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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據上文，指出何謂智庫。

2.參考上文並就你所知，指出中國智庫和歐美智庫的不同之處。試舉例
說明。

3.試分析中國智庫在不同發展歷程中所發揮的作用。解釋你的答案。

4.目前香港的智庫發展情況如何，和內地有甚麼相似的地方？

5.假如你是內地政府官員，你會採取甚麼措施加強智庫發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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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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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密的參考資料
《內部參考》
（ Internal Reference）：
簡稱內參，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

新華社內部（不公開）發行的機密文
件，是中共高層重要的政治信息文件

之一。它類似報紙和雜誌，專門刊登其他國內普通
媒體不允許報道的黨政資訊，而又有必要及時通知
中高級官員和共產黨幹部的新聞、國外文章和政府
內部言論。屬「秘密」級文件，只限縣級、軍隊團
級以上官員閱讀。由新華社編輯發行，每天1期至3
期，標有絕密字樣。舊刊組織回收銷毀，不得向外
流傳。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 慧

■■首屆中國－中東歐國家高級別智庫研討會在北京舉行首屆中國－中東歐國家高級別智庫研討會在北京舉行。。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中國智庫
現狀：
1.智庫總量居世界第二
2.五分二是黨政軍智庫
3.民間智庫為發展「軟肋」

作用：
1.參與討論 起草文件
2.借助內參 表達觀點
3.舉辦論壇 暢所欲言
4.通過媒體 發布觀點

發展（三階段）：
1.新中國成立至改革開放前
2.改革開放到20世紀80年代末
3.20世紀90年代初至今

定義：
由學者和專家組成的公共研究機構

現代中國＋全球化

日前，美國賓夕法尼亞大
學對外發布《2013年全球智庫
報告》。報告顯示，截至2013
年 8 月，全球共有 6,826 家智
庫，美國智庫以1,828家位列第

一。中國則超過英國、印度和德國，以426
家智庫的總量居世界第二。報告指出，中國

社會科學院位列非美國的全球頂級智庫第九名，中
國國際問題研究所、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北
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中心、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也進入前百名。

財政資助多 有別歐美
另外，近日上海社會科學院智庫研究中心亦發布

《2013年中國智庫報告》，將中國智庫分為黨政軍
智庫、社會科學院智庫、高校智庫和民間智庫四大

類。報告稱，從中國活躍智庫的類別特徵看，有五
分二是黨政軍智庫，其中「國字號」智庫又佔黨政
軍智庫的30%左右。

上海社會科學院智庫研究中心主任王榮華指，
「中國受財政資助的智庫機構特別多，這是國家智
庫有別於歐美國家智庫的一個顯著特點。」

關於中國智庫的發展歷程，內地學術界有不同的
看法。根據內地學者朱旭峰的分類，從新中國成立
到現在，內地智庫的發展歷程可以分為3個階段：
第一階段：新中國成立至改革開放前
在這一時期，內地的政策研究機構按照蘇聯模式
建立，其獨立性較弱。期內，內地不乏掌握理論知
識與專業素養的學者，也有許多研究機構和高校，
但專家一般從事一些關於政府政策的研究。
第二階段：改革開放到20世紀80年代末
這一時期，中國智庫在逐步穩步發展，事業單位
型思想庫迅速發展，成為政府決策的重要諮詢力
量。20世紀90年代初，鄧小平南方談話後，中國

智庫再次得到了發展。
第三階段：20世紀90年代初至今
這一時期，中國智庫在研究領域上呈現出多元化

的格局，民間智庫開始興起。隨着改革開放的深
入，過去只研究宏觀經濟領域的智庫，也開始關心
其他相關領域，從高科技、失業問題到現實生活。
除了專門研究經濟政策的思想庫外，許多諸如國

際關係或安全的其他研究領域的機構也開始公開向
大眾表達觀點，國際關係問題專家還頻頻在中國主
流媒體中出現，分析時政問
題。

近年來，內地政府越來越重視研究機構
在決策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同時，智庫
對政府決策的影響也日益增強。內地智庫
影響政府決策的主要方式有以下幾種。

1. 參與討論 起草文件
在內地，黨委政府的研究室、黨校、社

科院、社科聯等機構長期承擔着各級決策
諮詢任務，參與黨委政府有關重要工作調
研。這些智庫的專家除了參與一些規劃和
報告的調研和起草，還接受各級領導的委
託課題研究。這些課題都與當前的重大決
策密切相關。

2. 借助內參 表達觀點
內地一些決策機構在決策前，經常召集

一些學者專家參加有關座談會，聽取他們
的意見。專家觀點有可能被決策者所採
納。
另外，內地一些官方智庫的學者也可以

通過各種內參向決策者輸送自己的觀點。
以能將建議「直接送達總理案頭」的國務
院參事室為例，這一國務院下設的副部級
智庫機構，其成員——國務院參事，全部
由總理聘任，享受副部級待遇。參事室裡
一輛京牌的公車，隨時準備將參事們的建
議建言「直通中南海」。除此之外，以內
參形式發行的《國是諮詢》，也成為參事
發表觀點的重要途徑。

3. 舉辦論壇 暢所欲言
一般來說，內地各種智庫每年都有各種

各樣的學術會議、研討會，在這些研討會上每人
都能暢所欲言發表自己的言論，因而具有開放
性。特別是一些重要論壇，經常有一些政府官員
參加。論壇和研討會也因此成為影響內地政府決
策的重要途徑。

4. 通過媒體 發布觀點
隨着內地傳媒事業越來越發達，不少內地智庫

參與決策的重要方式，是間接地通過在媒體上刊
登文章，參與電視新聞訪談、網路訪談評論等方
式，對當前社會政治、經濟等熱點問題展開深入
討論，闡述自己的觀點，
從而引起社會的廣泛關
注，進而影響政府決策。

現時全球數千家智庫幾乎全部是民間性的，而
目前為中國決策層提供政策和諮詢的智庫大部分
是官方或半官方機構，屬於民辦性質的不到5%，
且研究人員大多身在體制內，兼職參與民間機構
組織的活動與研究課題。一些民間註冊的單獨的
研究機構，如天則經濟研究所、思源社會科學研
究中心、治方研究基金等，這種純民間的社會科
學研究機構在中國數量很少，生存環境脆弱，一
直是中國智庫發展中的「軟肋」。

註冊為企業 實作非營利
民間智庫的優勢，在於它可以打破政府智庫的

「部門本位」和大學智庫的「學科本位」，以相
對比較客觀中立的姿態探討一些公共政策問題。
然而，民間智庫因為在內地的法律地位不明確，
往往是註冊為企業，卻是作為非營利機構在社會
中活動，這給納稅和非政府組織的捐助造成一定
的困難。《2013年中國智庫報告》指出，中國智
庫發展仍處於成長階段，民間智庫賴以生存的資
金籌措機制和資訊共用機制相當欠缺。
值得注意地是，在內地的官方思想庫中，大部

分人員既是某政府部門的職員又是思想庫中的專
家。他們既是政策的提出者，又是政策的評估者。
據早前人民網的一項調查表明，80%中國受訪者對
專家學者印象偏差、評價偏低。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揚也

認為，中國智庫目前存在的主要
問題，就是將學術研究與影響決
策相混淆，從而出現了功能的混
亂。

從從「「中國製造中國製造」」到到
「中國 造」智智 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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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領域多元 民間智庫興起

環境脆弱 發展「軟肋」

智庫（Think Tank）
也叫「思想庫」。一般而

言，智庫由專家和學者組
成，他們主要從專業的角
度，客觀、科學地對一些戰
略性或具體性政策問題展開

深入研究，並向政府及有關部門提出政策
建議，並影響社會輿論和公眾觀念。由這
些學者和專家組成的這種公共研究機構人
們稱之為「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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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屆中國—東盟智庫戰略對話論壇在廣西南寧
開幕。對未來10年合作的方向展開了探討。

資料圖片

■■20092009年年77月月，，全球智庫峰會在北京舉行全球智庫峰會在北京舉行，，來自世來自世
界各地的數百位政要界各地的數百位政要、、學者等就全球金融危機與世界學者等就全球金融危機與世界
經濟展望的主題進行深入探討經濟展望的主題進行深入探討。。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民間智庫智經研究中心發表一份關於香港民間智庫智經研究中心發表一份關於
香港社會企業的研究報告香港社會企業的研究報告。。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由兩岸智庫機構主辦的由兩岸智庫機構主辦的
「「北京會談北京會談」」在北京舉行在北京舉行。。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一直以來，西方國家都非常

重視智庫的發展，認為智庫是

一個國家的智商。在去年的十八

屆三中全會上，「加強中國特色

新型智庫建設，建立健全決策諮

詢制度」也被正式寫入《中共中

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

題的決定》。那麼，目前中國智

庫的發展狀況如何？又面臨着甚

麼問題？下文將一一探討。

■陳振寧、戴子熙

亞太國際關係學會

集思廣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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