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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由中国国际经

济交流中心主办的第四届全

球 智 库 峰 会 26 日在北京开

幕。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来

自全球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

众多智库专家、政界人士、企

业领袖等围绕减贫、气候变

化、全球治理等可持续发展相

关问题展开讨论，为 2015 年

后可持续发展和气候大会提

供政策建议。本次峰会的主

题为“全球可持续发展：2015

年后新路径”，并以不平等和

包容性增长、能源的变革、智

库的作用、品牌的打造、市场

的力量等为议题进行了专题

性讨论。此外，会议还发布了

《全球经济治理再平衡》等一

系列成果报告，成为今年峰

会的一大看点。

■ 丁 栋 董冠洋

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举办的第四届全球智库

峰会 27 日在北京闭幕并发布《第四届全球智库峰会共

同宣言》（以下简称《共同宣言》）。《共同宣言》称，全球

解决发展不平衡、大量贫困人口的基本生存等任务依

然很重，发展仍然是解决众多全球性挑战的基础和主

题。全球应继续聚焦最贫困人口，将减贫作为 2015 年

后发展议程的重点。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张晓强在发布

会上介绍，本届峰会是一次全球智库思想和智慧激荡的盛

会，来自世界各地的智库代表、专家、学者和前政府高官等

参加了本届峰会，体现了全球智库峰会“同享人类智慧、共

谋全球发展”的宗旨。峰会以“全球可持续发展：2015 年

后新路径”为主题，围绕八个议题进行了广泛交流和深入

探讨，分析了近年来全球经济状况和其后的发展趋势，对

2015 年后全球发展议程的内容提出了建议。

中国智库：产出思想 国际发声

《共同宣言》指出，智库在解决和处理全球事务中的

作用有待增强。随着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的深入发展，

全球共同性重大挑战增多，在世界文化多样性与包容互

鉴的大环境下，各国智库在促进全球经济可持续健康发

展、维护世界和区域和平发展环境、引导国际舆论、凝聚

人类智慧等方面可以也应该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会

议希望，各国智库能够适应时代发展潮流，提升自身能

力，加强与政府、公众和媒体的互动，并加强多种方式的

智库交流合作，相互借鉴，不断创新，共同发展。

两年一度的全球智库峰会，已经成为集中观察中国

智库角色与作用的一扇窗口。现在，中国的智库不仅要

产出思想，还要国际发声。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智库和公民社会研究项目

在今年初公布了 2014 年全球智库报告，其中指出，中国

大陆智库总数是 429 家，位居全球第二。但智库水平与

排名第一的美国相比，差距仍然很大。

中国智库有三多三少：被动的多、短期的多、流于

空 泛 的 多；我 们 拿 出 的 方 案 和 目 标 期 限 比 较 短，前 瞻

性少，创新少。尤其是在解决问题和提供产品方面和

国外差得比较远。

智库最核心的要求是生产高质量的思想产品，因

此，智库人员必须具有全球战略视野，要提出从中国实

情出发的、接地气的解决方案。只有着力培养品牌意

识、前瞻意识、创新意识、全球意识，付出艰辛努力和切

实行动，才能全面提升智库影响力。

治理目标：持续减贫 绿色发展

“全球治理还存在着效率不够高、协调性不够强、规

则不够合理等问题，应继续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机制。”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魏建国提出，应更好地

发挥联合国、G20 等全球治理平台在危机治理、全球共同

问题和热点问题的解决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其中，对于联合国在世纪之交所制定的千年发展目

标，《共同宣言》认为，在促进全球可持续健康发展方面，

应通过加强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发展面向贫困群体

的小微金融服务等措施，以及充分利用当地资源等比较

优势和发挥民众积极性、动员社会各方力量、采用“以工

代援”等多种方式，更有效地解决减贫问题。

全球经济发展对气候和环境的影响在不断增强，但并

不能因此而放缓经济发展的步伐。无论是减排温室气体、

环境保护，还是经济转型，都应当在推动发展、实现减贫的

基础上进行。绿色发展也是本次峰会的重要议题之一，《共

同宣言》称，应探寻新的经济发展方式，通过发展循环经济、

低碳经济，实现绿色增长；通过工业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

发展“互联网+”等措施，提升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各国都应

承担相应的责任，通过调整优化产业与能源结构、加强技术

合作和转让、增加资金投入等途径，提高节能减排水平。

第四届全球智库峰会共同宣言：
持续推进发展与减贫

■ 陈学慧

同享人类智慧，共谋全球发展。

为期 2 天的会议，9 场大型研讨，第四届全

球智库峰会吸引了近 30 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

织的 600 多名代表参会。会场上，外国专家比中

国嘉宾多，会说中国话的外国嘉宾多，堪称“中

国通”的外国专家也多。让我们一起听听外国

智库如何评说中国的发展。

我很高兴再次回到中国，这是我在过去 30

年第 125 次来到中国。中国发生了巨大改变，已

从文革时期的封闭国家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

列，且正在成为全球性的大国，中国的智库在其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1 世纪全球化的速度及力度会影响全世界

的政府决策。全球化的程度越高，面临的政策

挑战就越大。全球机构不能单打独斗解决所有

问题，但国家政府彼此之间密切合作，却可以产

生巨大影响。无论是外交政策、经济政策还是

可持续发展，都需要建立智库之间的联合政策

委员会。21 世纪的世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世

界，我们需要跨学科、跨领域、跨国的智库，需要

公共领域和私营部门的智库。35 年前有人说，

我们需要加快步伐，以更好地利用清洁能源，现

在我们需要在可持续能源方面展开更好的合

作，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

首先谈谈气候变化。巴黎气候峰会将举

行，中国的参与将非常重要，因为中国非常大，

而且中国在这个领域里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

用，担负着很大的责任。明年中国将成为 G20

的主席国。在 G20 机制中，中国将会发挥非常

重要的作用。

扶贫领域取得的进展是非常巨大的，而中

国在扶贫方面的贡献至关重要。中国脱贫人口

的总数，比其他国家的人数还要多。世界的发

展状况在变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速度要比那

些高收入国家高，非洲国家经济增长率能达到

5%至 6%。所以，要解决扶贫问题，推动发展中

国家尽快发展非常关键。

在全球治理方面，我们也看到中国进步非

常快。“一带一路”已成为全球性的计划，它将影

响世界 40%的人口。在这一计划之下，不仅中

国和欧洲之间会建立一种联系，很多中间地带

国家如中亚国家也将纳入其中。中国可以此表

明，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的责任度将

是今后世界发展的关键。

中国是不是能够发挥领导力？其他国家是

不是允许中国发挥领导力？亚投行是一个非常

好的样板。感谢中国提出设立亚投行。50 多个

国家将会签署备忘录，成为亚投行的创始成员

国，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我们希望亚投

行取得成功。

我参加了每一届全球智库峰会，提出了不

少建议，也和中方进行了很好的合作。中国和

美国最近举行了战略与经济对话，在 APEC 上也

进行了比较好的协调。中美讨论国际上的问

题，不仅要有这样从上至下的正式渠道，还需要

有其他一些民间渠道，能够进行开放的、包容的

对话，比如全球基金会在治理和其他方面提供

建议等。这种非正式的沟通渠道，无论在中国

国内还是在国际社会，都应该而且可以发挥更

大的作用。

美 国 和 中 国 在 经 济 上 是 深 深 依 存 的 关

系，美国要依赖于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资本，

中 国 要 依 赖 于 美 国 的 市 场 来 实 现 其 出 口 策

略 。 但 这 种 依 存 是 不 可 持 续 的，可 能 会 引 发

很多矛盾。

中国改变了相互依存关系的规则，从出口

向消费转变。而更为重要的是，美国最大的借

贷方中国在用自己的投资来支持一些项目，比

如“一带一路”及亚投行等。美国要走以前的老

路，却没有中国继续向其投资，为了补足这个缺

口，就要做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TPP。TPP 是没

有包括中国的，亚投行是没有包括美国的。

重要的是，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中美两

国都要着眼于最佳政策。中国在试图用消费驱

动增长，从顺差、储蓄转向消费，而美国的经济则

应把储蓄作为驱动力。美国人喜欢消费，不想存

钱。可是如果不把储蓄投资于美国的基础设施，

投资于美国人民，投资于制造业能力的增长，使

美国更具竞争力，那就会遭遇麻烦。美中两国都

是大国，需要做得更好一些，才能够形成合力。

■ 彭大伟

“麦 甘 先 生 的 智 库 排 名 对 于 中 国 像 是‘叫早电

话’（Morning Call）一样，比较早地让中国人在智库发

展方面看到了差距，也让我们感受到压力，去提升自

己。”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傅莹笑着用上述

比喻来邀请坐在她旁边的詹姆斯·麦甘为中国智库

发展支招。

作 为 美 国 宾 夕 法 尼 亚 大 学 智 库 项 目 负 责 人 ，

詹 姆 斯·麦 甘 领 导 的 团 队 每 年 推 出 的 全 球 智 库 排

名，被 认 为 是 国 际 上 最 权 威 的 智 库 领 域“ 英 雄 榜”

之一。

27 日，由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重 阳 金 融 研 究 院 承 办

的 第 四 届 全 球 智 库 峰 会“ 全 球 可 持 续 发 展 ：智 库

的 作 用 ”专 题 分 论 坛 在 北 京 举 行 。 詹 姆 斯·麦 甘

与 来 自 美 国 、英 国 、印 度 和 中 国 等 国 家 的 智 库 负

责 人 一 起 就 如 何 建 设 中 国 特 色 新 型 智 库 发 表 了

各 自 的 见 解。

近年来，中国官方给予智库前所未有的重视。

2014 年 10 月 27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全面深化

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

革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时强调，要“形成定位明晰、

特色鲜明、规模适度、布局合理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

体系，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和国际影响力的

高端智库，重视专业化智库建设。”

詹姆斯·麦甘建议，应进一步促进中国智库间的

竞争，并鼓励独立智库群体的增长和商业、法律、金

融等领域智库的多元化发展。

詹姆斯·麦甘说，一些国家的智库人士曾向他反

映，有时无法获得研究所需的关键数据。他呼吁，政

府应该提供经费，让学者更好地利用网络上的资源，

让智库能够获得更好、更高质量的数据。“同时要创

建 一 个 全 国 性 的 智 库 间 网 络，共 享 资 源 和 发 布 成

果。”他补充道。

智库是否仅仅意味着为政府的决定“背书”或是

“论证”？英国欧洲改革中心外交政策部主任伊恩·
邦德表示并非如此。

“英国政府认识到智库一项重要的功能，就是一

定要去挑战政府的计划和政策，并且积极进行测试，

来发现这些政策的漏洞。”他介绍道。

美国大西洋理事会主席兼 CEO 弗雷德里克·坎

普表示，未来的优秀智库必须是跨越国界、跨学科

的，“我们不能只是在狭隘的一个领域成为专家，我

们必须和其他专家通力合作，并且善于和媒体等各

方面打交道。”

相对于国际同行关注的上述问题，中国智库负

责人则讲述了更多本土的、具体的经验或困境。

对于制约智库发展的经费问题，上海社科院副

院长黄仁伟表示，目前中国许多智库依赖财政经费，

但财政经费的使用受到严格限制。

“财政资金不能作为智库的主要来源，而应该吸

引社会上的资金，但是中国的社会资金进了智库不

能随便免税，所以需要有一个大的税制方面、财富分

配方面的改革，让社会资金能够合理合法地进入智

库，使智库越来越减少对财政的依赖。”黄仁伟将之

称为“根本性的”改革。

听国际智库说中国

全球智库大佬“号脉”中国智库发展

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主席、澳大利

亚前总理陆克文：

需要跨学科跨领域跨国的智库

全球合作基金会主席、意大利前总

理罗马诺·普罗迪：

“一带一路”是全球性计划

澳大利亚全球基金会秘书长史蒂

夫·霍华德：

希望亚投行取得成功

耶鲁大学教授、摩根斯坦利前亚洲

区主席史蒂芬·罗奇：

中美要着眼于最佳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