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栏目编辑：梁 辉GONGZUOJIAOLIU
工作交流

2017年4月号 总第229期

SHIJIANYUTANSUO
实践与探索

栏目编辑：农清清

2017年4月号 总第229期

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要

求“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特

别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

建设的意见》，这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增强国家软实力

具有重要意义。为全面了解我国劳动

保障科研院所智库建设现状以及面临

的主要问题，加快推进相关改革并促

进劳动保障智库建设工作，课题组对

广东省智库建设进行了调研。

一、广东省专家咨询委员会概况

广东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专家

咨询论证工作，积极推进决策科学

化、民主化，从1999年开始，先后组

建了“广东经济发展国际咨询会”“省

政府参事决策咨询会”“省政府决策咨

询顾问委员会”，广开言路，建立了较

为完备的专家咨询工作机制。

2012年，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先后研究制定《广东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重大行政决策专家咨

询论证实施细则（试行）》等专家咨

询制度，成立了第一届厅专家咨询委

员会（以下简称厅专家委），作为行政

决策的重要智库和参谋。广东省也是

“全国省级人社部门中最早建立专家咨

询制度和专家咨询机构的省份之一”

（当时全国只有上海、山东成立了专家

咨询委员会，江苏、浙江、河南、重

庆等省市正筹备建立）。

2014年4月，为进一步加强专家

咨询论证工作，广东省人民政府出台

《广东省重大行政决策专家咨询论证办

法（试行）》，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在重

大行政决策前，应组织相关专家进行

咨询论证。

二、广东省智库案例分析

（一）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

综合开发研究院，又称“中国脑

库”，创设于1989年 2月，定位民间

性、自主性、综合型、市场化的政策

研究咨询机构，采取理事会领导下的

院长负责制，去行政化，属于民办官

助型智库，主要采用合同订购方式。

该研究院的经费来源主要是市场化的

合同订购，财政定项核拨补助占比较

小。在市场化的合同中，主要以政府

合同订购为主，企业客户以政府平台

公司、央企和地方国企、国有公用事

业企业为主。

该智库的特点包括：一方面，注

重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比如进入非

洲拓展发展中国家咨询服务市场；为

地方政府与企业“走出去”提供咨询

服务；为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提供

决策咨询；与国际著名智库合作举办

学术交流与研讨活动；组织研究人员

赴国际知名智库访问交流。另一方

面，内部管理实行“去行政化”制

度，实行市场化运作。主要采取课题

组长负责制，课题经费分享制，课题

成果的客户评价制，课题分散承接

制，并且建立四类十档内部职称制，

包括主任研究员、副主任研究员、项

目研究员、实习研究员等，具有充分

的激励制度，能者多劳，多劳多得，

少劳少得。

广东 省 典型智库研 究广东 省 典型智库研 究

文/李彧钦 俞贺楠

——对劳动保障智库建设的启示

如果把绳子拧紧了，石头也能勒破；如果团结起来，
沙土也能打成墙。

——蒙古族谚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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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

根据《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

作方案》，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沿研究

院的目标定位是：在港澳治理与粤港

澳合作发展领域具有鲜明专业优势的

新型高校智库。研究院的研究领域包

括港澳发展动态、社会舆情分析与监

测；港澳治理与粤港澳合作发展研

究。近年来，该研究院为中央、广东

省委政府及港澳特区政府的政策制定

提供了建设性建议。定期编发的《粤

港澳研究专报》《港澳社情舆情动态》

《港澳情况通讯》成为中央相关部门、

广东省委省政府进行港澳事务决策的

重要参考，同时还编辑出版内部刊物

《粤港澳研究》。

该研究院分别与香港大学、香港

中文大学、香港城市大学、香港理工

大学、香港浸会大学、香港岭南大

学、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学院、澳门

科技大学等建立合作发展长效机制；

为进一步加强与澳门理工学院联系，

共同设立博彩研究中心的建设工作；

还与香港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建立了

合作关系；与香港教育学院签署了合

作协议，成为粤港、粤澳发展策略小

组成员单位；鉴于港澳问题存在相关

国际因素的影响，研究院进一步拓宽

对外学术交流与合作，积极拓展与国

外知名智库的战略合作与交流互动，

加强对外宣传。

（三）南方国际人才研究院

南方国际人才研究院经广州市委

组织部批准，在广州民政局依法注册

登记，为国际化的智库和中外智慧交

流的平台，属非盈利性研究机构，是

中国国际化人才研究专业领先智库，

是中央领导和广东省委领导在视察广

州时提出组建的“千人计划”南方创

业服务中心重要组成部分。该研究院立足

全球视野，对接国内需求，为人才引

进、人才政策优化、人才库建设及创

新资源对接提供专业化解决方案，重

点开展人才发展课题研究，建立国际

人才库，开展专题讲座和培训等。同

时，除独立完成课题项目外，还参与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的研究与活动，如

举办论坛和国际研讨会，发布专业报

告和蓝皮书，出版人才研究专著等。

该研究院先后承接过国务院侨

办、人社部等国家部委、广东省人社

厅、广东省科技厅、广东省侨办、广

州市、深圳市、珠海市、东莞市、清

远市及广州开发区等地方政府和机构

的多项重大人才研究课题；向各地政

府提交过多份建言献策报告，影响和

推动政府的相关决策，其中部分报告

已成为政府政策的参考依据。

三、广东省智库建设中的经验

（一）结合国家发展战略，开展公

共政策研究

按照当地政府的要求，各智库持

续关注国家开放、经济发展以及城市

规划等问题，在一些重大课题研究方

面奠定了基础，积累了经验。

（二）以开放的视角，探索国际合

作研究的新路径

综合开发研究院近年来围绕中国

经济特区的发展经验，积极开展国际

咨询业务，国际合作研究在2015年呈

现出质和量的双飞跃。

（三）发挥优势，为各级政府提供

务实性的研究

以综合开发研究院为例，先后进

行了经济特区规划、建设及管理的经

验研究、持续深入开展港澳问题和深

港合作研究、继续积累五年规划编制

的成功经验、长期跟踪研究海洋经

济、尝试拓展利用深圳资源辐射内地

的咨询模式、“基地”运作模式持续助

力城市化课题研究、对商业发展趋

势、消费升级趋势长期深入研究、战

略性新兴产业研究形成品牌。

（四）立足当地，做好政府的智囊

深圳作为经济特区，是我国制度

改革与创新的试验田。综合开发研

究院多年来研究总结深圳经验，发

挥智库作用，努力为特区发展贡献

智慧。

（五）加强学术交流，带动影响力

的提升

举办学术活动是拓展合作网络，

掌握国际国内动态，传播智库产品的

重要手段。综合开发研究院保持与国

内外研究机构、各国驻华机构的学术

互访，并结合部分重点研究领域，通

过务实举办学术研讨会，为研究咨询

项目的顺利完成搭建平台，并增强智

力成果的辐射力与影响力。

四、广东省智库建设中的矛盾

（一）智库有库无智问题较突出

很多智库反映，有库无智的问题

比较突出。目前，很多智库的战略规

划能力不足，前瞻性、战略性和储备

性研究也不够。当前，我国智库体系

部门在人才队伍建设上还存在“搞理

论研究的多，搞对策研究的少；写学

术专著的多，写研究报告的少；关注

策略的多，关注战略的少；会写的多，

会说的少；学术专家多，智库‘管家’

创造时，目光要深；开辟时，目光要远。
——陶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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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领军人物和杰出人才较为匮乏”。

（二） 智库的独立性、研究能力、

影响力不足

我国智库的发展的最大障碍在于

无法保持独立性，且研究能力和影响

力不足。近年来，智库建设成为一种

热潮，很多智库建设存在一拥而上的

问题，这不利于智库的理性建设和发展。

（三）数据实现共享困难，政府与

智库专家联通不够顺畅

当前，数据共享急需进一步扩大

化，而现实的实际数据效用较低，由

于各省体系不一致，尚无法参照和对

比。此外，政府与智库专家的联通尚

未形成常态化，缺少较为合理的沟通

机制，而政府本身的智库团队建设相

对滞后，成为影响政府决策的突出矛

盾。很多高校智库研究人员反映，对

接政府决策需求尚有障碍，其研究成

果很难转化为相关政府部门的决策。

（四）基础研究虽然不少，但不够

扎实，同时跟踪缺乏

目前，很多智库“跟风”现象比

较多，而“引领”则比较少，基础性

研究尚不够扎实。同时，当前很多智

库就事论事，缺乏深入持续的追踪研

究，更多是流于表面的研究。此外，

广东省民间智库的公信力相对薄弱，

亟须打造品牌。

五、对劳动保障智库建设的启示

（一）结合国家发展战略，开展公

共政策研究

按照当地政府的要求，各智库持

续关注国家开放、经济发展以及城市

规划等问题，在一些重大课题研究方

面奠定基础，积累经验。建议劳动保

障智库积极为政府决策提供咨询参

考，密切关注、全程跟踪党和政府重

大决策，及时提供动态监测、效果评

估和信息反馈，充分发挥资源整合、

技术研发、人才培养和文化传承创新

功能。同时，建议加大对民间智库的

重视，对采纳的研究成果予以资助。

（二）以开放的视角，探索国际合

作研究的新路径

加强学术交流可以带动影响力的

提升，通过举办学术活动拓展合作网

络，掌握国际国内动态，传播智库产

品的重要手段。建议劳动保障智库加

强与各主管部门、地方政府、有影响

力的境外智库之间的合作，在未来工

作中，无论是官方智库、高校智库、

还是民间智库，都应与实际工作部门

联合组建研究团队，主动积极联系，

加强智库间的合作，着力构建强强联

合、优势互补、深度融合、多学科交

叉的协作机制。

（三）确保智库独立性，扩展有效

多元的资金渠道

智库是独立于政府决策机制的、

相对稳定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它

能否发挥影响政府决策和推动社会发

展的重要作用关键在于能否保持客观

性与独立性，能否做出高质量的研究

成果，尤其是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起

重要作用的长期战略和思想。劳动保

障智库建设也需要保持独立性，且探

索多元化资金来源渠道。

（四）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推动学

科发展

建议加快精英研究人才培养和引

进，建立完善劳动保障智库运行的人

事制度；积极推动产学研结合，建立

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有机结合的创

新体制，为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贡献

力量。目前人才研究趋热，具有广阔

的发展前景，继续深耕人才专业研

究，致力于探索构建市场化、国际

化、专业化的人才研究网络，建设成

为辐射华南、服务全国、联通世界的

重要智库。

（作者简介：李彧钦，山东管理学

院，讲师；俞贺楠，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中国劳动保障科学研究院，副

研究员，博士）

没有学习，不会有创造；没有继承，不会有发展。
——马铁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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