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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编制缩减、人员老化、管理僵化等体制背

景下，地方社科院智库用人机制不活、激励机制
乏力、人才结构失调，必然导致人才引不进、留
不住、用不好、长不壮，同时还面临人才向高校
等其他机构流失的普遍压力。这是地方社科院
智库建设中亟需破解的难题。

4.体制机制改革仍在路上
地方社科院向智库转型，需要在整个运行

模式上做出变革，涵盖观念变革、机构重组、人
员调配、标准革新等一系列根本性变革，是体制
机制的系统性变革。

所谓系统，是指由一些相互联系、相互作
用、相互影响的组成部分构成并具有某些功能
的整体。系统内的结构以及各结构间的关联关
系，决定了系统的整体性和功能。地方社科院
向现代智库的转型，需要根据现代智库运作的
特点和规律，通过组织、改变、调整系统组成部
分之间、层次结构之间以及与外部环境之间的
关联关系，使它们在新的运作模式中相互协调
与协同，从而使系统整体上涌现出我们希望的
和最好的功能。

现代智库研究涉及多学科多领域，一项研
究可能需要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行为科学、地
理科学、思维科学等多学科交叉研究。地方社
科院智库历史沿革下来的研究所模式，已不适
应现代智库的要求。因此，社会科学创新工程
是地方社科院自我变革、自我调整的良好契
机。地方社科院应树立鲜明的智库意识，进而
指导未来的智库行为，加快推动体制机制变革，
向现代智库的目标迈进。

总之，本报告数据显示，地方社科院智库已
具备较强的智库意识，并将不断适应新型智库
发展的要求，在智库行为上持续做出调整。虽
然面临许多实际困难，地方社科院智库的改革
步伐不会停止，其核心竞争力将逐步明晰，并将
实现与其他智库间的差异化错位发展，不断提
升智库运营效率和服务水平。

十一、后记

本报告是山东社科院智库研究中心的一项
探索性集体研究，是对地方社科院智库发展的

一次深层次思考。报告选取全国31家省级地
方社科院为样本，试图通过一定的指标体系，反
映地方社科院向智库转型过程中因智库意识的
变化，带来的自身职能定位、内部治理、外部关
系等的改变与调整，从而对地方社科院系统的
智库意识形成大致的判断。希望本报告能够为
地方社科院提供参考，进一步促进地方社科院
智库的转型发展。

本报告汲取了各地方社科院、高校、媒体、
智库研究机构等众多专家的建设性意见。光明
日报、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与山
东社科院共同开发的“CTTI-ASS社科院智库数
据管理与评价系统”为本次报告提供了基础数
据支撑。课题组在此对光明日报和南京大学中
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致以诚挚的感谢！

全国31家地方社科院对本次调查给予了
充分支持，28家社科院的科研部门在较短的时
间内填写了复杂的问卷，一些社科院收到反馈
后又作了数据补充，并对报告结果提出了中肯
的意见，课题组在此对28家社科院表示诚挚的
感谢！上海、山西、广西社科院因种种原因，虽
未能参与问卷的填写，但三家社科院与山东社
科院经常互访交流，对山东社科院智库建设提

出了宝贵的建议，对课题组的此次调研给予了
充分理解，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智库评价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任何一
项评价指标体系都难称完美。本报告的评价指
标体系设计也囿于统计数据的限制，不得不舍
弃一些指标。同时，由于各社科院对调查问卷
的理解不同，数据填报口径可能有所差异，加上
课题组水平有限，本报告难免存在不足或缺憾，
恳请大家提出批评和意见。

本报告仅代表山东社科院智库研究中心的
研究结论。

（课题主持人：黄晋鸿）

布鲁金斯学会何以成为世界第一智库

在全球智库界，美国的布鲁金斯学会无疑
是一面高高飘扬的旗帜，它在TTCSP的全球智
库综合排名中已经连续多年蝉联榜首。那么，布
鲁金斯学会何以能在全球智库界独领风骚呢？

一、悠久的历史

布鲁金斯学会不是智库界的“暴发户”，而
是家世深厚的“贵族”。它多年来一直雄踞全球
智库之首，与其悠久的历史、深厚的积淀有着重
要的关系。笔者2017年在美国乔治梅森大学
学习智库研究方法时，曾就“布鲁金斯学会何以
成为世界第一智库”这个问题请教过多位前来
授课的美国资深智库专家，他们无一例外地都
将其“历史悠久”作为第一原因。布鲁金斯学会
成立于1916年3月，2016年度过了百年华诞。
其实，作为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机构，一百年
的历史并不算多么漫长，但是在全球7815家现
代智库中，布鲁金斯学会的历史却最为悠久，堪
称现代智库的开山鼻祖。

20世纪初，在美国发生了一场范围广泛、
影响深远的社会运动和思潮，这就是“进步主义
运动”，来自密苏里州最大城市圣路易斯市的企
业家、慈善家、华盛顿大学董事会主席罗伯特·
布鲁金斯积极参加了这场运动。为了更有效地
反对和遏止政府的贪婪和腐败，提高政府管理
效率，1916年3月，他和其他8位来自企业界、
法律界和银行业的人士一起，发起成立了美国
历史上第一个从事公共政策研究的私人组织

“政府研究所”。1922年和1924年，他又分别创
建了经济研究所和罗伯特·布鲁金斯研究院，并
于1927年将这3个机构合并为布鲁金斯学会，
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智库。悠
久的历史根基，形成了布鲁金斯学会深厚的历
史积淀，为它的长盛不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历
史动力。

多年来，布鲁金斯学会虽然贵为世界第一
智库，在国内外智库界风光无限，但在发展过
程中也遇到了一些困难和挑战。尽管如此，在
可预见的未来，布鲁金斯学会在影响力方面仍
将会保持世界第一智库的地位，并在现有基础
上针对存在的问题和困难进行改革，进而得到
进一步的发展。这一点，在布鲁金斯学会百年
庆典时有关负责人的讲话中可以清楚地看
到。学会董事会联合主席约翰·桑顿和大卫·
罗宾斯坦、时任学会总裁的斯特罗布·塔尔博
特等人都表示，布鲁金斯学会未来将在秉承其
百年荣耀的基础上，继续高举“高品质、独立
性、影响力”的大旗，通过对美国和全球重大问
题的一系列高质量研究及其有效传播，在智库
界继续领跑。

二、独特的组织结构

智库要形成强大的影响力，必须具备一定
的规模。在智库人员素质，或者说成果产出能
力和水平等因素差异不大的情况下，规模往往
会成为决定智库影响力大小的决定因素，即数
量决定质量。对于布鲁金斯学会而言，情况也
是如此。如今，布鲁金斯学会不仅是全美规模
最大的智库，在TTCSP评选出的2017年全球10
大最顶级智库中，布鲁金斯学会也是规模最大
的。根据布鲁金斯学会官网提供的信息，它目
前拥有超过388位权威专家，从事着28个研究
项目，提供有关公共政策方面的高质量研究、政
策建议和分析报告。

有了一定的人员规模，就必须有合适的组
织结构。相对于中国智库而言，布鲁金斯学会
的组织结构比较独特。布鲁金斯学会由董事会
领导，董事会的61名成员都是知名企业家、银
行家和学者。学会设有总裁 1 名，副总裁 9
名。组织结构的设置反映了学会的研究全貌
与特色，组织结构的调整也体现了学会研究重
点与研究领域的演进过程。创立之初，布鲁金
斯学会由3个研究所合并而来，研究领域依据
政治和经济两大学科进行划分，机构设置与研
究领域相统一。随着世界形势的复杂化和多
元化，国际国内出现了很多新的问题，布鲁金
斯学会也开始根据新的变化调整组织结构与
研究范围，逐渐形成新的发展模式。目前，布
鲁金斯学会形成了研究部、研究中心、研究项
目 3 个由高到低的矩阵式层级组织运行机
制。但是，研究部、研究中心以及研究项目之
间并没有严格的隶属关系，研究中心和研究项
目的启动与关闭也会根据世界时事演变情况
进行动态调整与协调。学会目前拥有5个研
究部、15个政策研究中心、3个海外研究中心，
以及28个研究项目。在内部管理上，研究部、
研究中心和研究课题之间没有固定的隶属关
系，一切工作都围绕着研究而运转，以拿出高质
量的研究成果为工作目标。此外，布鲁金斯学
会还设置有财务部、运营部、对外联络部、管理
培训、出版社等部门，其日常工作都是为政策研
究部门提供支持和服务。

三、全方位的独立性

独立性是对现代智库的最基本要求，每一
个智库都会将独立性作为自己孜孜以求的目
标。布鲁金斯学会作为世界顶级智库的代表，
一直把“独立性、高质量、影响力”作为一以贯之
的信条和灵魂，认为这是自己拥有全球信誉度
的核心所在。在这三大核心价值中，又以“独立
性”最为核心和关键，也因此最为学会所珍视。

布鲁金斯学会董事会主席约翰·桑顿认
为，任何一个智库的声誉，都和它的独立性密
切相关。独立性包含了几个方面。首先是思
想的独立。布鲁金斯学会的学者以开放的思
维来开始他们的研究项目，并通过对事实的
客观分析获得结论。在美国两党制的政治环
境中，独立性也意味着学者们把自己定位为
一个非党派机构的成员。布鲁金斯学会强调
机构本身的独立性、学者的独立性和财政独
立。每一个学者不应受到政治、经济、社会
（宗教）势力影响，应避免政治偏见，并根据自
己的判断和研究得出客观的结论。布鲁金斯
学会作为机构不能持有政治立场，但学者本
身可以持有政治立场，不过，这些学者的政治
立场和政治倾向绝对不能以“布鲁金斯学会”
的名义表现出来，甚至不能以学会的名义参
与政治活动。尤其是在大选年，学会的学者
不得以学会名义、不得利用学会资源、不得在
上班时间给某一党派候选人助选或提供咨询
服务。一个明显的例子是，虽然许多人认为
布鲁金斯学会比较亲民主党，但事实上也会
有共和党的干将到布鲁金斯学会做总裁，比
如现任董事会主席兼中国研究中心约翰·桑
顿及前任总裁就是共和党人。在财政独立方
面，布鲁金斯学会作为非营利性机构，其运作
资金来自于创始人布鲁金斯的基金、社会捐
款及出版物收入等，由学会财务部门专门管
理，并在其官网上发布年度财务报告，接受公
众监督。

四、多元化的经费来源

一定的经费保障，是智库能够成功运行的
基本保证条件。智库虽然有官方、民间和大学
依附型等类型之分，但它们的经费来源一般都
是多渠道、多样化的。国外智库的资金收入基
本上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种主要渠道：一是非政
府资助，主要是指私人、基金会、企业自愿给予
智库的经济支持，它一般是智库主要资金来源，
所占比重最大；二是政府财政资助，接受这种资
金来源的主要是官方或半官方智库；三是合同
收入，营利性智库的资金主要来源于此；四是原
有资金的增值；五是出版所得。

根据《布鲁金斯学会年报（2017）》提供的数
据，在2016年7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学会全
部业务收入（11733.6万美元）中，投资收入1534.2
万元，占全部收入的13.1%；捐赠收入9684.4万
元，占全部收入的82.5%；项目服务收入42万元，
占学会全部收入的0.36%；设施租赁及其他收入
300.5万元，占学会全部收入的2.6%。可见，布鲁
金斯学会的经费来源虽然非常广泛，但捐赠收入
占了全部收入的绝大部分。在捐赠者中，大企
业、基金会及私人捐助所占的比例最大。比尔和
梅林达·盖茨基金会、哈钦斯家族基金会、摩根大
通公司、罗伯特·博世基金会、纽约卡内基公司等
都在捐赠榜上名列前茅。也有数量不少的捐赠
是来自政府，但主要是一些外国政府，如卡塔尔、
挪威、澳大利亚、阿联酋、丹麦、英国等。对布鲁
金斯学会来说，大量接受政府捐款，这是近年来
出现的一个新情况。除了捐赠收入，布鲁金斯学
会的第二大收入来源是自有基金收入，占到了学
会全部收入的11%。对布鲁金斯学会来说，这是
一笔重要的稳定收入。

五、完善的传播途径

智库的生命力在于其影响力，而影响力的获
得，则要依靠有效的传播。因此，智库不仅要有
高水平的研究人员和高质量的研究成果，还要有
完善的传播途径，以便及时地把智库专家及其成
果成功地宣传推广出去。布鲁金斯学会之所以
多年占据世界第一智库的宝座，与其非常重视传
播，具有丰富完善的传播渠道是密不可分的。

布鲁金斯学会非常注重网站建设，将其视
为对外传播的首选工具。2016年夏天，布鲁金
斯学会启动了新网站（Brookings.edu）。2016年
7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访客浏览学会官
网页面的平均时间增长了156%。在世界各大
智库网站中，布鲁金斯学会网站的总网页数以
数倍的优势超越其他网站，而且该网站的其他
指标也在评比中遥遥领先。

在新媒体、自媒体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布
鲁金斯学会对报刊、电视、电台等传统媒体仍然
给予高度重视。它与美国及全球的主流媒体都
有互动，在世界范围内的主要报纸上很难有一
天完全没有布鲁金斯学会及其学者的采访，主
要电台、电视台也很难有一天看不到布鲁金斯
学会的名字。

使用多种传播手段、借助各类媒体平台推
广和传播学会的研究成果，正成为布鲁金斯学
会发展与舆论传播的新形态。据统计，2016年
7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一年中，布鲁金斯
学会的照片墙用户增加了49%，领英用户增长
了30%，脸书用户增长了37%，推特用户增长了
27%，向外发送了550万份电子邮件通讯，在各
网站发布消息320万条。

布鲁金斯学会经常召开大大小小的各种讨

论会、报告会、讲座和答谢午宴等活动，邀请相关
专家、政府官员、新闻记者等参加。据统计，2016
年7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一年中，它在世界
各地举办了211场活动，参加者达24164人。

布鲁金斯学会出版社每年出版40部左右
的专著，同时，还出版《布鲁金斯经济活动文集》
等期刊。随着数字化传播技术的发展，布鲁金
斯出版社的运行模式正在向数字作品转型。另
外，学会还办有《布鲁金斯学会通讯》，以纸质和
电子版的形式免费向国内外读者赠送。

六、良性的人员流动机制

智库人员与政府官员的频繁交流任职，是
美国智库的一大特色，由此形成了著名的“旋转
门”机制。特别是在总统换届之年，这一特点更
是表现的淋漓尽致。布鲁金斯学会作为美国最
老牌而且最大牌的智库，历来是卸任后的政府
官员趋之若鹜的学术殿堂，也是新政府、尤其是
民主党政府大量招募人才的蓄水池。据统计，
从1945年杜鲁门政府上台到21世纪初，美国各
届政府任命的来自布鲁金斯学会的学者担任政
府高官达70多名。如此典型的“旋转门”现象
是布鲁金斯学会最为骄傲，也是其能够吸引才
华横溢的学者和足智多谋的政治家加盟学会的
原动力，更是学会数年来能够始终在众多智库
中独占鳌头的重要因素。

布鲁金斯学会的现任高管许多都曾有在政
府部门任职的经历。在现任总裁和9名副总裁
中，至少有6人曾在美国政府、军队或国会任职。
例如，总裁约翰·卢瑟福·艾伦就曾担任过美国海
军陆战队四星上将，也是北约国际安全援助部队
（ISAF）和驻阿富汗美军前指挥官。前任高管中，
也大多曾在政府部门任职。例如，2002—2017年
担任学会总裁的斯特罗布S·塔尔博特就曾担任
过国务卿特别顾问、副国务卿、国务院外交政策
委员会主席等职。在布鲁金斯学会的现有著名
学者中，曾担任过政府或企业高管的人更是大
有人在，例如前美联储主席耶伦、布坎南，前美联
储副主席科恩、里夫林和布林德，前总统经济顾
问委员会主席弗曼和贝利，前总统经济顾问委员
会成员布莱克、香博和斯多克等。

七、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布鲁金斯学会之所以成为世界第一智库，
归根结底，靠的是其高素质的研究人员创造的
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是这些研究成果对公共政
策所产生的广泛而深刻影响。悠久的历史、独
特的组织结构、全方位的独立性、多元化的经费
来源、完善的传播途径和良性的人员流动机制
等，为其研究者的高质量研究成果的产生提供
了基础。正如学会董事会主席约翰·桑顿在接
受采访时指出：“任何一个智库的成功首先都取
决于它所拥有的专家的实力。”由于拥有顶尖
的、高素质的研究人员，以及研究人员不受资
金、指标等外部环境的干扰，使得研究人员能够
集中精力于研究工作，保证了研究成果的高质
量、权威性和持续性。

在布鲁金斯学会的百年历史上，产生了太
多太多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其中许多成果对政
府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为联合国、马歇尔计
划、国会预算办公室的建立，为放松管制政策、
税制改革政策、福利改革政策和对外援助政策
的制定做出了贡献。

（作者为山东社科院人口所所长、研究员）

□崔树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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