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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思想库是以公共政策为研究对象，以影响国内和国际政策选择为目标，提供决策方

案和对策建议等智力产品的研究机构。本文全面在回顾全球思想库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对思

想库的分类、特点进行了归纳总结，并思想库未来发展面临的挑战以及趋势进行了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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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库，又称智库、脑库或者智囊团，是以公共政策为研究对象，以影响国内和国际政

策选择为目标，提供决策方案和对策建议等智力产品的研究机构。一方面，思想库可以被视

为民主社会的主要政策行动者之一，从而确保一个多元化、开放和负责任的政策分析、研究、

决策和评估过程。另一方面，思想库也是拥有独立主张的特殊利益集团的代名词。 
1. 思想库分类 
思想库可以隶属于政党、政府、利益集团、私营企业，或者由独立的非政府组织（NGOs）

组成。这些机构通常架起了学术界与决策者之间沟通的桥梁，将基础的、应用型研究转化为

决策者和公众可以理解、信赖和运用的语言和方式。尽管思想库在研究领域、人员规模、资

金来源、运作模式等方面存在诸多不同，但是绝大多数思想库仍然可以按照隶属类型分为以

下6类： 
（1）独立、自治的思想库。即指独立于任何一个利益集团或者捐助集团，自主进行机

构的运作。例如，加拿大公共政策研究所、美国城市研究所等。 
（2）半独立的思想库。即指独立于政府，但是主要的运作资金源于某些利益集团（如

工会、宗教团体等）、捐助者或者委托研究机构，并且它们对思想库的运作产生了重大影响。

例如，美国皮尤全球气候变化中心、世界资源研究所等。 
（3）附属于大学的思想库。通常是指大学下设的政策研究中心。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

际动态研究所、耶鲁大学经济发展中心等都是这一类型的思想库。 
（4）附属于党派的思想库。即指正式归属于某一政党，为其政策提供决策咨询的研究

机构。例如，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和企业公共政策研究所分别是附属于民主党、共和党的思想

库。 
（5）附属于政府的思想库。一般作为政府体系的一部分，为政府首脑和部门领导层决

策提供服务和支撑的机构。例如，美国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法国科学技术研究咨询委员会

等。 
（6）政府半官方的思想库。是指独立于政府体系之外，但是资金来源主要是政府拨款

和委托研究合同。例如，美国兰德公司、斯坦福研究所等。 
2. 发展现状 
总体而言，思想库是构成当今民主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思想库的存在有助于建设

一个具有活力的民主社会，但是思想库支持全球民主社会的潜力还有待挖掘。全球决策者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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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的共同难题是在其决策过程中获得专业知识。而决策者和思想库面临的挑战在于利用浩如

烟海的知识、信息等及时、准确地为全球公益事业做出科学决策。 
根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最新调查结果，全球目前有6305个思想库，其中北美和欧洲的

思想库占主导地位，分别占到全球比重的30%和28%，其次为亚洲的思想库，占全球比重的

19%，随后依次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非洲、中东与北非地区、大洋洲的思想库，所占

全球的比重分别为10%、8%、4%和1%（图1）。全球思想库的快速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国际

交流、信息收集与创新性政策分析的发展。 
 

 

图 1  全球思想库分布状况（据McGann，2010） 

过去几十年，思想库的发展一直处于蓬勃发展态势。不仅思想库的数量快速增加，而且

思想库的研究领域和影响力也在日益扩大。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见证了思想库数量的快速

增长，21世纪以来思想库的增长速率有所放缓（图2）。 
 

 
图 2  全球思想库随时间的增长情况（据McGann，2010） 

虽然思想库只是一个国家众多民间社会活动参与者之一，但是它们却充当着政治和经济

改革的催化剂。思想库主要通过利用集体智慧，充分发挥组织智商来研究公共政策问题，并

向决策者提供最优的理论指导、政策措施和解决方案。总体而言，全球思想库呈现出以下特

点： 

（1）灵活合理的组织机制。绝大数思想库都由董事会或者理事会负责管理，但是组织

形式却灵活多样，没有固定的组织模式，机构随自身的发展和社会需求的变化而改变，有的

按专业体系进行设置，有的按照任务或项目来源进行组织。同时，为了提高运行效率，一些

思想库会在人员配备以及部门设置等方面引入人性化的管理理念，如在人员配置上，研究人

员一般都配有研究和行政助手；在部门设置上，有负责资料、信息和数据分析的机构。 



（2）市场化的筹资方式。市场化运作方式是思想库运行机制的一大特色。它们的经费

来源主要有以下 4 个：①书籍出版和学术会议所获得的经营收入；②政府委托研究的合同收

入；③基金会的赠款；④企业和个人的捐助。其中，主要收入来源是社会捐赠或者委托研究，

特别是基金会或其他组织与个人的捐赠。尽管思想库有相当一部分资金是募集而来，但捐助

者不能对思想库的具体研究活动进行横加干涉，从而保持了思想库的独立性和专业性。 

（3）人才队伍建设。国外思想库一般通过公开招聘的方式吸纳高素质人才，包括离任

的政府官员、学有所长的专家学者和名牌大学毕业的年轻精英。各思想库在内部制定严格的

绩效评估制度和考核聘任制度，根据定期考核的结果决定研究人员的晋升、续聘或解聘。还

包括固定人员和流动人员合理配置的用人制度，对高级研究人员实行长期聘任制，对作为助

手的中初级研究人员实行短期聘用制；同时建立访问学者制度，吸收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参与

自己的课题研究，拓展课题研究的社会基础。此外，还配备了专业的信息技术开发人员和网

站管理人员进行技术开发与网站维护等相关工作。 

（4）成果评价与推广机制。国外思想库大多通过建立良好的成果评价体系来保证研究

成果的质量和水平，并建立健全成果推广机制发挥政策咨询、公众舆论引导等作用。成果推

广机制包括：①发表专题著作或研究报告；②定期出版刊物；③出席国会听证会；④召开媒

体发布会；⑤承担政府委托课题；⑥参加国际会议。此外，它们还组织一系列广泛的教育项

目, 目的是增进公众对有争议问题的理解, 以便形成良好的互动机制。 

（5）信息支撑平台。历史悠久、财力雄厚的思想库会根据研究需要和特色，构建自己

的数据库和信息系统，使研究人员获取最有用的信息成为可能。例如，世界资源研究所就建

立了以计算机人工智能为基础的智能信息检索系统，有效支撑了战略情报研究，并扩大了它

在科学界的影响力和传播力。 

3. 未来趋势 
思想库是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产物，它的发展将随时代步伐和各国社会的需要而不断

变化。总体而言，全球思想库发展将呈现出以下趋势： 
（1）独立性的实现与保持。虽然各思想库在组织结构、运作方式、人员构成等方面存

在诸多差异，但是大多数思想库都拥有共同的目标，即产生高质量的研究与分析成果，以影

响公共决策。与此同时，所有的思想库都面临着相同的挑战：如何实现并维持其独立性？问

题的关键在于并不是所有的思想库都能真正地实现经济、制度和法律上的独立，并为公共决

策提供咨询。这一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尤为突出，因为这些国家思想库的资金

来源以及民间团体活动都非常有限。这也成为区别南北半球思想库的显著特征。 
（2）全球化发展布局。尽管世界各地相继成立了许多新思想库，但是越来越多的思想

库开始着眼于全球化发展。许多思想库都在执行其全球化发展战略，并且纷纷在其总部以外

的其他国家或者地区建立相应的业务中心，例如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布鲁金斯学会和兰

德公司。这些机构已经形成了新生的思想库网络，以促进政策与规划的制定和评估，并作为

链接国家、区域或者全球范围内的民间社会团体的纽带。 
（3）重视交流与合作。思想库的全球化发展战略提高了它们向不同受众传播知识与观

点的能力，并使决策者在制定政策时更多地使用现成的研究成果。随着思想库数量和规模的

持续增长，并呈现出跨国形式，与政策有关的知识和研究人员素养也将持续增加。因此，新

的思想和知识也将持续快速涌现，并为决策者所用。而全球层面的政策辩论将有助于减少研

究过程中的缺陷与失误，因此，加强研究人员与决策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就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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