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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活下来，再谈独立性和影响力
一个民间智库的“低调”生存之道
本报深度记者 刘德峰

影响力取决于独立性

“知识分子往何处去是当时我
们考虑最多的问题。”6月7日，在北
京国际会议中心东配楼二楼，谈及
当时“下海”创办长城所，王德禄这
样告诉齐鲁晚报记者，“要让知识
分子在市场化大潮中独立地、有尊
严地、体面地生存。”

1993年8月26日，怀着共同
抱负的王德禄、刘志光和武文生
三人创办长城所。三个均非经济
学专业出身的“中国合伙人”，开
始寻找他们在市场经济时代的
位置和价值。

创办长城所之前，学物理出
身的王德禄曾在社科院《自然辩
证法通讯》杂志工作。“当时这份
杂志被称为改革开放的四大窗
口之一。”王德禄说，工作期间与
专家学者的交流，对当时经济发
展出现的新问题、新领域和新方
法的思考，以及与当时已经“下
海”的柳传志等人的接触，都让
他与经济特别是民营经济和高
科技产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长城所从一开始就以“双

面”示人：既是研究所，又是咨询
公司。“这是为了保证我们机构
运转的主要资金来自市场。”王
德禄说，保证资金上的自给自
足，是保证研究所及研究成果独
立性的一个方面。

追求独立与王德禄青年时
代知识分子所处的地位不无关
系。“当时把知识分子放在一个
附属的地位，让我们这代人的独

立人格受到了打压。”这恰恰是
他无法接受的。

这种追求延续到了长城所
身上。

为了保证经济上的独立性，
1993至1994年间，长城所与希望
集团、四通集团等企业进行咨询
合作；1995至1996年间，又与湖
北劲酒、联想集团、北大方正和
清华紫光等企业展开咨询合作。
时至今日，长城所仅咨询业务每
年就可收入上千万元。

相比于咨询公司，王德禄把长
城所更多地看做一个智库。智库和
咨询公司最大的不同在于，智库通
过发表的报告影响政府决策，进而
影响社会发展。“王德禄说，而智
库的影响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它的独立性。

“和政府部门没有隶属关系
的智库更有独立性，研发水平越
高的智库越有独立性。”王德禄
说，高水平的民间智库对政府的
决策更有价值，“因为它们的声
音来自民间、来自市场，这才是
政府决策真正要考虑的问题。”

为政府出谋划策

“你们这个思路很好。”1995年
5月13日，时任北京市副市长胡昭
广，听到武文生和王德禄提及把风
险投资模式引入中关村企业建设，
对这个想法表示肯定。

长城所与北京市政府的接
触，源于1994年年底的第二届软
科学技术大会。此前，一心追求
独立性的王德禄并不愿意与政
府直接接触，“本来以为下海后
就和政府脱离关系了。”

会后，时任北京市科委软科
学处处长李琬找到长城所交流。
在交流过程中，王德禄表示出了
对中关村二次创业的兴趣。此
后，北京市科委软科学处委托长
城所和中关村试验区办公室，共
同进行关于二次创业的研究。

“这是我下海后第一次承担
政府的软科学课题，也是政府第
一次将软科学课题委托给民营
机构。”王德禄说，在后来的合作
过程中，他也渐渐认识到，“政府
项目也是我们的市场。”

此后，长城所与中关村的互

动越来越多。
1998年4月，当时新任海淀

区区委书记的朱善璐，读完长城
所企业研究报告《知识经济与中
关村》后，立即致电长城所，对这
份报告的观点表示认可，并认为
这份报告对其开展工作有很大
帮助。朱善璐希望与长城所保持
密切合作。

知识经济、高技术产业和新经
济一直是长城所关注的话题。长城
所围绕中关村建设与官方的合作，
一直保持至今。而在其中，长城所
为政府提供的政策性建议，又吸引
包括武汉、深圳和宁波等多个城市
高新区向其伸出橄榄枝。

“我们自成立以来，每月刊发
一期的企业研究报告，是包括吴敬
琏在内的很多学者较为重视的参
考材料。”王德禄颇感自豪。

长城所国际业务部咨询师佟
大伟告诉齐鲁晚报记者，2002年
9月，长城所发布国内第一份关
于“中国制造”的综合性研究报
告《科技创新与中国制造》，公布
了80个位居世界第一个的“中国
制造”品名单。“虽然在我们之
前，‘中国制造’一词就开始出
现，但我们的研究，对‘中国制
造’的内涵做了最为全面的阐
释。”王德禄告诉齐鲁晚报记者。

2009年7月2日，首届全球智
库峰会在北京召开，目的在于研
究全球金融危机的应对之策。据
王德禄回忆，会上他接受众多媒
体采访，“在参会的民间智库代
表中，我们影响力很大。”王德禄
高兴地说。王德禄会后在博客中
提到，“在金融危机复苏的趋势
下，中国需要一批民间智库崛
起，共同研究应对之策。”

出于无奈的低调

“我们自成立以来很明确的
一点，就是低调发展。”同样成立
于1993年，长城所与茅于轼所带
领的天则经济研究所风格迥异。

风格上的差异，也让这两个
民间智库经历了不同的命运。据
媒体报道，在2003年前后，天则
经济研究所曾因内外部环境的
巨大变化，几乎威胁到自身的生
存。据王德禄介绍，长城所发展

得一直比较顺利，并没有遇到如
天则一样的困难。

“之所以这么顺利，最重要
的一点就是，我们学会了如何在
市场上生存。”王德禄所说的生
存方式就是：低调。

这份低调，实际上也是出于
无奈，这基于长城所三位创始人
对最现实问题的考虑。“总和政
府部门站在对立面上，政府部门
不愿给项目，企业不敢给项目，
就养不了这么多人。”王德禄告
诉齐鲁晚报记者，只有在市场上
生存下来，才有基础谈民间智库
的独立性和影响力。

在这一理念的影响之下，长
城所长期关注那些能够更好地
促进社会进步的课题研究，比如
高新区建设和推动创业。据佟大
伟介绍，与其他民间智库相比，
长城所更加务实，强调做好每一
个咨询项目。“我们所做的研究
成果，即使得到了客户的广泛推
广和认可，也不会大肆宣传，所
谓做十分讲三分。”佟大伟说。

即便如此，王德禄心中也清
楚，同样作为民间智库，国外的同
行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力，有相当大
的一部分是通过公共舆论实现的。
他也希望民间智库的声音，能在当
下的公共舆论场中越来越洪亮。

“要让长城所发出的声音和
长城所的实力相匹配。”近年来
社会对民间智库的关注与讨论，
更增强了王德禄的信心。

实际上，低调的不只是长城
所。据王德禄介绍，英国智库成
员马克·伦纳德曾拜访中国社科
院，当他获知社科院有50个研究
所、260个研究学科、4000名全职
人员时很吃惊：为什么这么多人
在为政府决策做研究，他们的研
究方法与结论却不为人知。

“对中国智库来说，亟需改
进的还是影响力。”在王德禄看
来，长城所已经在与地方政府
的 互 动 中 积 累 了 不 小 的 影 响
力。“过去的20年我们在总结，
做出了不少事情，多与新经济
有关。未来20年，我们要继续成
长。”

想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改革
开放的持续深入，以及政府对民
间智库更多的重视和支持。

期待“松绑”

“官方智库由政府部门主导，他
们在研究方面不会从全社会角度出
发，而多代表部门利益，民间智库恰
恰可以弥补这方面的缺陷。”谈到民
间智库作用时，邓聿文说。

温家宝在2013年《政府工作
报告》中提到，要“以更大的政治
勇气和智慧，深入推进改革开
放”。在邓聿文看来，这里的“智
慧”便是来自全社会的智慧。

“这些智慧要通过智库来表
达，最广泛的途径就是民间智

库。”邓聿文说，民间智库可以在
如今这个多元化社会中发出多
元化声音，这将有利于政府在制
定政策时，考虑不同利益群体的
诉求，以保证政策的客观性。

毕研韬认为，在战略传播方
面，国外正通过其非政府机构发
出声音，而我国往往以官方机构
去做沟通和应对，这也构成了一
定程度的不对等以及沟通上的
障碍。“这个时候就特别需要我
国民间力量的壮大，特别是民间
智库等机构的壮大。”

近日，一份由国经中心公共
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国外智

库管理体系研究”课题组完成的
报告刚刚解密。

有媒体指出，这份题为《新
时期加快我国政策咨询类智库
建设的建议》的报告，经高层批
示，或将对中国智库的发展产生
深远影响。

国经中心相关课题组认为，
要使民间智库能够真正在未来
的政府决策中充分发挥作用，应
该在民间智库的资金来源方面，
通过减少限制鼓励智库多元发
展。如为民间智库投资人实行减
免税政策，将符合条件的智库按
非营利法人看待，允许民间智库

以非政府组织的身份接受捐赠。
同时，建议各级党政组织在重要
问题研究和起草政策方案时，吸
收智库参与，必要时应允许两家
或多家智库共同参与。

邓聿文告诉齐鲁晚报记者，
民间智库要真正成熟，也需要政
府给予他们更加自由、宽松的社
会环境和发展空间，“政府部门
要听得进非恶意的批评。”

“美国联邦政府专门设置一
个国家科学基金会，每年拨付十
几亿美元的资金，其中大多数用
于资助各个智库。比较而言，中
国对智库的支持力度还显得不

够。”王德禄说，只有改革更加深
入、官方更加重视，民间智库才
能发展得更好。

王德禄对民间智库未来的发
展十分乐观。王德禄说，与20世纪
90年代前后第一批民间智库成立
时不同，现如今以市场为主题的
人力资源配置的建立，使研究型
人才愿意到民间智库工作，这使
得民间智库的发展空间更大。随
着改革的持续深入，经济发展过
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更多，也更
细致。这给在不同领域有所专长
的民间智库机会，让他们能拿到
更多的项目，获得更大的发展。

北京市长城企业

战略研究所 ( 下简称

“长城所”)对很多人来

说，并不是一个熟悉的

角色。相较于天则经济

研究所，它更不会在公

共舆论场中引起话题。

然而提到“中国制

造”、中关村“二次创

业”或环青海湖自行车

赛，在这些项目背后出

谋划策的这个民间智

库便很难再被忽视。

作为三名创办人

之一的长城所所长王

德禄，对民间智库独立

性的追求，贯穿于创办

至今。他期望的是，智

库通过发表的报告影

响政府决策，进而影响

社会发展。而智库的影

响力，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它的独立性。

在与中国经济发

展同步的20年时间里，

“低调”一直是王德禄

遵守的一个原则。只有

在市场上生存下来，才

有基础谈民间智库的

独立性和影响力。

▲李锐为王德禄题写的
“民间智库”。 受访者提供

由国经中心举办的第三届全球智库峰会在北京举行。 刘德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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