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库建设总体工作格局。

一是成立海南省重点智库理

事会。2023年11月，海南省成立了

重点智库理事会，并制定印发了

《海南省重点智库理事会议事规

则》和《海南省重点智库建设管理

实施细则》，搭建起了政府决策部

门和智库机构常态化协作以及智

库服务省委、省政府科学民主依法

决策的平台与体制机制，海南智库

建设了规范的议事机构与评估机

构。理事会成立后，立即发挥平台

作用，坚持问题导向，推动智库建

设闭环运行。

二是成立海南省旅琼哲学社

会科学家联合会。2023年底，海南

省旅琼哲学社会科学家联合会在

海口成立。该联合会可更好发挥

旅琼社科专家（如一些短期或长期

旅居海南的离职党政人员、社科专

家、企业人才）在社科领域造诣高、

影响大等方面优势，弥补海南社科

发展与智库建设的薄弱与不足，更

好为海南自贸港建设重大问题科

学民主依法决策提供智库支撑。

三是推动形成结构合理、规模

适度、相对完备的智库建设体系。

智库理事会遵循智库建设规律，依

据自贸港建设需求与海南智库发

展实际，制定了“优先发展专业性

智库、适当发展综合性智库、兼顾

企业智库和社会智库”的智库建设

原则，推动形成了结构合理、规模

适度、相对完备的海南智库建设体

系。

省社科联充分发挥桥梁纽带

作用，搭建政府部门与智库机构交

流对接平台，根据海南自贸港建设

需要，设置年度课题指南，及时增

设研究专项，引导智库机构聚焦自

贸港建设中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

题开展研究。

一是海南省重点智库理事会

以《社科成果与智库专报》（下称

《专报》）为抓手，搭建政府和智库

对接平台。《专报》的编发批示情况

不仅体现着海南协商民主广泛多

层制度化发展状况，而且还是衡量

智库成果服务海南自贸港建设的

重要指标。2022年以来，随着省社

科研究与智库建设的发展、政府决

策部门对社科成果重视程度的加

深，《专报》的编发和批示数量均大

幅增长。从《专报》批示情况看，海

南自贸港建设发展中亟待解决的

“5+1”重大问题批示率较高，而这

些重大问题与经济学管理学紧密

相关。

二是根据海南自贸港建设实

践，设置年度课题，及时增设研究

专项，制定“社科十条”。年度课题

规划是聚焦经济社会发展重大理

论与实践问题，凝聚智库力量助力

海南自贸港建设的重要抓手。省

社科联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有针

对性地设置年度课题指南，通过课

题立项推动海南智库建设水平不

断提高。同时为适应不断变化的

经济社会形式，及时增设研究专

项。针对自贸港建设需要、海南社

科发展状况与智库建设实际，与省

委宣传部于2024年8月2日联合印

发了推动提升海南社科研究和人

才队伍建设水平，助力海南自贸港

文化软实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文

件，即《关于提升海南社科研究和

人才队伍建设水平的若干措施》，

文件共列举了10条举措，简称海南

“社科十条”，为海南智库建设指明

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虽然海南各智库机制构建和

理论创新取得了很大进展，但重复

研究现象严重，缺少原创性的精品

力作，也存在着急功近利等倾向，

各智库建设与海南自贸港建设需

要仍存在较大差距。

研究的前瞻性、创新性、深入

性还有待加强。在信息化不断深

入、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背景下，

海南自贸港建设要随时应对快速

变化的市场环境，一些智库总是跟

风似地展开调研，对海南自贸港的

战略谋划、未来发展趋势把握不透

彻，智库研究成果滞后于政府决

策。一些研究人云亦云、随波逐

流，没有独到见解，研究成果难以

让决策部门眼前一亮、豁然开朗，

起不到资政建言、智力支撑的应有

作用。

信息渠道不畅，与政府部门沟

通交流有待加强。智库研究人员

缺乏获取政府部门数据信息的有

效渠道，政府政策研究和智库对策

研究各自为政，难以形成合力，造

成资源浪费。如一些智库机构承

担的课题项目还停留在国家社科

基金、教育部和省社科联课题项目

等学术研究层面，与政府政策需求

部门的合作较少，对政府在经济社

会发展中亟须解决的重大问题缺

乏了解渠道和具体数据信息，严重

制约了智库研究在有些领域工作

搭建政府和智库对接平台，及时
增设研究专项

海南智库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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