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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学习型城市的建设现状 

加瑞芳 

(南京中医药大学翰林学院卫生经济管理学院，江苏 泰州 225300) 

【摘 要】：学习型城市是学习型社会的一部分，学习型城市建设是提升城市持续发展竞争力建设学习型社会的

重要举措。江苏省深入推进学习型城市的建设，将其纳入经济社会、教育事业发展规划，制定及实施了一系列政策

举措，确保学习型城市建设取得良好成效。本文梳理江苏省学习型城市建设现状，总结学习型城市建设工作成效，

并对进一步推进学习型城市建设提出建议。 

【关键词】：江苏省 学习型城市 可持续竞争力 

1 江苏省学习型城市建设联盟城市情况 

2013年召开了全国学习型城市建设联盟成立大会，首批确认 33个城市为学习型城市建设联盟成员，并研究落实了建设联盟

2013年工作方案。截至 2019年底中国成人教育协会共公布七批全国学习型城市建设联盟成员单位名单共 105个联盟城市，公布

的第一批学习型城市联盟名单中包含江苏省常州市，公布的第三批联盟名单中包含南京市、苏州市、盐城市、昆山市。所以江苏

省共有常州市、南京市、苏州市、盐城市和昆山市 5个城市加入学习型城市建设联盟成员。 

 

图 1东中西部地区学习型城市覆盖率与规划率对比 

2014 年 8 月印发了《关于推进学习型城市建设的意见》,要求到 2020 年，东中西部地区市(地)级以上城市开展创建学习型

城市覆盖率分别达到 90%、80%和 70%。截至 2019年底江苏学习型城市占地区市(地)以上城市百分比为 38%,占比低于北京市、天

津市、上海市直辖市以及浙江省；占比也同时低于中部的吉林、安徽、河南、黑龙江、湖南 5个省以及低于西部的重庆、新疆、

青海、陕西 4个省市(见图 1)。由此可见，江苏省学习型城市联盟城市在数量上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2 江苏省学习型城市建设基础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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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文化底蕴 

江苏是以“江宁府”和“苏州府”首字命名，让古今中外文人雅士向往的地方。在全国的 134 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江苏

省拥有 13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江苏是中国古代文明发祥地之一，也是历史上多个朝代的地域政治文化中心，是一个有文化底

蕴的地方，具有推动学习型城市建设的文化基础。 

2.2经济实力 

江苏省地处长江经济带，在经济上也有傲人的优势。根据江苏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江苏省 2020年全年实现地

区生产总值 102719.0亿元，比上年增长 3.7%,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12.2万元，有建设学习型城市的经济基础。 

2.3教育水平 

江苏是教育强省，高等教育拥有南京大学和东南大学两所 985 大学，11 所 211 工程大学，截至 2020 年江苏省有普通高校

167 所，拥有全国最多的大学。普通高等教育本专科在校生 201.5 万人、研究生在校生 24.4 万人。江苏省人才辈出，出了不少

状元及院士，是全国人才密集地区。江苏省基础教育整体发展水平和综合实力处于前列，2020 年江苏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

育支出 2423.1亿元，有建设学习型城市的教育基础。 

2.4公共文化服务 

为了保障公民的文化权益，提高全社会的文化素质，江苏省拥有完善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2020 年江苏省文化馆、群众艺

术馆有 115 个，公共图书馆有 117 个，博物馆有 345 个，美术馆有 42 个。广播电台有 8 座，中短波广播发射台和转播台有 21

座，电视台有 8座，广播综合人口覆盖率和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历年均达 100%。有线电视用户有 1522.4万户。全年出版报纸共

18.8亿份，出版杂志共 1.1亿册，出版图书共 6.9亿册，有建设学习型城市的公共文化服务基础。 

2.5科技创新资源 

江苏省是我国科学技术比较发达的地区。2020 年江苏省拥有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R&D)人员 89.0 万人。江苏省政府部门的

独立研究与开发机构有 435个。江苏省建设有国家和省级重点实验室 190个，科技服务平台有 276个，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有 3978

个，企业院士工作站有 126个，综合类国家技术创新中心 1家，有建设学习型城市的科技资源。 

3 江苏省学习型城市建设实施情况 

3.1出台文件推进学习型城市建设 

学习型城市建设是一项漫长而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各方明确任务，同心合力。为了推进学习型城市建设，江苏省政府

多次将学习型城市建设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教育事业发展规划。并陆续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文件，逐步推进学习型城市建设。 

表 1江苏省出台关于学习型城市建设的部分文件 

年份 相关文件 

2020年 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20年度省级社区教育示范区、标准化社区教育中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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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教育服务“三农”高水平基地的通知 

2020年 教育厅关于转发教育部加强“三个课堂”应用指导意见的通知 

2019年 江苏省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条例 

2019年 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19年度省级社区教育示范区和标准化社区教育中心的通知 

2018年 江苏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加快发展老年教育行动计划(2018-2020)》的通知 

2017年 江苏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办法 

2017年 省委教育工委办公室关于公布 2017年度高校“最佳党日活动”评选结果的通知 

2017年 教育厅发布《关于加快发展社区教育的实施意见》 

2013年 中共江苏省委教育工委关于加强教育系统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党组织建设的意见 

2013年 江苏 8个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老年教育工作的意见》 

2012年 江苏省学前教育条例 

2012年 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江苏省教育信息化三年行动计划(2013-2015年)的通知》 

2011年 江苏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办法 

2011年 江苏省办公厅《关于加强继续教育工作，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意见》 

2006年 教育厅关于印发江苏省省级乡镇(街道)社区教育中心建设方案的通知 

2004年 江苏省职工教育条例 

 

3.2开展学习型城市建设的各项活动 

江苏省实施了学习型城市建设的政策措施，明确了建设方向，并健全建设机制，逐步推进学习载体的建设，加强学习氛围的

营造。通过不断引导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处室、企业、社区、家庭等各类学习型组织健康发展。并对学习型城市建设工作进行广

泛宣传，选典型树榜样，发挥示范引导作用，营造自主学习的浓厚氛围。 

表 2江苏省学习型城市建设中开展的代表性活动 

时间 事项 

2021年 江苏省成人教育协会第八届会员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 

2021年 南京市学习型城市建设工作组到成都开展考察调研，学习借鉴成都市“全球学习型城市”创建经验 

2019年 常州市创新“社区教育+”模式，推进学习型城市建设，社区教育+基地、企业、景点、社团等 

2018年 江苏省社会教育暨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工作会议在宁召开 

2017年 苏州市新增七所教育现代化乡镇(街道)老年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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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江苏省终身教育研究会作为江苏全民学习的共享平台、终身教育的支持体系成立 

2016年 苏州开展“中国梦·劳动美·教育情”主题教育活动 

2015年 全国学习型城市建设工作推进会在苏州举行 

2015年 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全国总开幕式在苏州举行 

2013年 南京市教育与学习型城市建设工作会议召开 

2013年 江苏首个市级开放大学——常州开放大学正式挂牌成立 

2006年 南京市建设学习型城市总结表彰暨工作推进会召开 

 

江苏省构建了终身教育体系，充分满足社会成员的终身学习的需求。江苏在构建正规学校教育、成人高等教育、社会教育的

基础上，特别致力于终身教育模式构建现实载体的创新。江苏省政府以江苏开放大学为载体推进终身教育。江苏开放大学以终身

教育理念为先导，以服务学习型社会建设为宗旨，以信息技术为支撑，具有独立办学自主权的新型高等学校。江苏开放大学建设

了省级学习资源型网站“江苏学习在线”,现有课程 2865 门，资源 45256 个，12 个专题，注册学员人数 1669508 人。江苏省较

早就开展了社区教育，以江苏开放大学为龙头，形成市级、县级、乡镇、村为基础的四级社区教育网络。 

4 江苏省学习型城市建设成效 

通过学习可以提升个人素质，促进社会经济、文化可持续发展，增强城市的创新能力，让城市获得持续发展竞争力。 

4.1江苏省各地区人口数变化 

人口的聚居跟城市发展速度密切相关。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江苏省总人口 8474.8万人，占全国人口的 6%,与“六

普”相比十年增量 609万人，增长 7.74%,年平均增长率 0.75%,十年内人口增量在全国排第三。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江

苏省 13 个设区市中，有 10 个设区市人口增加，其中苏州增加 2288372 人、南京增加 1310941 人、无锡增加 1087736 人、常州

增加 685690人、徐州增加 506565人，人口区域性集中度明显。 

4.2江苏省人口受教育程度和平均受教育年限 

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是一个地区人口素质的重要指标，也反映地区教育发展的状况。根据“七普”数据显示在受教育方面，每

10 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 18663人，与“六普”相比增加了 7843 人；每 10万人中拥有高中文化程度的 16191 人，与“六

普”相比增加了 41 人；每 10 万人中拥有初中文化程度的 33308 人，与“六普”相比减少了 5368 人；每 10 万人中拥有小学文

化程度 22742人，与“六普”相比减少 1454人。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由 9.32年上升至 10.21年，比 2010年提高

了 0.89年，文盲率由 3.79%下降为 2.61%,下降 1.18个百分点。 

人均受教育年限是反映地区人口文化素质的综合指标，也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江苏省 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

年限见图 2。由此可见到 2020年相比 2010年江苏省各市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均所有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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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江苏省各市 2020年与 2010年 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 

根据“七普”数据显示在受教育方面，全国及江苏省每十万人中文化程度人数及 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见表 3。 

表 3全国及江苏省文化程度及 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 

指标 全国 江苏 

年末总人口(万人) 141177.8724 8474.8016 

大学(大专以上)文化(人/10万人) 15467 18663 

高中(含中专)文化(人/10万人) 15088 16191 

初中文化程度(人/10万人) 34507 33308 

小学文化程度(人/10万人) 24767 22742 

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 9.91 10.21 

 

可以看出江苏省每 10万人中拥有大学(大专及以上)教育程度、高中(含中专)教育程度的都高于全国。初中教育程度、小学

教育程度低于全国。根据“七普”数据，全国每 10万人中拥有大学(指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 15467人，占比为 15.47%。江苏省

大学文化程度占比超过全国水平。其中南京大学文化程度人口占比 35.23%,在统计的 35 个大城市中排名第二；苏州大学文化程

度人口占比 22.51%,排名二十三；无锡大学文化程度人口占比 21.87%,排名二十五。2020 年 15 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江

苏省为 10.21年超过了全国平均的 9.91年。数据表明江苏省正由人口红利逐步向人才红利转变，受教育状况的持续改善反映大

力发展教育措施取得了积极成效，人口素质不断提高。 

4.3江苏省科技创新投入及成果 

学习型城市就是培养城市群体创新能力的大学校、大熔炉。通过学习获得知识才有创新的可能，科技创新归根到底要通过学

习来实现。 

根据《2020 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2020 年全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总量突破 2.4 亿元，全国 R&D 经费

投入强度 2.4%。江苏省 R&D经费投入 3005.9亿元，江苏省 R&D经费投入强度为 2.93%,投入强度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0.53个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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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2020年江苏省专利申请量 75.2万件、授权量 49.9万件。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全国为 15.8件，江苏省万人发明专利拥有

量高达 36.1件。2020年江苏省科技进步贡献率 65.1%,比上年 64.2%提高 0.9个百分点。 

根据科技部和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公布的《国家创新型城市创新能力监测报告 2020》和《国家创新型城市创新能力评

价报告 2020》显示，江苏省各城市在 2020年全国城市创新能力排名见表 4。前十五名有江苏省的南京市、苏州市、无锡市。 

表 4江苏省部分城市在 2020年全国城市创新能力排名 

城市 南京 苏州 无锡 常州 南通 扬州 泰州 镇江 徐州 盐城 连云港 

2020年排名 4 7 12 16 26 34 36 21 44 50 47 

 

4.4江苏省各地 2020年全国综合经济竞争力及可持续竞争力排名情况 

经济的增长也是学习型城市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终身学习的目标之一就是要促进经济发展。2020 年江苏的 GDP 为

102719亿元，2010年为 40903 亿元，近十年来江苏省 GDP增长了 151%,江苏是近十年来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的省份。根据中国社

会科学院和经济日报社共同发布了《中国城市竞争力第 18 次报告》江苏省各城市在 2020 年全国综合经济竞争力排名情况见表

5。 

2020年中国可持续竞争力排名江苏省各城市排名情况见表 6。苏州排名第七、南京排名第八、无锡排名第十一。 

表 5江苏省各城市在 2020年全国综合经济竞争力排名 

城市 南京 苏州 无锡 常州 南通 扬州 泰州 镇江 徐州 盐城 淮安 连云港 宿迁 

2020年排名 8 6 10 18 25 32 34 35 39 49 66 77 91 

 

表 6江苏省各城市在 2020年中国可持续竞争力排名 

城市 南京 苏州 无锡 常州 南通 扬州 泰州 镇江 徐州 盐城 淮安 连云港 宿迁 

2020年排名 8 7 11 24 31 40 47 33 46 63 74 79 108 

 

5 江苏省完善学习型城市建设的建议 

江苏省学习型城市建设已取得一定的进展。但就目前情况来看，江苏省学习型城市覆盖率 38%远低于《关于推进学习型城市

建设的意见》中要求东部地区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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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需进一步加强政府主导力

度，创新观念，在资源整合及统筹上大力协助，促进学习型城市的建设。 

江苏省城市间学习型城市建设水平还存在明显差异，且多数与其他先进城市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需进一步形成社会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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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省促进经验分享，资源共享，明确各地学习型城市建设具体方案及行动纲领，保障全省各地公民有充足的学习及接受教育的

机会，以推动整个江苏省学习型城市建设。 

学习型城市的推进离不开学习型政府及其领导指数的高低。在移动学习时代，需要进一步倡导创造性学习，创新学习形式，

还需继续推广数字化学习平台并加强过程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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