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 

 

“十三五”初期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从顶层规划走向落实的重要开端。教

育协同发展作为其中不可缺少的一环，承载着重要的战略价值与使命。在深入贯

彻党的十八大以来历届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指引下，“协

同发展”理念已经广泛渗透于区域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中,“共生共赢”也成为

三省市改革发展的重要价值取向。尽管三地在促进教育协同发展方面开展了许多

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工作推进的过程仍是“摸着石头过河”。教育到底

如何实现协同发展，时间表和路线图是什么，如何发挥教育在协同发展中的服务

和引领作用等诸多问题，仍亟待科学、深入地研究与论证。这需要教育科研人员

充分发挥思想库和智囊团的职能，为切实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部署

的相关要求贡献力量。 

随着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进入全面落实的新阶段，搭建合理有效的平台系统

日益凸显出必要性和紧迫性。平台是由一系列“软”和“硬”要素组成的有机集

合体，是为主体的创新活动提供服务的公共结构。区域教育平台体系就是由若干

平台组成的公共服务系统，是基于本区域的教育和社会发展特点，在区域各级政

府、学校、科研机构、企业及教育中介组织等互动协同下，通过政策制度推进、

合作项目落实、监督措施保障等形成的公共服务网络，其目的是促进教育要素的

有效流动，提升教育成果转化，服务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服务社会公众需求，服

务教育自身发展需求，进而实现区域教育水平的整体提升。鉴于此，作为支撑京

津冀教育协同发展的重要载体，平台系统不仅有助于引导多方参与，实现资源有

效整合，而且有助于破解京津冀教育发展中的瓶颈问题，是战略实施初期促进区

域教育协同发展的关键和引擎。 

为此，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策划出版了《京津冀教育发展研究报告》这一蓝

皮书，并选择以“协同发展平台体系建设”为报告第一辑的主题，旨在研究和回

应京津冀区域教育协同发展战略实施初期的关键问题。该研究报告秉持学术性、

原创性、前沿性和主题性相结合的原则，以“设计主题、组织研究、形成专题研

究报告”为模式，组织京津冀三地的专业研究人员围绕主题框架内的热点、重点、

难点问题开展研究，以期较为深入全面地反映区域教育改革发展的实际情况，发



 

 

展和分析战略落实中的经验与问题，从而更好发挥教育科学研究为中央部门决策

服务、为京津冀区域教育协同发展服务、为三省市教育服务的功能。 

蓝皮书在内容上分为“总报告”和 “实践篇”“政策篇”“专题篇”“地区篇”

“经验篇”六大部分，共计 15篇研究报告。“总报告”站在全局高度，从京津冀

区域教育发展现状、构建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平台的战略意义、区域教育协同发

展平台体系的组建形式、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京津冀区域教育

平台体系建设的思路、原则和目标以及实现京津冀教育平台体系有效运转的政策

建议六个方面对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平台体系建设的核心问题进行了提纲挈领

的系统分析。“实践篇”从实践视角出发，对《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规划》颁布

一年多时间以来，京津冀地区各级各类教育协同发展平台建设的实际情况及存在

的问题等进行了描述和总结，包含区域高校联盟、高等职业教育协同发展、中小

学教育合作三方面内容。“政策篇”从理论视角出发，分别从京津冀区域教育宏

观政策平台建设、教育财政保障机制建设、高等教育协同发展模式三个方面，深

入探讨了相关战略和政策运作中的基本逻辑与本质规律。“专题篇”从发展的视

角出发，聚焦于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现状、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的评估体系构建、

“互联网+”背景下京津冀教育信息平台建设，对区域教育协同发展平台建设中

的现状、前沿热点进行了探索与展望。“地区篇”站在地方层面，分别对京津冀

三地在区域教育协同发展中的角色与任务进行了深入分析，涉及北京市教育资源

疏解平台建设、天津市教育资源联动平台建设、河北省教育资源承接平台建设三

方面内容。“经验篇”则从比较的视角出发，分别从国际和国内两个范畴对区域

教育协同发展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了梳理分析，旨在为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平

台建设提供视角更为广阔的借鉴启示。 

报告力图理论联系实际，多角度、多层次反映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平台体系

建设的形势、进展与问题，进而提出推动和完善不同层级领域平台建设的改革建

议，以期为参与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的教育决策部门、教育管理者、教育科研工

作者等相关主体提供有益参考。借此一并向为本报告的编辑出版出谋划策的诸位

专家学者及为专题报告的研究撰写做出不懈努力的各位作者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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