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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在智库中的定位与作为



挑战与机遇并存

可持续发展

移动图书馆移动互联网

开放获取

科技创新

智库战略

知识服务

学科服务

智库服务

数字图书馆数字化网络化

适应时代变化
适应国家战略
不是“赶时髦”

用户需求驱动
服务能力驱动

战略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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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1、智库是什么？智库需要什么？

2、图书馆如何在智库建设中发挥作用？

3、《智库理论与实践》的创刊与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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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库是什么？智库需要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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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智库？

 薛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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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社会责任为研
究准则的独立非营利性研究机构。

 詹姆斯·麦甘(JamesG.McGann)：智

库是参与和分析公共政策研究，对
国内国际问题进行政策导向研究、
分析并提出建议的组织，从而使得
决策者和公众对公共政策作出明智
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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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库的功能与需求

资政
启民
伐谋
孕才

公共政策
战略规划

学术研究
公共支撑

王文

图情领域
相关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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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库的三个特质

影响力

（impact）

质量

（quality）

独立性

（independence）

客观性与可信度
（credibilty）

快速而有效地传播
（communication）

选题策划与研究能力
（competence）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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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如何在智库建设中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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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决策、面向公众发布战略咨询研究成果，形成
六个产品序列：

（1）中国科学院学部咨询报告；

（2）中国科学院月度动态快报；

（3）中国科学院年度报告系列；

（4）中国科学院中长期研究报告系列；

（5）中国科学院专题研究报告；

（6）传播中国科学院科学思想、科学理念和科学文
化的成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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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60年历史。2009年研究所挂牌青岛市科学技术
发展战略研究所。

 发展重点转变为：
承担全市科技发展重大战略的前瞻性与综合性研究；

研究中长期科技发展需求，开展技术预测；开展高新
技术产业关键技术选择、重点领域和主导产业技术发
展趋势研究；

跟踪国内外科技发展动态，为重大科技决策提供服务；

科技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科技查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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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界的智库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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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德方

原：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所长

现：科技部政策法规与监督司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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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夷山

原：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副所长

现：科技部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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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涛

原：中国医科院医学信息研究所所长/图书馆馆长

现：国家卫计委医药卫生科技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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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为什么要参与智库建设？

 图书馆需要将文献潜力转化为服务优势。

 图书馆需要以用户、需求和服务为中心。

 图书馆需要将服务延伸到管理和决策领域。

intelligene knowlege

data information

solution

到馆服务 网络服务

教学支撑 科研支撑

管理与决策
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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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在智库建设中优势

 信息资源的强大基础：具有拥有信息资源、工具的先
天优势与条件，但需要将资源能力转化为服务能力。

 用户服务的强烈意识：不断提升用户服务的层次、水
平、深度与能力。

 信息工具的运用分析能力：运用工具开展数据挖掘、
关联分析、可视化展现与知识发现。

 情报研究与分析的方法：定量定性相结合的方法支撑，
成为转化为智库研究的核心能力。

 跨学科协同与合作：调动馆内外多方合作，重组业务
架构、布局和体系。

 客观中立的研究立场：没有利害冲突，具有第三方的
独立性，不受委托方（出资方）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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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在智库建设中劣势

管理层缺乏前瞻性设计与规划，缺乏对智
库的认知与认同。

图书馆行业对自身定位和价值的怀疑，缺
乏职业洞察与更高目标的追逐。

图书馆员对低水平服务的满足感，缺乏强
烈的进取心和竞争意识。

图书馆创新意识与能力薄弱，不敢接受挑
战与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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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成为智库性机构的条件

实现三个延伸：

 由开展data、information的研究

与服务，延伸到提供基于研究与
分析的决策咨询建议或报告；

 由开展学科领域的研究，延伸到
面向科技、产业、经济、社会与
管理等创新领域的研究；

 由面向馆内用户、一般用户的常
规服务，延伸到面向管理与决策
层的战略与决策支撑研究。

美丽的
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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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成为智库性机构的条件

实现三个转变：

 由资源的采集与提供利用，
转变为知识的挖掘、分析与
利用；

 由图书馆员，转变为学科情
报专家、信息分析专家和智
库专家；

 由“图书馆”，转变为知识
管理、知识服务、具有智库
功能的机构。

知识的
喷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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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需要做什么

 制订规划：重新布局业务体系，将智库建设作为图书馆新的
业务增长点和制高点。

 积极沟通：了解政策与决策部门需求，协同工作，找到参与
智库的切入点。

 培养队伍：参加智库会议，加强智库的培训，提高智库的参
与能力。

 从基础做起：从支撑（情报）到协同（合作团队）到独立
（具有智库功能的机构）。

 加强宣传：通过各种媒体，向政府、决策部门与公众宣传图
书馆的能力和成果,扩大影响力。

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
敢想敢做。

Nothing is Impossible!22



3
《智库理论与实践》

的创刊与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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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库建设与研究需要理论支撑

• 智库学术研究（什么是智库？智库的功能？
智库的运行机制？智库评价，等等）

• 智库建设模式与机制（智库选题策划？智
库运作模式？智库报告撰写？）

• 智库经验分享（国内外最佳实践；失败的
案例分析；智库成果向公共政策的转化机
制；智库人才培养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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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国际）第一份以智库命名的学术期刊

率先实
现科学
技术跨
越发展

率先建
成国家
创新人
才高地

率先建
成国家
高水平
科技智

库
率先建
设国际
一流科
研机构

2016年2月28日正
式出版创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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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库理论与实践》的宗旨和定位

定位：三位一体
探索智库理论

支撑智库建设

传播智库成果

主要栏目：
特稿/专稿、理论研究、智

库建设、专家访谈、案例
剖析、智库评价、智库报
告、智库扫描等。

关注重点
 智库基本理论、科研方法

研究、智库影响力、智库
评价指标及方法与体系研
究；

 智库的组织管理、运行模
式、人才培养、经费投入、
建设经验，国内外智库发
展特点与案例分析；

 智库研究报告、政策建议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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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智库专家和智库机构的作用

编委阵容：51人
24人来自国家第一批高端智库机构

机构类别 机构名称 人数

高校

清华（李正风、朱旭峰），人大（王文、卢小宾、刘元春），北大（李广建、
谢新洲），南京大学（孙建军、李刚），武汉大学（方卿、李纲），复旦
（张怡）、上海大学（熊励）、南京理工大学（王曰芬）、北京理工（魏一
鸣）

15

科研院所

中科院（刘细文、张薇、初景利、张志强、张智雄、张晓林、樊杰、何传启、
黄季焜、霍国庆、冷伏海、黎建辉、李晓轩、柳卸林、曲建升、谭宗颖、汪
寿阳、吴家睿、杨晓光、于建荣），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刘鲁鱼），中国
信息通信研究院（鲁春丛），中国科协（王春法），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
（王积鹏），中国科学技术战略发展研究院（武夷山）

25

社科院 中国社科院（沈进建），上海社科院（王世伟），湖南社科院（周湘智） 3

党政部门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龚旭、郑永和），科技部（贺德方），国务院发展研
究中心（李志军），中科院学部（谢光锋），国家行政学院（王满传）

6

社会智库 重庆智库（王佳宁） 1

军队 中国兵器装备研究院（吴明曦）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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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智库系列学术会议

邀请近20位国内、外智库
专家到会作学术报告

有决策部门（中宣部）、
高校、国内外各类高端智库
代表等300余人参会
将成为系列
016年11月11日在南京，
主题：
2017年8月在重庆）

党政部门代表

刘建生

国内外高端智库
代表

徐臻

沈进建

齐晔

Laulence

知名社会智库
代表

高校智库代表

王佳宁

柯银斌

李刚 张怡

沈固朝 闵学勤28



举办智库能力系列培训
 拟召开“2016智库能力与新型智库建设研修班

 时间：7月13日-16日

 地点：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意
向
授
课
专
家

主题：智库能力与新型智库建设
分主题一（7月14日）：宏观政策形势分析与智库规划
1.新型智库内涵式发展模式
2.科技体制改革与创新政策走向
3.科技智库的功能定位与任务设计
4.国际经济形势与智库能力建设
5.新型智库与国际传播
6.国家高端智库体制改革与创新
7.中国新型智库的战略定位与运营模式
分主题二（7月15日）：智库能力建设与最佳实践
1.决策建议的线索甄别和撰写
2.智库研究报告的撰写
3.智库如何服务中央决策
4.一流智库高水平成果的质量管理机制
5.科学思维与智库报告（内参）的撰写
6.智库型媒体与智库学术研究
7.大数据分析与智库建设
分主题三（7月16日）：智库面临的问题与解决对策
1.智库建设的关键问题及解决思路
2.如何借鉴国际经验加强我国智库差别化管理和评价
3.国外智库建设镜鉴
4.新型高校智库建设
5.官方智库经费使用管理制约与改革思路
6.媒体与智库的生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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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智库学术研究方向

学术期刊是开展学
科体系、学术体系、
话语体系建设的重
要阵地。

智库学？
中国智库学？

专业学位点
（硕士、博士）

博后流动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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