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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智库研究现状，基于ＣＴＴＩ网站调查分析医学智库基本情况、机构宗旨与发展规划，阐述医
学院校图书馆智库功能实现路径，包括加强对医学生的引导与教育、促进医学跨学科发展、提升医学相关

政策决策支持能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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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智库 （ＴｈｉｎｋＴａｎｋ）的概念最早见于１９６７年６

月 《纽约时报》刊载的兰德公司等机构推介文章。

智库一般从事某种专门研究与咨询业务，国内习惯

于将智库从事的业务称为决策咨询服务［１］。聚集各

学科专家学者就国内和国际问题进行面向政策的研

究、分析和咨询，为社会经济等领域发展提供优化

方案与决策支持。自 ２００６年起美国宾夕法尼亚大

学 ＪａｍｅｓＧＭｃＧａｎｎ领衔的 “智库研究项目”

（ＴｈｉｎｋＴａｎｋｓａｎｄＣｉｖｉｌ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Ｐｒｏｇｒａｍ，ＴＴＣＳＰ）

逐年发布 《全球智库报告》，２０２０年１月３０日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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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的 《全球智库报告 ２０１９》共覆盖 ８２４８家智
库，中国以５０７家居于第３位，仅次于美国 （１８７１
家）和印度 （５０９家）［２］。我国教育部于２０１４年印
发的 《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提出

高水平智库是高等教育质量的显著标志。２０１５年中
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颁布 《关于加强中国

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要求推动高校智库发

展完善和服务能力整体提升。高校智库不仅承担着

战略决策支持、政策谏言、舆论监督与引导等功

能，而且为高校科研、人才培养与引进等提供重要

手段和载体。作为知识服务部门的高校图书馆在高

校智库建设中优势明显，开展智库服务有助于创新

图书馆服务、提升核心竞争力。 “双一流”建设为

医学院校和医学学科发展带来重要机遇，适应中国

特色新型智库建设需要，准确定位、建设医学院校

图书馆智库，有助于推进一流医学院校和学科建

设。医学院校图书馆应结合学校特色和学科发展水

平，基于医学智库理论和实践调查，深入探索智库

功能实现路径。

２　研究现状

２１　智库数量

截至 ２０１９年 １２月 ３１日中国智库索引 （Ｃｈｉ
ｎｅｓｅＴｈｉｎｋＴａｎｋＩｎｄｅｘ，ＣＴＴＩ）网站共收录８３６个智
库机构，其中高校智库５６０个，占总量的６７％；药
品、医疗卫生、健康政策等医学相关智库机构 ４０
个，仅占４８％，其中２１个属于高校智库。可见医
学相关智库建设亟须加强，高校在其中大有可为。

２２　研究发文情况

在中国知网 《中国学术期刊 （网络版）》数据

库中通过主题检索 “高校 ＋智库”共检索到１４４１
篇论文 （检索日期为 ２０１９年 １２月 ３１日），其中
“高校图书馆 ＋智库”２９３篇，占比２０％。对国内
智库研究热点主题分析［３］发现运行机制与服务是５
个主流研究领域之一，该主题聚类主要关键词包括

信息服务、运行机制、科技智库和高校图书馆。可

见图书馆在高校智库建设中的作用较为重要。

２３　研究内容

高校图书馆参与智库建设研究主要集中在作

用、服务模式、融合机制及实证研究、实践探索思

考等方面。医学专业相关的教育教学、临床实践、

科学研究要求高、特色鲜明。医学院校图书馆智库

研究必须以高校图书馆智库相关研究为基础，结合

医学学科专业特色，有针对性地开展。当前国内医

学院校图书馆智库研究主题集中在信息资源服务提

升方面，探讨智库服务功能［４］、智库建设服务模式

和平台搭建［５］，强调图书馆为高校、附属临床学院

提供智库知识服务。

３　ＣＴＴＩ医学智库调查与分析

３１　概述

在ＣＴＴＩ网站选择 “医疗卫生政策”、“健康政

策”、“药品政策”３个研究领域，检索到４０个智
库机构，以涉及学科中涵盖 “医学”为筛选条件，

得到１２个与医学学科密切相关的医学智库，见表
１。需要说明的是 ＣＴＴＩ网站建设尚不完善，存在部
分智库信息缺失问题，本文在 ＣＴＴＩ网站已有智库
信息基础上对医学智库发展现状和有关研究进行调

查分析，可能存在部分疏漏。

３２　ＣＴＴＩ医学智库基本信息

ＣＴＴＩ医学智库基本信息涵盖智库名称、类型、
成立时间、研究领域、涉及学科等方面。高校是医

学智库建设的主力 （占比７５％），高校智库均建于
２０１２年以后；医疗卫生政策是医学智库研究核心领
域 （１００％），健 康 政 策 （５０％）、药 品 政 策
（３３％）是密切相关领域；除医学外，医学政策智
库涉及学科包括法学、经济学、管理学、哲学、教

育学等。因此高校 （尤其是医学院校）是医学智库

建设与发展的重要机构，医学智库研究应以医疗卫

生、健康政策、药品政策为关注重点并加强与相关

学科交叉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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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ＣＴＴＩ医学智库基本信息

智库名称 智库类型　 成立时间 研究领域 涉及学科　

原国家卫生计生委卫生发展研究中

心

党政部门 １９９１年１月 医疗卫生 医学

原国家卫生计生委医院管理研究所 党政部门 １９９１年８月 医疗卫生 医学

哈尔滨医科大学黑龙江省公共健康

安全及医改策略研究智库

高校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 医疗卫生、健

康

医学

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 高校 ２０１４年２月 医疗卫生 哲学、法学、经济学、管理学、工学、医学、教育

学

华中科技大学健康政策与管理研究

院

高校 ２０１５年３月 医疗卫生 管理学、医学

兰州大学循证社会科学研究中心 高校 ２０１８年１月 医疗卫生、健

康

医学、经济学、法学

南京医科大学健康江苏研究院 高校 ２０１６年７月 医疗卫生、健

康、药品

医学、管理学、经济学、法学、哲学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实验经济研究所 高校 ２０１４年３月 医疗卫生 经济学、教育学、医学

燕山大学河北省公共政策评估研究

中心

高校 ２０１６年９月 医疗卫生、健

康、药品

哲学、法学、教育学、经济学、管理学、医学、历

史学、艺术学、文学、工学、理学、农学、军事学

中南大学统一战线参政议政工作室 高校 ２０１５年５月 医疗卫生 法学、经济学、医学、工学

中南大学医疗卫生法研究中心 高校 ２０１２年１月 医疗卫生、健

康、药品

法学、医学

中国中医药信息学会中医药智库分

会

科研院所 ２０１７年７月 医疗卫生、健

康、药品

医学

　　注：来源于ＣＴＴＩ网站调查。

３３　ＣＴＴＩ医学智库机构宗旨与发展规划

３３１　关键词分析　 “政策咨询”、“决策建议”、

“卫生”、“健康”、“资源”、“跨学科”、“学术研

究”、“战略”、 “治理”等是医学智库机构宗旨中

出现频次较高的词；“影响力”、“特色”、“卫生”、

“健康”、 “平台”、 “教育”、 “人才”、 “交流”、

“合作”、“创新”等是医学智库发展规划中出现频

次较高的词。

３３２　机构宗旨与发展规划　基于关键词分析归

纳出医学智库机构宗旨是针对医疗卫生与健康中国的

重点和热点问题，发挥医学智力资源优势，开展跨学

科、跨领域学术研究，为国家医疗卫生事业战略发展

和健康治理提供政策咨询和决策建议。医学发展规

划是通过构建决策支持平台，加强智库人才教育培

训，组织开展国内外医学智库交流合作与协同创

新，打造汇集重要医学智力资源、有影响力、特色

鲜明的卫生与健康领域智库。ＣＴＴＩ医学智库调查分

析为医学院校图书馆智库服务提供方向性指引。

４　医学院校图书馆智库功能实现路径

４１　概述

以上述研究为基础，结合２０１５年 《国务院关于

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

的通知》中提出的坚持立德树人突出人才培养的核

心地位，培育跨学科、跨领域创新团队，加速创新驱

动的策源地等面向 “双一流”建设任务要求，对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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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校图书馆智库功能实现路径进行探索。

４２　加强对医学生引导与教育

４２１　对医学生的引导与教育重点　汇集重要医

学智力资源是医学智库功能实现的基础，加强对医

学生的引导与教育才能保持医学智力资源优势，这

是医学院校图书馆智库功能实现的基石。高校智库

具有党史研究、党建引领、舆论引导和思想教育等

重要功能，强调政治性和学术性、突出地方性和区

域性、注重服务性和实用性［６］。医学院校图书馆通

过加强对医学生的引导与教育，推动其智库功能实

现，应将思想政治、学科专业、公共卫生与健康教

育作为着力点。

４２２　常态化思想政治教育　２０１７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的 《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

政治工作的意见》指出坚持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

人，把思想价值引领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和各环

节。医学院校图书馆是 “三全育人”的重要一环，

其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的思想政治工作重点使得发

展智库服务成为必然。图书馆要实现对医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的常态化，需要开拓视野，加强馆内外资

源、人才、技术、平台全方位融合，借助医学与管

理学、哲学、教育学等学科的思想政治教育融合，

潜移默化地对医学生实施思想政治教育。

４２３　融入学科专业教育　 “双一流”建设要求

强化高素质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对医学生教育的学

科专业性要求更加突出。医学各学科教育的内生机

制源于医疗发展需要，尤其是人的健康需要。医学

院校图书馆丰富的基础医学理论和临床医学实践文

献资源可以为 “医疗智库”、“健康智库”提供有效

支撑［７］。医学院校图书馆智库在发挥学科专业教育

功能上应以专业化和个性化为基础，始终坚持以医

学生为中心，主动适应医学生需求新变化，抓住机

遇，发挥自身资源特色和服务优势。利用丰富的信

息资源，聚集各学科门类专业教师，创新医学生教

育工作方式和方法，推动医学院校图书馆智库服务

与师生之间的良性互动。

４２４　重视公共卫生与健康教育　在发挥对医学

生公共卫生与健康教育功能方面，应坚守图书馆文

化阵地，以医学专业知识为基础，以促进健康生活

为目标。一方面增强对健康相关政策解读、健康知

识传播、医患沟通等的引导教育，促进相关问题交

流研讨，让医学生成为健康传播者。另一方面关注

国内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通过及时收集、分析、

追踪有关医疗信息动态，充分开发与之相关的信息

资源，整合与创新公共卫生与健康知识，提高医学

生信息敏感性和辨识力。

４３　促进医学跨学科发展

４３１　跨学科、跨领域学术研究是医学智库功能

实现的必由之路　智库发展能够有力促进学科交叉

融合发展，如胡佛研究所依靠斯坦福大学成为世界

一流智库，而它在促进斯坦福大学政治、历史、经

济和社会学等跨学科融合发展上也具有重要价

值［８］。以加强协同性、深化参与度等多种方式促进

医学跨学科发展是医学院校图书馆智库功能实现的

关键环节。

４３２　加强协同，促进多学科交叉研究和医疗信

息融合　智库研究需要协同，医学院校图书馆智库

功能的实现离不开协同，而且重在加强有关医学智

库要素的整合与智库服务平台融合。促进医学多学

科交叉研究，应推动不同学科之间横向沟通、纵向

协同，加强对重大医学研究课题联合攻关，不同医

学学科、研究领域的专家围绕同一个问题进行 “会

诊”，反复论证，力争得出客观结论［９］。各级医疗

管理部门承担协调医疗资源分配、决策学科发展的

重任，医学院校图书馆智库可以充当桥梁，发挥医

疗信息协同中心作用，促进医学院校、医院与医疗

管理部门协同，为医疗实践、教学科研服务、医学

科研成果转化提供助力，使信息转变为能付诸实施

的知识，促进医疗信息融合。

４３３　深化参与度，推动医学情报与学科前沿分

析　面向智库建设的学科服务需要深度参与［１０］，一

方面，医学院校图书馆智库应提供专门医学情报分

析，提炼专业观点、形成报告并邀请学校、临床医

院、相关管理部门专家进行审核，凝聚多学科研究

者智慧，从学科角度提出意见，为决策提供辅助支

持。另一方面，学科前沿是学科发展的关键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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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融合新的学科理论与应用并开展相关前沿分析

与跟踪，提供专题定制、决策参考，是提升医学院

校图书馆智库服务效能的必要选择［１１］。学科前沿的

客观判识准则之一是具有重要基础文献集合，即从

数据库中挖掘重要文献进行学科前沿分析与研判，

了解本校医学科学研究与学科前沿研究相关性，为

科学规划学科发展提供参考。

４４　提升医学相关政策决策支持能力

４４１　概述　为国家医疗卫生事业战略发展和健
康治理提供政策咨询和决策建议是医学智库功能实

现的价值归宿。医学相关政策决策支持能力的提升

是医学院校图书馆智库功能实现的核心。

４４２　以智库形式服务决策支持　这是医学院校
图书馆智库服务区域医疗卫生事业及医学院校发展

的重要表现形式。决策支持功能以政策建议形式呈

现，其本质是智库服务产品，不同于学术成果与实

践之间有较大缓冲地带，智库成果与政策和实践紧

密相连，因此提升医学相关政策决策支持能力，要

突出实效性和针对性。国际顶级卫生与健康智库，

如英国剑桥健康服务研究中心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Ｈｅａｌｔｈ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ＣＨＳＲ），美国布隆博
格公共卫生学院 （ＪｏｈｎｓＨｏｐｋｉｎｓＢｌｏｏｍｂｅｒｇＳｃｈｏｏｌ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Ｈｅａｌｔｈ，ＪＨＳＰＨ），日本健康与全球政策研究
所 （ＨｅａｌｔｈａｎｄＧｌｏｂａｌＰｏｌｉｃｙ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ＨＧＰＩ）等主
要围绕医疗治疗途径探索新治疗方法在临床上的应

用［３］，努力通过智库探寻更具有实效性和针对性的

医疗决策之路。

４４３　医学院校图书馆智库决策支持功能实现要
点　在提高实效性上，必须把医学基础的学术研究
和政策直接相关的应用研究相结合，以医学学术研

究为基础，以政策研究为导向，整合医学院校优势

资源、适应医学院校人才特点、突出医学学科领域

专长，着力提高调查研究和政策咨询质量和水平，

努力形成智库服务产品优势［５］，提升医学院校图书

馆智库服务对医学学科发展、医学院校相关决策的

正面影响。在提高针对性上，必须把研究、整合医

疗卫生与健康相关信息作为关键路径突破，依据区

域发展实际，立足本校，对医学发展的社会经济决

定因素以及医学院校 “双一流”建设中的重要理论

问题进行研究，及时关注医疗卫生与健康动态，尤

其要重视在重大疫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应急

响应，充分发挥智囊团作用，跟进决策咨询需求。

５　结语

医学学科本质是应用型学科，医学院校图书馆

智库功能的实现必须理论结合实际，服务于医学人

才培养、医学学科发展及医学相关政策决策支持，

以智库服务提升图书馆核心竞争力，掌握话语权，

为学校 “双一流”建设、医疗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

提供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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