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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设站

单位名称
南通市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指挥中心（南通市大数据管理局）

单位性质（党政机

关/事业单位/社会

组织）

事业单位

专业技术人员或

管理专家(人) 39 其中
博士 1 硕士 14

高级职称 8 中级职称 16

科学研究平台情况

平台名称 平台类别、级别 批准单位 获批时间

南京理工大学
南通市域治理理论与实践研

究服务项目
2021

复旦大学
市域治理现代化研究基地 2021

南京大学
市域治理现代化研究基地 2021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市域治理现代化研究基地 2021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
市域治理现代化研究基地 2021

中共江苏省委党校（江苏行
政学院）现场教学基地 2021

设站单位与高校已有的合作基础（分条目列出，限 1000字以内。其中，联合承担的纵向

和横向项目或合作成果限填近三年具有代表性的 3项，需填写项目名称、批准单位、获

批时间、项目内容、取得的成果等内容，并提供证明材料）

1.学科领域和研究方向契合

南通市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指挥中心的建设和发展需要公共管理的学科知识及智力

支持，与南京理工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公共管理系“基层治理”“数字治理”和服务型政府

等实践主题契合，有助于专业学术团队的实践观察与思考的展开，与公共事业管理及学

术型公共管理及其专业学位学生培养方向十分契合，有助于学生实践认知和能力的提升。

2.申报单位能为研究生提供校外社会实践场所及丰富的研究案例

南通市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指挥中心与高校合作，以本单位实际运行实践为案例，

促进科学研究成果的创新，再将研究成果用以科学指导、有效促进本单位和其他相关单

位的健康发展，在此过程中能够为高校公共事务学院的“社会工作”或“公共管理”专



业研究生提供校外社会实践场所及丰富的研究案例。

3.申报单位与高校已有合作项目

（1）项目一。南京理工大学南通市域治理理论与实践研究服务项目。以南通市域治

理现代化为研究对象，南京理工大学程倩教授团队长期跟踪市域治理现代化运行情况，

编制专业报告，研究发展对策。2021年出具一期《南通市域治理现代化预警预判运行分

析报告》。

（2）项目二。2020年 12月 24日，江苏省服务型政府建设决策咨询研究基地首席

专家、南京理工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程倩教授带领基地团队前往南通，开展市域治理现代

化调研活动。

（3）项目三。2017年 12月，江苏省服务型政府建设决策咨询研究基地首席专家、

南京理工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程倩教授与南通合作开展江苏深化“放管服”改革研究课题

项目。

（4）项目四。2021年 4月，南京理工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程倩教授团队与南通合作

危化品全流程监管课题项目。获 2021年江苏省研究生公共管理案例分析大赛二等奖，获

南京理工大学第三十届“创新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社会科学类”一等奖；

在首届南京理工大学公共管理案例大赛暨第六届中国研究生公共管理案例大赛中荣获二

等奖；获公共事务学院第二十一届“公务杯”科技作品竞赛一等奖；获南京理工大学第

三十一届“创新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一等奖；列入 2021年江苏省研究生科

研与实践创新计划。

（5）项目五。复旦大学市域治理现代化研究基地。复旦大学发挥学科实力和人才优

势，为南通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指挥中心提供理论和智力支持。根据南通市域治理现代

化研究所需，组织课题组定期提供决策咨询、评估、论证等科技服务。共同举办第五届

中国城市治理共同体年会暨第八届复旦城市治理论坛“市域治理现代化与智慧治理”。

（6）项目六。南京大学市域治理现代化研究基地。南京大学发挥学科实力和人才优

势，为南通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指挥中心提供理论和智力支持。根据南通市域治理现代

化研究所需，组织课题组定期提供决策咨询、评估、论证等科技服务。

（4）项目七。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市域治理现代化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

发挥学科实力和人才优势，为南通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指挥中心提供理论和智力支持。

根据南通市域治理现代化研究所需，组织课题组定期提供决策咨询、评估、论证等科技



服务。

（5）项目八。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市域治理现代化实践基地。开展合作研究和决策咨

询，组织学生赴南通进行社会实践活动，开展学术研讨和培训授课。本项目完成了 3期

《社情民意报告》、3期《垃圾分类报告》、1期《重大项目管理分析报告》、1期《营商

环境报告》。

（6）项目九。中共江苏省委党校（江苏行政学院）现场教学基地。党的十九届五中

全会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首次地方视察选择江苏，第一站就来到南通，点赞南通“好

通”，对南通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南通市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指挥中心作为中共江苏省委

党校（江苏行政学院）现场教学基地，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创新教学方式，激励广大党

员干部在思想淬炼中激励斗争精神，在实践锻炼中夯实斗争本领，在干事创业中传承红

色基因，以不畏艰难、敢为人先的斗志和勇气，推进市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伟

大事业。

工作站条件保障情况



1.人员保障条件（包括能指导研究生科研创新实践的专业技术或管理专家等情况）

（1）本中心拥有全日制博士 1名，硕士 14名，高级职称 8个，中级职称 16个。

（2）本中心拥有处级以上管理岗专业人员 7名。

2.工作保障条件（如科研设施、实践场地等情况）

（1）储备大数据资源，可供研究生工作站用以研究。汇聚全市 10个县（市、区）、

70多家市级部门和单位的 5000余项数据资源，23万路视频，360多亿条数据，每日数

据交换量 6亿条。

（2）具备市、县、镇三级区域治理现代化实战指挥体系，可供研究生工作站用以实

践操作。三级指挥平台具备“数据共享、智能搜索、统一监管、监测预警、分析研判、

联动指挥、行政问效”七大核心功能，实现“一个中心管全域、一个号码管受理、一个

APP管服务、一个网格管治理、一个平台监管”。

（3）拥有复旦大学市域治理现代化研究基地、南京大学市域治理现代化研究基地、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市域治理现代化研究基地、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市域治理现代

化实践基地，可供研究生工作站用以学术探讨和理论共享。

3.生活保障条件（包括为进站研究生提供生活、交通、通讯等补助及食宿条件等情

况）

进站研究生以南通市域治理现代化为研究对象，输出有效的理论研究成果。在财政

政策和部门预算允许的范围内，参照南通市市域治理现代化指挥中心《市域治理理论与

实践研究服务项目管理暂行办法》相关规定，给予支付一定费用。

4.研究生进站培养计划和方案（限 800字以内）

（1）建立双站长负责制。由南通市市域治理现代化指挥中心主任李俊和高校进站牵

头教授担任，共同负责研究生工作站的运行与管理，制定研究生工作站管理办法，按时、

规范、准确报送研究生工作站基本数据年报及其他相关材料。

（2）结合南通市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指挥中心分析研判工作实际，定期确定主题进

行数据分析，编制市域治理专报，并在省级以上指定党政期刊或核心期刊发表，南通市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指挥中心根据理论成果输出情况，按规结付报酬。

（3）遴选进站研究生，对进站研究生进行管理与考评。按照南通市委市政府《关于

实施高层次双创人才倍增计划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文件精神，培养进站研



究生并留住优质人才，为南通发展作贡献。

（4）对进站研究生做安全教育。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为进站研究生购买人身意外

伤害保险。

（5）组织进站研究生参加市指挥中心机关党支部的组织生活，融入南通市域治理现

代化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