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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图书馆智库服务

201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就“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做出重要批示；2015年1月20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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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智

库研究报告和产品成果影响力日益扩大，智库社会地位持续提升。无论是从政府、社会、企业

对智库的认识、需求，还是从智库面临的政策环境来看，智库都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

智库（Think Tank）即智囊团、思想库，是由各领域专家组成，为决策者出谋划策的公共

研究机构。长期以来，图书馆作为智库知识来源的重要途径，肩负着为各类决策提供智库服务

的使命，为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科研教育机构以及社会大众提供了相应的理论、策略、方

法、思想和方案等产品，如国家图书馆为立法决策机关提供高质量的定题文献情报服务，首都

图书馆提供《首图快递》、上海图书馆提供《上图专递》、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提供《决策内

参》，等等；图书馆也是国外智库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如胡佛研究所拥有70多名图书馆和档

案管理员，包括9个图书馆、160万册藏书、6万个微型胶卷和2.5万种期刊，共约4 000万件的珍

贵档案。美国兰德公司图书馆收藏13万份报告，以及大量图书、期刊、会议文集和政府出版物

在内的“灰色素材”，等等。

服务智库建设，需要根据智库发展规律，构建符合智库要求的特色馆藏体系，建立智库

成果收藏机制，建设智库机构知识库，实现对智库知识成果的系统收集和管理，促进智库知识

成果的广泛交流共享，扩大智库学术影响力和声望，为智库成果产出和影响力分析评估奠定基

础。推进智库服务，需要针对智库的信息需求特点，主动融入智库科研课题，嵌入智库物理空

间或虚拟空间，设计合理的智库服务流程，搭建思想方法和观点理论的沟通交流平台，创新信

息分析工具和方法，进行大数据挖掘和增值加工，形成决策参考和研究报告等多层次的信息知

识产品，为智库专家提供精准推送和个性化定制服务。

美国智库机构胡佛研究所的前身即为“胡佛战争图书馆”，图书馆虽不是智库，但与智库

有着特殊渊源和联系，都服务于各类型决策支撑。图书馆既要服务于智库建设，智库自身也要

建设图书馆。在智库建设的潮流背景之下，图书馆需在服务智库建设中壮大自己、发展自己，

丰富和完善智库服务功能，寻求服务自我转型、能力自我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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