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端智库创建行动实施方案
（牵头高校：四川文理学院）

高端智库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最高水平的决策咨询机构，是推

动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

因素。为全面提升“万达开川渝统筹发展示范区高校联盟”（以

下简称“联盟”）高校服务“万达开川渝统筹发展示范区”（以

下简称“示范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服务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大局，充分发挥高端智库的人才、智力优势，制

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

实党中央战略部署，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四川工作系列重

要批示和全国、全省教育大会精神，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规划纲要》为导向，充分整合联盟高校和国内相关领域专家力

量，围绕示范区创建相关工作需要，建好示范区高端智库，为示

范区及其毗邻地区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提供高品质决策咨询服

务。



二、建设目标

（一）总体目标

将高端智库建设为人才汇聚高地、人才培养阵地和政策创新

基地，成为具有地方特色、支撑万达开川渝统筹发展示范区高质

量发展的研究平台，具有较大影响力、省内一流的决策咨询机构，

具有全国影响力、服务国家战略发展的思想库、智囊团。

（二）具体目标

1.成立万达开川渝统筹发展研究中心。依托四川文理学院、

四川革命老区发展研究中心（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

地、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成立万达开川渝

统筹发展研究中心（以下简称“研究中心”）。

2.形成具有影响力的智库研究团队。加强与地方政府、行业

企业、相关高校和科研院所、国内智库、相关领域专家合作，聘

请联盟高校和国内外相关领域专家组建一支跨学科、多领域、专

兼职相结合、学术水平高、结构合理、勇于创新的优秀研究团队。

聚焦万达开川渝统筹发展中的若干重大问题，凝练主攻方向，形

成 3-5 个学科专业结构合理、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相结合、优势

互补的智库专家队伍。

三、重点工作

（一）开展重大项目研究。定期发布开放课题，组织实施面



向联盟高校和国内外专家学者公开招标的重大课题研究，推出一

批具有理论深度和实践指导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央和地方党委

政府及有关职能部门科学决策提供参考。

立足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万达开川渝统筹发展示范区

创建等战略问题和研究领域，积极申报、承担一批国家和川渝两

省市的重点项目，开展深入研究，服务于政府科学化决策，服务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二）强化决策咨询服务。着眼宏观和区域层面，聚焦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万达开川渝统筹发展示范区创建、川东北

渝东北一体化发展过程中的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每年向国家、

省市党委政府部门呈报决策咨询报告。加强决策咨询的能力建

设，提升报告的科学性与可信度；加强信息报送网络和基地建设，

积极打通决策咨询报告进入中央部委与国家高层的渠道，提升其

对政府决策的参考价值。

（三）搭建成果发布平台。创建万达开川渝统筹发展示范区

高校联盟网站，搭建成果发布平台，丰富成果发布途径，定期通

过论坛、论文、出版物、科研简报、成果要报、权威性研究报告、

咨询报告等方式发布研究成果，加强对外宣传，扩大成果发布范

围，建立信息快速通报和发布机制，增强研究中心在万达开川渝

统筹发展研究领域的“话语权”，提升智库学术影响力和政策影



响力。

（四）加强成果共建共享。强化数据库、资料库和专家库建

设，积极与政府、行业等相关部门分享资料、数据和成果，不断

增强基于数据分析的研究咨询能力。加强与高校联盟单位的合

作，共同发布和宣传智库产出的重大科研成果，建立协同创新、

学术交流等共建共享机制；加强与国内相关智库和领域专家的联

系，吸引国内专家学者合作攻关；加强与地方党委政府、行业企

业合作，形成定期交流合作机制；积极举办和承办高水平学术讲

坛、相关学术研讨会、学术报告、学术沙龙等。

四、保障措施

（一）健全体制机制，强化制度保障。完善相关规章制度，

打造吸引和汇聚国内外一流人才的管理模式，建立健全运转高

效、充满活力的智库管理、人才服务与激励、成果发布等体制机

制，形成吸引高层次专家“驻库”的良好政策环境。明确研究中

心的定位和功能，确立稳定的重点研究方向。制定专项发展规划，

明确专项发展目标、考核指标和具体措施，激励研究中心专家创

新开展工作，加强对青年优秀人才的发掘和培养，推动示范区高

质量发展。

（二）加强信息化建设，强化资料保障。加强与万达开及其

毗邻地区地方政府和行业企业合作，建设功能较为完备、存储信



息量大的调查系统和科研数据库，充分利用信息化方式开展调

研，采取科学研究手段进行数据收集和分析。推动数据库共建共

享，加强研究中心与其他智库、专家的深入合作，为智库专家开

展科学研究提供保障。

（三）广开经费渠道，强化投入保障。构建高校、企业和政

府共同投入经费的建设模式，四川文理学院承担研究中心的建设

经费和运行费用。积极争取国家和四川省、重庆市的科研建设经

费投入。接受地方政府、联盟高校和合作企业的共建经费，鼓励

社会资本以公益方式投入，保障研究中心的高效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