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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地方社科院智库定位意识评估结果

2015年中办、国办《意见》明确提出地方社
科院在智库建设中要“为地方党委和政府决策
服务，有条件的要为中央有关部门提供决策咨
询服务”的要求。《意见》明确了地方社科院是地
方政府的“思想库”“智囊团”的定位，为地方社
科院在智库建设中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建设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时代背景下，地方社科院
如何认清时代使命，勇敢担当历史职责，建设中
国特色新型智库，是贯彻落实十八大以来中央
关于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加强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战略举措，也
是适应形势发展，发挥自身优势以彰显智库地
位作用的必然选择。

要实现向新型智库的转型，不单单体现在
加强应用对策研究、实现从基础理论研究向应
用对策类研究的转变，更重要的是要实现思维
方式（自我描述）、运行体制（机构设置）、人才配
置（智库人才）的转变，要建立以公共政策为研
究对象，以影响政府决策为研究目标，以公共利
益为研究导向，着力为地方党委和政府决策服
务的智库定位意识，具有智库建设的主动性和
自觉性，发展出适合地方社科院的智库模式。

因此，地方社科院是否具有明确的自我认
知意识决定了地方社科院的智库定位，会直接
影响其智库功能的发挥。

分析地方社科院智库定位意识的指标所需
数据，来自面向31家地方社科院的调查问卷
（个别社科院数据缺失），以及31家地方社科院
官方网站数据。少量数据采自地方社科院领导
的讲话、访谈、总结类文件或文章。若自采内容
与各地方社科院填报内容有出入，以内容更详
实者优先采信。

课题组对31家地方社科院进行客观资料
收集、整理，并邀请专家对数据进行分析和评
估，采用阶梯赋分法分别对31家地方社科院按
档赋分。

（一）智库自我描述
本指标是根据31家地方社科院在官方网

站的自我描述中是否包含明确的智库功能做出
判断。本着选取字段必须是体现地方社科院智
库定位意识的关键性、代表性字段的原则，该指
标在智库功能的自我描述中选取“新型智库”

“思想库、智囊团”“应用对策研究”等字段，并采
用阶梯赋分法进行评价，分为“含有新型智库”

“含有思想库、智囊团”“隐含智库功能”“完全没
有涉及智库”四档。此四档赋分机制可完整覆
盖31家地方社科院。

数据显示，24家地方社科院明确表示自己
是“新型智库”，4家地方社科院的描述里有“思
想库、智囊团”字样，1家认为自己具有“对策研
究”的功能，只有2家地方社科院在自我描述中
完全没有涉及其智库功能或隐含智库功能。河
南社科院的官方网站直接命名为“中原智库”，
云南社科院网站同时挂“云南智库”字样，显示
出鲜明的智库属性。

数据显示，除极少数社科院外，各地方社科
院已具有明确的智库定位意识，并提出了要努
力建设新型智库的目标，努力成为党和政府的

“思想库”“智囊团”。
（二）智库机构设置
评估地方社科院是否具有智库定位意识的

第二个二级指标，是机构设置统计分析。地方
社科院的机构设置多年来大多延续以文、史、
哲、经、法等传统学科分类的研究所为主，而体
现智库功能的一些新兴学科和以现实问题为导
向的研究所或研究中心的设置则相对较少。本
指标是地方社科院解决“应用对策类”和“基础
研究类”两个团队整合、融合问题的重要指标。
根据地方社科院中是否设置有“专职或兼职的
智库研究机构或团队”或“具有显著智库特点的
机构或团队”，按项赋分。（见表3）

表3 地方社科院专、兼职智库研究机构
或团队数量（2017）

综合网络资料收集数据和调查问卷回收数
据可以看出，地方社科院智库现有机构设置仍
是以研究所为单位的学术架构，但是近年来各地
社科院在现有机构基础上，适度打破机构框架，
逐步开始建设专职或兼职的智库研究机构，以跨

学科整合研究资源，突出应用对策研究属性，新
建了一批交叉性很强的新型智库研究机构。

从表3可以看出，在新型智库机构的建设
中，四川、山东、黑龙江、福建、江西、内蒙古、广
东、河南、湖南、安徽等社科院表现较为突出。

（三）智库人才配置
人才是智库最核心的资产，而人才结构是

否合理直接关系智库整体功能的发挥。
本报告将地方社科院的人才宽口径上分为

两大类：科研人才和科研辅助人才（含行政
后勤人员）。在计算时，地方社科院人员总量减
去科研人才数量，得出科研辅助人员数量。科
研人才是智库产品生产的主力军，科辅人才是
地方社科院智库得以良性运行的保障力量。因
此，在这一指标中，我们设计了科研人才数量、
科辅人才数量和各自所占比例三个指标。科研
人才数量一定程度上可反映地方社科院智库的
生产能力，科辅人才比例一定程度上可反映地
方社科院智库的运行效率。（见表4、表5）

表4 地方社科院人才数量（2017）

表5 地方社科院科研辅助人员（含行政
后勤人员）占比情况（2017）

2017年，上海社科院以总人数760人，四川
社科院以总人数459名、科研人员312名的较大
优势居地方社科院人才数量前列。强大的人才
实力也促使上海社科院、四川社科院产出了大
批高质量科研成果。

在科研辅助人员指标上，2家地方社科院
科辅人员所占比例超过40%，最高的河北社科
院为41.77%，重庆社科院以41.32%的比例居第
二位。主要是这两家社科院分别与本省社科联
和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合署办公。其余地方社科
院科辅人员比例多在20%-35%之间。

适度的科辅人员比例，能够保证科研人员
得到较便捷的科研服务和后勤保障。西方智
库科辅人员承担了大量的融资任务，并负责与
政府沟通渠道的建设，以及用户开发的工作，
因此西方智库科辅人员的比例一般占60%以
上。地方社科院智库多是财政经费保障的事
业单位，科辅人员基本没有融资任务，30%左
右的科辅人员比例，基本可以满足地方社科院
智库的需要。

为适应新型智库的运行规律，多数地方社
科院的科辅人员结构需要调整。科辅部门除为
科研人员提供财务、后勤、行政、人事等服务外，
还应增加公共关系部门、国际交流部门、成果推
广部门的人员数量，构建更加科学合理的人才
结构，充分发挥科研辅助人员的作用，形成“你
科研、我服务、齐进步”的良好局面。

七、地方社科院智库产品意识评估结果

在经济学意义上，产品是向市场提供的，引
起注意、获取、使用或者消费，以满足欲望或需
要的任何东西。消费者购买的不只是产品的实
体，还包括产品的核心利益（即向消费者提供的
基本效用和利益）。智库产品就是智库的产出，
是智库机构向党委政府以及社会提供的成果和
服务。

诺贝尔经济学家科斯将市场分为商品市场
和思想市场。企业是商品市场的重要主体，智
库是思想市场的重要主体。而地方社科院智库
则是地方思想市场的重要主体和载体。

智库产品是衡量地方社科院智库的重要产
出指标，其产品的优劣直接决定了为经济社会

发展服务的能力。只有拥有了有质有量的智库
产品，才能更好地发挥自身作用。

在“社科院智库产品意识”一级指标下，设
置咨政报告（内参）、决策转化（批示）、论文产
品、课题产品、智库报告、智库活动（论坛会议、
咨询政策会）六个二级指标。

样本数据来源于各地方社科院填写的调查
问卷和CTTI数据库，以及中国知网CNKI数据
库检索查询所得。这些指标都是量化指标，能
够直观地反映出智库的产出，并映照地方社科
院智库产品意识的强弱。

数据显示，多数地方社科院智库高度重视
成果导向，强调智库产品质量。90%以上的地
方社科院紧紧围绕地方党委政府中心工作，为
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出谋划策”，全力做好
地方党委政府的“思想库”和“智囊团”，体现了
较强的智库咨政意识。

本报告不公布综合排名，只提供六个二级
指标的分项评估结果。

（一）咨政报告
本报告所指的咨政报告，即“内参”，是一种

具有参考性质的内部信息传播载体。广义的“内
参”可指任何机构搜集的供内部人员参考的信息
资料。在中国新闻传播体制中，“内参”是独特的
信息传播现象，也是党和政府治国理政的重要手
段。其读者群主要是党政军等各级领导层，这决
定了“内参”虽然传播范围较小，影响力却很大。

地方社科院智库的咨政报告（内参），主
要为省市级党委政府等部门做决策参考，其
数量和质量可以直观反映出地方社科院“思
想库”“智囊团”作用发挥的程度。2017年咨政
报告数据来源于地方社科院填写的调查问卷
和CTTI数据库，问卷填写即采信。咨政报告
分别采取加权赋值或按项赋值的原则进行测
评。（见表6）

表6 地方社科院咨政报告情况（2017）

2017年，各地方社科院积极向党委政府建
言献策，呈现出了一大批高质量的咨政报告。
其中，黑龙江社科院以374篇的呈报量遥遥领
先（主要是该院与省政府研究室合并后，增加
了省政府研究室的呈报量）；河北、福建、湖北社
科院分别以188、165、160篇的呈报量，居地方
社科院智库前列。

另一方面，数据显示，部分地方社科院咨政
报告数量较少，有的地方社科院咨政报告尚不
足10篇。地方社科院智库应该明确自身定位，
积极服务国家和地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努力
提高服务决策的能力和水平，争取产出更多高
质量的咨政产品。

（二）决策转化
本报告所指的决策转化，即“批示”，是上级

对下级书面报告的批注意见，是地方社科院获
得领导圈示、转办等意见的内部报告测评指标。

地方社科院获得批示情况可以较直观地反
映地方社科院的应用对策研究实力和水平。本
报告批示数据来源于地方社科院填写的调查问
卷和CTTI数据库。批示指标细分为国家级领
导批示、省部级领导批示，分别采取加权赋值或
按项赋值的原则进行测评。（见表7、表8）

表7 地方社科院省部级领导批示情况（2017）

2017年，地方社科院智库中，获省部级以
上领导批示最多的为黑龙江社科院，全年共获
得125项批示（含该省省政府研究室获批量），
展示出了黑龙江社科院良好的咨政效果。排
名第二的四川社科院获得86项批示。河北、
浙江、山东、江西、湖南、湖北、广东、重庆、辽

宁、吉林、贵州11家社科院获得批示量均在20
篇以上。

表8 2017年地方社科院国家级领导批示情况

从获得国家级领导批示的情况看，地方社
科院智库获批示较多的内部报告，多集中在京
津冀一体化等重大国家战略及边疆和少数民族
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方面。

数据显示，2017年地方社科院都有咨政报
告得到有关领导批示，但获得批示的情况差别
很大。以获得省部级领导批示为例，最多的全
年共获得125项，个别地方社科院全年仅1项。
这种指标的差距或许与当地领导的工作方式与
工作习惯有一定关联，但一定程度上也可反映
地方社科院智库对当地决策的影响力水平。

（三）论文产品
论文产品指标是指地方社科院2017年全

年在国内公开报刊发表的论文总量。数据除来
自调查问卷外，还采自CTTI数据库、中国知网
（CNKI）数据资源总库，通过关键字段检索，机
器录取。举例说明：安徽社会科学院，由于统计
口径和发文单位的不确定，为求得全部安徽社
科院2017年发文情况，进行了“作者单位：安徽
社会科学院”，或者“作者单位：安徽社科院”，或
者“作者单位：安徽省社科院”，或者“作者单位：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检索策略设定。发文时间
设定为：2017年1月1日—2017年12月31日。
检索共计130篇文献。在检索出的130篇文献
基础上，选择文献来源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
文索引（2017-2018）来源期刊（含拓展版）进行
限定，进行二次检索。其他地方社科院发文情
况检索策略参照安徽社科院设置。

对采集到的数据，根据德尔菲法进行人工
复检和分类，机器计算得出应用对策类论文所
占比例。

若自采数据与地方社科院填报的问卷数据
有出入，则选择数据高者优先采信。（见表9）

表9 地方社科院CNKI发文情况（2017）

统计显示，全国31家地方社科院的应用对
策类论文占2017年发文总量的比例大部分在
30%-50%之间。（见表10）

表10 地方社科院应用对策类论文占比
情况（2017）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社科院名称

海南社科院

青海社科院

甘肃社科院

江苏社科院

山东社科院

广东社科院

重庆社科院

天津社科院

贵州社科院

河南社科院

比例

66.67%

58.33%

51.81%

51.24%

51.21%

50.21%

50%

45.53%

44.61%

44.03%

（四）课题产品
本报告所指“课题产品”，包括国家级课题、

省级课题和横向课题。数据来源于各地方社科
院填写的调查问卷和CTTI数据库。课题指标
分为国家级课题、省部级课题、横向课题三项分
指标，按课题种类和应用对策类所占比例加权
赋分，从而得出相关数据。 （下转7版）

地方社科院智库意识评估报告（中）
□山东社科院智库研究中心课题组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社科院名称

四川社科院

山东社科院

黑龙江社科院

福建社科院

江西社科院

内蒙古社科院

广东社科院

河南社科院

湖南社科院

安徽社科院

社科院名称

上海社科院

四川社科院

黑龙江社科院

河北社科院

吉林社科院

山东社科院

云南社科院

广东社科院

北京社科院

新疆社科院

河南社科院

天津社科院

总人数

760（采自网络）

459

366

316

299

286

285

246

241

225

218

216

科研人员数量

--

312

218

184

201

182

262

185

192

179

171

166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社科院名称

河北社科院

重庆社科院

浙江社科院

山东社科院

黑龙江社科院

西藏社科院

陕西社科院

湖北社科院

吉林社科院

四川社科院

比例

41.77%

41.32%

37.42%

36.36%

36%

33.58%

33.54%

33.33%

32.78%

32.03%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社科院名称

黑龙江社科院

河北社科院

福建社科院

湖北社科院

江西社科院

辽宁社科院

山东社科院、四川社科院

云南社科院

湖南社科院

浙江社科院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社科院名称

黑龙江社科院

四川社科院

河北社科院

浙江社科院

山东社科院

江西社科院

湖南社科院

湖北社科院

重庆社科院、广东社科院

贵州社科院、吉林社科院、辽宁社科院

排名

1

2

3

4

5

6

7

社科院名称

辽宁社科院

湖北社科院

河北社科院、西藏社科院

黑龙江社科院、江西社科院、内蒙古社
科院、青海社科院

北京社科院、广东社科院、新疆社科院

福建社科院、吉林社科院

贵州社科院、湖南社科院、江苏社科
院、四川社科院、云南社科院

排
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社科院名称

上海社科院

四川社科院

天津社科院

北京社科院

山东社科院

江苏社科院

河南社科院

福建社科院

黑龙江社科院

广东社科院、
湖北社科院

发文
总量

1244

590

369

348

286

283

268

261

249

237

CSSCI来源期刊发文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社科院名称

上海社科院

北京社科院

山东社科院

四川社科院

江苏社科院

福建社科院

湖南社科院

吉林社科院

湖北社科院

云南社科院

论文数量

444

115

102

99

96

88

73

59

49

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