 差 

综合评价 
较好

+
 

（第一选择） 

一般
+
 

（第二选择） 

一般
+
 

（第三选择） 

*  黄楼以北、川沙城以西、孙桥以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