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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科技智库的基本特征、
重要问题及价值取向

任晓刚 高逸超* 高 方

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  北京  100089

摘要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仅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

化的重要内容。聚焦科技领域、具有知识和技术密集特点的科技智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我国科

技智库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和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坚持多元化、“综合集成”的智库体系发展模式，拥有多

学科融合交叉的产品种类和专业化复合化的科技人才；但是，也面临着创新人才支撑力有待提升，科技产出

不足与转化率不高，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有待加强，以及研究经费投入强度不足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为进一步

推动科技智库高质量发展，新时代新型科技智库建设应当遵循7个方面的价值取向：优化我国科技智库的顶

层设计，全面提升科技智库参与决策咨询的广度和深度；创新科技智库的研究方法与模式，不断提升科技智

库科技生命力；大力发展壮大科技智库人才战略力量，不断夯实科技智库科技研究基石；构建科技智库公正

且权威的评价体系，不断完善信息资源共享体制机制；推动科技智库管理数字化转型发展，不断完善科技智

库运行机制；完善多元化经费投入机制，提升科技智库成果转化率；加强科技智库国际交流协作，不断提升

科技智库的全球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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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 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考察工

作时提出，中国科学院要率先建成国家高水平科技智

库。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

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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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话，再次强调“要加快建立科技咨询支撑行政决策

的科技决策机制，加强科技决策咨询系统，建设高水

平科技智库”，并要求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发

挥好国家高端科技智库功能”。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

把强化科技战略咨询纳入科技创新体系建设总体部

署，标志着我国科技智库建设也迈入了新的发展

阶段。

尽管一些学者分析了中国特色智库的发展之道，

但大多局限于智库体系的整体情况说明，没有聚焦于

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智库，去探究其发展历程和

实践经验。如何在创新驱动发展的新征程上，汲取中

国本土化智慧经验让科技智库服务国家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为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提供宝贵经验，构成了本文研究的核心内容。

1 我国科技智库的科学内涵与基本特征

1.1 科技智库科学内涵

从科技智库的科学概念、科学目标和科学发展方

向认识和理解科技智库的科学内涵，是充分把握和掌

握科技智库高质量发展趋势和发展路径的必要条件，

也是发挥科技智库前沿预判能力、系统解析能力、交

叉基础能力和综合集成能力的重要前提，更是落实以

科技战略和科技决策服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核心任

务的重要保障。

科技智库的科学概念。智库是具有科学研究职

能、稳定且能承担起为政府出谋划策功能的组织或机

构；而聚焦科技创新领域，服务国家科技决策，或以

科技为基础的经济社会问题的智库便是科技智库。科

技智库作为典型的专业智库，其特殊性体现在：① 围

绕科学技术主题，研究内容具有知识技术密集的特征；

② 需要从科学创新规律出发研判科技走势；③ 要为国

家科技战略、规划、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提供意见与

建议。

科技智库的科学目标。在新时代新阶段背景下，

我国科技智库建设有3个主要目标：① 进一步优化科

技智库的运转效能，探索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组织形

式和管理方式。② 科技智库发展呈现社群化、联盟化

特征，朝系统化、体系化方向迈进。③ 科技智库增加

对外交流活动，积极推进国际伙伴的战略研究联系。

科技智库的科学发展方向。科技智库推动创新发

展、提高科技决策水平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科技智库

的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当前，学术界对我国科

技智库的探索方向主要有4个切入点：① 与国外典型

科技智库进行对标研究，在总结国外科技智库类型、

形态、运作和研究内容的基础上分析我国科技智库改

进的方向和路径[1-3]。② 从现实角度出发对我国科技智

库在组织形式、运行机制、管理方式等方面存在的问

题进行描述，并提出相应发展思路和解决对策。③ 针

对当前大数据等新技术趋势，探讨我国新型科技智库

的建设路径[4]。④ 从理论层面分析当前科技智库的构

建、运行和治理问题[5-9]。

1.2 科技智库基本特征

1.2.1 价值理念：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和人民至上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赋予

了我国科技智库在组织发展、机制运行等方面的特殊

生存属性。我国科技智库不是单纯从事调查研究工作

的机构，而是拥有一定使命、为实现自己所信奉的政

治价值观或理念而奋斗的组织[10]。尽管，科技决策的

“谋”与“断”分开让科技智库与决策中心形成2个在

权力、职责和任务上均有差异的相对独立系统[11]，但

是，官方主导模式使我国科技智库在变革进程中始终

与决策部门保持密切的互动。这特殊的“智政关系”

使我国主要的科技智库具有4个重要特征：① 及时获

取一手信息、数据情报资料，更能够畅通科技智库的

融资机制和信息共享机制渠道。因此，我国科技智库

能够专心从事研究工作，保证了研究成果的高质量，

并且能够与决策机构实现无缝对接，使成果产出能够

迅速转化为决策方案。② 避免依附强势利益集团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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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洞，具有保持相对稳定的资金来源和专业专注度。

例如，我国科技智库可通过政府和市场等多种方式和

手段解决资金来源问题；因此，可以有效避免因党派

竞争所导致的政治议题和意识形态摩擦的问题，促使

科技智库更为专注于具体“技术性”问题解决。③ 拥

有较为特殊的组织架构和成员结构，保证科技创新资

源的统筹力度与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例如，一些中国

科学院院领导或院士有政府部门任职经历，这种经历

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学界、行业与政府之间互动交

流，提升科技智库资源统筹和管理效能，缩短智库咨

询与决策之间的链接过程。④ 始终坚持“知识为民”

的价值理念。尽管科技政策长期以来与社会公众之间

有很强的知识壁垒，是科技专家统治的领域[12]，但我

国科技智库与资本主义国家科技智库发展路径具有本

质不同，是以中国特色方式努力保持与决策者、科学

共同体、社会公众间的密切联系[13]，表现为：科技智

库利用其权威性和各种渠道，创造与决策者、社会公

众的沟通机会；不仅从社会提取民意和最新的科技情

报，还将科技创新战略与政策转化为大众易懂和易获

取的语言和形式，传递并解读相关政策信息，缓解公

众对科技政策的信任危机。

1.2.2 体系发展：多元力量综合推动

我国科技智库建设发展从最初以国家高位推动为

特征到现阶段呈现出政府、大学、科研机构、企业和

其他社会力量等多元力量推动的变化趋势。2013年，

我国开启了科技智库建设的热潮[14]。2015年，中国科

技智库发展进入了“快车道”[15]——新智库成立、已

有科研院所和高校智库改制活动增加。《关于深入推

进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的意见》的出台不仅有

助于推动多家科技智库入选高端智库试点单位名单，

而且还有利于引导各省市积极开展各地的高端智库试

点工作。例如，2021年与科技智库相关的法规数量激

增。阿里巴巴、腾讯、百度等大型技术公司根据政策

引导，依托自身优势建设了企业智库；这些公司开发

的大数据智库产品，多次为政策咨询提供支撑

服务[16]。

党和政府既是公共政策制定者，也是我国科技智

库最主要的服务者[17]；他们在我国科技智库思想市场

中具有“高位推动”的特质，可以释放政策需求偏

好，以项目形式主导科技智库的运营[18]。因此，我国

智库体系呈现出圈层结构的特点[19]，而科技智库体系

同样具有这一典型特征。依赖于党和政府科技决策咨

询需求的强力牵引，按照科技智库与决策者的亲疏关

系，以及“谏言”渠道畅通与否，可以确定我国科技

智库的圈层架构：一层架构是包含从中央到地方科研

院所的结构；二层架构是围绕以党和政府决策为核心

的科技政策思想市场圈层展开的科技智库体系结构。

1.2.3 组织结构：“综合集成”

中国科技智库具有“小核心、大网络”的“综合

集成”组织结构，通过吸收平台化的发展理念[20]，为

所属科研院所的专家提供发声平台与项目获取机会，

让更多的科学技术研究者主动加入咨政建言队伍中。

科技智库“综合集成”主要表现为“科技智库中

心”+“研究网络”的功能表达：一方面，以党和政

府委托项目为平台集成研究共同体；另一方面，通过

科技智库中心决策咨询平台搭建，形成服务决策的渠

道和品牌，为党和政府提供关于科技政策和战略的信

息、知识与建议。横向上，科技智库“综合集成”使

得不同行业、领域专家形成广泛联结、组成科技政策

研究联合体，使基础研究和政策研究相结合；纵向

上，科技智库“综合集成”使决策层、研究层和数据

层通过综合集成的方式确保决策咨询体系的效率[21]。

1.2.4 产品种类：多学科融合交叉

中国科技智库的业务出现领域融合和交叉现象，

科技智库的成果和产品的适用范围也从早期单个学科

领域逐渐向多学科领域兼容发展。新兴技术助推科技

智库高质量发展，现代信息技术渗透促使科技智库研

究方法不断创新，科技智库利用数字技术进行智库资

1426



我国科技智库的基本特征、重要问题及价值取向

院刊 |

源整合和信息联通来创新调查研究过程、分析思辨

路径。

进入新时代，新型科技智库从利用文本分析、逻

辑推理、规范分析等传统方法进行研究转向利用个案

研究、数据分析、问卷调查、深度访谈、模型构建等

交叉实证方法，充分使用预测工具进行可视化数据分

析[22]，使我国科技智库成果质量显著提升。并且，数

字化平台嵌入令智库面向主体日益多元化，成果形式

更加丰富，智库产品也不再局限于文字报告为主的成

果政策专报；将学术期刊与新媒体技术相融合、邀请

不同领域的专家进行在线访谈、举办线上线下的学术

论坛等都成为科技智库产品生产和推广形式，在不同

程度上强化了科技智库机构的政策影响力和社会影

响力。

1.2.5 科技人才：多元化和复合化

科技智库与其他种类智库的本质区别在于科技智

库专业性极强。多年来，随着我国科技智库管理方式

和运行机制不断革新，我国现代科技智库的人才多元

化、复合化特征显现。① 科技创新逐渐演化为横跨

政治、外交、军事、文化等诸多领域的问题，科技智

库工作者也随着软科学研究在体制内得到普遍认同而

增加，科技智库专家结构呈现多元人才结构的特点。

② 科技智库具有极强的分析跨学科性，其研究方法

具有文理学科交叉的特点。科技智库研究员往往具备

一定的跨领域理论知识，这既保障了科技决策咨询主

体的广泛性和专业性，也使科技智库的人才储备从单

一软科学、硬科学专家向具有复合型知识的智库人才

方向发展。

2 我国科技智库高质量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

2.1 创新人才方面：人才支撑力有待提升

现阶段，科技智库缺乏全能型或多学科背景的复

合型的人才。一方面，科技智库工作人员之间的搭配

机制并不完善，科技专家和政策专家更多是分开单独

地进行研究，或只是简单地把双方的研究进行加成，

没能充分利用和融合智库的情报分析、科技、政策和

专业工具等力量分析和研究问题；另一方面，科技智

库创新人才的薪资、医疗、保险等方面的软环境建设

投入不足、相应配套不够健全，导致科技智库对科技

智库人才的吸引力不足，因而难以支撑高水平科技智

库的发展。

2.2 创新成果方面：产出不足与转化率不高

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可见，我国科技智库的

软科学成果产出相比基础理论方面的成果要低得多[4]。

此外，中国科技智库的研究大多集中在阐释和解读政

策的重复性、低效性研究，缺乏具有前瞻性、针对关

键前沿问题的研究，以及相关的战略性布局。我国科

技智库的产出成果大多只输出给政府的相关机构，缺

乏把研究成果有效传播和转化的多元渠道及机制，极

大地降低了这些研究成果的引用和转化频率。

2.3 体制机制方面：有待改革创新

科技智库的发展不仅需要坚实的研究力量支持，

也需要智库人员充分了解国家对智库的规划和指示，

以及智库自身的发展理念。这些是科技智库实现创

新，以及建立自身鲜明特色的关键。然而，由于我国

在科技智库管理、资源共享、评估、成果转化、传播

及国际交流等方面体制机制不够完善，不利于对科技

智库发展的指导与科技智库水平的提升。这导致相关

智库工作人员对国家智库建设的规划了解不足，研究

缺乏创新和预判性的结论，也缺乏可实施的建设性方

案，仅停留在对政策或事件的描述和解读上。同时，

在我国数据库数量有限、资源共享机制尚不完善的情

况下，一些科技智库人员难以获得最新的信息和数据

资源，而各科技智库为了自身发展而争夺有限资源和

话语权的情况又未能得到有效缓解，因而需要投入更

多时间和精力来搜寻信息和数据。这些都导致资源利

用效率低下，从而降低了科技智库的研究效率和成果

质量，无法满足我国建设科技智库的发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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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基础支撑方面：经费投入有限

科技智库自身经费投入增长相对缓慢，致使科研

经费投入强度不高，特别是不同科技智库主体之间及

其内部科研经费投入强度差异明显。比如，大中企业

及民间组织科技智库主要依赖企业和基金会的资助，

经费投入有限，科研经费强度明显较低。因此，经费

来源和投入形式的单一性和依赖性，致使科技智库研

究经费强度不高，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我国科技智库

的创新成果产出，以及科技创新活动发展的进程。

3 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新型科技智库的对策
及建议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全球化进程不

断加深且全球科技智库的国际影响力也在增加的背景

下，提升我国科技智库的研究力量，优化中国特色科

技智库的建设及其布局至关重要，迫切需要根据我国

科技智库建设所面临的问题和制约因素制定相应的

对策。

3.1 优化我国科技智库的顶层设计，全面提升科技
智库参与决策咨询的广度和深度

随着新时代研究领域的跨界、研究技术体系化，

以及组织模式网络化的发展趋势日益显著[23]，需要在

国家层面完善科技智库的顶层设计，优化科技智库的

多元化、标准化发展体系，以确保我国科技智库能在

新时代中扮演好3种角色：① 创新思想的产出者。科

技智库本身具有与科学技术相关的知识生产能力，需

重视研究积累、战略性和方向性思考能力培育、科技

创新趋势前瞻。这些思想认识不仅涉及科技政策制定

层面的思想性知识，还应体现出科技政策执行方面的

谋划；前者以学术性和总体性为主要特征提供决策前

的思想和方向性产出，后者是对政策方案执行的推演

过程建言献策。② 科学技术知识再生产的组织管理

者。根据政府决策中的明确知识需求，科技智库要及

时在时间和方向上对科技创新思想市场的知识生产进

行调整[24]，收集整理有关科技情报，组织相关领域的

专家提供学术和专业支持。③ 科学普及的推动者和科

技政策的宣传者。推动科技智库“数智化”发展，实

现科普任务、科技政策的有效宣传，扩大科技政策的

影响范围和社会认可度。

为此，要进一步优化科技智库的整体战略布局，

发挥好科技智库在推动国家创新发展战略的角色担

当。具体而言，宏观层面，通过建设数据平台、规划

重点项目等方式对科技智库的总体发展等进行顶层设

计。中观层面，保证科技智库体系内部分工协作、共

同发展。例如，官办科技智库可以承担我国科技创新

和改革的主要任务；高校科技智库则侧重基础研究和

创新理论研究等。针对科技智库业务出现领域融合和

交叉的现象，可以建立科技智库与其他组织的相互联

系、相互支撑机制，使其形成有机整体，与不同层

级、行业、领域的多元主体共生共进。微观层面，科

技智库机构可以与其职能存在竞争或互补关系的机

构，如专业咨询公司、媒体、国际组织、金融机构和

大型企业的研究者共同承担政府项目。例如，在新冠

疫情期间，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等联合各大高校

与各类社会智库展开充分合作，动员在自然科学和社

会科学领域从事基础研究的相关人员共同解决疫情问

题，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25]。

3.2 革新科技智库的科学数据、研究方法与研究模
式，不断提升科技智库科技生命力

数据的科学性是提升科技智库的科技含量质量的

保障。科学的数据是科技智库开展问题识别、情境分

析、信息提炼、知识生产、决策形成及社会传播的真

实性、可靠性的关键，也是系统化、结构化组织人

员、机构、资金、项目、平台、政策等各要素的基

础，更是科技智库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① 科技智

库开展数据调研调查，这是获取科学数据的第一步，

也是甄别数据科学性的第一步；② 不断比对、检查、

修正和整合数据集，这是提升科学数据的准确性和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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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性的关键；③ 强化科学数据整理、描述、质量控制

和文字编辑工作等，解析、研判、更新、完整数据

库，这是推动科技智库科学数据实现共享共建的关键

性之举；④ 实现科学数据激励机制，增强科技智库研

究人员对数据共享实践的信心和意愿。

科学、有效的智库研究方法对打造我国科技智库

的研究体系、研究特色起着关键作用。自然科学与社

会科学的互补和协同需要创新研究工具和方法，同时

涉及多层次、多主体、多目标的复杂问题需要系统工

程理论的指导；而定性研究、定量研究、定性与定量

相结合只是智库研究方法的基本分类，还要在此基础

上以预见、评估、解决社会发展中与科技相关问题为

目的，形成解决复杂问题的研究范式路径，确保分析

路径可靠和相关判断正确。为科技智库研究的系统展

开提供路径指导的智库双螺旋法就是可供参考的例

子。此外，要使各种科技智库研究方法准确、灵活应

用，相应的基础条件须得到保障。可创新建立包含专

家库、数据库、项目库等在内的综合检索平台和知识

管理系统后台，梳理已有研究成果，以一定的标准形

成分类数据库和案例集，以保障研究方案的科学性和

通用性。随着前沿科技的发展，可以建立人工智能技

术分析系统，帮助完成海量数据的加工、挖掘和分析

等工作。例如，将非结构化数据自动转化为结构化数

据等，以此增加相关分析的可操作性，为科技智库研

究方法创造应用的基础条件。

3.3 大力发展壮大科技智库人才战略力量，不断夯
实科技智库科技研究基石

人才是科技智库生存和发展的关键。除了持续不

断地招揽和引进人才外，应坚持以科技智库领军人

才、青年拔尖人才等为核心，并围绕不同课题针对性

地组织具备相关背景和才能的人才进行研究探讨；并

在经费、决策及资源方面赋予智库更大的自由度和权

力，通过提供足够的空间和资源，培养具备大局观、

创新性、前瞻性、能提供精准的预判性结论和建议的

科学家和研究人才。区别于其他类型智库，科技智库

人才结构更强调复合和多元的特征。因此，应建立和

优化科技智库的人才引进、协作、评价、激励和薪资

机制，以吸引不同背景的人才进入科技智库工作，优

化科技智库的人力资源，完善科技智库的人才结构。

3.4 构建科技智库公正且权威的评价体系，不断完
善信息资源共享体制机制

为了帮助我国科技智库实现高质量发展并增强其

研究力量，需要建立一套客观、公正、科学且权威的

中国科技智库评价体系机制；该体系机制应能综合考

核和评价科技智库在研究能力、成果产出等方面的水

平，从而明确各科技智库的发展方向和优势并提供针

对性的支持。同时，各科技智库也应明确自己的定位

及目标，在承担科技智库基本功能的基础上凸显出自

己的特色，以实现科技智库间的特色化发展。

另外，科技智库相比其他类型智库，对科技战略

与计划、科技动态情报信息、行业发展新闻等多元数

据的需求度较高；因此，政府和各科技智库需要合作

建立信息资源共享机制。信息资源共享机制的建立不

仅能为科技智库产出创新性研究和方案提供科学数据

支持，还能减少信息资源的浪费，以及研究人员为搜

寻这些资源而投入的精力和时间。

3.5 推动科技智库管理数字化转型发展，不断完善
科技智库运行机制

作为信息革命和知识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科技

智库要提供科技政策咨询和建议服务，其建设必然是

基于时代和现实问题的创新，且须适应中国经济的深

刻转型。当前，数字化正成为服务科学决策的重要力

量；我国新型科技智库需结合新一轮数字经济变革，

依托于各类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移动互联网、大数

据、云技术等新一代科学技术，对新型科技智库的内

部结构进行优化，让新型科技智库更好地提供政策

产品。

可以通过数字赋能信息获取、资源整合、成果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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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等，促进科技智库运行机制体系重构、流程再造：

在纵向上，拓展视野广度、研究深度、感知速度、研

判精度、时间跨度，提升智库研判的智能性、科学

性、时效性，使相关分析更加契合科技创新规律和客

观事实规律；在横向上，支持广泛的信息获取，拓展

更丰富的资源信息源头活水[26]。

此外，在数字化背景下还应重视数字人才引进培

育，要建立专业人才储备库，更高效地运用人工智能

和大数据为代表的数字技术，适应数字化时代的发展

要求，以此提高科技智库的产出数量和成果质量。

3.6 完善多元化经费投入机制，提升科技智库成果
转化率

研究成果是科技智库研究水平的体现，成果转化

的频率则代表了科技智库的影响力，而经费投入会直

接影响科技智库的成果产出。科技智库要想提升研究

能力和影响力，就必须重视成果转化和多元化的经费

投入机制的完善，特别是重视强化资金对科技智库创

新发展的保障力度。重点统筹社会资金和财政资金，

着力健全科技智库创新投入体制机制，设立科技智库

创新投资基金，拓展科技智库创新融资渠道，允许科

技智库创新成果以股权方式入股企业，也支持企业进

行无形资产抵押融资，缓解科研项目科研成果转化融

资约束问题，改善科技创新成果的使用成本费用。

为进一步提高科技智库创新成果转移转化效率，

科技智库不仅需要充分发挥广大科技智库工作者的能

力，促进科技工作者之间的深度融合和有效合作，从

而产出更多更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也要充分把握数字

化时代的趋势和机遇，利用各种数字化平台，让其成

果更广泛地为社会各界所知，从而提高成果传播和转

化的频率。

3.7 加强科技智库国际交流协作，不断提升科技智
库的全球影响力

我国科技智库在充当好国家思想库角色的同时，

还必须积极加强同国际顶尖科技智库的交流协作，吸

取经验、反思教训，共建共享全球科技动态与前沿信

息平台，提升我国科技智库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一方

面，积极邀请海外专家来智库公开讲座、进行内部研

讨，或者在线辩论等，深化同国际科技智库之间的交

流沟通机制；另一方面，推动与国际高校和研究院所

等主办的科技智库开展深度合作，强化科技创新问题

的相互交流机制，并建立起多元科技智库成果推广

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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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ic characteristics, important problems and value orientation of 

China’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ink tanks

REN Xiaogang GAO Yichao* GAO Fang

（Beijing Academ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100089, China）

Abstract Implementing the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strategy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modernize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but also a vital component of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The significance of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focused think tanks, characterized by their knowledge and technology intensity, is increasingly 

evident. China’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ink tanks have always adhered to the value concept of the Party’s leadership and the 

principle of putting the people first. They have developed a diversified and comprehensive integration model for think tanks. They 

offer a range of interdisciplinary products and boast specialized, composit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talents. However, they also face 

a series of significant challenges, including the need to improve the support for innovative talents, address the insufficiency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output and its low conversion rate, strengthen institutional and mechanism reforms and innovation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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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rease the intensity of research funding. To further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ink tanks, the 

construction of new-era think tanks should adhere to the following seven key value orientations: optimize the top-level design and 

strategic layout of China’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ink tanks to comprehensively enhance the breadth and depth of their participation 

in decision-making and consulting; continuously refine the research methods and models of innovative technology think tanks to 

enhance their technological vitality; vigorously develop and strengthen the talent strateg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ink tanks, 

continuously consolidating the found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establish a fair and authoritative evaluation system for technology 

think tanks, and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information resource sharing system and mechanism; promote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think tank management, and continuously refine the operational mechanisms; improve the diversified 

funding investment mechanism to enhance the conversion rat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from think tanks; 

strengthen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among technology think tanks to continuously enhance their global influence.

KeywordsKeyword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ink tank, basic characteristics, important issues, value ori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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