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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都市圈文化教育事业创新研究与协作行动项目”简介 

“长三角都市圈文化教育事业创新研究与协作行动项目”(项目编号：

B.59-0102-12-001),属于《上海市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十

大工程”之一——上海市“探索区域教育协作新机制实验（长三角教育联动发展）工程”项目。

项目主持人为上海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文学院中文系书记邵炳军教授；

项目组主要成员有：上海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文学院中文系副主任

姚蓉教授，文学院中文系主任陈晓兰教授，历史系主任张童心教授，社会科学学院哲学系

主任宁莉娜教授； 詠项目组秘书：陈 红、张宪华。 

一、项目背景 

长三角三省一市（苏、浙、晥、沪）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地方高校有上海大学、

苏州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安徽大学等 4 所，省市重点建设地方高校有上海师范大学、扬

州大学、南通大学、杭州师范大学、宁波大学、安徽师范大学等6所。这10所重点高校，

在文史哲等传统学科研究与人才培养方面，各自具有很强的学科优势。但长三角都市圈高

等教育事业在协作层次、内容和深度上仍显不足，尤其是地方重点高校层面的合作与协调

行动并未充分启动。因此，执行长三角都市圈文化教育事业创新研究与协作行动项目，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深远的历史意义。 

二、项目总体目标 

通过执行本项目，进行长三角都市圈文化教育事业联动发展的系统设计和整体规划，

构建长三角区域地方重点高校传统文化学科协作机制，搭建合作平台，推动直接交流，不

断扩大文化资源与高等教育资源的开放互通、成果共享程度，进一步联合推进改革试点，

增进交流，加强协作，取长补短，错位发展，逐步形成区域高等教育事业协同发展的新格

局，以促进长三角区域文化教育事业的大繁荣、大发展。 

三、项目主要内容： 

1、召开“首届长三角都市圈地方重点高校传统学科协作会议”，构建长三角区域三省

一市地方重点高校文史哲传统学科协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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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提升协作层次，构建多层次交流协作平台，在以院系为协作主体的前提下，形成院

系、学校、政府三个层面参与的协作格局。 

二是拓展协作范围，在教学、科研、研究生培养、师资队伍建设、学科建设等多方面，

实现合作与协调并重，达到显性与隐性结合。 

三是强化协作深度，打破区域和行政界线，促进深度整合，制定“长三角三省一市地

方重点高校协作推动机制实施方案”。 

四是建构协作机制，成立有三省一市教育行政部门领导、相关高校领导与文史哲院系

领导及教授参加的协作工作小组，设立秘书处作为常设办事机构。秘书处设在上海大学中

国古代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 

2、召开“首届传统文化与长三角都市圈教育事业联动发展研究生论坛”，搭建研究生

学术交流平台 

一是长三角都市圈文化累积与裂变研究，揭示当代文化的早期经验和深层结构。 

二是长三角都市圈传统文化的近现代转型研究，破解文化转型的内在动因。 

三是构建核心文化价值体系与长三角都市圈文化教育发展关系研究，回应城市化进程

中如何弘扬民族精神与培育城市形象这一重大命题。 

四是中华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之间的张力研究，回应当代转型期长三角都市化进程

中存在的文化问题，提出建设性对策。 

3、形成长三角都市圈文化教育事业创新发展与协作行动项目研究报告 

一是长三角都市圈文化教育事业创新发展研究。 

二是长三角都市圈文化教育事业协作行动总结。 

四、进度安排 

1、2012年 11月，召开“首届长三角都市圈地方重点高校传统学科协作会议”。 

2、2012年 12月，召开“首届传统文化与长三角都市圈教育事业联动发展研究生论坛”。 

2、2012年 12月，提交“长三角都市圈文化教育事业联动发展研究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