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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同治理内涵与区域教育协同治理必要性分析

§ 协同治理内涵：

1. 协同治理是一种多主体共同参与、共同决策、共同实施和共

同监督的治理模式，强调不同主体之间的合作与协同，以实现

公共问题的有效解决。

2. 协同治理具有多主体性、合作性、开放性和动态性的特点，

多主体共同参与治理，通过合作协商等方式，共同制定和实施

政策，并对政策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和评价。

3. 协同治理有利于集中各主体的智慧和资源，提高治理效率和

效果，促进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和公平性，增强人民群众的参与

感和满意度。

§ 区域教育协同治理必要性：

1. 教育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区域教育协同治理有

利于促进区域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教育质量，培养适应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人才，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智力和人

才支持。

2. 区域教育协同治理有利于解决区域教育发展不均衡问题，促

进区域教育的公平与优质发展，为每个孩子提供公平、优质的

教育机会，缩小区域间教育差距，促进教育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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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域教育协同治理的现状与问题分析

§ 协同机制不完善:

1. 政府间协调不足：不同层级的政府在教育管理和服务方面缺乏有效的沟通与协商机制，导

致政策制定和实施不协调，资源分配不均衡，无法形成合力。

2. 学校间合作欠缺：不同学校之间缺乏有效的合作机制，难以共享教育资源，开展联合教研，

导致教育质量参差不齐，无法满足不同学生的需求。

3. 社会力量参与不足：社会力量，如企业、社区、家庭等，在教育领域的参与不足，难以形

成协同治理合力，无法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在教育中的作用。

§ 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

1. 城乡教育差异较大：城乡教育资源配置不均，农村学校师资力量薄弱，设施设备简陋，教

育质量落后，造成城乡学生在教育机会和发展前景上的差距。

2. 区域内教育资源不均衡：区域内不同县市区之间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导致教育质量参差不

齐，难以满足不同地区学生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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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域教育协同治理模式与路径探索

协同治理视角下区域教育发展现状分
析

1. 区域教育协同治理中存在的困境：缺乏有效的沟通与合作、

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教育质量和水平参差不齐等。

2. 区域教育协同治理的必要性：可以促进区域教育资源的合理

配置、提升教育质量和水平、减轻教育负担、促进教育公平和

正义。

3. 区域教育协同治理的意义：有利于促进区域教育均衡发展、

提高教育质量、实现教育公平。

区域教育协同治理模式与路径探索

1. 多元主体协同：构建政府、学校、家庭、企业、社会组织等

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机制，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参与。

2. 利益共同体建设：建立区域教育共同体，明确各主体权利和

义务，形成利益共同体，促进共同发展。

3. 协同管理机制：建立协同管理机制，明确各主体职责，完善

协同治理平台，加强政策协调，实现资源统筹和有效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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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域教育协同治理主体及其作用分析

§ 区域教育协同治理主体及其作用分析

1. 政府主体：

  - 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区域教育宏观管理和政策制定。

  - 地方政府：负责区域教育资源配置和协调。

  - 财政部门：负责区域教育经费保障和分配。

2. 学校主体： 

  - 中小学校：负责区域教育教学活动开展和实施。

  - 高等院校：负责区域教育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

  - 职业院校：负责区域教育技能人才培养和培训。

3. 家庭主体：

  - 父母：负责子女教育的监督和指导。

  - 其他家庭成员：参与子女教育活动，提供支持。

4. 社会主体：

  - 企业：参与教育活动，提供人才需求信息和就业机会。

  - 社区：参与教育活动，提供社区教育资源和服务。

  - 社会组织：参与教育活动，提供社会教育资源和服务。

5. 媒体主体： 

  - 传统媒体：参与教育宣传，舆论引导和监督。

  - 新媒体：参与教育信息传播，教育资源共享和交流。

6. 国际主体：

  - 国际教育组织：参与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

国外教育机构：参与区域教育合作项目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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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域教育协同治理机制与制度构建

§ 区域教育协同治理机制与制度构建：

1. 建立区域教育协同治理组织体系，明确各部门、机构和学校

在协同治理中的职责权限，构建横向联动、纵向贯通的协同治

理架构。

2. 完善区域教育协同治理制度，制定区域教育协同治理条例、

办法、细则等，明确协同治理的内容、程序、监督方式等，规

范协同治理行为。

3. 推进区域教育协同治理信息化建设，搭建区域教育协同治理

信息平台，实现教育资源、数据、政策等共享，提升协同治理

效率和水平。

§ 协同治理理念与协同治理文化培育：

1. 确立协同治理理念，树立“一盘棋”思想，各部门、机构和

学校应打破部门界限和利益藩篱，树立整体利益至上的观念，

形成协同治理合力。

2. 培育协同治理文化，营造良好协同治理氛围，通过宣传教育、

培训交流等方式，增强各部门、机构和学校的协同治理意识，

树立协同治理文化。

3. 加强协同治理人才队伍建设，通过培训、交流等方式，培养

一批熟悉教育协同治理理论和实践的专业人才，为协同治理机

制的有效运行提供人才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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