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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hink tank platform is the basis for the think tank to realize the co-construction and sharing of 
data resources, and is the main suppor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ink tanks. At present, the con-
struction of China’s local think tank platform is still relatively backward in terms of data resource 
acquisition, establishment of expert database, display of achievements and publicity. By analyz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local think tank platform construction, an integrated model of internatio-
nalized local think tank platform based on big data is constructed to provide basic services for lo-
cal construc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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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智库平台是智库实现数据资源共建共享的基础，是智库建设的主要支撑。目前我国地方智库平台的建设

在数据资源获取、专家库的建立、成果的展示与宣传方面仍处于相对落后状态。通过分析地方智库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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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现状，构建基于大数据的国际化地方智库平台的整合模型，以便为我国地方建设提供基础性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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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5 年 1 月 20 号公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

各省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大力发展智库建设，截至 2018 年 6 月底，中国一共有 34 个省级行政区划单位，

除了中国港澳台地区之外，其余的 31 个省级行政区都建立了政府政策研究室、党校/行政学院、高校、

社科院等智库。但是地方的智库平台的发展却落后于国家级智库平台。智库平台建设的落后导致了地方

智库人员在研究中面临着数据不全、信息不通畅等问题，产生智库间存在重复研究现象，造成研究效率

低、资源的浪费等问题。本文针对地方智库平台建设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措施，为地方新型智库建设提

供参考。 

2. 智库平台建设是地方智库体系建设的主要支撑 

目前我国智库类型主要分为国家级智库和地方级智库，地方智库主要由各级政府下属的政策研究室、

党校/行政学院、高校智库、社科院以及民间智库等组成[1]，地方级智库是我国智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因

此，加强地方智库平台建设、完善地方级智库建设体系，有助于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新型智库的发展，符

合《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的客观要求。 
智库平台载体是指与智库研究工作主体相关的环境及条件，是智库进行有关活动的舞台；而建设地

方智库平台，就是更好地为智库研究工作创造所需的这些环境及舞台，以便于让智库产品更广泛地传播

到大众视野，让智库研究出的政策方案进入到公共政策的议程，进一步影响政府的决策部门。智库平台

与智库本身有着很大的区别和联系。一般而言，新型智库体系包括智库研究主体、所需要素资源、智库

平台这三个维度。智库平台是连接智库研究主体与所需 要素资源之间的纽带，更是整个地方智库建设是

否能够落到实处的关键节点。因此地方智库平台建设的好坏，直接关系着整个地方智库体系建设的成败

[2]。 
智库平台的建设是实现智库研究工作的基础，有助于汇集各种特色智库机构和相关企业实行共建、

共享、共用机制，为智库之间的沟通交流提供快捷通道，提高数据资源的使用效率，减少智库间重复研

究现象。利用大数据技术建设国际化智库平台，通过对海量数据进行获取整理分析，及时跟进目标国的

政策变动，为我国“走出去”的企业提供风险预测；还可以追踪本地的各项经济文化建设的进展，用客

观真实的数据来反映当地建设的成就或短板；同时对当地政策实施前和实施后社会反响情况、公众政策

诉求情况 进行分析，提升智库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基于大数据技术，探索创建以数据为纽带的开放型合

作平台，形成覆盖数据、金融、商贸、旅游、文化等多个领域的服务平台，为我国的经济文化建设的提

供基础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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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方智库平台建设存在的问题 

地方智库平台建设的主要任务就是为智库决策工作提供服务，本文依据智库决策工作过程“调查研

究——加工生产——成果推介” 及所需的智库平台“研究平台、辅助平台、成果载体平台、成果传播平

台”对我国地方智库目前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3]。 

3.1. 研究平台缺乏专业人才 

研究平台是指从事智库产品创造的组织机构，具有专业化、组织化、实体化的特点[3]。据美国宾夕

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发布的《全球智库报告 2017》列表中，我国智库数量以 512 家智

库居于世界第二，虽说我国地方智库研究平台数量很多，但是质量却参差不齐。智库研究工作主要的资

源是人力资源，而目前我国智库研究平台的瓶颈就是缺乏智库研究方面的专业人才，智库研究工作的人

才队伍建设还未形成，掌握大数据技术的人才更是甚少[4]。同时我国地方智库真正意义上的三主体互动

旋转模式也尚未建立，“旋转门”机制目前只呈现出单向性，智库与政府间的信息传递不通畅，而且政

府官员参与智库研究工作的大多都是退休人员[5]。 

3.2. 辅助平台数据资源匮乏 

辅助平台是为研究平台提供信息帮助和技术性支撑，主要功能是利用智库、高校图书馆、政府相关

部门信息数据库进行资源整合，打造公共资源数据共建共享服务平台。特别是在大数据背景下，应用大

数据技术将成为智库辅助平台工作中最基础乃最重要的工具。地方智库辅助平台由于检索人员水平不足、

资金限制，很难做到查全、查准智库 研究工作中所需资源，缺少特色及重点行业的相关资源，专家很难

进行系统化研究工作；地方政府对辅助平台建设的重视度不高、投入不足，导致其专业化程度不高；可

供参考的数据主要是传统文献资源和公共数据库，在进行分析时缺少应有的工具及技术的支撑，常用的

分析手段仍是外部统计调研；重复建设现象严重，共建共享程度不足，无法形成完整的信息资源保障体

系[6]。 

3.3. 成果载体平台传统守旧 

智库的产品主要是思想、理念或理论，智库成果的载体一般是研究报告、蓝皮书、访谈评论、期刊

文献和宣传文章等。由于获取蓝皮书和研究报告过程繁琐，很多其他类型的服务平台采用 Spring MVC
技术对所获得的数据进行可视化展示，而智库平台针对成果可视化展示的研究几乎为零。另外，对智库

而言，卓越的政策专家也是一种重要的智库成果载体。在欧美著名智库单位中，研究人员会在政府部门

与智库单位间进行不断的角色变换。这样不仅可以避免智库研究工作陷入纯理论性研究中，又帮助智库

进入决策议程，提高研究成果的应用，而我国地方智库研究单位都是各自为政。 

3.4. 成果传播平台缺乏创新 

对于现代新型智库而言，主动传播智库研究成果，使之嵌入政府政策议程，让智库研究专家与决策

者形成供给与需求的链接才是智库的生存价值。根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报告，全球智库中最佳使用

多媒体技术、最佳借助互联网和社会媒体，而没有一个是中国智库[3]。我国地方智库虽然有外语网站页

面，但很少及时更新，处于一个较为封闭的状态。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地方智库的手脚，再加上一

些制度和程序上的限制，使得部分地方智库对于开展国际合作存在忽视心理，进一步遏制了地方智库的

国际化进程[1]。在网络平台与自媒体公众平台处于快速发展时期，为了更好传播智库成果，必须打造一

个具有国际交流对话的智库传播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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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于大数据的地方智库平台建设措施 

地方智库数据信息资料服务体系处于初始建设阶段，大数据技术的运用还处于摸索阶段；整体架构

仍不完善，相对完整的智库信息服务能力还未形成。建设辅助平台、成果载体平台、传播平台都是服务

于智库研究工作，是智库体系建设的一种支撑，是实现数据资源共建共享的基础，针对地方智库平台建

设提出如下图 1 所示的整合模型。 

4.1. 利用大数据技术为研究平台挖掘专业人才 

目前我国地方智库研究平台面临的瓶颈问题是缺乏专业人才，而我国是一个聚集着众多优秀人才的

人口大国，利用大数据中的持续挖掘技术对全国智库研究人才进行挖掘，利用大数据技术对供需信息进

行持续匹配，关联信息持续交叉组合挖掘出智库研究平台所需的人才，同时为了实现有效人才的高效利

用，联合当地政府实行“智库人才共享”政策，采用“不问所在、但求其用”的人才流动模式，保障智

库研究人才的在不丢失原来工作的基础上参与到本地智库研究工作中来。同时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

符合本地人才共享的法律规范，加快全国智库人才流动领域立法的进程，保障人才共享和交流合作的顺

利实施和开展[7]。 

4.2. 利用 FRID 技术为辅助平台采集数据信息 

翔实完备的信息数据库是高端智库科学研究的基本保证，须重视数据库和数据共享平台的开发，善

于利用大数据技术获取海量数据，并注重数据度挖掘、多重方式处理、多维使用。本文采用“RFID 无线

电采集数据技术 + 智库”方法为地方智库平台的数据采集工作提供新思路，工作流程如图 2 所示。 
为每个地方智库机构设置传感器节点，传感器采集节点将采集的数据传输给汇聚点，最后通过无

线局域网，将汇聚的数据传输到辽宁省智库服务平台服务器的数据处理模块后，通过服务器上的后端

处理模块，将数据进行封装后，将数据统一传输给数据管理系统，再将数据封装成 xml 格式文件，再

通过广域网连接到数据中心进行处理后存储起来。同时，当智库之间进行交流讨论时，或者组办活动

时，需要对后续的资料进行收集、整理和加工，这样智库在研究时就可以做到系统统筹，避免低水平

的重复研究。 
 

 
Figure 1. Integration model of local think tank platform based on big data 
图 1. 基于大数据的地方智库平台的整合模型 

 

 
Figure 2. Flow chart of database establishment of auxiliary platform 
图 2. 辅助平台数据库建立流程图 

研究平台 辅助平台

成果载体平台成果传播平台

数据挖掘+专业人才 RFID技术+智库

SpringMVC 可视化技
术+研究成果

国际化+大数据分析
网络新媒体+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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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利用 Spring MVC 技术对智库成果进行可视化展示 

智库成果载体一般是研究报告、蓝皮书、访谈评论、期刊、宣传文章以及政策专家等。地方智库服

务平台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将各个智库的研究成果进行收集、整理并可视化展示给用户。采用 Spring 
MVC 技术对智库服务平台所获得的底层数据进行可视化展示，方便其他智库的参考与利用，这在很大程

度上减少了资源的浪费，提高地方智库研究效率。Spring 框架包含多种视图技术。根据本大数据服务平

台的需求：需要实现可视化的监控和数据分析效果。因此就需要将底层的大数据持久化，并且向顶层提

供多样化的服务。Spring 框架中的 Spring MVC 具有很好的分离数据模型、业务逻辑和视图等优点，使得

后期开发和维护中，能够很好的进行优化和维护。 

4.4. 利用网络新媒体建设国际化智库成果传播平台 

智库平台不仅要丰富数据库、人才库，更需将智库产品进行传播，立足在中国，放眼世界，构建国

际化智库传播平台是我国地方智库平台建设目前的着重点和突破点。传统的传播方式有：①搭建论坛、

举办讲座、设立专栏等交流平台；②加强和高层次学术期刊的合作，对研究成果编制成专著进行出版。

在“互联网+”及自媒体快速发展时代，为了让智库研究成果进入公众视野，探索建立“网络新媒体 + 智
库”新型模式，抖音短视频的快速走红说明了传播媒介已经悄然发生改变，新时代的受众者更倾向于图

片、声音、视频等形式的传播形式。音频媒体用其活跃度来增加地方智库研究成果的受众面，提高地方

智库的社会感染力，成果传播平台需借助国际互联网平台以更受大众欢迎的图片、声音、视频等形式将

智库的研究成果进行传播，同时也增加了媒体内容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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