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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党的十九大报告： 

• 办好继续教育，加快建设学习型社会，大力提高国民素质

。  
•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

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时间 发布部门 文件名称 相关内容 

1995 全国人大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 
“国家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需
要，推进教育改革，促进各级各类教育协调发展，
建立和完善终身教育体系。” 

1999 国务院 
《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
计划》 

“2010年我国要基本建立起终身学习体系”。 

2001 全国人大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
”计划纲要》 

“逐步形成大众化、社会化的终身教育体系”。 

2002 中共中央 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报告 
“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促进人
的全面发展。” 

2006 全国人大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
个五年规划纲要 

“加快教育结构调整，促进教育全面协调发展，建
设学习型社会” 

2007 中共中央 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报告 
“使国民教育体系更加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基本形
成”，“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建设全民学习，
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 

2010 国务院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
展规划纲要（ 2010－ 2020

年）》 

到2020年，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基本形成学习
型社会，进入人力资源强国行列。 

2011 全国人大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
规划纲要 

“加快发展继续教育，建设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
学习型社会” 

2012 中共中央 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报告 
“积极发展继续教育，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
习型社会” 

 国家提出建设学习型社会的目标 



• 2014年8月，教育部、中央文明办、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文化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是我国首份关于学习型

城市建设的政府文件。 

• 到2020年，东中西部地区市（地）级以上城市开展创建学习型

城市工作覆盖率分别达到90%、80%和70%；各区域都要有一大

批县级城市开展创建工作 

   七部委“关于推进学习型城市建设的意见”  



教育部职成司关于开展学习型城市建设监测 
项目实践的通知 

• 教职成司函〔2017〕84号 

•  在北京、上海、杭州、成都、武汉、长沙、宁波、太原等八个城市（以下简

称“八个城市”）开展学习型城市建设监测项目实践。 



   一、监 测 的 目 标 和 任 务（一）  

验证和完善

学习型城市

监测的“关

键特征指标”

及其内涵 

形成科学的

学习型城市

建设监测指

标体系和工

作机制 

建立跨部门

协作的组织

方式和工作

流程 

建设学习型

城市建设监

测专家团队 



搭建监测工作信息

化交与服务平台 

建立学习型城市建

设过程和建设水平

的动态信息数据库 

推动建立学习型城

市建设监测工作常

态化运行机制 

一、监 测 的 目 标 和 任 务（二）  



   八个城市已完成各自监测报告 

对监测工作高度重视， 

广泛动员，迅速行动 

通过自查与调查相结合，定性与定量

相结合、调查研究与推进工作相结合 



     二、八个城市开展监测实践的具体措施 

（一）建立监测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 

• 武汉市推进学习型城市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把学习型城市监测作为年度

重要工作之一，加强领导，统筹协调，在全市全口径推动学习型城市

监测评价工作。 

• 杭州市成立了由市政府杨建华副秘书长任组长、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市教育局副局长任副组长、相关部委办局负责人共同参与的市监测工

作协调小组，其办公室设在市教育局。明确任务分工，启动监测各项

工作。 



    （二）建立跨部门协作的组织方式和工作流程 

• 武汉市印发了《武汉市学习型城市建设监测项目实践工作方

案》，对监测的工作原则、工作内容、工作任务、责任分工

等都做了具体规定和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 长沙市形成了：认真学习→成立机构→规划部署宣传发动→

整理材料自查自评→上报材料迎接测评→运用结果总结提高

的工作流程。 



（三）组织实施、做好数据收集 

• 多部门合作收集数据、材料。上海市完成了分批分类调研的情况汇

总，对公开统计数据进行采集汇总，召开相关委办工作会，多方搜

集指标数据。 

• 严把数据关，做好总结梳理。杭州市本次监测所采集的数据均来自

于官方统计和资料，如《2016年杭州年鉴》、市政府发展规划纲要

、部门年度专项统计、网站后台统计数据及城调队统计，收集的材

料来源于市政府及相关部门文件、工作总结、新闻媒体报道、出版

发行著作等。 



    

• 委托专业机构承担具体监测工作。如北京市委托北京教科

院学习型城市建设指标体系课题组根据《监测指导性指标

体系（试行）》对北京学习型城市建设情况进行监测。上

海委托终身教育研究院开展监测等等。 



     三、监测实践存在的问题 

（一）指标体系相对超前，部分数据暂时难以取得 

   有中西部城市提出，限于政治、经济、文化条件，在学习型城市法律法

规、评价与建设的制度化、学习成果认证和学分积累制度等方面滞后于

先进地区，暂时难以取得相关数据；配套硬件、软件环境建设也相对落

后于东部，部分定量指标在目前的条件下，数据来源暂时存在困难。 

（二）统计口径不同，数据存在不统一的问题 

   由于监测目的不同、报送时间要求不同，存在向相关部门重复布置报表

、取数的情况。各部门部分现有指标统计口径不一致，也导致取数困难

，需要加强协调，抓好衔接。 



       全国监测指标的一、二级指标 

宏观框架 结构要素 

1.保障 

1.1认识 

1.2组织 

1.3制度 

1.4经费 

2.终身教育与终身学习服务
体系建设 

2.1学校教育 

2.2继续教育 

2.3学习服务 

2.4信息化学习资源与利用 

3.学习型组织建设 
3.1区域学习型组织创建 

3.2法人单位学习型组织创建 

4.城市可持续发展 

4.1综合发展 

4.2社会治理 

4.3人的发展 

5.成果与创新 
5.1制度创新 

5.2重大成果及获得奖励 



               全国指标结构和内容的理解和使用 

结构要素 关键指标 数据填写 信息性质说明 

1.1认识 

1.1.1市委市政府对建设学习型城市的
重要意义有较高的认识，将学习型城
市建设列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
有明确的目标和清晰的工作思路 

在附件2填写 

提供市委市政府出台的相应文件或主要领
导相关报告、讲话，并展示市委市政府主
要领导出席学习型城市重要活动的照片及
资料等。填写相关报告、讲话题目及时间。

1.1.2广泛宣传学习型城市建设工作的
意义和作用，不断提升共识，营造良
好的建设环境和终身学习氛围 

在附件2填写 
有各种宣传资料、各类网站、会议、讲座
和其他宣传活动的记载与统计数据，列出
年度时间 

1.2组织 

1.2.1建有多部门共同参与的推进学习
型城市建设的领导、管理和组织机构 

在附件2填写 
列出名称和成立时间。有工作部署相关文
件。 

1.2.2建有推进学习型城市建设工作指
导、服务机构 

在附件2填写 列出名称、成立时间和主要工作 



（三）部分指标取数范围和来源需要进一步明确 

• 部分指标由于城市发展水平和政策环境，正处于动态发展

阶段。取数范围和来源需要进一步明确。 

• 例如：人均公共服务设施指数 



    （四）统计基础缺乏，跨部门协作机制薄弱 

一些关键领域缺乏基础统

计； 比如，行业企业培训 

跨部门的数据获得 

存在困难 

教育部职成司关于开展学习型城市建设监测项目实践的通知.docx
教育部职成司关于开展学习型城市建设监测项目实践的通知.docx
教育部职成司关于开展学习型城市建设监测项目实践的通知.docx


    四、关于下一阶段完善监测工作的建议 

（一）进一步加强

对监测工作的宣传

和领导 

（二）完善学习型

城市建设监测工作

机制 

建立跨部门协作的组织方式和工作流

程；建立有效的部门协作机制，明确

市推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的工作职责，

形成协作部门工作合力 



   （三）修改、完善指标体系，制定实施细则 

• 各地区城市创建发展不平衡的现实，在指标修订中，应把握宜粗不宜

细、宜简不宜繁的原则，删除涵义不清、重复交叉、难以获得数据的

指标。对部分设计超前但对监测工作意义重大的统计指标，可暂时采

用相近、替代指标。 

      建立、实施 1 + N 的指标模式。 

• 尽快制定指标体系的说明和使用细则，对每项指标涵义、范围，数据

收集方法和渠道等做出说明，以便各城市能在同一个尺度上进行监测 



    （四）建设学习型城市建设监测保障机制 

• 加强专家团队建设； 

• 搭建监测工作信息化工作与服务平台； 

• 建立学习型城市建设水平的动态信息数据库； 

     加强数据分析、挖掘和过程诊断 

• 推动建立学习型城市建设监测工作常态化运行机制。 



  健全以测评促进学习型城市建设的推动机制 

   形成结果发布与应用的长效机制 

    建立测评结果分析与实践改进的良性循环 

 （五）借鉴《学习型城市关键特征》和其他经验， 

               加强国际合作。 



United Kingdom Canada China 

Germany Republic of Korea Vietnam 

South  Africa 

Japan 

Australia 

 世界上有超过1 000 个城市已经成为或承诺要建
设学习型、教育型城市。 

http://image.jike.com/detail?did=-2313719157644637560&pos=68&num=36&q=liverpool+city&fm=sesop




学习型城市关键特征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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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学习型城市
的主要任务  

建设现代学习型城
市带来的广泛效益  



 

• 学习型城市的建设进程应该是可以衡量的；  

 非学习型城市和学习型城市之间没有一个明确的界线
：学习型城市的建设是一个不断努力的过程； 

 学习型城市的概念不应该是一个空洞抽象的概念，学
习型城市建设应该有一套具体可行的实际策略；  

 一个有政治意愿的学习型城市，应该可以开发一套指
标体系来衡量其建设进程。   



我们应该衡量我们所看重的， 

   

而不是看重我们所能衡量的！  

  



The possible measurements:  
Wider benefits of building a learning city  



The possible measurements:  
Major building blocks of a learning city  



   UNESCO指标和全国监测指标结构对比 

UNESCO指标 中国测评指标 

一级指标 3大方面 5个宏观框架 

二级指标              12个焦点领域 15个结构要素 

三级指标 60个衡量指标 62个测量点 

说明栏 可能的数据来源 数据填写    信息性质说明 

数据性质 18个定性/44个定量 



       学习其他国家监测的经验   

• 澳大利亚麦尔顿市的指标体系 

• 加拿大的学习型城市指标 

• 德国的盖尔森基兴市， 

• 希腊的拉里萨市等的监测实施经验。 

 



   谢  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