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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的课题组收集了国内外有关智库的大量文献、资料，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独辟蹊
径，把触角伸入首都社会主义新智库这个独特领域，进行调查研究、深入探索，完成了这个实践性很
强的课题研究任务。
建设首都社会主义新智库既是一项新的实践探索，也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该领域的研究成果很少，
系统研究的专著几乎没有，因此研究工作具有开拓性。
面对这项开拓性工作，课题组迎难而上、加班加点地工作、付出辛勤劳动，取得了现在的成果。
这个成果质量如何有待实践的检验和专家学者的评判，其中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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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国家级半官方智库中的党政机关下属事业单位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下属的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科技部下属的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
属的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下属的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等。
科研院所也分两类，一类是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如中国科学院，另一类是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如中国
社会科学院。
中国科学院自1949年成立之日起，便承担起国家智库的重任，并涌现出许多的满怀报国之情的专家、
学者，他们积极向国家最高决策层建言献策，向各级决策层提交了一批卓有见地的咨询报告，产生了
很好的影响，对我国科学技术及经济社会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例如我国知识创新工程试点正是由其在深入调研基础上向中央提交了“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建设国家
创新体系”的报告，中央依此报告做出英明决策的结果。
而中国社会科学院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学术机构和综合研究中心，它学科分布全面，拥有
几乎所有人文和社会科学学科的专家、学者，这种专家队伍的多样化使得中国社会科学院能够承接党
中央和国务院以及相关部门经常交办的多种研究任务。
在事业单位中，还有另一个特殊组织机构，即中央党校和行政学院，他们在承担培养党员领导干部和
政府机关公务人员的同时，在科研及政策咨询等方面也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和功能。
地方级非官方智库则包括独立设置的专业研究（咨询）机构，如，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北京市政府专
家顾问团等。
　　（3）首都大学智库　　北京是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高校密度最高的地区。
这些数量众多的高等院校具有学术研究氛围浓厚、研究者队伍学术专业素养高以及便利的科研条件等
特征，使其成为政策思想生产和知识创新的另一类研究重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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