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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在欧洲是继英国、德

国之后，智库比较发达的国家。 

20世纪70年代以前，由于20世

纪初期美国的崛起，再加上英语

的强势地位，一批美英智库在世

界范围内占据主导地位，法国智

库影响并不大。到20世纪70年

代末，法国现代智库逐渐蓬勃发

展起来，并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强

的影响力。  

一、主要类型 

官办国家级研究机构。有

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法国战略研

究和培训高等委员会等。法国的

一些政府部门，如外交部、经济

部、贸易部、文化部等也设有专

门的研究机构，进行与本部门业

务有关的经济、政治、国际、贸

易、财政、税收、城市、社会、

人口等问题的研究，目的是促进

国家的社会、经济现代化，提供

决策参考，减少决策失误。这些

研究单位都与本部门的专业发展

任务紧密结合，是部门内的“思

想库”。其中，比较知名的智库

是隶属法国计划总署的前景研究

与国际信息中心。 

官办高等院校研究机构。法

国的综合性大学、高等学院都设

置了不少研究机构，而且发展很

快，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如巴

黎政治学院、法国巴黎高等商学

院、巴黎高师等。这些高等院校

研究机构的规模普遍不大，一般

只有十多个人，但对促进科研与

教学相结合，繁荣、活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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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推动法国的决策咨询起到了重

要作用。 

独立型私人智库。法国知名

的智库大多是独立型研究机构。

如欧洲十大智库之一的法国国际

关系研究所以及法国国际和战略

关系研究所、法国可持续发展与

国际关系研究所、巴黎蒙田研究

所、巴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公司

等。他们具有很强的独立性、专

业性和非营利性，在法国的政

治、经济、外交、文化、国家安

全、对外贸易、社会管理等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 

由大企业、大财团设立的研

究机构。20世纪90年代以来，法

国的大企业、跨国公司为了自身

发展也建立了自己的研究机构。

这些机构的研究工作不仅仅围绕

本企业业务，也涉及社会科学甚

至是一些边缘学科，但它的发展

对社会科学适应现代化也是一种

强有力的推动。

 

二、主要特点 

成立时间短但影响力较强。

相对于英国智库成立时间早、规

模较大、行业发展较成熟以及德

国智库发展迅速的特征，法国现

代智库成立时间较短。法国国际

关系研究所成立于1979年，已成

为欧洲十大智库之一和法国最有

影响力的综合性智库。法国国

际和战略关系研究所创建于1990

年，法国可持续发展与国际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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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研究所则成立于2001年。这几

个智库的影响力大于法国的官办

智库，在法国的决策咨询研究领

域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此外，

法国智库具有熟悉非洲事务的优

势，在非洲影响很大。

独立智库与政府关系密切。

由于独立智库的重要影响力，法

国的独立智库与政府的关系较为

密切。一方面，智库经常根据政

府行政管理的需要，对各自专业

领域所发生的问题进行深入研

究，提出研究结论和对策思路，

供决策者参考。另一方面，独立

智库与政府的关系又促进了智库

的发展，为智库提供了发挥影响

力的舞台，同时也更能确保政

府出台的各类政策有利于国计民

生。 

重视退休高官和学者作用。

法国的智库大多由退休高官和知

名学者担纲或组成。他们经验丰

富、阅历精深、人脉广泛、熟悉

政策操作流程，所提供的决策咨

询更合理，从而可以有效影响政

府政策的制定，扩大智库的影响

力。 

注重实效并善于推广。法

国的智库虽然起步晚，但能在国

际上有较高的影响力，原因就在

于注重实效，不作书斋式或纯理

论式的研究，注重对具体的、与

社会经济生活密切相关的实际

问题进行调查、分析、研究和

判断，重视智库咨询的针对性、

实用性、有效性、及时性，用高

质量、专业化的研究成果影响决

策，让政策更加合理。同时，法

国智库注重开展国际交流、拓展

国外业务，致力于宣传其技术力

量、咨询经验、咨询优势，并极

力提高其国际知名度。为此，还

专门成立了一个海外技术援助协

会，帮助法国智库拓展和完善国

外智库业务。 

三、主要功能 

影响公共政策制定。法国智

库一般对政府当前面临的较为复

杂、棘手的问题进行分析，提出

政策建议和寻求解决方案；对长

远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和系统分析

研究，提出前瞻性、战略性的思

路，构筑知识与行动间的桥梁，

并以此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 

评估政府运作效率。智库除

承担政府研究课题外，也承担着

评估政府在社会公共事务中的运

作效率或检验政府的运作是否达

到目标的功能，并据此提出改进

建议。 

引导公众舆论导向。法国

智库的许多研究人员都有政府和

重要国际组织机构的工作经验，

国际关系知识丰富，每当国际上

有大事发生，这些研究机构的人

员都会到电视台、新闻广播或报

纸上发表见解看法，引导舆论导

向，发挥智库应有的功能。 

积极传播社会知识。法国

智库的研究人员经常到学校或在

社会上开办讲座、报告会、培训

班。他们把到外边讲课看作是传

播知识、扩大影响、提高学术地

位的机会，引导公众对政策问题

的理解。同时也在政府和社会各

界之间搭建起沟通的平台，引起

对社会政策的关注，强化对政府

政策的理解，间接提高公共管理

部门的管理水平。 

四、运行机制 

资金来源方面。除官办智

库大部分来源于财政支出外，独

立型智库大都来源于法国的主要

企业与政府部门。具体如下：政

府、社团捐献、出版物销售、合

同研究（为企业或相关私营机构

提供咨询和专题研究）、地方或

州政府、会员费、会议资金、教

学培训等。来自政府的资金，主

要是对政府提出的项目的研究而

获得的劳务报酬。企业或社团捐

赠，也是一部分智库获得资金来

源的渠道。这些企业大多是大公

司、大企业、大财团，捐赠行为

既是它们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的体

现，也是提高自己公众影响力的

有效手段。名气越大、影响越大

的研究机构，在获得捐助方面就

越是处于有利地位。如法国国际

关系研究所的资助者有许多法国

大公司和欧美大公司，几乎所有

入选巴黎指数的大公司都对它进

行了资助。这在很大程度上确保

了智库的相对独立性，体现在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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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结果上则是客观性和公正性。

智库也通过出售出版物作为资

金来源的一部分。出版物包括刊

物、独立分析专题报告、时政短

评、政策综述等不同种类的文献

资料等。智库大多与企业具有密

切的关系，在为政府开展研究的

同时也为企业开展咨询研究，并

建立会员制，通过会员制来收取

一定费用。 

人员构成方面。在法国的

智库中，官办智库人员较多，而

独立智库人员一般不多且较为年

轻。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有70多

名工作人员，其中研究员有40多

人，超过50%的研究员年龄不到

40岁。此外，还有400多位个体

会员。而法国国际和战略关系研

究所发展较快，全所40多人，其

中研究人员28人。著名智库都拥

有一批有影响力和高学历、高素

质的研究人员，这是研究工作获

得成功的前提。法国官办智库，

人员进入相对严格。以国家科学

研究中心为例，只有获得博士

学位的人，才有可能被招为研究

人员。一旦被科研中心录用，就

成为正式科研人员，享受国家公

务员待遇。而独立智库进入门槛

相对较低。法国国际与战略关系

研究所“向公众开放，吸收所有

愿意从事国际关系研究或对此感

兴趣的集体和个人参与研究所活

动，帮助公众更好地了解国际时

事”，所以有不少国外的研究人

员也参与进来。但这并不意味着
作者：王永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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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智库人员构成层次和水平就

低，相反其人员构成大多是政府

部门退休官员和各行业造诣颇深

的学者。 

智库管理方面。智库管理机

构一般设立董事会、学术委员会。

法国国际和战略关系研究所的董

事会，主要由前政府部长、政党

领导人、议员和航空航天企业领

导人组成。如法国国际与战略关

系研究所名誉董事长是欧盟委员

会贸易委员帕斯卡·拉米，董事

长是前国民议会副议长阿尔蒂

尔·帕克特。法国可持续发展与

国际关系研究所学术委员会，是

由世界范围内的知名学者构成。 

科研管理方面。法国智库研

究机制较自由，确定研究方向并

有充足的经费保障后，研究人员

可以从事风险大、周期长的研究，

而不受“要么发研究文章、要么

就走人”的威胁。也不像美国的

研究人员，必须尽快出成果，不

断发表文章。这一环境确实让科

研人员能一心一意钻研学问；但

另一方面，它也会让一些无所事

事者占据职位，而将许多年轻科

研人员“束之高阁”，致使年轻

人才大量流失。智库的科研成果

的评价，有专门独立的机构来评

审。科研成果、个人表现全由自

己汇总上报，所在单位只报单位

的情况，对于本单位的科研人员

不作褒贬评价，这样可杜绝因领

导人的好恶而影响对科研人员客

观公正的评价。对一个单位或一

个科研人员的考核，基本上都是

与被考核单位或人员没有直接利

害冲突的人，而且这些人又都是

这个方面的专家，有较高的鉴别

力，评审具有公平合理性。 

（作者单位：国务院发展研

究中心；插画：米欧插画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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