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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人工智能智库发展现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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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 意义 ] 随着全球人工智能竞争日趋激烈，智库在支撑各国人工智能发展战略决策中的重

要性不断被提升。在此背景下，梳理我国人工智能智库发展现状，分析其发展面临的问题，对于提升

智库影响力和决策支撑力具有重要意义。[ 方法 / 过程 ] 选取智库发挥功用的关键制约因素——智库成

果与影响渠道，作为两大分析维度，通过网络调研、词频分析等方法对 20 家国内主要的人工智能智库

展开分析。[ 结果 / 结论 ] 国内人工智能智库发展整体趋势向好，诸多综合型智库在人工智能领域投入

研究，专业型人工智能智库也快速涌现，智库产出了众多类型的研究成果，普遍具备良好的传播意识，

关注的人工智能研究主题覆盖比较全面。但仍存在传播渠道运营力度不足等发展短板，智库需从多维

度采取措施优化自身建设，同时政府应在政策上给予人工智能智库建设支持和引导。

关键词：科技智库；人工智能智库；智库成果；影响渠道

中图分类号：G358；G255.51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Chinese AI Think Tanks

YUAN Jialian  XU Feng  LI Fang

Institut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 of China, Beijing 100038, China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With the increasingly fierce competi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the world, the importance of 
think tanks in supporting the strategic decision-making of AI development in various countries has been continuously promoted. 
In this context,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Chinese AI Think Tanks and analyze the problems 

开放科学

（资源服务）

标识码

（OSID）

基金项目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青年基金项目“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监测与评价研究”（QN2021-10）；科学技

术部科技专项“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组织实施重大问题研究及支撑体系建设”（106042001000210010）。

作者简介　袁嘉莲（1997-），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科技政策，Email：xufeng@istic.ac.cn；徐峰（1976-），博士，研究员，研究

方向为科技政策与管理、科技情报；李芳（1986-），博士，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人工智能政策、数字经济与治理。

引用格式　袁嘉莲 , 徐峰 , 李芳 . 国内人工智能智库发展现状研究 [J]. 情报工程 , 2021, 7(6): 101-111.

doi:10.3772/j.issn.2095-915x.2021.06.009



THEORY AND PRACITCE理论与实践

TECHNOLOGY INTELLIGENCE ENGINEERING

2021 年·第 7 卷·第 6 期 
102

they face in their development. [Method/Process] This paper analyzes 20 representative AI think tanks from the two dimensions 
of intellectual products and communication channels which are key factors affecting the function of think tanks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network survey and word frequency analysis. [Result/Conclusion] It is found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I 
think tanks is promising. Not only many comprehensive think tanks have carried out AI related research, but also professional 
AI think tanks have emerged rapidly. They have produced various intellectual products, generally have a good awareness 
of communication, and cover a relatively comprehensive range of AI research topics.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deficiencies 
in development, such as poor operation of communication channels. Chinese AI think tanks need to strengthen their own 
construction in multiple dimensions, and meanwhile, the government should support and guide the construction of AI think tanks.
Keyword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ink tank; AI think tank; intellectual product; communication channel

引言

随着新一轮人工智能浪潮席卷全球，国内

外智库有关人工智能的相关研究不断增多，其

中，一些智库成立专门针对人工智能领域研究

的下属机构，另有一批专门聚焦人工智能研究

的新智库也相继成立。就我国情况来看，中国

信息通讯研究院、腾讯研究院等诸多成立时间

较早的智库紧跟科技发展趋势，积极响应国家

《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中

建设高水平科技创新智库的号召，并顺应服务

对象新需求，已在人工智能领域投入大量研

究，且近年来在企业、政府部门、高校以及社

会各界人士的推动下，陆续成立了乌镇智库、

之江实验室、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北京

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等多家专业型人工智能智

库。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社会研究

项 目（Think Tanks and Civil Societies Program

（TTCSP））从 2019 年开始，连续两年发布《全

球智库报告》，首次设立“最佳人工智能智库”

（Bes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Think Tanks）

榜单，对全球人工智能智库进行评级。然而，

截至目前两份报告的榜单中均仅有一家中国智

库上榜，我国人工智能智库国际知名度和影响

力不足。基于上述背景，本文将在探讨人工智

能智库内涵的基础上，调研我国主要的人工智

能智库，揭示其关注、投入人工智能领域研究

的情况，及限制其影响力提升的症结，为国家

进行智库建设规划和布局、智库完善自身建设，

及提升智库决策服务水平提供参考。

1　研究基础

1.1　人工智能智库内涵

《全球智库报告 2020》对人工智能智库

做出了如下描述，“这类智库处于新兴技术趋

势和由新兴技术趋势所引发的政策问题的前

沿。该类智库在政策与新兴技术、数据管理和

分析（人工智能、机器学习、数据分析、大数据、

预测分析）及技术对社会和公共政策的影响等

方面开展工作”[1]。考虑到人工智能智库的科

doi:10.3772/j.issn.2095-915x.2021.06.009



国内人工智能智库发展现状研究

TECHNOLOGY INTELLIGENCE ENGINEERING

2021 年·第 7 卷·第 6 期 
103

技智库属性，本文在《全球智库报告 2020》

的基础上，结合科技智库概念对其内涵进行阐

释。王桂侠等 [2] 指出科技智库是以专业领域

科学研究为基础，运用专业知识和科学工具，

开展公共政策和战略决策研究咨询，解决科技

自身发展决策问题或以科技为基础的经济社会

决策问题的决策咨询研究机构，主要目标是出

创新成果、出创新人才和出创新思想，为应对

科技决策及基于科技的经济社会发展决策问题

提供专业解决方案。温优华等 [3] 指出科技智

库的一个本质特征是问题意识明确，擅长围绕

纳米科技、全球环境变化、转基因等当今全球、

全国重大现实问题开展有效的、前瞻性的研究，

为政府决策服务。据此，人工智能智库可理解

为有相当程度涉足人工智能研究的科技智库，

其致力于对人工智能技术本身、人工智能带来

的社会经济影响、人工智能政策战略等开展有

效的、前瞻性的研究，并产出承载智库思想的

各类成果，以支撑其服务对象进行人工智能相

关决策。

1.2　人工智能智库发展现状分析维度

现有研究对人工智能智库关注度不高。最

直接相关的研究是周慎 [4] 对《全球智库报告

2019》“最佳人工智能智库”榜单中一些智库

进行了介绍，并从组织结构、议程设置和活动

开展方面展开分析，得出人工智能智库建设呈

现出跨学科交叉组建人工智能团队等特点。其

他相关研究主要是在围绕智库产出的人工智能

成果进行分析时，略微提及人工智能智库发展

情况 [5-7]。鉴于人工智能智库研究尚未形成一个

专门细分的研究领域，故从科技智库的分析评

价相关研究中寻求人工智能智库发展现状分析

维度的借鉴。

理论研究中，一些学者构建了科技智库分

析模型或框架。王桂侠等 [2] 认为科技智库的目

标是产生影响力，实质是把思想产品传播出去，

产生所希望的影响效果，并基于这一理念，构

建了含社会资本、思想产品、受众对象、影响

渠道、介入时机和产品市场六个维度的科技智

库分析模型 [8]。袁永等 [9] 从影响源（领军人物、

思想产品）、影响对象、影响渠道、影响时机、

影响效果五方面构建了科技决策智库分析框架。

柏必成 [10] 基于对现有文献的回顾总结与分析，

得出咨询需求、思想产品与传播能力这三种因

素对于智库影响力均具有显著解释能力的结论，

由此构建了智库的分析框架。实务研究中，学

者们分别从总体特征（类型分布、地域分布、

政治倾向等）、组织管理模式（定位、组织管

理结构）、科技活动方式（科技活动成果、成

果推广方式）[11]；智库类型、地理分布、运行

机制（资金来源、科研队伍、知识产品与传播

渠道）[12]；使命定位、治理结构、运行机制（组

织形式、人才队伍、研究成果、智库宣传活动、

国际合作与交流等）[13] 等维度开展国内外科技

智库发展现状分析。可以发现，虽然目前关于

智库的分析维度表述多样，但其实基本已涵盖

在学者王桂侠等所构建的科技智库分析模型的

社会资本、思想产品和影响渠道三个维度中。

事实上，受众对象、介入时机与产品市场属偏

外部的环境因素，相较而言，社会资本、思想

产品和影响渠道属偏内部的主体因素，更能有

效反映智库自身建设情况。而在这三个维度中，

思想产品（智库成果）是智库影响力的重要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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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性因素、核心载体，影响渠道是发挥智库影

响力的基本途径 [14,15]，重要性不言而喻，同时

两个维度相关信息可获得性较佳。社会资本包

含人才、资金、品牌价值、地址选择和研究范

围等多种因素，相较之下信息不易获得，并且

受学者多重身份关系、透明性不足等因素影响，

不易测度。另外，该因素下品牌价值和研究范

围等在一定程度上可通过智库成果或影响渠道

体现出来。因此本文选定以智库成果和影响渠

道作为我国人工智能智库发展现状的两大分析

维度。

2　研究设计

本文基于人工智能智库内涵的界定，以智

库是否产出人工智能领域研究报告、观点见解

为人工智能智库筛选的主要标准，通过网络调

研方式，包括从典型智库评价报告中获取线索，

对国内人工智能智库进行了查找和筛选。结合

智库官方网站建设情况，数据公开情况以及专

家意见，最终确定了 20 家智库作为研究样本如

表 1 所示，含企业智库 7 家，社会智库 3 家，

高校智库 4 家，官方智库 6 家。

表 1　国内主要人工智能智库

智库类型 智库 成立时间 智库类型 智库 成立时间

企业智库

腾讯研究院 2007年

高校智库

清华大学全球产业研究院 2015年

阿里研究院 2007年 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 2018年

中商产业研究院 2003年 清华大学中国科技政策研究中心 2003年

36氪研究院 2010年 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研究院
（天津）* 2017年

IBM商业价值研究院 2002年

官方智库

之江实验室* 2017年

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 2016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
研究所

1985年

亿欧智库 2017年 赛博研究院 2017年

社会智库

海国图智研究院 2015年 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 2018年

太和智库 2013年 中国信息通讯研究院 1957年

乌镇智库* 2016年 中国工程院战略咨询中心 2009年
注：标注“*”的为专业型智库，其他均为综合型智库。

智库成果是智库专业知识水平最主要的体

现，智库成果越丰富、质量越高表明智库研究

能力就越强。本文将从基本概况——成果类型

及成果数量、关注主题两个方面展开智库成果

维度分析如图 1 所示，旨在反映我国人工智能

智库的成果类型分布情况、成果产出能力、布

局人工智能研究的情况，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

智库的研究能力。智库通过各影响渠道传播智

库思想，来达到引导舆论、启迪民智、影响决

策以及树立智库品牌的目的 [16]，智库拥有影响

渠道的多寡，运营影响渠道的效果，与智库是

否能实现上述目的息息相关。本文对影响渠道

下设线下渠道、线上渠道两个细分维度如图 1

所示，依据智库开展或参与会议、论坛等活动

的情况，以及智库官方网站及新媒体平台建设

运营情况进行分析，旨在揭示智库思想的传播

doi:10.3772/j.issn.2095-915x.2021.06.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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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围绕两大维度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

体现出智库是否履行智库职能、发挥智库作用。

使用网络调研法，从智库官方网站、微信、微

博平台等获取相关信息，使用词频分析法识别

智库主要关注的人工智能研究主题，据此梳理

我国人工智能智库的发展现状。

图 1  人工智能智库发展现状分析维度

3　国内人工智能智库成果产出情况

研究报告是智库的核心产出，权威研究报

告成果是智库决策咨询的最主要形式 [17]。本文

收集到 2018-2020 年 3 年间，在官方网站呈现

研究报告的 18 家智库所列的人工智能相关研究

报告共计 245 份，以此作为成果数量和关注主

题的分析依据。

3.1　基本概况

我国人工智能智库成果类型分布广泛，以

研究报告、社论与观点、学术成果三类传统型

成果为主。其中，前两类成果分别有 90%、

65% 的智库在其网站呈现，而只有 35% 的智库

在其网站呈现学术成果，且前两类成果的公开

性通常优于学术成果，故研究报告、社论与观

点是智库用于传播智库思想、宣传智库的主要

成果类型。除传统型成果外，智库也产出技术

产品、平台、专题视频、数据等特色或新式成果，

如之江实验室研发的国内最大规模电子病历知

识图谱系统，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提供的

科技情报网络大数据挖掘平台 Aminer。成果类

型的丰富度显示出我国人工智能智库总体具备

产出能力和研究实力。

收集到的人工智能研究报告数量显示，

2018—2020 年，智库的人工智能报告从 67 份增

长到了 95 份，同时除几家成立时间较晚的智库

外，大多数智库连续三年持续发布人工智能相

关研究报告，智库对人工智能的关注度和研究

总体上呈现提升趋势，已经涌现出中国信息通

信研究院、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IBM 商

业价值研究院、亿欧智库几家人工智能研究报

告产出的主力智库，其中，中国信息通信研究

院表现尤为突出。但是，一些智库的研究报告

数量与这些主力智库间差距较大，这些智库成

果公开意愿不足或研究报告产出能力相对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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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关注主题

智库所关注的研究主题，体现着智库自身

特色，也反映着其对所关注领域发展现状的认

知及发展趋势的预判。本文借助分词工具对智

库研究报告标题词汇词频进行了统计，得到出

现频次大于等于 4 的重要词汇列表如表 2 所示。

词频统计结果显示，国内智库主要聚焦六大研

究主题：人工智能基础设施、人工智能关键技

术、人工智能对人类生活的影响、人工智能赋

能各行业、人工智能市场、人工智能治理。这

六大主题又可以总结为三个层面，其中前两个

主题属于人工智能技术核心要素层面，最后一

个主题属于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规范层面，剩余

的三个主题属于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层面。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层面的研究关注度最高，

集中于人工智能对人类生活的影响、人工智能

赋能各行业两大主题，涉及“城市”“智慧城

市”“机器人”“服务”“智能家居”“制造”“法

律”“医疗”等许多高频词。腾讯研究院、阿

里研究院、中国信息通讯研究院、IBM 商业价

值研究院等大多数智库都针对上述主题，发布

了相关研究报告。反映出在国家高度重视加速

推进人工智能与国内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战

略的推动下，智库在积极研究推动人工智能与

人类生活、生产各领域渗透融合的解决方案及

影响应对方案，智库的决策支撑角色正在不断

强化。如中国信息通讯研究院联合 36 氪研究院

等机构发布的《2020 人工智能医疗产业发展蓝

皮书》，该报告对公共卫生、医院管理、医学

影像、医疗机器人等八大主要细分领域进行深

入研究，对人工智能医疗的发展机遇及趋势进

行洞察，从人才、数据、审批等方面提出了建

设性、前瞻性的意见 [18]。

人工智能技术核心要素层面的研究报告也相

对较多，但涉及的智库数量为三层面中最少。显

示出智库在我国人工智能基础研究和核心技术与

国际领先水平间尚存差距，且仍需不断突破的局

势下积极寻求解决之道。但是，可能因人工智能

技术的专业性和复杂性要求智库学者具备较高的

专业能力，智库对该层面话题关注的普遍性受到

了制约。该层面话题相关高频词包括“芯片”“云

计算”“大数据”“数据”“人工智能之”“技

术”等，相关智库主要是亿欧智库、清华大学人

工智能研究院、中国信息通讯研究院等几家。如

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与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

究院等机构联合发布了《人工智能之认知图谱》

分技术篇、人才篇、应用篇、趋势篇等，不仅对

该技术进行了全方位阐释，还就中国在认知图谱

相关领域的论文发表量和高水平学者数量与美国

相差较大的问题从政策、资金、资源等多个方面

提出应对措施 [19]。

与上述两个层面相比，人工智能技术发展

规范层面的研究报告数量还相对较少，但涉及

的智库数量处于三个层面的中间位置。人工智

能与人类社会融合过程中，暴露出的技术伦理

与治理问题已经引发了社会关注，智库基于社

会现实问题加强研究，反映出智库提供思想观

点的即时性不断提升。赛博研究院、北京智源

人工智能研究院、腾讯研究院对这一主题关注

度较高。赛博研究院关注到人工智能时代的国

家安全和风险，数据安全和风险；北京智源人

工智能研究院关注到人工智能对儿童的影响，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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吁人工智能的发展应保护和促进儿童的权益 [20]，

且还关注到人脸识别技术带来的对个人信息安

全与隐私保护的挑战；腾讯研究院在其报告中

从安全、歧视、隐私、就业等方面分析了人工

智能技术需要应对的问题和挑战 [21]。

总地来看，智库关注的研究主题基本覆盖

了人工智能研究的主要方面。对于各层面研究

主题，智库根据自身情况给予了不同程度的聚

焦，形成了自身研究特色。三个研究层面中对

人工智能技术核心要素进行研究的智库数最少，

关注人工智能发展规范层面的智库数量也还较

少。人工智能技术核心要素是技术可持续发展

的基石，加强人工智能治理，发展安全可信，

负责的人工智能 [22] 是技术发展的应有之义，加

强对上述两个层面主题的关注与研究尤为必要。

表 2  研究报告标题词频统计结果（频次≥ 4）

词汇 频次 词汇 频次 词汇 频次

中国 68 治理 8 大数据 5

全球 28 智能+ 8 转型 5

产业 19 赋能 7 芯片 5

投资 16 机器人 7 云计算 4

市场 15 企业 7 影响 4

人工智能之 14 城市 6 物联网 4

技术 14 战略 6 智慧城市 4

现状 14 安全 6 工业 4

前景 13 医疗 6 数据 4

未来 12 发展趋势 6 智能化 4

科技 12 客户 6 自动化 4

调研 11 智能家居 5 体验 4

经济 10 金融 5 工程 4

互联网 9 智能化 5 保险 4

应用 9 制造 5 — —

服务 9 法律 5 — —

4　国内人工智能智库影响渠道利

用情况

智库活动、智库官方网站和新媒体渠道是

当前国内人工智能智库的主流传播渠道。本文

对三个渠道的分析分别围绕智库的论坛、会议、

沙龙等活动，智库官方网站的多语言支持情况、

智库成果栏目设置、运营情况，新媒体平台账

号开通情况、账号运营频率、账号粉丝数以及

拥有其他新媒体平台账号的情况展开分析。

4.1　智库活动

除中商产业研究院和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

院两家智库的有关活动信息未获得之外，其他智

库均积极地主办、协办、深度参与了人工智能相

关论坛、会议、沙龙等如表 3 所示，且部分智库

续届主办重大活动，打造了具有知名度的品质会

议。如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的智源大会，该

会议于 2019 年 10 月首次召开以来，连续成功举

办三届，最新一届参与者覆盖了各省份，以及海

外 76 个国家和地区。该会议已成为中外人工智

能领域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成功打响了智库在

国际上的名声。智库活动中较具有代表性的还有

海国图智研究院联合阿登纳基金会（德国）上海

代表处与亚欧人工智能研究联盟共同举办的主题

为“构筑人工智能的未来：政策困境与对策”的

国际研讨会。该活动吸引了大湾区政府、企业、

高校与媒体的多方关注与参与，真正搭建了学者

之间、学者与决策者之间的沟通平台，也发挥了

影响社会舆论和对外传播的作用。总地说来，我

国智库普遍重视利用智库活动促进交流合作、树

立智库品牌、提升智库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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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智库活动

智库名称 代表性智库活动

腾讯研究院 2020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腾讯论坛（主办）

阿里研究院 云栖大会2020-数智未来全速重构（主办）

中商产业研究院 —

36氪研究院 2018中国人工智能应用与生态峰会（协办）

IBM商业价值研究院 2019IBM 金融创新者大会分论坛：智能之光，认知赋能金融创新（主办）

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 2020工业互联网创新大会（承办）

亿欧智库 2018全球智能+新商业峰会（主办）

海国图智研究院 国际研讨会（构筑人工智能的未来：政策困境与对策）（主办）

太和智库 2020年太和文明论坛-科学文化•未来伦理•共同价值（主办）

乌镇智库 2019西湖论剑·网络安全大会（参与）

清华大学全球产业研究院 2019中国石油和化工行业两化融合推进大会（参与）

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 —

清华大学中国科技政策研究中心 学术沙龙（科技战中人工智能芯片的竞争-中国的能力与挑战）（主办）

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研究院（天津） 2020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参与）

之江实验室 2020之识无界大会（主办）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 “人工智能∕脑科学与东方文化”论坛（主办）

赛博研究院 CIS大会“智慧城市数据安全治理”专场论坛（主办）

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 智源大会（主办）

中国信息通讯研究院 中国金融科技产业峰会（主办）

中国工程院战略咨询中心 国际工程科技发展战略高端论坛（主办）

4.2　智库官方网站

从智库网站多语言支持情况来看，所调研

的智库中有一半以上的智库网站支持除中文外

的语言，主要支持的第二语言为英语。IBM 商

业价值研究院依托国际知名公司，支持法语、

英语、德语等数十种语言；海国图智研究院支

持西班牙语、日语等四种外语。智库普遍具有

使用智库网站作为对外传播窗口，以提升国际

影响力的意识。有关智库成果栏目设置方面，

呈现出形式多样且具有智库特色的景象，如研

究报告所属栏目有“行业研究报告”“赛博报

告”“专题报告”等多种。特别地，腾讯研究

院和海国图智研究院分别打造了自建刊物《互

联网前沿杂志》和《人工智能资讯周刊》作为

呈现社论与观点类成果的载体，以提升智库辨

识度，增强智库思想接收者对智库的认知度，

建设智库品牌。海国图智研究院的《人工智能

资讯周刊》还提供中英双语版，有力推动着自

身成果转化为影响国际舆论的资源。有关网站

运营情况方面，多数智库表现良好，但存在少

量智库未单设研究成果栏目、成果入口隐蔽、

不同栏目更新频率不均衡、部分栏目更新停滞

的不良现象，甚至存在智库官方网站的大多数

栏目都处于停止更新状态。比如太和智库的“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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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时评”栏目更新情况较好，但“太和大视野”

栏目最新更新停留在 2020 年 11 月，“太和鸿论”

栏目的最新更新停留在 2018 年 5 月。现有问题

表明智库网站在结构安排、更新力度、内容公

开情况等方面均还需改善。智库官方网站是智

库的重要外在体现和成果展示窗口、对外交流

的门户平台，直接体现了智库的网络影响力和

智库的整体水平 [23]，智库对该窗口建设运营的

重视程度需要提升。

4.3　新媒体平台

微信和微博是目前国内主流的新媒体平台，

智库基本均在两个平台进行了布局。运营情况

显示，微信平台更受重视，拥有微信公众号的

智库均在维持更新，且有超过一半的智库处于

基本日更状态，与之相比，拥有微博账号的智

库中只有约三分之一的智库微博处于基本日更，

且已有约 45% 的智库微博停止更新。另外，存

在部分智库微信平台月更数量少，微博粉丝量

较低的现象，如亿欧智库 2020 年 12 月微信平

台仅更新 4 篇文章，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微博

粉丝不到一百。

智库在其他新媒体平台布局的情况显示，

少量智库主动适应新媒体环境下不断出现的新

平台，积极拓展传播渠道或创新传播形式，比

如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拥有知乎、哔哩哔

哩等功能定位不同和支持不同媒体类型的平台

账号；IBM 商业价值研究院开通了 IBM 前沿洞

察小程序，亿欧智库拥有自有 APP 等。也有少

量智库将触角伸到海外，布局国外新媒体平台，

比如海国图智研究院和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

院分别开通了 Facebook，LinkedIn、YouTube、

Facebook 平台账号。

新媒体渠道传播速度更快、互动性更强、

覆盖人群更广 [24]，若有效利用能极大地提升智

库思想传播广度和影响深度。智库目前在应用

新媒体渠道上有一些可圈可点的表现，但总的

情况是，智库还未有效抓住新媒体环境下信息

传播的机遇，国内平台运营力度不足、传播广

度有限，大多数智库未布局海外平台，该渠道

运用仍需给予更多关注。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海国图智研究院在

智库活动、智库网站和新媒体平台三个影响渠

道都体现出极强的国际传播意识，这与其是唯

一一家上榜《全球智库报告》人工智能智库榜

单的中国智库不无关系。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

重要载体，对外传播本就是智库的一项重要功

能 [25]，人工智能智库的国际影响力要整体提升，

必须增强其国际传播能力，海国图智研究院在

这方面的经验，值得其他智库在自身运行管理

过程中参考借鉴。

5　分析与思考

当前，国内人工智能智库正处在快速发展

中，对人工智能的关注与研究力度不断加强，

并且随着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性不断提升，已

经出现了一批聚焦人工智能研究的专业型智库。

国内人工智能智库发展呈现出如下特点：一是

智库类型覆盖全面；二是智库成果丰富，除传

统型成果外，智库还产出平台、技术产品等特

色成果；三是智库侧重于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以

及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规范研究；四是智库活动

是受普遍重视的传播渠道，微信是智库主要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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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新媒体平台，部分智库紧跟新媒体发展趋

势拥抱新型新媒体平台。然而，智库在成果产

出量、成果公开情况、网络各平台布局及运营

方面暴露出不足，限制着智库影响力的提升。

为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几点对策建议：

（1）外部支持和引导人工智能智库发展，

营造良好的智库外部发展环境。我国专业型人

工智能智库目前还较少，同时一些智库对该领

域的关注度与研究投入度不高。需要在政策上

给予一定的支持和引导，包括从整体上规划人

工智能智库建设，畅通智库建言献策渠道等，

促使智库自觉提升服务人工智能相关决策的意

识，推动现有智库加大研究力度、其他有能力

开展人工智能研究的智库向该领域倾斜，催生

专门的人工智能智库，使国家在进行人工智能

相关决策时能得到更加精准有效的支撑。

（2）打造结构合理的人才梯队，保障研

究质量、增加成果产出。提高成果产出能力的

根本是提升智库的研究实力，而人才是智库研

究实力的保障。人工智能技术影响深远，在团

队组建方面，除集聚专业的人工智能领域人才

外，也要吸纳一些其他学科人才、国际化人才，

同时可通过规范研究流程、完善人才激励制度

等方式用好人才，使人才的研究能力能得以充

分发挥，服务于智库产出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

（3）适度增加成果公开，担起启迪民智的

社会责任、推进将专家见解和公众意见融入决

策过程。智库是连接公众、决策者、科学共同

体的中介，对于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

有着重要作用。同时，人工智能技术正深刻改

变着人类生产、生活、学习方式，人工智能智

库应适度推进成果和信息公开，进一步在向公

众普及人工智能知识、解读人工智能政策，向

决策者反映民众对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关切、传

递专业人士对技术发展见解方面发挥作用。

（4）增强预判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趋势的能

力，找准关键研究问题。选题是智库开展研究

时首要的一步，对后续研究成果的价值和可用

性具有决定性影响。智库需结合人工智能技术

发展情况、国家决策需求、自身发展定位，充

分考虑研究选题的前瞻性、战略性和新颖性，

选择关键的研究问题开展研究。目前关于人工

智能技术核心要素和人工智能发展规范层面的

研究还相对较少，建议有能力的智库给予适当

关注。

（5）拓展深化影响渠道，实现更加有效的

思想传播、打造智库品牌形象。对于线上渠道，

除在栏目设置、更新频率等方面发力，还可考

虑探索多类型的新媒体平台，并针对不同平台

特性调整待传播的内容形式，使用专业人员进

行管理而非由其他人员兼管，必要时可组建专

门的运营团队。对于线下智库活动。目前线下

渠道已得到智库的普遍关注，进一步优化线下

渠道应用，可吸纳同行在这方面的优质实践经

验，包括但不限于从增加活动举办频率、邀请

决策者参与会议、与国际机构联合办会等方面

着手。同时，智库在传播渠道运营过程中，应

有树立智库品牌的意识，打造拳头产品、知名

活动等。

（5）增强国际传播意识，提升智库国际影

响力。当前国际环境日益复杂，各国纷纷抢占

人工智能发展制高点，人类共同面临着人工智

能技术发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智库在为国家

人工智能发展赢得国际话语权和主动权方面将

doi:10.3772/j.issn.2095-915x.2021.06.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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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演越发重要的角色。由此，智库应主动增强

自身国际传播意识，通过举办或参与国际化交

流活动、发布多语言版本的智库成果、布局海

外新媒体平台等方式提升自身国际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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