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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动态 
2015 年第 40期（高教信息总 792期） 

发展规划研究中心                           2015 年 5 月 11日 

 

【本期特稿】 

如何建设中国高校智库——关于 21 世纪中国研究中心的经验访谈 

为深入了解美国高校智库的组织与运作经验，作者访谈了美国圣地亚哥州立

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国际关系与太平洋研究学院 21

世纪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光磊教授。 

一、高校智库成功运作的可能性 

问：在发挥其咨询功能方面，与专业智库相比，高校智库人员有精力不足和

“身不由己”的先天劣势。美国以高校为基础的智库能够成功运作的机构多吗？ 

光磊：有很多。实际上，高校智库也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复旦大学前校长杨

玉良曾将其归结为“多学科综合的优势；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相结合的优势；基

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的优势；国际化的优势”。实践中，21 世纪中国研究

中心通过一系列很灵活的人员管理制度去保证研究人员获取实践经验和参政、咨

询事务。如学术休假制度允许教师定期去政府部门任职或去其他智库交流；如果

教师需要更多的科研实践和时间，可以聘请其他教师替自己教学，但这个制度并

不意味着正式教师随时可以这样做，整个程序有相当严格的规定。 

二、研究议题的设定 

问：21 世纪中国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是如何设定自己的研究议题的？ 

光磊：通常研究人员根据自己的研究兴趣设定研究内容，作为管理机构的智

库起宏观管理、规划和协调作用，鼓励和支持研究专家根据自己的研究兴趣决定

自己的研究议题。智库机构常根据研究需要引入或聘任相关研究方向专家。目前，

中心有政治学教授 4 名，经济学教授 3 名，社会学教授 2 名，还包括文学和艺术

类的教授。另外还有些非中国问题专家，间或研究中国问题。这样全面、均衡的

研究专家阵容是智库根据长期发展需要和专家研究兴趣动态引进和调整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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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员的制度管理 

问：21 世纪中国研究中心是如何聘用研究人员的呢？ 

光磊：目前中心人员都是学校聘任的正式研究人员。薪酬是固定的，但在研

究经费上享受中心资助。他们的聘任周期取决于他们的项目周期。他们的考核由

学校层面负责，中心只关注研究人员是否有好的研究成果。中心根据需要和经费

也可雇佣研究人员和行政人员，但由于经费限制，目前只就具体研究项目雇用研

究生和校外研究人员。 

四、经费主要来源 

问：21 世纪中国研究中心为保证充裕的研究经费做了哪些方面的工作？ 

光磊：为满足研究需要，美国很多智库的主要任务之一都是募款。中心的主

要募集资源渠道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公立学校政府拨款。学校每年会根据预

算下拨研究和行政经费，学校或学院负责人也可酌量拨款；第二，企业、非政府

组织赞助和捐赠。目前中心的主要赞助企业和非政府组织包括太平洋退休金协会

和美银美林银行等；第三，基金会赞助。教师个人或者智库团体可申请各类基金

获取研究资助；第四，个人募捐；第五，达到一定规模后可经营、出售包括杂志、

报告和机构人员培训的产品。如全球领袖培训中心专门为环太平洋国家政府机构

与各行业专业人士提供研究生水平及高级经理教育。 

五、成果影响方式 

问：21 世纪中国研究中心通过何种渠道与政府建立联系，将研究成果向社

会、政府机关推销，达到良好的宣传效果，从而实现智库成果转化？ 

光磊：智库的一个主要任务是推销自己的独特研究，与公众或者决策部门分

享，以期影响政策。研究人员有多种方式去传播自己的研究成果。首先，直接参

政当然是最有效的途径，但这一般仅限于个别在政府政策方面活跃的研究人员，

包括为政客或者其他重要官员充当智囊；接受内阁、非正式顾问团或官僚行政职

位等。其次，通过智库的研究“产品”影响政策决策的民意和舆论环境。其途径

包括：建立专门网站宣传政策建议；出版书籍；网络、收音机、电台接受采访等。

如学生社团主办的“中国焦点”博客，通过背景分析促进公众对中国的关注，了

解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并洞悉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再次，还通过建立与

具体决策者和决策部门之间的联系，以其分析和观点影响具体决策进程。  

（摘编自《高校教育管理》2015年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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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5 工程”高校动态】 

清华大学启动国内首个混合式教育硕士学位项目 

清华大学宣布启动国内首个混合式教育的硕士学位项目——“数据科学与工

程”专业硕士学位项目，今年将开始招生，首批 50 名学生将于 2016 年入学。在

培养环节上，该项目所有课程都将采用基于在线课程学习的“翻转课堂”方式，

学生通过“学堂在线”平台学习理论知识，定期到校园在课堂里与老师、同学研

讨。以实践为导向设计课程体系既会聚清华大学诸多知名教师，还将由研发一线

专业人士讲授企业案例课程，与百度、阿里等企业合作建立学生实践基地，按需

定制专用大数据实验平台，旨在培养我国急缺的大数据人才。 

（摘编自 2015年 5月 8日中国教育报） 

【国家战略与政策】 

刘奇葆：发挥高校独特优势 大力推进智库建设 

近日，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到清华大学调研时提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

要体现中国特色、树立国际视野，学习借鉴国外智库建设的有益经验，积极开展

国际交流，加强与国外知名智库的深度合作，在国际舞台上不断增强话语权、扩

大影响力；要牢牢把握智库建设的正确方向，坚持立足中国国情，必须贴近党和

政府决策需求；要选用和培养具有卓越学术能力、宽广世界眼光、强烈社会责任

感的首席专家，吸引国内外一流人才，打造一流的智库研究团队。要遵循决策咨

询规律，创新和加强对智库的引导管理，建立灵活高效的智库运行机制。要重视

智库研究成果的应用转化，探索建立制度化的便捷通道，为智库发挥作用创造良

好条件。 

（摘编自 2015年 5月 9日光明日报） 

教育部：积极创造条件 逐步取消学校行政级别 

教育部日前印发《关于深入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的若干意

见》，要求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克服行政化倾向，积极创

造条件，逐步取消学校行政级别。意见指出，高校领导任职期间要全身心投入学

校管理工作，党委书记和校长一般不担任科研项目主要负责人。同时，将深化高

校职员制度改革，加快职业发展、工资待遇等配套政策建设，鼓励行政人员专职

从事管理工作。全面推进中小学校长职级制改革，实现校长的专业化、职业化。 

（摘编自 2015 年 5月 9日人民网） 

http://www.moe.edu.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s7049/201505/18692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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