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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育智库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重要构成，在服务国家教育决策、促进教育改革发展中

发挥着重要作用。新时代中国特色新型教育智库扮演着教育决策的智囊团、教育改革的思想库、教育

政策的评论员、教育实践的引导者、教育发展的评估者、高端人才的储备库、教育交流的联络站、正面舆

论的策源地等多重角色，并发挥有资政建言、理论创新、实践引领、人才培养、数据储备、舆论引导等主

要功能。因此，要明确中国特色新型教育智库建设的建设路径与运行机制，以保障其功能的有效发挥，

提升其在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真正提高服务质量，为建设教育强国发挥更大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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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智库，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智库建设，是推进国家教育治理现代

化的必然要求与重要保障。尤其是，在全面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和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现实需求驱动

下，要解决教育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充分发挥新型教育智库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在资政建言、理论

创新、实践引领、舆论引导等方面将发挥重要作用。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教育智库的角

色定位与功能发挥尚有较大的提升空间，还未能满足社会和教育发展的需求。因此，新时代加强中国

特色新型教育智库建设，是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战略任务，需进一步明确中国特色教育智库的角

色定位、类型划分、本质特征及主要功能，进而规划好中国特色新型教育智库的建设路径与运行机制，

真正确保中国特色新型教育智库的有序、健康、可持续发展，进而为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
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做出更新更大的贡献。

一、中国特色新型教育智库的角色定位与类型划分

智库，作为“国家大脑”、思想库和智囊团，是党和政府科学民主决策的智力支撑。教育智库在服务

国家教育决策、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和促进教育事业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建设背景下，教育智库的价值与地位至关重要，虽然其类型多样，但作为思想库、智囊团，其在教育改

革发展中扮演着多元化的角色，发挥着多维度的功能。
( 一) 中国特色新型教育智库的角色定位

教育智库是“主要围绕国家战略、经济社会发展与教育间关系，为国家教育领域的战略布局和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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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发展提供决策服务的研究型专业化的决策支持机构”( 庞丽娟，2015) 。随着教育改革发展的不断

推进和深化，我国教育智库对国家教育宏观决策发挥的作用日益增大。因此，教育智库应定位于以服

务国家战略需求和宏观教育决策为导向，以研究亟需解决的重大教育问题为重心，以研究前瞻性、引领

性、创新性教育政策为重任，以促进教育科学民主依法决策为指归，进而为推进新时代我国教育事业健

康有序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具体而言，中国特色新型教育智库应承担教育决策的智囊团、教育改革的

思想库、教育政策的评论员、教育实践的引导者、教育发展的评估者、高端人才的储备库、教育交流的联

络站、正面舆论的策源地等角色，具体分述于下:

教育决策的智囊团。作为教育决策的智囊团，教育智库的基本使命和首要职能是紧紧围绕国家教

育发展战略和重大需求，开展有针对性的教育政策研究，为决策者科学民主决策提供切实可行的建议。
美国学者麦根( James G． McGann) 指出:“在为决策者提供信息和对决策者及决策结果产生影响方面，

智库发挥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潜在作用。”( 麦根，2015，第 397 页) 可见，教育智库对教育决策具有重要指

导与引领作用。教育智库应紧密结合国家教育战略需求，为决策者提供决策智慧与政策思路，真正成

为科学决策和创新理念的“策源地”，进而促进教育决策的科学化。尤其是，中国正处于由教育大国向

教育强国迈进的过渡阶段，建设教育强国成为新时代的主题与战略。教育智库应结合新时代的教育需

求，探究教育发展的新主要矛盾，援引全球教育强国的国际经验，梳理中国教育从教育兴国向教育强国

发展的历史规律，探寻建设教育强国的中国模式、中国路径，从而为教育强国战略的具体实施与路径建

设提供科学的决策咨询服务。
教育改革的思想库。教育智库是教育研究的重要场所，是思想创新的活力源泉，应力争成为引领

与推动教育改革的思想库，为教育改革提供思想源泉与精神动力。尤其是，当前我国教育改革已经进

入“全面施工内部装修”阶段，深化教育改革的难度与压力依然重大，教育智库应切合新时代教育改革

的新任务和新要求，依托自身的学术专长和科研特色，提出具有前瞻性与战略性的教育改革理念，探索

教育发展规律，创新教育理论思维，为教育改革提供强有力的思想支撑。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是我

国教育改革的重心与重点。教育智库应结合中国教育实际，剑指教育改革的重点、难点，运用自身的学

科、科研优势，对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放管服”改革、依法治教等提出改革建议。譬如，在依法治教上，

教育智库针对各地教育法治现状进行教育法治改革，对已有的教育法律则结合时代发展而提出修订建

议，对缺失的教育法律应进行充分论证，不断完善教育法治建设，为教育法治改革提供思想基础。
教育政策的评论员。评论员是“通过对政策制定过程、决策、执行过程和效果的分析、评论，帮助社会公

众对政策作出公正评价，帮助政府检讨得失和提高决策能力”( 王佩亨等，2013，第 5 页)。教育政策的制定、实
施与评估是一个内在的、统一的过程，涉及到教育政策制定的理想层面和实施的现实层面，两个层面之间存在

一定差异，这就需要教育智库扮演评论员的角色，对教育政策的利弊得失和实施效果进行评价，及时发现问题

并提出可行性、建设性意见和建议。教育智库在学科建设、研究力量、研究基础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通

过发挥教育智库政策咨询功能来沟通理想与现实两个层面，对教育政策的调整与完善提出建议。譬如，在城

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上，教育智库应结合教育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深入城乡义务教育实际，通过实地调研了

解城乡义务教育发展的实效及其存在的弊端，建立义务教育发展数据库和监测系统，在此基础上对教育政策

作出科学客观评论，为教育政策的进一步完善提供建议参考。
教育实践的引导者。教育实践引导者的角色，是新时代中国教育改革发展对新型教育智库提出的

必然要求，是坚持教育智库实践导向的应有之义。教育智库应以问题为中心，立足教育实践，积极主动

地促进研究成果转化，将教育研究的理论成果及时转化为实际行动，引领并深入开展教育实践探索，探

究教育改革的现实路径。在引导、研究教育实践过程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积累丰厚的

实践经验，为教育改革发展提供实践引领和现实指导。例如，我国民间智库长江教育研究院，针对我国

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弊端所进行的阳光教育实践，围绕阳光教育的实施背景、理论构建、人才培养等

问题，以“合育”为核心理念，构建了系统的教育理论，在广东、湖北、山东等地的诸多学校开展了教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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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这些理论和实验为义务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进行了前瞻性、创新性的探索，进一步发挥了引导作用。
教育发展的评估者。聚焦教育发展前沿问题，对教育改革发展的情况进行实时检测与评估，及时

形成反馈意见，为教育改革和政策调整提供科学依据。虽然评估的方式各有不同，教育智库应有效发

挥评估者的角色，制定有效的评估方案、建立完善的评估制度、组建专业评估团队，形成可行性评估报

告，以此来提升教育评估的高度、广度和深度，对教育改革发展提出改进建议，进而提高教育质量。各

教育智库应根据自身研究特色，针对基础教育的优质均衡发展、高等教育高质量内涵式发展等教育改

革热点建立起系统的评估体系，从质量标准、监测体系、课程教材、评估标准等层面，对教育发展进行全

方位、立体化评估，以此促进中国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高端人才的储备库。人才是智库的第一资源，是影响智库发展的核心因素。“决定智库建设的最

根本因素是人才，各国先进智库无不把人才队伍建设作为促进自身发展的基本保障，把高学历、跨领

域、国际化作为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标准。”( 田慧生，2016) 因此，教育智库应组建优秀的创新团队，创

新人事组织与管理制度，打破教育智库人才流动的壁垒，培养和组建专业化的高层次人才队伍，扮演好

教育智库的“高端人才储备库”角色，发挥其人才培养和人才储备的功能。
教育交流的联络站。教育智库应成为加强跨部门、跨地域、跨领域、跨国界的教育交流联络站，加

强国内外教育合作与交流。尤其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交流与合作日益密切，教育智库应树立全球

视野，加强学术交流与人员交流，“广泛传播中国的教育实践经验和政策主张，增强在国际教育媒体和

国际组织平台的话语权，把中国的教育理念和教育主张有效传播出去”( 周洪宇，2017) ，增强中国教育

的国际影响力。各教育智库应主动承担起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功能，通过举办或参加国际学术论坛、学
术访问、人员交流等形式来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积极引鉴国际经验，扩大中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为

世界教育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正面舆论的策源地。引导舆论、启迪民智是新型教育智库的重要使命和特殊功能。作为正面舆论

的引领者与策源地，教育智库应积极阐释和宣传党和国家的教育政策，传播主流思想和正能量，正确引

导社会舆情和教育舆情，帮助社会各界深入了解教育改革发展成就，正视存在的问题，引导群众理解和

支持教育改革，形成教育共识，为教育改革发展营造良好舆论氛围，形成正确、理性的舆论导向。各教

育智库应及时、科学地对国家教育政策进行解读，引导民众全面、正确认识各项教育政策，例如 21 世纪

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针对 2018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着力解决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问题”，从教

育培训机构的健康发展、均衡教师资源配置、加强师德师风建设、规范民办学校办学等方面进行了全面

解读( 杨东平，2018) ，使民众对“减负”问题有了更为全面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了社会舆论。
( 二) 中国特色新型教育智库的类型划分

中国特色新型教育智库在教育发展进程中扮演了多元化的角色，并成为影响教育决策和教育发展

的重要力量。可以说，一流教育智库的建设，是教育强国能否实现的重要因素。随着教育智库的发展，

根据建设与管理主体的不同，可将教育智库划分为政府教育智库、高校教育智库、民间教育智库、混合

教育智库四类。
政府教育智库，又称官方教育智库，是指由政府及教育行政管理部门设立的官方教育政策研究机

构，与政府部门联系密切，其经费主要来自政府拨款，人事管理由政府负责，在教育智库中居于核心地

位。相对而言，政府教育智库属于官方性质的智库，成立时期较早，与政府关系密切，在经费来源、人才

构成、信息渠道等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我国政府教育智库的主体是省部直属教育科研机构，如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以及各省市教育科学研究院等。
高校教育智库，隶属于大学，主要包括各高校设立的教育研究机构，是指“高校内部设立的一种独

立于传统院系的专门开展政策研究的学术研究组织，生产政策知识和政策思想，培养政策研究人才，并

通过知识转化以影响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 文少保，2015) 。高校教育智库经费主要来源于学校内部

拨款、课题经费、教育赞助及社会捐助等。与其他教育智库相比，高校教育智库具有人才资源集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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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氛围浓厚、学科门类齐全、基础设施良好等天然优势，易于产生创新性的学术成果，是我国教育智库

的生力军，具备较强的实力和影响力。
民间教育智库，是由民间发起成立的有影响的教育智库，“多是以教育公共政策研究为主的民间非

营利性组织，由民间出资组织并体现民间的声音和需求”( 王建梁，郭万婷，2014) ，具有一定的学术独立

性、自主性和客观性，是对政府教育智库和高校教育智库的有益补充，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部门壁垒和学

科界限。目前，民间教育智库数量较少，影响较大的民间教育智库主要有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长江教

育研究院、杭州中资教育研究所等。
混合教育智库，是指由政府、团体、行业及高校等联合建立的教育智库，这类教育智库是政府、高校

和民间教育智库的混合体，综合三者的优势，通过资源共享、多方共建、协作发展、互利共赢等方式共同

致力于教育政策研究。当前，最具实力和影响力的混合教育智库主要有民进中央与北京师范大学联合

成立的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教育部与五所高校联合设立的五大教育研究中心等。

二、中国特色新型教育智库的本质特征与主要功能

中国特色新型教育智库是我国智库体系的组成部分，在教育决策追求科学化、民主化的背景下，教

育智库的作用日益彰显。虽然教育智库具有多元化的角色定位及多样性的类型划分，但是其本质特征

和主要功能依然呈现出一定的共性。因此，厘清教育智库的本质特征和主要功能，对加强中国特色新

型教育智库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就本质特征而言，中国特色新型教育智库主要以服务和影响教育决策为本旨。因此，在加强新型

教育智库建设过程中，应紧扣其本质，全方位、立体化展现其本质特征。综合来看，新型教育智库具有

以下六个本质特征:

主体多元化。根据主体的不同，教育智库可划分为不同的类型，其主体既可以是政府、党派、群体，

也可以是高校、民间，同时也可由多种主体联合建设，应倡导教育智库的主体多元化，来彰显教育智库

的中国特色。
研究专业化。研究专业化是教育智库向纵深发展的重要保障，因此，教育智库必须拥有专业的、一

流的人才团队。要聚集一批有建树、有影响的教育研究专家，组建一支人员构成合理、知识结构完备、
梯度衔接良好、学科领域广泛、科研能力突出的研究团队，从专业研究的视角去探讨适应国家战略需求

的重大教育理论问题及现实问题。
视野全球化。作为决策智囊团、改革思想库、思想孵化器，新型教育智库应具有全球视野，尤其是

在全球化背景下，“全球智库网络作为智库全球化的一个特定形式，已经成为我们时代最显著的社会现

象之一。”( 麦甘恩，萨巴蒂尼，2015，第 83 页) 因此，新型教育智库须有广阔的国际视野，能够站在全球

高度来思考与观瞻教育问题，并积极进行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以便提出具有前瞻性、引领性的教育决

策咨询意见。
成果创新化。新型教育智库若要实现为国家教育改革发展决策服务和引领教育实践走向的目的，

其研究成果必须要有前瞻性、开拓性、创新性。新型教育智库要以重大战略需要为导向，突显问题意

识，在研究取向、研究内容、研究范式等方面进行转型，充分体现研究成果的专业化和创新性，以便实现

研究成果在实践中的推广。
组织多样化。新型教育智库因类型划分不同和研究方向各异，因此，应采取灵活多样的组织方式。

新型教育智库的组织方式可以是常规稳定式的，也可以是临时任务驱动式的。常规稳定式的组织方式

下，可以组建一支稳定而长期的对固定问题进行持续、深入的专业化人才队伍; 临时任务驱动式的组织

方式下，可以组建一支对新问题、新任务进行快速研究与反应的流动式人才队伍。( 薛二勇，2015 ) 如

此，既彰显了组织方式的多样化特征，也有助于激发新型教育智库的研究活力。
运行协同化。要建设高端教育智库，有必要建立跨部门、跨行业、跨地域、跨学科的协同创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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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通过开放式的、协同创新的运行机制，可以打破人才流动的屏障，实现研究队伍的协同化和综合

化，有助于形成研究合力，提高研究成果的有效性和可行性。
就主要功能而言，中国特色新型教育智库是以服务国家战略和教育决策为导向的咨询机构，兼有

多种功能于一身，是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建言者、研究者、实践者和引导者，是教育事业健康有序发展

的智力支持。中国特色新型教育智库应充分发挥以下六项功能:

( 一) 资政建言: 着眼国家战略需求积极建言献策

《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指出，智库应“以服务党和政府决策为宗旨，以政策研究咨询

为主攻方向”。这既体现了党和国家推进科学民主依法决策的决心，也明确了智库的资政建言功能。教育智

库，应着眼于国家战略需求，聚焦教育重大问题，探求教育发展规律，谋划教育发展蓝图，将服务教育决策作为

首要功能和根本使命，为教育改革发展提供咨询服务与智力支持。教育智库应承担起研究者、咨询者、建言者

的重任，在科学、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为教育决策和改革发展积极提供智力支撑。
( 二) 理论创新: 关注教育重大问题开展创新研究

学术性、创新性是新型教育智库的基本属性，关注教育重大问题、坚持理论创新是新型教育智库的

重要任务与主要功能。“以严谨扎实的作风、翔实可信的证据形成真实可靠的结论，是教育智库的根本

价值所在。”( 翟博，2015) 因此，新型教育智库要关注教育的热点、重点、难点问题，及时有效开展创新研

究，进行理论探索与科学论证。同时，应客观地进行前瞻性研究，统筹好学术性和实践性、现实性和前

沿性的关系，生产出创新性的思想成果和研究成果，发挥“思想观点和价值目标的创造者”功能，为国家

教育决策提供有价值、有深度的理论成果和咨询报告。
( 三) 实践引领: 深入各类学校教育有效指导实践

引领实践、指导实践是新型教育智库的重要功能之一。新型教育智库聚集了一批一流人才，善于

从专业化角度来研究、指导教育实践，因此应深入各级各类学校，在实证调研的基础上了解教育现状，

获得精准信息，及时发现问题，并予以针对性指导。在实践指导过程中，教育智库应广泛听取来自学校

的意见与呼声，对教育实践进行全面客观、科学有效的分析与指导，分析实践问题及成因，探究改进策

略与路径，指导教育实践的有效开展。
( 四) 人才培养: 围绕智库建设任务造就高端人才

人才是智库生存和发展的最关键因素，是促进智库健康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新型教育智库在扮

演好高端人才“储备库”角色的同时，应自觉承担起人才培养的重任，将育人纳入重点工作之中。因此，

新型教育智库应创新人才培养机制，注重加强青年人才的培养，以此为智库建设和长远发展造就高端

人才。例如，社科院和党校、行政学院通过老专家的“传、帮、带”、科研培训、课题参与、机体调研等方

式，培养了一批青年科研骨干。( 崔树义，杨金卫，2015，第 90 页) 尤其是，高校教育智库应充分利用高

校的教学与科研平台，围绕智库建设而设立专门的育人机构，制定系统的人才培养方案，将人才培养与

科学研究有机结合，造就新型教育智库所需要的高端人才。
( 五) 数据储备: 通过深入调查研究汇聚数据文献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数据信息正在成为影响决策的重要依据，并成为影响政策前瞻性和预测

性的重要因素，因此“数据和信息的占有、发掘与应用能力越来越成为智库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刘福

才，张继明，2017) 。数据信息同样也是新型教育智库建设的重要基础，应加强数据储备功能的发挥。
应注重问题导向与实践导向，对教育展开深入调查，通过实际调研、田野调查等方式获得一手数据，对

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汇聚成系统的数据库; 同时，应充分发挥大数据的优势，借助数据信息平台来建立

数据库，拓展数据资源平台，实现数据信息的共享与整合，从而为教育改革发展和教育决策提供科学依

据，提高新型教育智库的综合影响力。
( 六) 舆论引导: 聚焦前沿重大问题引领舆论走向

智库，作为大众的“思想者”，能够通过引导公众、服务大众和促进社会发展而起到舆论引导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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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王辉耀，苗绿，2014，第 30 页) 新型教育智库，作为正面舆论的“策源地”，也同样发挥着引导舆论、
启迪民智和正向宣传的功能。应积极主动聚焦前沿、重大教育问题，通过对教育问题的研究而形成新

思想、新观点，并借助成果的出版发表、学术活动的开展以及网络媒体等手段，积极宣传、引导舆论，使

民众客观、理性地看待教育问题。同时，新型教育智库要担负起社会服务的使命，做好群众的“代言

人”，影响党和政府做出符合群众利益和教育规律的有益决策。此外，新型教育智库要“重视加强教育

舆情研究，及时关注社会舆情，科学引导社会舆论，为教育事业科学发展营造良好氛围”( 田慧生，

2015) 。总之，新型教育智库在参与教育研究的过程中，能够通过专业研究引导民众形成正确舆论、传
播主流思想、理解教育改革，助益正确、理性舆论氛围的营建。

三、中国特色新型教育智库的建设路径与运行机制

中国特色新型教育智库是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提升教育治理水平的智力支撑，

对我国教育改革发展发挥多重功能。因此，加强新型教育智库建设是促进我国教育发展的重要战略和

必然趋势，完善的建设路径和运行机制显得尤为重要。
( 一) 增强教育战略意识，服务国家决策需求

新型教育智库建设，应本着服务国家教育决策需求的主旨，增强教育战略意识，围绕国家教育战略

需求，关注教育重大问题，全面提升自身能力和水平，为国家教育决策提出前瞻性、引领性的教育决策

咨询意见。进入新时代，“五位一体”和“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以及优先发展教育的战略指导，教育

公平、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乡村教育振兴、学生资助制度、师德师风建设等依然是教育发展的重

心与难点所在，新型教育智库应根据时代发展和国家决策需求，立足现实问题、谋划教育未来，制定清

晰明确的战略目标，为教育改革发展提供决策咨询意见。譬如，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和北京大学民办教

育研究所，针对《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所开展的专题研讨会，围绕人才

培养目标、教育经费投入、高考制度改革、民办教育和职业教育发展等主题展开了有效研讨，为《规划纲

要》的完善提出了针对性的修改意见; 长江教育研究院为突出教育优先发展，实施义务教育免费政策，

实行教师定期轮换流动制度，实行国家统一教师资格考试制度，完善师范生国家公费制度，建立教师公

职人员身份制，建立教育投入长效保障机制等，同时还特提出建设中国教育博物馆的建议，期冀以此弘

扬尊师重教优良传统，增强公众的民族自豪感、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有一个用以指导工作的清晰目

标相当重要，可以保证团队始终集中精力选择最优策略和最佳机会，从而实现目标。”( 麦根，2015，第

84 页) 因此，新型教育智库应增强教育战略意识，明确自身定位，通过学术研究与资政系统有效沟通，发

挥自身的公信力和影响力，服务于国家教育决策需求，为国家教育决策提供智力支持。
( 二) 凸显智库主体地位，彰显独立发展导向

新型教育智库，作为非营利性研究咨询机构，无论其类型和定位如何，均应凸显自身的主体地位，

即统筹好独立性和非独立性、学术性与政策性、现实性与前瞻性、市场性和非市场性、赢利性和非赢利

性等多向度的关系( 张武升，2015) ，发挥其自身的独立性与专业性。尤其是，作为决策咨询机构，新型

教育智库扮演着多种角色定位，发挥着多重核心功能，其主体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功能的发挥。
因此，新型教育智库应凸显主体，厘清组织特质与主要功能，建立健全体制机制，在加强自身建设过程

中把握好共性与个性的关系，彰显自身特色，坚持客观中立的态度，承担起建言者、引领者、指导者、评
估者角色，为走向独立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例如，美国智库建设注重自身专业性与强调研究的独立性，

往往强调中立的态度，避免“偏见”或“成见”，“强调独立性使得很多智库更加关注研究的公益性，从而

使其社会影响力得到提升。”( 麦根，2015，第 105 ) 尤其是高校教育智库、民间教育智库和混合教育智

库，应凸显自身主体地位，保持自身独立性，切不可成为行政部门的附庸，而应结合自身角色定位，做教

育改革发展的评估者、建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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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建立协同创新机制，形成多元互动格局

协同创新是时代的主旋律，也是新型教育智库建设的必然趋势和发展方向。新型教育智库建设唯

有依赖于协同创新机制的建立，方能形成多元互动格局，充分发挥教育智库的功能。一是要建立合作

开放的交流机制。紧密围绕教育热点、难点、重大问题，建立起党政机关、高校、科研院所之间的交流与

合作，形成研究合力，构建新型教育智库的协同合作网络; 加强彼此之间信息和资源的共享共建，建构

良好的资源共享平台，实现数据、信息等资源的共享。二是要建立科研队伍的灵活机制。人才是新型

教育智库的核心因素，协同创新机制的建立应基于灵活的人员流动机制，以便为各领域、各部门、各学

科的人才流动提供制度保障，实现智库与智库之间，以及教育智库与政府部门、企业之间人才的相互流

动，实现人才的多元互动。例如，美国“旋转门”机制、日本“官、学、研人员交流机制”以及阿根廷所建

立的与联邦政府、全国性教师工会和民间组织的联盟，均为人员流动奠定了良好基础。三是建立协同

开放的研究联盟。协同创新机制需要实现跨学科、跨领域、跨部门、跨机构、跨地区的开放合作机制( 王

佩亨等，2013，第 4 页) ，同时注重与国外教育智库的交流与合作，组建起相关领域的研究联盟，以此来

集聚智力资源，共同致力于教育问题研究和教育教学改革。
( 四) 完善决策咨询制度，创设咨询市场机制

新型教育智库，作为一种专业型智库可以影响教育政策制定和制度创新。尤其是，当今中国正在

经历最为广泛而深刻的教育变革，党和政府对信息丰富的政策建议的需求日趋强烈，因此，应建立健全

决策咨询制度，为新型教育智库建设提供制度保障。首先，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加强教育智库与政

府的沟通。建立教育智库与政府之间的信息共享机制，政府部门应根据决策咨询需求，将相关信息、数
据向教育智库研究人员开放，使其能及时、有效地获得一手数据。其次，建立健全教育决策征询制度，

即教育决策的意见征集制度。这不仅需要政府要制定制度化的行政程序、创新教育政策决策组织方

式、转变决策理念( 崔树义，杨金卫，2015，第 120 页) ，同时新型教育智库本身也要完善自身的征询制

度，在立足专业性、独立性的基础上，注重吸纳公共智慧，使政策建议切合群众利益。譬如，在乡村教育

振兴方面，政府部门要主动邀请相关研究专家的加入，吸取学界意见; 同时，教育智库要在实地调研的

基础上，对乡村教育发展现状、师资队伍建设等关键问题进行深刻分析，形成可行性的研究报告，供政

府决策参考。此外，新型教育智库本身要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从决策意见的征集、决策意见的分

析、形成决策建议报告以及后期的政策评估机制等角度建立一套系统、连贯的制度。最后，搭建公平竞

争平台，创设咨询市场机制。“政府的角色主要是搭建决策咨询的公共竞争平台，并制定公平竞争的游

戏规则。”( 王佩亨等，2013，第 115 页) 因此，政府应制定公平竞争的规范，通过竞争激励手段促使教育

智库结合自身特色，对决策需求进行深入研究，营建良性竞争机制。同时，根据市场经济的特点，创设

咨询市场机制，建立健全政府购买决策咨询服务制度( 崔树义，杨金卫，2015，第 124 页) ，根据教育智库

的能力进行资源分配，促使教育智库能够提供高质量、有效果的研究成果和政策建议，进而激励教育智

库不断提高自身能力和水平，更好地发挥其多重功能。
( 五) 深化科研机构改革，实现教育智库转型

深化科研机构改革，特别是深化管理体制改革，是实现教育智库转型的内在动因。科研机构的深

化改革，主要体现在: 一是要完善组织管理体制改革。良好的组织管理体制能够有效提高教育智库的

运行效率，不同类型的教育智库应根据自身特色而进行组织管理体制改革，探索激发教育智库活力的

管理体制。二是深化科研组织机制改革。改变以往单一学科、孤军奋战的研究模式，转向团队合作，建

立起协同合作、联动联合的工作机制，同时积极探索实施课题负责人制度，以课题为导向，组建科研队

伍。三是深化经费管理制度改革。应丰富经费来源途径的多样化，纵观欧美各国先进智库，其经费来

源渠道是多元的，例如美国智库的资金主要来自基金利息、基金会和企业的资助以及个人捐助等，从而

为智库建设提供了良好的经费保障; 同时，加强经费管理，完善监督机制，引入现代财务管理模式，提高

资金的利用率。四是拓宽成果宣传推广机制。影响力和公信力的提升，需要借助宣传推广媒介，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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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智库的成果推广，除利用出版物、文章、报告等形式之外，还要善于“利用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成
果发布会等现代传播手段，向社会介绍自己的成果”( 崔树义，杨金卫，2015，第 73 页) 。尤其是针对教

育的热点、重难点问题，例如长江教育研究院多年呼吁的教育公务员制度的建立，教育智库应主动利用

宣传媒介，介绍教师队伍建设存在的问题、成因及其解决对策，宣传对相关问题的研究成果，使社会大

众真正理解相关问题。如此，教育智库既成为了教育舆论的引导者、教育政策的解读者，又进一步宣传

了自身的研究成果，提高了自身的影响力和公信力。
( 六) 探索成果评价机制，建立激励导向制度

成果评价机制是对新型教育智库进行评估的重要载体。由于受评价体制机制的制约，我国教育智

库存在着重理论、轻实践，重同行评价、轻社会和政府评价等弊端，导致成果的指导性不够。新型教育

智库建设的成果评价，应探索综合性评价和分类评价相结合的体制。综合性成果评价，主要是针对成

果的决策影响力、学术影响力、舆论影响力以及国际影响力等进行的总体评价; 分类评价，主要是根据

教育智库的类型和研究成果的类型而进行的分类评价，例如政府教育智库，其成果评价主要依据研究

成果进入决策的情况，高校教育智库成果评价在注重理论研究的同时，还要从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与应

用等角度进行综合评价。同时，建立激励导向机制，“提高科研组织、课题评审和业绩评价的透明度，强

化竞争，提高评审标准和淘汰率，加大对优秀成果的激励力度。从重论文、著作向重完成上级管理部门

任务、服务决策转变”( 周洪宇，2015) ，尤其要注重引导研究成果的转向，由注重成果发表向重视成果转

化、应用转变，提高研究成果的可操作性。针对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双一流建设、教师队伍建设等当前

我国教育改革发展中的热点问题，不能仅仅以教育智库的成果发表作为评价标准，更应注重其成果的

应用转化，从对其成果的批示、采用率等维度进行综合评价转向注重成果的现实应用，提高研究成果的

应用性和实践性。
综上所述，新型教育智库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教育改革发展中扮演着愈

来愈重要的角色，其功能日益凸显。进入新时代，新型教育智库应抓住历史机遇，围绕国家战略需求，

积极开展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创新性的科学研究，完善自身建设，提升服务能力，为国家教育决策

提供智力支持，进而为推进我国教育现代化，为建设教育强国做出更新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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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e two efforts，Herbart developed the moral judgment concepts of the ethic． On the other hand，he con-
structed a systematic educational theory to explain how the practical concepts influence education and pointed
out the ways to achieve morality through education． In this way，Herbart formed a mutual and interacting rela-
tionship between educational action and practical ideas at the perceptual-aesthetic level in his theory about the
formation of adolescents’charac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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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aced with different educational justice theories，it’s essential that we study Marx’s theory of
educational justice in order to choose and use it to guide the education practice． Although Marx did not write
articles and works on educational justice，he devoted himself to studying the law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created the theory of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 This is the pre-conditional thought of educational
justice theory． A clear boundary between Marx’s theory of educational justice and other educational justice
theories is presented in this paper． It involves the premise of educational justice，the evaluation of educational
justice and path to the realization of educational jus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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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new think-tank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education think －
tank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national education decision-making and promoting education reform and de-
velopment． The new education think-tank is not only a think-tank for educational decision-making and educa-
tional reform，but also a commentator for educational policy and a guide for educational practice． Further-
more，it serves as an evaluator of educational development，a high-end talent pool，a contact for educational
exchange，and a source of positive public opinion． Also，plays the role of counseling advice，theoretical inno-
vation，leading practice，personnel training，data storage，media guidance and so on． Therefore，it’s essen-
tial to clarify the construction path and operating mechanism of the new education think-t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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