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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智库智力资本获取机制模型构建及应用

要要要基于创新驱动发展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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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目的 / 意义]智力资本是高校智库重要的无形资产和核心竞争力，研究其智力资本获取机制对打造高水平高校智库

具有重要意义。[方法 / 过程]通过文献回顾，明确高校智库智力资本的构成要素与获取途径，基于创新驱动发展理论，构建

创新驱动的高校智库智力资本获取机制模型，并应用该模型对国内外 100 家知名高校智库智力资本获取机制进行现状分析。

[结果 / 结论]创新驱动的高校智库智力资本获取机制模型由人力资本、结构资本和关系资本 3 个获取途径组成，其中，人力

资本获取是高校智库获取智力资本最主要的途径，作为辅助途径的结构资本获取和关系资本获取，对人力资本获取起到保障

和促进作用。对建设一流的中国高校智库的对策建议是：形成有效的人力资本获取模式；建立完善的结构资本获取渠道；打

造立体化关系资本获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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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智库 渊Think Tank冤 是由有明确研究方向的尧 复合

学科背景的各类专家组成袁 基于对知识的获取尧 开发

利用和创新袁 为决策者处理复杂问题提供最佳理论尧
策略尧 方法尧 思想等的政策研究咨询机构[1]遥 高校智库

是一种隶属于大学的从事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的知识

密集型组织袁 与政府智库尧 社会智库并列为现代智库

的 野三驾马车冶 [2]遥 高校智库依托高层次人才集聚尧 强

大的教育与知识资源尧 国际化视野尧 实力雄厚的跨学

科研究等优势袁 产生了大量的创新性思想尧 方法尧 研

究成果和政策建议袁 为政府的战略决策和公共政策制

定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撑遥 智力资本作为一种思想形

态过程袁 是高校智库最重要的无形资产遥 加强高校智

库智力资本的有效开发和利用袁 有助于提升其核心竞

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3]遥 本文通过文献回顾袁 明确高

校智库智力资本的构成要素与获取途径袁 基于创新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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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发展理论袁 构建高校智库的智力资本获取机制模型袁
并应用该模型对国内外优秀高校智库智力资本获取机

制进行现状分析袁 试图为中国高校智库的智力资本获

取机制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遥

2 文献回顾

美国经济学家 John. K. Calbraith 于 20 世纪 60 年代

最早提出 野智力资本冶 概念袁 他认为智力资本在本质

上不仅仅是一种静态的无形资产袁 还是一种思想形态

的过程袁 是一种达到目的的方法[4]遥 随后袁 美国学者

Thomas. A. Stewart 在美国 叶财富曳 杂志上发表了许多

有关智力资本的文章袁 明确定义智力资本是公司中所

有成员所知晓的能为企业在市场上获得竞争优势的事

物之和[5]遥 智力资本的研究起源于 1997 年[6,7]袁 经历了 4

个发展阶段[8]院 第一阶段关注提高智力资本重要性的意

识曰 第二阶段关注扩大智力资本的影响力曰 第三阶段

关注建立强大的组织曰 未来的第四阶段将关注建立能

促进组织蓬勃发展的社会经济环境生态系统[9]遥 目前袁
大多数学者认为智力资本是由人力资本尧 结构资本尧
关系资本构成袁 其中袁 人力资本是指人力资源的无形

价值袁 包括人才及其知识尧 技能尧 动机尧 经验尧 创新

能力尧 学习能力等[10,11]曰 结构资本是指组织自身的无形

资源袁 包括以数据库或信息系统形式编纂尧 存储和利

用的知识尧 组织管理尧 规章制度尧 组织文化等[12,13]曰 关

系资本是指产生组织内外部关系的无形资源袁 包括与

客户尧 合作伙伴尧 支持机构的关系网络尧 组织影响力尧
学术声望尧 客户满意度尧 传播渠道等[14,15]遥

关于智力资本三要素的关系研究袁 INKINEN 通过

实证分析指出只有三要素之间相互组合和相互作用才

能对企业的绩效产生影响作用[16]曰 UGALDE-BINDA 通

过对小微企业的创新成果影响因素分析发现袁 结构资

本尧 关系资本与创新成果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袁 人

力资本对企业绩效产生了重要影响[17]曰 陈晓红和雷井

生通过问卷调查收集数据建立了智力资本与中小企业绩

效关系的概念模型袁 并指出人力资本对中小企业的技术

创新能力和市场能力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袁 结构资本建

设需与人力资本和关系资本相适应[18]曰 但 BRATIANU

基于新的功能结构和整合概念袁 提出了组织的智力资

本动态模型袁 并指出该模型是由相互独立的知识尧 智

力和价值观组成[19]遥
当前关于智力资本获取的研究比较匮乏袁 有学者

关注到企业如何获取智力资本袁 如 ANTONIO 等从商

业发展视角构建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理论框架袁 提

出企业家通过社交网络获取外部知识是培养识别新商

业机会能力的基础[20]曰 奚国泉等通过文献回顾袁 从公

司价值视角提出了融合人力资产和企业互补性商业资产

可以获取更多的智力资本袁 以获取更多的公司收益[21]遥
目前对高校智库智力资本获取的研究较少袁 但有国内

学者基于智力资本的三要素理论探究高校智库的创新

发展和建设问题袁 如朱洪波和马彦涛认为智力资本决

定了高校智库的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袁 并提

出通过人力资本尧 结构资本尧 关系资本的全面优化和

相互作用袁 实现高校智库质量尧 实效和影响力全面提

升的创新发展策略[22]曰 王培等运用 野智力资本冶 理论

分析框架袁 针对贵州高校智库建设出现的问题袁 提出

了提升人力资本尧 优化结构资本和培育关系资本的对

策建议[23]遥
综上袁 现有相关研究主要关注智力资本的构成要

素及其相互关系袁 并开始从商业发展或公司价值视角

讨论企业的智力资本获取问题袁 但还没有关注到高校

智库的智力资本获取问题遥 本文试图从创新驱动发展

视角探究高校智库的智力资本获取机制袁 旨在为高校

智库的可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参考遥

3 高校智库智力资本的构成要素及获

取途径

作为组织内部重要的无形资产袁 智力资本自 20 世

纪 90 年代的组织核心竞争力探讨热潮兴起后袁 日益受

到学界重视并引起广泛关注[22]遥 学界普遍认为智力资

本是由人力资本尧 结构资本和关系资本构成[24,25]袁 且这

3 个构成要素有机统一袁 而非简单叠加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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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构成要素

智力资本通常是由人力资本尧 结构资本和关系资

本这三要素构成[17]袁 高校智库的重要职能是培养政策

研究人才[26]袁 所以人力资本是高校智库最具价值的资

源遥 领军人才是智库的核心和灵魂袁 是智库创新发展

的引领者尧 带头人[22]袁 所以袁 高校智库首先要通过人

才引入尧 人才培养和人才配置等环节袁 引进或培育领

军人才袁 并通过科学配置各类人才[27]袁 从而获取最佳

的人力资本曰 结构资本是高校智库创新发展的基础袁
因此袁 高校智库要通过对图书馆尧 数据库的使用 [28]袁
研究成果转化机制的建立袁 职能的定位[29]袁 发展目标

的设立和核心价值观的树立[30]来获取完善的结构资本曰
关系资本是高校智库创新发展的条件袁 高校智库要通

过多种传播渠道宣传推广研究成果袁 与客户进行知识

共享和交流合作袁 打造智库品牌[31]袁 扩大智库的传播

力和渗透力[23]袁 从而获取广泛的关系资本遥
3.2 获取途径

高校智库的社会生态环境包括智库的内外部环境袁
内部环境是智库内部袁 外部环境包括高校内部和社会

环境遥 在智库内部袁 高校智库可以独立培养人才尧 开

展政策研究曰 高校内部一般拥有良好的基础设施袁 具

有较高的独立性和崇高的科研情怀袁 以及较为自由的

学术交流机会袁 主要包括图书馆尧 数据库尧 人才和教

育资源曰 在社会环境袁 高校智库通过与企业尧 政府尧
其它高校尧 其它社会组织产生密切联系获得各种研究

资源遥 因此袁 高校智库可以从智库内部尧 高校内部尧
社会环境 3 个途径获取智力资本袁 即高校智库从这 3

个途径不断地获取人力资本尧 结构资本和关系资本三

要素袁 如表 1 所示遥
其中袁 高校智库通过内外部环境大力引入和培养

各类人才袁 重视人才引入标准和质量袁 培养具有代表

性的高校智库领军人物袁 并科学配置各类人员袁 从而

获取人力资本曰 通过智库内部成果转化机制的建立尧
职能的定位尧 发展目标的设立和核心价值观的树立袁
智库内外部图书馆尧 数据库的建设和使用来获取结构

资本曰 通过与内外部组织的交流合作和资源共享尧 宣

传推广和传播渠道的使用打造智库品牌袁 强化社会影

响力来获取关系资本遥

4 创新驱动的高校智库智力资本获取

机制模型构建

智力资本获取需要借助资源的整合和相互作用[16,17]袁
而良好的人力资本能够提高资源的整合和转换能力袁
良好的结构资本能够为资源的整合和转换提供保障袁
良好的关系资本能够为资源的整合和转换提供机会袁
因此袁 三者之间存在着动态的互相影响和转换关系袁
它们之间的转换流动构成了组织的知识流动和转换[32]袁
从而使组织能够不断获取新的智力资本袁 而不断获取

新的智力资本可以使高校智库源源不断地获得竞争优

势袁 使其能够开展创新服务袁 实现创新驱动发展遥
4.1 创新驱动发展理论

美国学者迈克尔窑波特于 1990 年最早提出创新驱

动发展理论袁 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必然要经历

生产要素驱动尧 需求驱动尧 创新驱动尧 财富驱动 4 个

阶段[33]遥 2016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 叶国家创新驱

构成要素 智库内部 高校内部 社会环境 

人力资本 人才成长 

人才培养 

人才配置 

人才引入 

联合培养 

人才引入 

联合培养 

图书馆/数据库 

成果转化 

职能定位 

发展目标 

结构资本 

核心价值观 

图书馆 

数据库 

图书馆 

数据库 

资源共享 

宣传推广 

传播渠道 

关系资本 宣传推广 

传播渠道 

交流合作 

交流合作 

 

表 1 高校智库智力资本的构成要素及获取途径

Table 1 Constituent elements and access to intellectual capital of

university think tanks

李亦超，李沁芯，申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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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创新驱动的高校智库智力资本获取机制模型

Fig.1 Innovation driven intellectual capital acquisition mechanism model of university think ta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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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发展战略纲要曳 明确指出袁 创新驱动发展就是 野使
创新成为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袁 包括科技尧 制度尧 管

理尧 商业模式尧 业态和文化等多方面创新的结合袁 推

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向依靠知识尧 技术和劳动力素质提

升袁 使经济形态更高级尧 分工更精细尧 结构更合理冶 [34]遥
学界强调创新驱动发展中 野人冶 的核心作用袁 即要

野以人为本冶袁 要 野依靠人尧 为了人冶袁 野人的智力冶 是

第一生产要素袁 知识尧 信息等无形资产成为主要的要

素投入袁 这类要素具有非稀缺性尧 非排他性与非消耗

性等特点[35,36]遥
可见袁 创新驱动发展理论从本质上阐述了创新是

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袁 创新打造的优势能够促进组织

的可持续发展遥 而且袁 习近平总书记还强调 野创新驱

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冶 [37]袁 作为第一生产要素的人力

资本具有收益递增性袁 是推动智库发展的创新动力[38]遥
显然袁 人才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具有重要地位

和关键作用遥
高校智库凭借独有的学科和人才优势袁 已发展成

为中国智库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39]袁 相较于其他类型

智库袁 高校智库最大的特点在于拥有良好的人力资本

资源袁 人力资本是创新驱动的核心要素袁 应用创新驱

动发展理论能够促进高校智库的可持续健康发展遥
4.2 模型建立

基于创新驱动发展理论袁 结合高校智库智力资本

的构成要素及获取途径袁 本文构建了创新驱动的高校

智库智力资本获取机制模型袁 如图 1 所示遥 该模型以

人力资本为核心袁 并与结构资本和关系资本共同组成

高校智库智力资本获取机制的构成要素曰 实线圆尧 虚

线圆尧 点线圆分别表示高校智库的智库内部尧 高校内

部尧 社会环境 3 个获取途径遥 其中袁 实心粗箭头表示

高校智库主要从这 3 个途径获取关键的人力资本袁 所

以人力资本获取是高校智库智力资本获取机制的主要

引擎曰 空心箭头表示高校智库从这 3 个途径获取结构

资本和关系资本袁 以保障和促进人力资本的获取袁 并

且这 3 个要素之间相互影响尧 相互转换袁 不断获得新

的智力资本袁 从而促进高校智库的可持续创新发展遥
由图 1 可见袁 该模型主次分明尧 结构清晰遥 基于

创新驱动发展理论袁 强调人力资本获取是高校智库创

新发展的主要引擎曰 结构资本获取提供必要的物质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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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尧 组织管理和文化建设袁 以保障人力资本获取的顺

利进行曰 关系资本获取得越多袁 高校智库的关系网络

越完善袁 有利于促进人力资本获取的有效进行遥 结合

智力资本的社会环境生态系统观袁 高校智库从智库内

部尧 高校内部和社会环境由里到外 3 个途径获取其智

力资本袁 形成有机的智力资本获取机制遥

5 创新驱动的高校智库智力资本获取

机制模型应用

应用本研究构建的创新驱动的高校智库智力资本

获取机制模型袁 通过网络调查袁 系统调研国内外知名

高校智库智力资本获取机制的建设情况遥
5.1 数据采集与处理

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发布的 野CTTI

高校智库百强榜冶 是中国唯一一个针对高校智库百强

排名的榜单遥 该榜单从智库产品尧 智库活动尧 智库媒

体影响和智库专家主观评价 4 个维度进行综合评价[40]袁
上榜的智库都是中国顶级的或知名的高校智库遥 宾夕

法尼亚大学智库研究项目组 渊TTCSP冤 发布的 叶全球

智库报告曳 野全球顶级高校智库榜单冶渊Best University

Affiliated Think Tank冤 是全球唯一一个针对高校智库百

强排名的榜单遥 该榜单根据各国高校智库在全球治理

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及发展趋势进行综合评价 [41]袁 上榜

的智库都是全球顶级的或重要的高校智库遥 为了了解

国内外知名高校智库的智力资本获取机制建设情况袁
并兼顾样本质量随着样本数量的增加而逐步提高 [42]袁
本研究最终选取 2018 年 野CTTI 高校智库百强榜冶 的

前 50 名国内高校智库和 2019 年 野全球顶级高校智库

榜单冶 的前 50 名国外高校智库作为调研样本遥 由于这

两个榜单可以代表国内外知名高校智库的发展水平袁
符合本研究的调研目的袁 所以选取的调研样本是合理

的和必要的遥 根据表 1 的要素指标设计了调查指标袁
如在智库内部获取人力资本时袁 设计了 野工作经历完

全在智库内部人才比例冶 测量 野人才成长冶 野硕士项

目比例冶 野博士项目比例冶 测量 野人才培养冶 野研究

助理比例冶 野行政人员比例冶 测量 野人才配置冶 等遥
通过以下 4 个渠道采集相关数据院 ①各智库的官方网

站尧 LinkedIn 主页尧 微信公众号尧 官方微博曰 ②TTFS

全球智库发现系统尧 万方全球智库资讯系统尧 中国知

网尧 Web of Science尧 ProQuest 等数据库曰 ③各高校智

库著名学者实名认证博客尧 微博尧 微信公众号上发表

的文章评论尧 相关资讯曰 ④中国社会科学院高校智库

研究网尧 中华智库研究网尧 国研智库网等网站遥 其中袁
高校智库官方媒体的数据最具权威性和及时性袁 是最

主要的数据来源曰 TTFS 全球智库发现系统尧 万方全球

智库资讯系统等国内外数据库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高

校智库研究网等智库研究网站是重要的数据来源曰 高

校智库著名学者的相关言论作为补充的数据来源遥
应用本研究构建的创新驱动的高校智库智力资本

获取机制模型袁 并根据表 1 的要素指标设计调查指标袁
采用上述渠道收集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袁 获得了国

内外高校智库智力资本机制的建设现状遥
5.2 结果分析与讨论

5.2.1 从智库内部获取智力资本情况

渊1冤 主要通过人才培养渠道获取人力资本遥 调研

结果显示袁 国内外高校智库主要通过智库内部的人才

培养渠道获取人力资本袁 而且二者的人才培养模式比

较相似袁 都是通过设立硕士尧 博士项目培养高端人才袁
设置硕士尧 博士项目的占比分别为 78%尧 89%和 57%尧
61%曰 但均较少通过人才成长和人才配置渠道获取人

力资本遥
渊2冤 主要采取各种成果转化方式尧 建设图书馆和

数据库尧 进行职能定位和设立发展目标 4 个渠道获取

结构资本遥 调研结果显示袁 国内外高校智库都重视采

取各种成果转化方式获取结构资本袁 如有 58.7%国内

高校智库袁 通过承担政府及相关部委尧 国际组织尧 行

业协会尧 企业等委托课题方式转化研究成果 曰 有

41.3%智库通过出版研究成果报告尧 著作尧 论文和内部

刊物等决策建议书以及采用内参报送递交决策咨询报

告等方式转化研究成果袁 为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建言

献策遥 比较而言袁 国外高校智库情况正好相反袁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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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6%的智库是通过出版研究成果报告著作尧 论文和内

部刊物等决策建议书的成果转化方式获取结构资本袁
40.9%智库通过承担政府及相关部委尧 国际组织尧 行业

协会尧 企业等委托课题方式获取结构资本遥 其中袁 有

些成果转化方式具有中国特色袁 如内参报送尧 在重要

媒体上发表文章尧 帮助起草和修改文件等遥
另外袁 有 50%尧 30%的国内外高校智库建有自己

的图书馆尧 数据库曰 有 96%尧 66%的国内外高校智库

进行了职能定位袁 而且国内侧重教育与研究袁 国外强

调解决研究问题曰 有 68%尧 52%的国内外高校智库设

立了明确的发展目标袁 而且国内的主要发展目标是成

为领先的研究机构袁 国外则是促进社会发展曰 国内还

有一半的高校智库是通过建立 野服务国家发展冶 核心

价值观来获取结构资本遥
渊3冤 主要通过官方网站渠道和论坛研讨会方式获

取关系资本遥 调研结果显示袁 所有的国内外高校智库

都通过自己的官方网站获取关系资本袁 而且国外还有

高校智库通过提供邮件和 RSS 订阅服务获取更多的关

系资本曰 有 60.9%尧 48.1%国内外高校智库选择举办打

造智库品牌的论坛尧 研讨会的形式获取关系资本袁 而

且国外还有高校智库通过配备宣传成果工作室或新闻

媒体平台尧 建设专家的个人网站来获取关系资本遥
5.2.2 从高校内部获取智力资本情况

调研发现袁 国内外高校智库主要通过从高校内部

引入人才获取人力资本袁 其中占比分别为 93%尧 91%曰
有 37%尧 33%的国内外高校智库是通过与其他学院和

组织联合培养人才获取人力资本曰 国内还有 22%的高

校智库通过与学生团体合作培养人才获取人力资本遥
所有的国内外高校智库都通过使用高校内部的图书馆

和数据库获取结构资本袁 国内还有 7%的高校智库是通

过与其它院系合建图书馆和数据库获取结构资本遥 国

内外高校智库主要是通过在高校内部合办讲座尧 论坛

和沙龙与共享人才这两种方式进行交流合作获取关系

资本曰 也有 22%尧 26%国内外高校智库通过在高校内

部联合培养人才进行交流合作获取关系资本曰 比较特

殊的是袁 国内有 7%尧 6.1%的高校智库还通过在高校内

部合建文献资料库尧 数据库与合建研究基地尧 研究平

台这两种方式获取关系资本袁 而国外有 11%的高校智

库采取与高校内部的其它院系尧 组织联合开展实习与

实践来获取关系资本遥
5.2.3 从社会环境获取智力资本情况

渊1冤 主要通过人才引入和联合培养渠道获取人力

资本遥 调研发现袁 国内外高校智库引入人才的渠道相

似袁 即从其它高校引入人才的占比最大袁 分别达到

90%尧 100%袁 从军队引入人才的占比最小袁 但国外从

其它高校尧 社会组织尧 政府尧 企业尧 军界引入人才的

比例均高于国内袁 且从军队引入人才的比例为 50%袁
而国内仅有 10%曰 所有的国内高校智都是通过提供广

泛的学习交流机会袁 以联合培养方式获取人力资本袁
有的高校智库还采取与其它高校尧 政府尧 其它社会组

织尧 企业合作的联合培养方式获取人力资本曰 而所有

的国外高校智库则是通过与社会各方联合开展学术研

讨尧 职业发展等活动的联合培养方式获取人力资本袁
还有国外高校智库通过联合社会各方资源为学生提供

实习实践机会的联合培养方式获取人力资本遥
渊2冤 主要通过资源共享尧 拓展传播渠道和加强交

流合作 3 个渠道获取关系资本遥 调研发现袁 有 74.4%尧
68.4%的国内外高校智库袁 通过智库人员在社会其他机

构担任要职或社会其他机构人员在智库兼职袁 35.9%尧
42.1%的国内外高校智库通过与客户共同参加高端论坛

和研讨会等资源共享渠道获取关系资本曰 有的国内高

校智库通过与客户联合培养人才袁 国外高校智库则通

过与客户合作开展实践项目等特有资源共享渠道获取

关系资本遥 国内高校智库主要通过官方新闻媒体和微

信公众号这两种传播渠道发表言论以获取关系资本袁
使用占比高达 100%尧 76%曰 国外高校智库则较多通过

Twitter尧 Facebook尧 YouTube尧 Linkedin 等各种新媒体

渠道获取关系资本袁 使用占比分别为 79.5%尧 77.3%尧
47.7%尧 40.9%遥 还有 40.8%尧 39%的国内外高校智库

通过学生交换尧 联合培养尧 师资交流等渠道开展广泛

合作袁 有 36.7%尧 32%国内外高校智库通过合作提供课

题研究机会或联合开展研究项目等渠道获取关系资本遥
有的国内高校智库还通过联合创刊尧 与企业联合共建

数据库尧 研究平台袁 与企业合作开展专题培训班袁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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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建立地方观测点或调研基地袁 与主流媒体建立战

略合作伙伴关系等渠道获取关系资本遥 与国内不同袁
有 60%国外高校智库则以接受捐赠和资助渠道获取关

系资本曰 有 37%的国外高校智库借助新闻媒体发布学

者观点或做客视频的宣传渠道获取关系资本遥
5.3 结论与建议

应用分析结果表明袁 国内外高校智库的智力资本

获取机制都十分重视人力资本获取袁 主要在智库内部

设立硕博项目培养高端人才袁 从高校内部和社会环境

中的其它院系尧 高校引入人才袁 通过广泛的学习交流

活动或与社会各方联合开展学术研讨尧 职业发展等活

动联合培养人才袁 形成了人力资本获取的生态系统曰
通过自建或使用高校内部的图书馆尧 数据库袁 采取各

种成果转化方式袁 明确教育与研究或解决研究问题的

职能定位袁 设立 野成为领先研究机构冶 或 野促进社会

发展冶 的发展目标袁 为高校智库的智力资本获取提供

了必要的教育资源尧 组织管理和文化建设袁 从而保障

人力资本获取顺利进行曰 通过打造智库品牌的论坛尧
研讨会袁 与高校合办讲座尧 论坛和沙龙的方式共享人

才袁 应用官方新闻媒体尧 微信公众号或 Facebook尧
Twitter 等新媒体传播渠道扩大社会影响力袁 通过与社

会资源合作提供课题研究机会或联合开展研究项目袁
在学生交换尧 联合培养尧 师资交流等方面进行广泛合

作获取了丰富的关系资本袁 增强了高校智库的智力资

本获取活力袁 从而促进人力资本获取有效进行遥 可见袁
应用分析结果显示了本文构建的模型具有可行性和有

效性遥
应用该模型对国内外高校智库智力资本获取机制

的建设现状进行对比分析发现袁 国外高校智库从智库

内部尧 高校内部和社会环境 3 个途径获取了有效的智

力资本袁 形成了良好的智力资本获取机制遥 其中袁 在

智库内部合理配置人才袁 从 3 个获取途径引入了多元

化人才袁 特别是在社会环境应用 野旋转门冶 机制袁 引

入了政界尧 商界尧 学界尧 军界精英进入智库工作袁 不

断获取了最佳的人力资本袁 把人力资本获取作为高校

智库创新发展的主要引擎曰 将智库的职能定位为既重

理论前瞻性研究又重解决实际问题袁 从而引入具有同

样价值观的人才袁 为人力资本获取提供开放的创新文

化袁 同时充分借助高校内部的图书馆尧 数据库等平台袁
为人力资本获取提供必要的教育资源袁 不断获取了完

善的结构资本袁 保障了人力资本获取的顺利进行袁 为

高校智库的创新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曰 通过在智库内

部建立官网尧 邮件和 RSS 订阅服务尧 与所属高校联合

开展实习与实践的交流合作袁 在社会环境利用 Face-

book尧 Twitter尧 YouTube尧 Linkedin 等社交媒体广泛传

播研究成果袁 以及接受捐赠或资助等方式获取了丰富

的关系资本袁 扩大了社会影响力袁 吸引了更多人才袁
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网络袁 促进了人力资本获取有效进

行袁 为高校智库的创新发展提供了强劲助力遥
比较而言袁 中国高校智库智力资本获取机制初具

雏形并具有中国特色袁 已通过在智库内部设立硕博项

目尧 在高校内部与学生团体合作尧 在社会环境与其他

社会组织合作联合培养人才来获取人力资本曰 建立多

样化的成果转化方式尧 树立 野服务国家发展冶 的核心

价值观尧 与其他高校院系或社会资源合建图书馆数据

库来获取结构资本以保障人力资本获取曰 借助官媒发

声尧 与政府建立地方观测点或调研基地尧 与主流媒体

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来获取关系资本以促进人力资

本获取遥 但还存在以下 3 个问题院 ①人力资本获取不

受重视袁 如在智库内部的行政人员比例较低尧 人才背

景比较单一曰 缺少对人才实践能力的培养袁 不重视联

合社会各方资源为学生提供学术研讨尧 职业发展等活

动来联合培养人才袁 导致智库创新发展的动力不足遥
②结构资本获取尚不完善袁 如职能定位重研究轻应用袁
发展目标重自身发展轻社会责任曰 与其他高校或院系

合作建设图书馆尧 数据库以及利用社会资源建设的图

书馆尧 数据库数量不足袁 影响了智库人才的创新行为遥
③关系资本获取缺乏活力袁 如在智库官网中缺少邮件

和 RSS 订阅服务袁 不善于利用新兴媒体拉近与公众的

距离袁 影响了智库观点的广泛传播袁 导致社会影响力

较弱曰 缺乏与所属高校尧 社会资源联合开展实习实践

与项目合作等活动袁 导致资源共享水平较低尧 社会关

系的网络化较弱袁 难以促进智库的创新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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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上述问题袁 结合应用分析结果袁 借鉴国外高

校智库的先进经验袁 本文提出中国高校智库建设创新

驱动的智力资本获取机制对策建议如下遥
渊1冤 形成有效的人力资本获取模式遥 创新驱动发

展理论强调人力资本获取是创新发展的主要引擎袁 人

力资本又是智力资本中最具核心价值的资源袁 因此中

国高校智库要从智库内部尧 高校内部尧 社会环境 3 个

途径广泛获取所需人力资本袁 形成有效的人力资本获

取模式院 在智库内部袁 打造由领军人才尧 研究人员和

辅助人员组成的配置合理的人才队伍曰 在高校内部和

社会环境袁 建立 野旋转门冶 机制袁 实现与高校内部和

决策部门的人才交流常态化曰 加强人才联合培养袁 创

造各种实践机会袁 真正培养出知行兼备的人才袁 努力

造就一批既具有政策研究能力又具有丰富决策经验的

创新型人才遥
渊2冤 建立完备的结构资本获取渠道遥 完善的结构

资本能够为高校智库的人力资本获取提供保障袁 中国

高校智库要从智库内部尧 高校内部尧 社会环境 3 个途

径建立完备的结构资本获取渠道院 在智库内部袁 进一

步明确高校智库的职能定位袁 以服务社会为发展目标袁
塑造源于客观尧 科学求实尧 始于批判尧 终于咨政的智

库人精神袁 形成具有自身特色和中国特色的核心价值

观曰 在高校内部和社会环境袁 提高利用图书馆尧 数据

库的能力袁 为高校智库建设提供知识资源保障袁 为引

入人才提供良好的研究条件袁 以支持智库人才的创新

行为遥
渊3冤 打造立体化的关系资本获取体系遥 建立广泛

的关系网络袁 可以更好地促进高校智库人力资本获取袁
中国高校智库要从智库内部尧 高校内部尧 社会环境 3

个途径打造立体化的关系资本获取体系院 在智库内部袁
丰富研究成果的宣传推广形式袁 拓展智库成果的传播

渠道袁 并在智库官网中增设邮件和 RSS 订阅服务曰 在

高校内部袁 增强交流合作能力袁 重视与其它院系尧 机

构联合开展实习与实践活动尧 合建研究基地和平台袁
为人才培养提供实践锻炼尧 交流合作的研究平台曰 在

社会环境袁 加强联合创刊尧 与企业尧 政府尧 其他社会

组织和主流媒体的合作力度袁 广泛运用新媒体手段扩

大智库成果的传播范围袁 引导社会舆论袁 通过互派研

究人员访学尧 开展联合调研尧 共同发布研究报告尧 合

作举办国际会议等形式搭建国际交流平台袁 提升国际

话语权袁 形成智库的社会关系网络袁 从而促进人力资

本高效获取并推动智库创新发展遥

6 结 语

本研究构建的创新驱动的高校智库智力资本获取

机制模型是由人力资本尧 结构资本和关系资本 3 个获

取途径组成袁 其中袁 人力资本获取是高校智库获取智

力资本最主要的途径袁 作为辅助途径的结构资本获取

和关系资本获取袁 对人力资本获取起到保障和促进作

用遥 本文应用创新驱动发展理论袁 强调人力资本获取

是高校智库创新发展的主要引擎曰 结构资本获取提供

必要的物质条件尧 组织管理和文化建设袁 以保障人力

资本获取的顺利进行曰 关系资本获取得越多袁 高校智

库的关系网络越完善袁 有利于促进人力资本获取的有

效进行遥 结合智力资本的社会环境生态系统观袁 高校

智库从智库内部尧 高校内部和社会环境由里到外 3 个

途径广泛获取其智力资本袁 形成有机的智力资本获取

机制遥 该模型不仅将创新驱动发展理论的研究对象从

一般工业组织延伸到高校智库这一知识密集型组织袁
还探索了智力资本获取研究的新视角袁 并为高校智库

的智力资本获取机制建设和创新发展提供了参考遥 本

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应用分析的数据采集比较困难袁
导致设计的调查指标不够充分袁 还出现一些调研数据

缺省遥 未来将通过增加一些调查指标袁 并运用混合研

究方法袁 尽可能获得相关调查数据袁 以增强调查数据

的充分性袁 从而为中国高校智库建设创新驱动的智力

资本获取机制提供更有效的参考依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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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pose/Significance] Intellectual capital is the important intangible asset and core competitiveness of university affiliated

think tanks, and studying its intellectual capital acquisition mechanism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build high-level university affiliated

think tanks.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this paper makes clear the components and access of intellectual capital of university affiliated

think tanks. [Method/Proces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model of

innovation-driven intellectual capital acquisition mechanism of university affiliated think tanks, and applies this model to analyz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intellectual capital acquisition mechanism of 100 famous university affiliated think tanks at home and abroad.

[Results/Conclusions] It shows that the model of innovation-driven intellectual capital acquisition mechanism of university affiliated

think tanks consists of human capital, structural capital and relational capital. Human capital acquisition is the main way for university

affiliated think tanks to acquire intellectual capital, and structural capital acquisition and relational capital acquisition, as auxiliary ways,

play roles in safeguarding and promoting to acquire human capital. Moreover, th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building the

first-class university affiliated think tanks in China are: to form an effective model of human capital acquisition, to establish an improved

access channel of structural capital acquisition, and to build a three-dimensional system of relational capital acquisition.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university affiliated think tanks; intellectual capital acquisition; human capital; model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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