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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通整合咨询性统战资源

推进国家高水平科技智库建设

□ 文 / 赵也明

2013 年 7 月习近平总书记

对我院提出了率先建成国家高

水平科技智库的要求。5 年来，

我院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要求，积极落实国家高端智

库建设各项试点任务，智库建

设取得了显著成效。在我院科

技智库建设中有一支参政议政

能力强、身份特别、作用独特

的统一战线力量，这个群体就

是享有“政府高参”美誉的

政府参事，他们通过独特的

“旋转门”制度广泛安排在各

级政府咨询机构中参政议政、

建言献策。当前，在加快推

进国家高水平科技智库建设

进程中，聚焦参事制度优势，

发挥参事作用，对于主动融

通整合政府咨询机构统战资

源，推动我院统战工作开展

和国家高水平科技智库建设

具有积极意义。

一、充分认识融通整合

统战资源对院科技智库建设

具有重要意义

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

是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

的需要。《关于加强中国特色

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以下

简称《意见》）指出 ：“中国特

色新型智库是党和政府科学民

主依法决策的重要支撑。决策

咨询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

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 推进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关键

在于加强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建

设，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与统一

战线息息相关。

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

协商民主的需要。统一战线作

为一个包括不同阶层、党派、

界别的广泛政治联盟，具有空

前的广泛性、巨大的包容性、

鲜明的多样性和显著的社会

性，在推进协商民主进程中优

势明显。

我院党外科研骨干在科

技智库建设实践中发挥了独特

优势作用。我院历来高度重

视发挥统一战线的独特优势作

用，近年来结合实际制定下发

了《中共中国科学院党组贯彻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

例（试行）〉实施细则》，召开

了全院统战工作会议，鼓励支

持一大批党外科研骨干率领团

队积极参与实施“率先行动”

计划。积极组织党外院士、专

家，配合国家有关部门深入基

层考察调研，提交了系列专题

咨询建议和研究报告，得到了

习近平总书记等党和国家领导

人批示，并被国家有关部门采

纳使用，为促进经济社会可持

续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二、密切关注参事制度

安排与执政能力建设的内在

联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对提高

党的执政能力、提高国家治理

能力具有重要意义。而政府参

事制度从酝酿诞生起就与党的

政权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紧密

相连。

参事室的设立与执政能力

建 设 密 切 相 关。1949 年 4 月

毛泽东给邓小平等发电指出 ：

“上海民主建国会主要负责人

黄炎培……如果允许他们参加

工作，采取何种方式为宜，设

立某种咨询机关例如参议室之

类是否适宜，请考虑答复。” 

这篇电文被认为是参事制度建

立的直接由来。

参事制度的酝酿源起于毛

泽东同志对政权建设的思索。

早在 1940 年 3 月毛泽东提出

“三三制”原则，之后按照“三三

制”原则建立了“参议会”；

1940 年 10 月毛泽东指出 ：“对

苏北以外的江浙民族资本家及

其代表如张一磨、黄炎培……

约请他们派人或介绍人参加苏

北之地方政权工作，民意机关

工作”，此时，以黄炎培为代

表的民族资产阶级即清晰出现

在了毛泽东对政权建设的思索

中 ；1945 年， 毛 泽 东 对 黄 炎

培谈到 ：“我们已经找到了新

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

条新路，就是民主……” 。政

权建设、民族资产阶级、民意

机关，参议会、参议室、参事

室，这是形成参事制度的历史

和逻辑脉络。

参事制度的发展使之与

执政能力建设的联系越来越密

切。2003 年参事工作被明确

为“是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

要方面，是政府工作的组成部

分，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具

体体现”；2009 年温家宝总理

对参事工作提出了“发挥好民

主监督作用”等要求；2015 年，

李克强总理指出 ：“建立政府

参事制度和设立文史馆，是中

国共产党将统一战线理论运用

于国家政权建设的创举。” 

三、敏锐捕捉参事智库

优势，着眼“为我所用”

参事工作是政府工作的

组成部分，政府参事“直通

车”优势显著。政府参事由各

级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聘任。

参事根据履行职责的需要，享

有直接向本级人民政府领导人

员反映情况、提出意见和建议

的权利，即通常所说的“直通

车”——政府参事以个人名义

直接向政府领导人员咨政建

言。

新形势下参事室探索建立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2016 年

李克强总理要求参事室要努力

建设有特色、高水平的政府咨

询机构。近年来，参事系统积

极推进向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转

型，有关成效引起各方关注。

国务院参事室目前已同 20 多

个国家和地区的 30 多家智库

建立不同形式的合作关系，许

多地方参事室影响地方政策制

定的力度也越来越大，如上海

市政府参事室近年来牵头组织

了长江流域 13 个省、市的政

府参事就开发长江黄金水道问

题展开联合调研，得到了国务

院领导的重要批示，并引起交

通部的高度重视。

参事制度具有“旋转门”

的制度安排特点。《意见》提

出 ：“推动党政机关与智库之

间人才有序流动，推荐智库专

家到党政部门挂职任职。”习

近平指出 ：“在人才流动上要



科海回眸

512019 年 第 2 期

创新文化

50 2019 年 第 2 期

打破体制界限，让人才能够在

政府、企业、智库间实现有序

顺畅流动。国外那种‘旋转门’

制度的优点，我们也可以借

鉴。” 参事室是同级人民政府

的直属机构，参事制度联系不

同范畴工作、制度的特点决定

了其在执政体制、制度安排中

具有独特的地位和向度，是具

有“旋转门”特点的制度安排，

随着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推

进，参事建言正更加紧密融入

各级政府决策的开放性平台和

开放性程序中。

我院具有各级政府参事集

聚的优势。我院统战人士和党

外代表人士众多，并且具有民

主觉悟高、参政议政意愿强、

层次高、影响大、归国留学人

员多的显著特点，历任、现任

国务院及地方政府参事的中科

院人士具有相当数量，其中也

包括一批两院院士。

四、准确把握整合参事

优势对深入推动我院统战工

作开展和国家高水平科技智

库建设的积极作用

利于拓展党外高层次人

才培养联络渠道。加强优秀党

外代表人士的发现培养，积极

向各级政府推荐优秀党外人才

担任政府参事，利于我院拓展

党外人士培养联络渠道，对推

动院统战工作开展具有积极意

义。

利于拓展咨政建言渠道和

影响力。参事通过“旋转门”

制度安排，广泛分布于国务

院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参

事室，利于拓展我院智库咨政

建言渠道、深化院地合作，也

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动地

方经济创新驱动提供了有力支

撑。同时，“直通车”方式以

个人名义将建议直送决策者案

头，提升了“批示率”并直接

带动了智库影响力提升。

利于拓展咨政需求渠道。

参事受聘于各级政府，对于掌

握各地区、各层级咨政需求具

有制度性优势，利于向院智库

系统作正反馈。

利于拓展智库“外脑”。

探索与政府参事及参事机构开

展合作，利于我院智库拓展“外

脑”，形成与政府咨询机构及

高层统战人士同向发力、同频

共振的良好局面。

五、逐步探索融通整合

政府咨询机构统战资源思路

重视推荐优秀党外人士和

中共党员专家学者任各级政府

参事。根据政府参事聘任程序，

由本级人民政府领导人员和各

有关单位向参事工作机构推荐

参事人选。院层面进一步加强

对院属单位参事人选推荐工作

的指导具有重要意义。

召开院“政府参事座谈

会”，并探索建立制度化交流

机制。召开院“政府参事座谈

会”，听取政府参事对统战工

作、智库建设的意见建议，并

探索建立院属单位政府参事的

制度化沟通交流机制。

探索建立“双聘研究员”

机制。聘任我院部分政府参事

为院智库柔性工作，使之成为

融通院智库和参事智库的“双

聘研究员”。

探索与国务院参事室、地

方参事室合作。探索与各级参

事室进行智库项目合作、智库

品牌合作，深入交流沟通，积

极探索创新性合作机制。

赵 也 明 ,

中国科学院苏

州生物医学工

程技术研究所

党委委员 , 所

长助理

作者简介

怀念气候学家张宝堃先生
□ 文 / 高登义

张宝堃先生离开我们已经

十多年了，但张老先生为我国

四季划分和气候区划以及领导

我国联合资料中心所作的贡献

仍然历历在目，铭刻于心。

我国现代气候学奠基人之

一 1934 年， 我 国 气 候 学 家

张宝堃结合物候现象与农业生

产提出了新的分季标准，他以

候平均温度稳定降到 10℃以

下作为冬季的开始，稳定升到

22℃以上作为夏季开始，候平

均温度从 10℃以下稳定升到

10℃以上时作为春季开始，从

22℃以上稳定降到 22℃以下时

作为秋季开始。这是目前从天

气气候角度来划分的四季、为

气象领域所接受的一种四季划

分的标准。《中国四季之分布》

的发表，确立了张宝堃先生在

中国气候学界的地位。1935 年，

他和竺可桢以及新中国第一任

中国气象局局长、著名气象学

家涂长望合作编著了《中国之

雨量》，1936 年发表论文《南

京月令》，1940 年和竺可桢以

及气象学家、海洋气象与农业

气象专家吕炯合作编著《中国

之温度》，1941 年发表《四川

气候区划》等。这些科研论文

都是中国现代气候学奠基性的

学术成果。

我国联合资料中心主任    

1949 年 10 月 1 日新中国成立。

远在美国学习、工作的张宝堃

得知消息，处理完在美所有事

务，于 12 月离美归国。1950

年 3 月 10 日，张宝堃回到北

京，就任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

研究所研究员，并兼任军委气

象局联合资料中心主任。他以

极大的热情投身到新中国的气

象事业，为我国的气候区划尽

心尽力，为积累我国气候资料、

科学运用我国气候资料奋斗终

身。

我的老师 1963 年 8 月，

我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地球

物理系毕业，分配在中国科学

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的第二研究

室，师从于张宝堃老师。

1963--1964 年 8 月， 张

老师每周给我布置翻译一篇英

文文章，这些文章全都出自于

《Nature》和《Sciences》杂志

的科学评论性论文。张老师对

我的每篇译文都认真修改，并

当面解读。四十多篇英文翻译

完后，的确有所收益，对外

国人写英文论文的样本有所了

解，对他们表达科学问题的方

式有所体会。当然，也有一个

副作用，那就是我的视力从原

来两只眼睛 1.5 转换为其中一

只眼睛视力降到了 1.0。原因

是，这两种杂志都是采用光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