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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世界格局跌宕起伏、波澜壮阔；2017 年，全球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

挑战。“英国脱欧”、“特朗普新政”……一只只“黑天鹅”飞过的背后，是各种

逆全球化思潮、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当“不确定性”成为最确定的事件时，智

库的重要性愈发凸显。能否未雨绸缪地关注到全球经济政治新动向，能否为政府

提供理性、前瞻性的政策建议，成为这个时代赋予智库的历史使命。

现代意义上的智库，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以美国为例，卡内

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布鲁金斯学会

（Brookings Institution）是那个时期智库的典型代表，这些智库十分强调研究的

独立性与科学性，它们的运作模式更接近于研究型大学，因此被称作“没有学生

的大学”。“二战”以后尤其是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在冷战和技术革命等因素的

作用下，世界政治格局和经济秩序发生重大变化，智库影响日益发酵，逐渐成为

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单元，以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国际战略研究中心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等为代表的智库深刻影响着美国的政治、经济、外交等方方面面。

随着各国对智库重要性的认识，目前全球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智库数量已近

7000 家，正如智库研究学者唐纳德•E.埃布尔森(Donald E.Abelson)教授所言，近

年来智库已经成为一种“全球现象”。

然而，我们发现，进入 21 世纪后，世界范围内每年新成立的智库数量出现

了下降的趋势，相较于 20 世纪最后 10 年，平均每年新增智库数量超过 140 家，

21 世纪头 15 年内，全球每年新增智库数量下降为 109 家。这种现象背后的深层

次原因何在？2015 年 10 月，《华盛顿邮报》上一篇来自 Amanda Bennett 的文章

《Are think tanks obsolete?》将当今智库生存环境的脆弱表露无遗。全球的智库正

面临着种种大考：金融危机“后遗症”不但影响了世界各国，更波及到各大智库，

很多国家及地方政府削减了公共政策研究的财政投入，某些国家比如加拿大一些

曾颇具规模和影响力的智库在金融危机后因“资金无法持续”等问题相继倒下；



媒体、咨询公司等成为智库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大数据时代则考验着智库研究人

员的数据“掌控力”，移动互联网、新媒体也在检验着智库的“传播力”……

我们也发现，大考面前，有些智库却能脱颖而出，比如成立于 2005 年的布

鲁盖尔国际经济研究所（Bruegel）在不到 10 年的时间里，迅速成长为一家国际

顶尖的经济政策智库，还有些智库可以做到“百年长青”，比如成立于 1916 年的

布鲁金斯学会。我们不禁要问，当竞争日益激烈时，为什么有些智库能够快速适

应新环境，保持“长盛不衰”？为什么有些智库可以迅速崛起，与世界顶尖智库

并驾齐驱？是什么样的组织架构与战略规划让它们得以“新生”？哪种类型的领

导力与文化有助于智库的发展？什么样的融资举措值得其他智库借鉴？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精心挑选了美国、英国、德国、墨西哥、意大利、比利

时、印度、中国、加拿大、日本等国家的三十多家智库作为考察对象，这些案例

中既有历史悠久的“百年智库”，也有时日尚短的“年轻智库”，既有规模很大的

“超级”智库，也有人数较少的“微型”智库。这些有着不同历史背景、不同研

究领域的智库都是各国智库中的“佼佼者”，它们的实践有着很好的借鉴意义，

从中我们也找到了问题的答案，那就是创新是它们成为“佼佼者”的关键。为了

使本书内容更翔实、可操作性更强，CCG 还联合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究项目

（TTCSP）、光明日报智库研究与发布中心、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举办了国

内首次专门围绕智库创新的“2016 中国智库创新峰会”，邀请了皇家国际事务研

究所（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in London）、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

国内外顶尖智库的代表，围绕智库创新进行经验介绍与交流。一次次的思想碰撞

积累了丰富的素材，为本书的写作奠定了基础。

2008 年，我们共同创办了全球化智库（CCG），近十年来我们走访了几十家

国际知名智库，与上百位国内外智库专家深入交流探讨，对国际智库的运行之道

了然于心。CCG每年出版 10 余部中英文研究著作，每年举办学术论坛、智库研

讨会等近百场，每年向中国政府有关部委提交建言献策报告百余份，影响和推动

着政府的相关政策制定。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探索者与实践者，我们在运营

智库的同时，也将多年的社会智库运营经验与管理心得总结升华，于 2014 年在

人民出版社推出了《大国智库》一书，分析了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智库的发展情

况，从宏观着眼，总结了国际智库发展的规律与作用，并勾勒出未来中国智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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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路径与前景。2016 年我们在中信出版社出版《大国背后的“第四力量”》一

书，从微观入手，将智库的运营与管理总结为“思想创新力、研究支撑力、社会

传播力、国际输出力和政策影响力”的“五力模型”。我们即将出版的《全球智

库》一书，集中了包括布鲁金斯学会、布鲁盖尔国际经济研究所、彼得森国际经

济研究所（The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欧洲对外关系委员

会（The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墨西哥对外关系委员会（The

Mexic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世界资源研究所（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国内外知名智库的最新创新案例，我们

将创新型智库建设的五大基石归纳为，共享领导、文化塑造、知识管理、组织管

理与战略规划，并总结出智库系统化创新的五大维度，即人才、研究、传播、资

金与合作。

“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

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

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

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1今天的中国，

正告别地区大国的身份，迎接世界大国的地位，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中国智慧与中

国方案，这是时代赋予中国智库的历史契机。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多次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强调治

国理政必须善于集中各方面的智慧，凝聚最广泛的力量。2015 年，中共中央办

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这

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推动智库发展的纲领性文件。2017 年 2 月，中央全面

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社会智库健康发展的若干意

见》，专门就社会智库的发展做出重要指示，对社会智库的发展具有重要的里程

碑意义，中国智库发展正迈入一个全新的时代。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智库只

有不断创新，才能在全球秩序重构、中国特色理论构建的历史机遇中把握住机会，

才能不负时代所托，在资政启民的道路上有所作为。

全球化智库(CCG)秘书长 苗绿

全球化智库（CCG）主任 王辉耀

1习近平主席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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