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12月28日第12版 字号 : [大]  [中] [小] 打印

首页 > 评论文摘

一流学科与新型智库建设的﹃三协同﹄
2021-12-28

　　近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作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和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重

大战略部署。这为新时代高质量推进高校一流学科和新型智库建设提供了重要遵循。高校要立足两个百年交汇和“十四五”开局的战略基点，把

握新时代从高等教育大国到高等教育强国的历史性跨越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阶段，厘清高校智库与一流学科两者间的功能互补、发展互促，

以及建设过程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着力构建一流学科与高校智库协同发展、内涵发展、融合发展的新格局，重点全面做好“三个协同”。

　　加强战略规划协同。一流学科是一流大学的立校之本、治学之基。高校智库是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重要组成。当前，需要将一流学科和高

校智库两者有机统一于一流大学建设系统规划和整体布局之中，在管理架构、实施路径、战略评价等方面充分考虑各自发展现状、功能定位、特

色优势、内在规律，加强顶层设计和战略协同，提高政治站位，着力高起点谋划。

　　高校智库建设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新型智库建设的系列论述和重要批示贯穿始

终。高校智库研究要以服务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为宗旨，专注于政策研究与决策咨询的独特方法、模式与路径，围绕党和国家的政策精神，通过熟

练运用学科理论并基于实地调研，深入分析现实存在的问题，为破解国家治理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提供学术支撑。把一流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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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高校智库的战略规划纳入到一流大学战略规划的全局中去系统谋划、顶层设计，要突破传统的学科范式，坚持继承创新，优化资源配置，完善

体制机制，统筹推进高校一流学科和高校智库双向融合发展。

　　推进制度创新协同。战略层面的协同需要制度层面的联动来细化和固化，要全面推动高校智库内部治理、工作运行、管理运营、人才机制、

考核评价、经费制度等全方位的系统设计、改革创新和积极探索。高校智库作为知识密集型组织，需要通过持续的体制机制改革，不断增强对智

库人才的吸引和培养。高校智库制度建设的主要目标，是要形成勇于创新、敢于探索、精于调研、乐于共享合作的文化氛围和激励机制，激发创

造活力。要从顶层设计开始，突出改革重点，协调校内人力资源、财务等相关机构协同优化人事管理、薪酬管理、科研评价、财务预决算等方面

的改革举措，以服务智库专家科研创新为原则，持续提高智库专家工作的便利度和舒心度。

　　一流学科是高校智库建设和功能实现的基础，要深化“学科导向”，对标世界一流，遵循学科建设规律，聚焦核心关键问题，深入开展基础

性、学术性和科学性探究，不断生产厚实、创新性的思想知识，丰富“象牙塔”的内涵，支撑高校智库在“问题导向”下开展跨学科、多领域研

究，产出更高质量的智力成果。着力优先培育优势学科，重点打造特色学科，积极发展新兴交叉学科，促进学科融合互动和对话交流。不断创新

学科培育的管理模式、科学制定“学科-智库”平台培育制度，推动学科资源与智库共享、学科教师与智库专家广泛合作，构建优势学科群。形成

有利于学科间对话交流的共享机制，完善学科互动机制、学科交叉机制和跨学科研究人才培养机制，提升学科建设整体质量和内涵水平，为智库

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和支撑。

　　促进资源配置协同。学科建设的目标是更好满足高校立德树人的服务宗旨。学科成为高校当前重构教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基本建制。一流

学科将成为一流大学的核心和基础，也构成了世界高等教育资源分布的基本格局。高校智库是一流学科特别是人文社会学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一流大学服务社会功能的路径表达。

　　高校智库在聚焦国家战略需求相关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研究时，往往涉及社会科学多个领域、多个组织和多个学科，不是靠某个学者、单

个学科的力量就能够解决的。要推动科研组织形式改革，突破传统的学科、学院与智库之间的壁垒，积极推行由跨学科专家组成的“矩阵式”

“项目制”组织形式，以项目为导向，组建包括多个专业的跨学科研究团队，加强与其他智库、学科组织之间的互动协同，开展对政府重大决策

咨询项目的跨学科研究和联合攻关团队，做强核心专业领域，提高智库产品的质量。打造跨学科、跨智库的合作研究机制，实现交叉学科、多个

高校智库间的有机协同和资源整合，使多元主体围绕重大项目开展高水平研究，形成协同领域广泛、协同主体多元、协同平台扎实和协同路径多

样的资源整合新格局。同时，要整合国家、地方各级资源，加强互动联系，服务国家治理和地方发展，集聚人才、科研、资源等独特优势，服务

一流学科建设，推动学科交叉互动和融合发展，加强国内外高端优质资源整合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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