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几年，国家出台一系列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
设的政策，其中大学智库建设受到高度重视。 大学

智库发展快速，建设数量逐年增加。 但与发展速度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大学智库的影响力十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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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能够为政府决策建言献策且被采纳的大学智库
屈指可数。 影响力不足不利于大学智库的长远发
展。 因此，基于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发布
的智库名录，遴选出72所“985工程”高校智库，分析
我国研究型大学智库影响力及其影响因素，并尝试
对我国大学智库的进一步建设和发展提出解决对
策。

一、研究假设

“智库”一词最早使用于美国，用于描述二战期间
制定战争计划的军事服务部门， 后来拓展到从事经
济、政治、社会等公共问题研究的机构。 我国学者也尝
试对智库进行定义，但至今没有统一。 本研究将智库
定义为专注于公共政策研究的非营利性机构。 大学智
库指的是设置于大学内部的从事公共政策研究和决
策咨询的机构。

影响力是智库的核心价值所在，指通过各种传播
途径、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左右他人决策的能力，体现
了其在政策研究界的地位。 出版物、文献发表等智库
成果产出是智库影响力的直接影响因素。 据此本文提
出下列假设。

假设H1：我国研究型大学智库产出（P）对智库的
影响力（I）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徐晓虎等将智库规模（人数）作为衡量智库影响
力的重要人力指标。［1］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
也将智库研究人员作为影响力排名的评价指标。［2］据
此本文又提出下列假设。

假设H2：我国研究型大学智库规模（S）对智库的
影响力（I）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某种程度上，智库成立的年限对其影响力也会产
生影响。一般认为成立的时间越长，影响力会越大。据
此又提出假设3。

假设H3：我国研究型大学智库成立年限（T）对智
库的影响力（I）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二、数据与方法

（一）变量及数据来源

1. 因变量
高水平的大学智库是培养高质量人才的有效途

径，也是政府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重要保证。 对大
学智库影响力进行评价， 可以规范大学智库发展，促

进智库资源优化，提高整体智库的研究能力。
目前，国内学者在进行智库影响力研究时，主要

采用问卷和访谈的研究方法，主观性较强，缺少基于
客观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尝试基于网络数据测算研
究型大学智库影响力，采用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
中心的分类方法， 将大学智库影响力分为决策影响
力、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三个维度变量，对这三
个变量的值进行统计。

决策影响力。 决策影响力主要是指大学智库通过
各种渠道和方式，把对政策的分析、观点和主张传递
给政策制定者，从而影响政策制定的能力。 党报是宣
传党的方针政策的重要工具，可以统计大学智库在党
报中的出现次数， 并以此作为衡量决策影响力的指
标。 本文充分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以CNKI中国重要
报纸全文数据库作为遴选范围。

学术影响力。 学术影响力主要指大学智库通过发
表学术论文、撰写专著或报纸文章等方式，以专业性、
科学性和前瞻性的研究对某些公共问题产生影响的
能力。 期刊被引量反映了文章被引用的频繁程度，反
映了文章的认可度和实际价值。本文拟通过CNKI学术
期刊网络数据库， 统计发表于CSSCI期刊的文章被引
量，以此作为学术影响力的指标。

社会影响力。 社会影响力主要是指大学智库对社
会的影响能力，主要体现为社会公众对智库机构成果
或者智库专家观点的认可和支持程度。 可以通过大学
智库在大众媒体中出现的频次加以度量。 本文按百度
新闻的“新闻标题”进行检索，根据检索到的相关条数
作为社会影响力的衡量指标。

2. 其他变量及其数据来源
根据前文研究假设，拟定三个自变量。 一是智库

产出。 在 CNKI 数据库作者单位一栏设定大学智库
名称，将搜索到的期刊文献数、报纸文献数、国际会
议文献数、国内会议文献以及辑刊文献数加总，合作
发表的文章也包含在内。 二是智库规模。 智库规模很
难衡量，将智库的研究人员人数作为替代指标，而且
只统计专职研究人员，不包括行政人员和兼职人员。
三是智库成立的年限。 通过对72所研究型大学智库
官网信息的挖掘，确定成立的时间，并计算出成立年
限。 具体如表1所示。

（二）研究对象选择

基于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发布的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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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库名录，选出80 所“985工程”大学智库，剔除掉8所
信息欠缺或是网站建设不健全的大学智库，以剩下的
72所大学智库作为研究对象。 具体分布如图1所示，主
要集中于北京、上海及东部沿海城市，呈现明显的“东
多西少”状态。

变量名称 表示符 变量描述 均值 标准差

智库成立
年限

T 2018减去智库成立年份 13.78 8.11

自变量

智库产出 P CNKI数据库中文献数 291.24 530.99

智库规模 S 专职研究人员数 18.86 14.03

因变量

智库
影响力

I 决策影响力、学士影响
力和社会影响力之和

1�973.17 3�689.42

表 1 变量及数字特性

图 1 我国研究型大学智库省份分布

三、我国研究型大学智库影响力及其
影响因素分析

1. 影响力描述性统计
本研究利用网络采集的数据来度量研究型大学

智库影响力。 表2是我国研究型大学智库影响力的描
述性统计。 表2显示，党报提及量、期刊被引量、新闻提
及数的均值分别为 8.82、1901.53 和 62.8194，期刊被

引量要远远高于党报提及量和新闻提及数。 同时我们
可以看出，决策影响力、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这
三个变量的峰态系数和偏态系数都远大于零，这充分
说明样本中存在极端值，个别大学智库的影响力指标
较为突出，间接验证了我国大学智库发展的不均衡。

2. 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1）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是回归分析的基础，反映的是两个变量

之间的关系强度。 要分析智库影响力的影响因素，首
先需要进行相关分析。 本研究利用SPSS22.0统计分析
软件对数据进行相关分析，采用双变量分析，结果如
表3所示。可以看出，影响力（I）与智库产出（P）、成立年
限（T）具有相关性，其中与智库产出（P）的相关系数最
高，为0.725。 而与智库规模（S）却没有显示出相关性。
如此，我们在下面的因果分析中，需要剔除掉智库规
模，对剩下的两个变量进行分析。

（2）回归分析
利用 SPSS22.0进行多元回归分析， 置信度设为

0.05，结果显示回归模型调整后的R2为56%，说明模型

N 72 65 56 72

影响力 成立年限 智库规模 智库产出

显著性
（双侧）

0.001 0.855 0.042

N 65 65 49 65

智库
规模

皮尔森
(Pearson)
相关

0.223 -0.027 1 0.221

显著性
（双侧）

0.098 0.855 0.102

N 56 49 56 56

智库
产出

皮尔森
(Pearson)
相关

0.725** 0.254* 0.221 1

显著性
（双侧）

0.000 0.042 0.102

成立
年限

皮尔森
(Pearson)
相关

0.386** 1 -0.027 0.254*

影响力

皮尔森
(Pearson)
相关

1 0.386** 0.223 0.725**

显著性
（双侧）

0.001 0.098 0.000

N 72 65 56 72

表3 相关分析

注:**. 置信度（双侧）为 0.01。
*. 置信度（双侧）为 0.05。

影响力 决策影响力 学术影响力 社会影响力

指标 党报提及量 期刊被引量 新闻提及数

偏态系数 5.127 2.198 1.714

平均数 8.82 1 901.53 62.819 4

峰态系数 32.861 3.743 5.209

N 72 72 72

标准差 20.367 3 676.001 53.019 08

表2 智库影响力描述性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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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a.因变量:影响力（I）

模型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T 显著性
共线性统计

B 标准错误 贝塔 允差 VIF

（常数） -723.791 597.550 -1.211 .230

成立年限 97.102 38.610 .215 2.515 .015 .936 1.069

智库产出 4.483 .569 .675 7.883 .000 .936 1.069

表5 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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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解释因变量方差变化的56%，拟合良好。
此外，通过表4可以看出，回归分析显著性检验的

概率等于0，小于显著性水平 0.05，故认为因变量I和
自变量的回归方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再进一步通过
对表5中VIF值的判断，可以发现全部都小于5，说明不
存在多重共线，证明自变量的选择是合适的。

表4 ANOVAa

856�712�485.138 64

模型 平方和 df 平均值平方 F 显著性

492�700�006.398 2 246�350�003.199 41.959 .000b

364�012�478.741 62 5�871�169.012

总计

回归

残差

注：a.因变量:影响力（I）；

b. 预测变量：（常数），智库产出, 成立年限。

3. 研究结论
（1）我国研究型大学智库的智库产出与影响力呈

正相关。 从相关分析的结果来看，智库产出和影响力
的相关系数高达0.725。 这说明智库产出是智库影响
力的关键影响因素。 影响力包括决策影响力、学术影
响力和社会影响力，进一步分析智库产出对这三方面
的影响，可以发现智库产出与学术影响力的相关性最
高，决策影响力次之，最低是社会影响力。

（2）我国研究型大学智库成立的时限与影响力也
呈正相关，但相关系数不大。 这说明时间长短并非是
智库影响力的重要因素。 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
是成立时间较长的一些大学智库是基于历史需求而
建立的，虽然在过去发挥了智库的功能，但是现在存
在的意义并不大；二是很多新成立的智库是适应社会

发展需要设立的，需要在短期内做出成果，再加上中
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大环境，使其得到快速发展。

（3）我国研究型大学智库规模与智库影响力弱相
关，这一定程度上说明单纯增加大学智库研究人员的
数量，不会提高智库的影响力，应更加注重智库研究
人员的质量。

四、对策建议

1. 拓宽科研成果转化渠道
研究发现，智库产出是智库影响力的关键影响因

素。 科研成果转化缺乏渠道或者转化率低下是制约大
学智库产出的重要原因。［3］要想提高我国研究型大学
智库影响力，需要加强智库成果转化，提高成果转化
率，增加智库产出。 为此，我国研究型大学智库应该积
极进行变革。

（1）建立自身学术推广机制
良好的学术推广机制可以提高大学智库的竞争

力和影响力。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作为我国的高端大
学智库之一，出版的《国情报告》已经成为中央和地方

政府决策的重要参考, 但是我国绝大多数的智库还未
创办刊物，缺少与外界的互动渠道。 我国研究型大学
智库可以借鉴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的运行思路，创办
自身研究领域的学术期刊或者学术出版物，将研究成
果发表在刊物上，不仅为智库传播其思想提供了一种
途径，也为外界了解智库研究内容提供了便利。 此外，
大学智库也可以通过举办研讨会、学术会议和国际论
坛等形式， 加强学校之间甚至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
并借助互联网进行大范围的报道，积极引导公众舆论
支持，在社会上产生影响。

（2）加强大学智库的信息公开
合作的基础是信任， 而信任的基础则是信息对

称。［4］加强智库信息公开，实现信息交流，对提升大学
智库影响力有重要作用。 目前，我国研究型大学智库
的信息公开程度相对较低，不少智库的主页找不到成
立时间、研究人员、研究课题、研究成果等信息，甚至
有些没有专门的网页，限制了公众和其他机构对智库
的了解。 因此我国研究型大学智库应该完善信息公开
机制，及时公布和更新智库信息，不仅可提高大学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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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的影响力，也可为大学智库提供很多潜在的合作机
会，催生出更多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3）搭建智库成果共享平台
信息共享、资源互补，有助于增加智库产出，提高

智库成果质量。 我国研究型大学智库建设时间较短，
运行机制很不完善，没有形成稳定的与政府、企业、媒
体等不同主体的互动模式， 很难利用不同主体的优
势，多角度、全方位地提出决策建议。 我们可以尝试搭
建智库成果共享平台，整合智库、高校、政府、企业和
媒体等多方资源、与不同机构开展深度合作，集聚各
方智慧和力量， 汇聚和展示我国智库研究和智库发
展。 通过这个平台，各方资源可以随时进行交流和共
享，各研究团队也可以共同协商智库成果的转化和智
库产品的深加工等问题，不仅可以及时、全面地反映
智库最新成果，还可以宣传和对接国际层面的智库研
究，吸引政府和社会对智库研究的持续关注，有利于
大学智库的长远发展。

2.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人力资源是智库核心竞争力，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是大学智库良好运行的必要条件。 通过研究，可以初
步得出研究型大学智库影响力与研究人员数量无关
的结论，所以大学智库建设应该精简队伍，提高研究
人员质量。 为此，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 研究队伍多元化
合理的人员结构是科学研究的重要保证。我国研

究型大学智库研究人员绝大多数具有名校博士学
位，但是学科背景和任职经历比较单一，这就局限了
研究视野和研究领域。 智库是为政府提供决策咨询
的政策研究机构， 往往需要多个学科的思想融合和
交叉互动，这就要求智库研究人员的多元化。 我国研
究型大学智库应该坚持开放发展的新理念， 结合智
库发展现状，加强人才队伍建设，采取不拘一格的开
放式选拔方式，不同年龄结构、不同学科背景、不同
工作经历的人员进行合理配置， 提高研究水平和专
业能力。［5 ］

（2）研究队伍专职化
专职化的研究队伍是智库建设的基础。我国研究

型大学智库的研究者多是各个院系的兼职老师，还
有较多的访问学者和客座教授， 表面看起来研究队
伍很庞大， 但实际上这些研究人员没有充足的精力
投身到智库工作中。 我们可以用较高的薪资标准聘

任专职的研究人员，建立专业的研究团队，并提供研
究经费的资助。 同时健全人才引进和发展的长效机
制， 重视人才的选拔和考评， 注重人才的培养和激
励， 破除智库管理体制机制障碍， 促进教师专业发
展。［6 ］

（3）学习欧美智库的“旋转门”机制
欧美的“旋转门”制度是一种智库和政府之间进

行人才交流的有效机制。 从任职经历来看，我国研究
型大学智库研究人员主要在大学任职。 近些年，大学
智库也出现了与政府部门之间的人才交流现象，例如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创始人易纲，于2018年被
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派遣
大学智库的学者定期进入政府决策机构挂职。 但总体
上看，试图建立“旋转门”制度的大学智库仅占极少
数，无法满足大学智库建设的总体需求。 我国教育部
2014年印发的《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
划》中明确提出要加强政府官员和高校智库核心专家
之间的人才交流。［7］我国研究型大学智库应该继续贯
彻这一政策指向，促进研究人员和政府官员的自由流
动，优化人员配置，加强与政府的深度交流融合，形成
政产学研间人才交叉流动的良好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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