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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 新业态
智库研究成果丰硕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
在2020年春节假期期间，由于疫情原
因，重庆市科协智库工作部门率先复
工。从2020年2月3日开始，智库工
作人员聚焦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先后
组织开展疫情分析与发展趋势预测、
家庭防控疫情调查、科技企业复工复
产调查、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调查、疫
情防控背景下优化交通物流管理、疫
情防控背景下加强社区智能化建设、
加强重大公共事件应急科普中心建设
等15项“短平快”课题研究，为研判疫
情发展趋势、优化疫情防控策略提供
参考，切实将智库工作做到党委政府
需要处、人民群众心坎上。

像这样及时组织应急攻关课题研
究，为党委政府应对突发性重大事件
提供决策支撑只是重庆市科协智库研
究的一部分。从被中国科协确定首批
国家级科技思想库建设试点单位起，
重庆市科协便开始组织院士专家针对
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改革开
放创新中的热点问题和关系人民群众
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开展调查研究和
专题研讨，有效地把科技工作者的个
体智慧凝聚上升为有组织的集体智
慧，服务科学决策、引领社会思潮。据
统计，“十三五”期间，重庆市科协共组
织决策咨询课题研究95项，向中国科
协和重庆市委市政府报送《院士专家
建议》《科技工作者建议》等决策咨询
专报151篇，其中获得省部级及以上领
导肯定批示的达到80篇，多项建议被
转化为重庆市政府文件或有关部门工
作措施。比如今年报送的《关于加强
新冠肺炎疫情家庭防控的调查及建
议》《关于推进我市轻合金材料发展的
政策建议》等专报获得中国科协和重
庆市政府主要领导肯定性批示；《关于
我市科技企业复工复产的调查及建
议》《进一步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
的建议》提出的多条建议获得《重庆市
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重庆市支
持企业复工复产和生产经营若干政策
措施的通知〉》《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

厅〈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进一
步稳定和促进就业的实施意见〉》采
纳；《建设重庆市重大公共事件应急科
普中心的建议》获得市政府领导肯定
性批示和市应急管理局、市科协采纳，
目前重庆市应急科普中心建设已经正
式启动；举办中国数字经济百人会、
2019中国云计算和物联网大会、“院
士在重庆”座谈会等高层次研讨会议，
形成《关于数字经济百人会院士专家
对我市数字经济发展建议的报告》
《2019中国云计算和物联网大会重要
嘉宾观点集锦》《院士专家对重庆高质
量发展的建议》等专报获得重庆市委
市政府领导充分肯定；组织开展高水
平公民科学素质调查，建立年度公民
科学素质调查和发布制度，每年委托
中国科普研究所开展公民科学素质调
查，通过新闻发布会发布调查结果，助
力全民科学素质提升。

新要求 新举措
智库工作迈上台阶

智库工作是重庆市科协主要工作
之一。重庆市科协认真落实中国科协
和重庆市领导在重庆市科协第五次代
表大会上提出的“全面提升思想创造
力，努力在服务党和政府科学决策上
走在前列”的工作要求，在机构建设、
课题调研、站点工作、品牌活动等方面
全面发力，持续提高智库的决策影响
力、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

坚持把建立完善工作机制放在首
要位置，自参加中国科协国家级科技
思想库建设试点以来，重庆市科协不
断探索完善智库工作领导体制、工作
机制、管理制度、保障措施，为智库建
设奠定了坚实基础，在争取领导重视、
创新管理制度等方面狠下功夫。

抓载体，科学构建智库工作体系。
重庆市科协坚持把载体和平台建设摆
在智库工作的重要位置，建立起以市科
协宣传部为“小中心”，城市化与区域创
新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
究院重庆分院、重庆市创新文化研究中
心、重庆智汇旅游科技创新研究院等研
究机构，重庆市老科协等市级学会，万
州、沙坪坝、永川、合川等区县科协为

“大外围”的智库体系。
抓调研，精准确定智库工作方

向。重庆市科协坚持专题调研、承接
课题、发包课题“三结合”，以智库项目
为纽带，凝聚科技工作者智慧，产出决
策咨询成果。承担《科协智库在科技
创新引领进程中的发展策略调研》《中
国科协（地方）技术服务中心建设路径
研究——以中国科协重庆技术服务中
心建设为例》等中国科协九大代表调
研课题，被中国科协评为“优秀调研课
题报告”；每年联合重庆市科技局设置
20余项省部级调研课题，组织科技工
作者团队围绕重庆市科技战略、规划、
布局、政策等开展专题研究，产出高质
量决策咨询成果，特别是《重庆主城交
通畅通度机制研究》入选中国科协

“2019年十佳调研报告”，《重庆市饮
水安全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等荣获“重
庆市发展研究奖”；大兴调查研究之
风，重庆市科协领导带队常态化开展
调研工作，形成《武汉东湖高新区考察
报告》《抓好“五个协同” 推动成渝地
区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
心》等专报获得重庆市委市政府领导
批示肯定。

抓成果，持续扩大智库工作影响。
重庆市科协坚持把成果产出作为衡量
智库建设成效的重要标准，着力将科协
的智力优势转化为高质量的智库成果，
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专业化服
务。拓宽成果来源、提升成果质量、加
强成果转化。充分运用《院士专家建
议》和市政协科协界委员提案等渠道，
有效保证决策咨询专报精准送达有关
领导。推动智库与媒体融合发展，在
中国科协“科协改革进行时”微信公众
号、《重庆科技报》、重庆科协网开辟

“科技智库”专栏持续发布智库成果。
抓结合，努力打造智库工作品

牌。坚持把品牌建设作为提高科协工
作科学化水平的重要途径、作为扩大
智库影响力的有效手段，促进“四服
务”有机融合、相得益彰。特别是联合
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四川省科
协连续举办五届科协改革研讨会，共
收到征文1000余篇，相继出版《科协
改革纵横谈》《科协服务纵横谈》《科协
创新纵横谈》《科协发展纵横谈》受到

各级科协和广大科技工作者、科协工
作研究者广泛好评。

新任务 新征程
在新格局中全力奋战

“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智
之所为，则无不成也。”2021年，重庆
市科协智库工作将以推动城市化与区
域创新极发展研究中心建设为重点，
进一步完善“小中心、大外围”智库体
系、提高智库平台运行效果、提升课题
选题靶向性和成果含金量，打造“智汇
中国”重庆样板，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贡献智库力量。

2021年，重庆市科协将联合中国科
协创新战略研究院、四川省科协举办第
六届科协改革研讨会，出版《科协治理
纵横谈》，为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
高水平上推动科协事业高质量发展提
供思路和对策。同年，还将举办2021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暨西部科学城高峰
论坛、“科创中国”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专家服务团走进区县（地市）等活
动，践行重庆市科协与四川省科协签署
的战略合作协议精神，为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献计出力。

在加强成果提炼转化上，重庆市
科协将充实《院士专家建议》编辑队
伍，着力提高决策咨询报告编辑和学
术会议成果提炼能力，计划明年向中
国科协和川渝两地党委政府报送《院
士专家建议》50篇以上，获得省部级
以上领导肯定性批示或相关部门采纳
30篇以上，进一步提高智库贡献率。
同时，计划将《院士专家建议》发送范
围扩大到川渝两地区县（地市）党委政
府和市（省）级部门，并鼓励相关课题
组出版专著、发表论文、举办论坛、接
受采访，多渠道提高智库研究成果的
转化率。将学术会议成果提炼确定为
工作制度，联合学会共同做好数字经
济百人会、重庆英才大会等高端学术
会议的成果提炼工作。

进一步完善智库体系。重庆市科
协将联合相关单位进一步完善以重庆
市科协机关为支撑、城市化与区域创
新极发展研究中心和中国科协创新战
略研究院重庆分院“双核驱动”、重庆
市科协系统各单位“多点助力”的智库
体系，建设智汇大平台，打造全国地方
科协智库建设样板间。特别是紧扣完
善城市化战略，瞄准区域创新发展趋
势，聚焦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依
托中国科协、重庆市人民政府、重庆大
学、四川大学良好组织优势、专家力量
和工作基础，组建高水平研究团队，靶
向实施一批课题研究，创办《创新评
论》学术期刊，产出多项咨政报告、学
术论文、论坛活动等成果，力争用5~10
年时间，将城市化与区域创新极发展
研究中心建设成为西部顶尖、国内一
流、国际知名的高端科技智库。

重庆市科协多措并举
推进新发展格局下的新型智库建设

本报记者 沈静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党和政府科学民主决策的重要
支撑，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
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改革
发展任务越是艰巨繁重，越需要强大的智力支持。今日之
中国，已进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带领14亿中国人民开启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继
续奋勇前行，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前所未有，亟需智库贡献智
慧。重庆市科协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科技三会”
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履行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工
作职责，多措并举推动智库工作走在全国地方科协前列，切
实践行在新时代科技群团里的政治责任和使命担当。

第五届科协改革研讨会会议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