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要活动

➢ 出版《教育发展年度报告丛书》

➢ 位列《2020全球教育智库影响力评价PAP研究报告》全球前20、

国内第一

院情动态

➢ 杨文杰、贾利帅入选2020年上海市“超级博士后”激励计划

➢ 举行新学期全体员工会议

➢ 举行第28期博士生学术沙龙

➢ 举行第1、2期博士后学术沙龙

研究动态

➢ 举行国家社科基金“新时代高校思政课教师考核评价指标体系

研究”开题论证会

➢ 开展职业教育教职工编制专项调研

近期成果

➢ 媒体文章、学术论文



重要活动

为跟踪和记录我国教育现代化进程，呈现并探讨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阶段性成就

和问题，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组织编写了《教育发展年度报告丛书》。丛书由

相关领域的权威专家学者领衔，是《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智库建设成果书系》

的组成部分，共三个板块，分别为国家教育发展报告、各级各类教育发展年度报告

和专题报告，通过“点面结合”，为读者深入了解和进一步研究我国教育领域的各

方面问题提供多维和全景的视角。目前已出版4本。

（一）出版《教育发展年度报告丛书》

《国家教育发展报告（2019）》

由郅庭瑾、钱冬明、李廷洲等著，

全书纵览整体聚焦局部、立足宏观

面向微观，分析我国各级各类教育

改革和发展现状，对教育现代化的

进展、问题和趋势进行了深入的分

析研究。

重要活动

《国家教师发展报告（2019）》

由李廷洲、吴晶、郅庭瑾等著，报

告致力于回答教师领域的重要学术

和政策议题，同时记录我国教师队

伍建设历程，总结区域改革发展经

验，为教育决策、教育研究和教育

实践提供参考。



重要活动

（二）位列《2020全球教育智库影响力评价PAP研究报告》全球前20、
国内第一

2020年12月，由长江教育研究院和方略研究院联合发布的《2020全球教育智库

影响力评价PAP研究报告》中，宏观院入围全球教育智库前20强（排名第18），位

列国内教育智库第1名。

报告将影响力作为评价智库的核心，从决策影响力、学术影响力和大众影响力

等三个维度建立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基于实证研究进行综合评价和排名。年度的

报告遴选了80家代表性的教育智库作为评价对象，其中国际教育智库5家、国外教育

智库61家、国内教育智库14家。

《普惠有多远？——中国学前教

育发展报告（2018-2019）》由姜勇、

赵颖、刘鑫鑫等著，全书围绕实现学

前教育“普惠”的国家战略目标，对

我国学前教育发展现状、存在问题和

典型经验进行深入的研究与分析。

《中国职业教育发展报告（2018-

2019）》由石伟平主编、李鹏副主编，

全书全面描述了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

现状，也对区域和地方的职业教育发

展情况进行了定性和定量的描述，以

展现中国职业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



院情动态

为保障和提高本市优秀博士后研究人员待遇水平，进一步激发青年专业技术人才

创新创造活力，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根据《上海市“超级博士后”激励计

划实施办法》（沪人社专〔2020〕223号），开展2020年上海市“超级博士后”激励

计划。宏观院杨文杰博士和贾利帅博士成功入选。

（一）杨文杰、贾利帅入选2020年上海市“超级博士后”激励计划

（二）举行新学期全体员工会议

3月16日下午，举行2020-21学年度第二学期第一次全体教职工会议，会议由宏观

院副院长钱冬明主持。

副院长张文明从人才培养、科研项目、学术交流等方面介绍了工作进展和本学期

的计划。副院长钱冬明介绍了行政工作、系统研发及长三角一体化研究等工作的进

展和本学期的安排。

执行院长郅庭瑾就整体做好新学期工作提出设想和要求，并就加强各中心内部研

究工作及中心之间的合作交流、共同建设优秀团队提出意见建议。

支部书记李廷洲介绍了党务工作的进展和本学期的计划。各中心负责人在会上交

流了本学期工作计划。



院情动态

（三）举行第28期学术沙龙

3月31日下午，宏观院举办了第28期博

士生学术沙龙，上海开放大学校长袁雯围

绕“一个终身教育从业者的视角——如何

被政府、社会和学习者需要”作了主题演

讲，宏观院副院长张文明参与对谈，并与

现场师生展开交流和讨论。宏观院博士后

朱晓雯主持沙龙。

袁校长以终身教育实践者、观察者、研究者的多元视角，从教育发展目标的角度

阐述了终身教育为何“被需要”，梳理了以问题为导向的终身教育发展史，分享了

学校为各类从业人员搭建终身学习平台的具体做法。在沙龙的对谈环节，张文明教

授与袁校长交流探讨了“终身”的概念，从不同国家的教育现象分享了对终身教育

的理解，并围绕终身教育理念融入教育研究的方法和路径展开讨论。



院情动态

（四）举行1、2期博士后学术沙龙

为促进学术交流，搭建合作平台，本年度拟开展系列博士后学术活动。1月14日，

举行首期博士后学术沙龙，贾利帅作了题为“《被压迫者教育学》50年：传播、影

响与批判”的报告。参会博士后围绕该书的内容、意义以及价值等问题进行了交流

和讨论。

3月25日，举行第二期博士后学术沙龙。赵宇阳做了题为“教育现代化监测指标

的国际比较”的报告。参会博士后就相关指标在我国的具体应用、意义以及价值进

行了交流和讨论。



研究动态

（一）举行国家社科基金“新时代高校思政课教师考核评价指标体系研
究”开题论证会

1月28日上午，执行院长郅庭瑾主持的202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高校思想政治理

论课研究专项“新时代高校思政课教师考核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开题论证会在物

理楼445会议室举行。专家评议组由上海市教育学会副会长苏忱，华东师范大学党

委委员、宣传部长、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顾红亮，教育学部副主任朱军文、教育

管理学系系主任胡耀宗、教育学部教授张万朋等专家组成。同时参会研讨的还有

院长助理李廷洲、副研究员吴晶、博士后贾利帅以及部分课题组成员。

郅庭瑾及课题组向专家评议组介绍了课题相关情况，同时从研究背景和价值、

总体框架和基本内容、研究计划和预期成果等三个方面进行了开题汇报。

与会专家分别提出了建议，为下一阶段研究提供了思路。宏观院课题组将根据

与会专家反馈的意见建议，进一步优化研究设计和研究内容，通过完善的考核评价

指标体系，为推进新时代高校思政课教师队伍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科学的支撑服务。



研究动态

（二）开展职业教育教职工编制专项调研

3月，受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委托，课题组赴成都、北京开展职业教育教职工编制

改革专项调研。执行院长郅庭瑾、副院长钱冬明、院长助理李廷洲，华东师大职成

所讲师周瑛仪，宏观院博士生姜蓓佳，科研助理樊艺琳、曾赛阳参加调研。

课题组分别在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成都汽车职业技术学校、北京市自动化工

程学校、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举行职业院校教职工编制改革座谈会，四川省教育

厅、省委编办，成都市（区）编办、教育局相关负责人，及两地共20所中、高职学

校负责人出席座谈会。与会人员就各职业院校的教职工编制基本情况、存在的问题

及政策方案进行交流。

期间，课题组参观了4所院校的实训基地，并与师生交流。通过调研，课题组了

解了各院校教职工编制改革的整体情况，为进一步深入研究职业教育教职工编制政

策提供了依据。



媒体文章

近期成果

作者 文章名称 发表刊物 发表时间

钱冬明、廖白舸、

周雨萌

《快来看，31份省级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教育热词有

哪些》
《中国教育报》 2021年2月26日

范国睿 《促进农村文化教育协同发展》 《中国教育报》 2021年3月18日

崔允漷、雷浩、

王月芬
作业管理主题文章 《中国青年报》 2021年1月18日

周秀平、金志峰、

吴晶、李廷洲
睡眠管理主题文章 《中国青年报》 2021年2月4日

吴晶、李廷洲、

葛亮
近视管理主题文章 《中国青年报》 2021年2月22日

丁沁南、夏彧、

钱冬明、陈嘉晟
读物管理主题文章 《中国青年报》 2021年3月15日



近期成果

学术论文

作者 论文名称 发表刊物 发表时间

郅庭瑾 《面向“十四五”建设高质量基础教育体系》 《人民教育》 2020年第22期

郅庭瑾 《高质量时代如何兼顾教育公共服务支出效率》 《中国经济评论》 2021年第3期

李廷洲、陆莎、

赵宇阳、李婉颖

Policy Analysis of Educational Services for the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Under the covid-19 Epidemic

Beijing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ducation
2021年第1期

李廷洲、杨文杰、

李婉颖
《长江经济带高等教育资源优化配置研究》 《中国高教研究》 2021年第2期

赵宇阳、桑标、
Cody Ding

The Roles of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nd Adversity Quotient

in Life Satisfaction
Current Psychology 2021年1月22日

杨文杰、张珏
《以教育现代化支撑与驱动国家现代化——兼论我

国教育现代化的发展愿景》
《教育发展研究》 2021年第3期

秦一鸣、于竞 《高校学习空间变革:趋势、特征与优化》 《重庆高教研究》 2021年第2期

王晓茜、姚昊 《大学生参与大学内部治理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 《重庆高教研究》
2021年1月5日

网络首发

张莹、陆莎、

李廷洲

《选拔方式、学校保留策略对城乡教师留任意愿的

影响》

《湖南师范大学教

育科学学报》

2021年3月25日

网络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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