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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意义]将数据驱动思想应用于智库的知识服务实践，优化智库的知识服务流程，提高智库的工作效率和

服务水平。
 

[研究设计/方法]
 

结合文献回顾和网络调研分析智库知识服务流程及具体环节；针对存在的问题，引入大

数据思维和大数据分析技术，采用标杆分析法对智库知识服务的具体环节进行优化，提出数据驱动的智库知识服务流

程优化框架，并分析该框架应用的最佳实践。
 

[结论/发现]
 

服务流程优化后的智库可以同时开展数据驱动的精准型知

识服务、主动型知识服务和客户自主型知识服务，这三类知识服务不仅可以提高智库的工作效率和服务水平，还能更

好满足客户了解社会热点、应急决策和创新服务等多样化知识服务需求。 [创新/价值]运用数据驱动思想，基于用户

需求，引入大数据思维和大数据分析技术对智库的知识服务流程进行了系统优化，为大数据时代的智库知识服务实现

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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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urpose/Significance］The
 

application
 

of
 

data-driven
 

thinking
 

in
 

think
 

tanks
 

could
 

optimize
 

its
 

knowledge
 

service
 

process
 

and
 

improve
 

work
 

efficiency
 

and
 

service
 

level.［Design/Methodology］Firstly,
 

literature
 

review
 

and
 

inter-
net

 

research
 

were
 

combined
 

to
 

analyze
 

think
 

tanks’knowledge
 

service
 

process.
 

Aiming
 

at
 

the
 

existing
 

problems,
 

big
 

data
 

thinking
 

and
 

analysis
 

technology
 

were
 

introduced.
 

Meanwhile,
 

benchmarking
 

analysis
 

was
 

adopted
 

to
 

optimize
 

the
 

concrete
 

procedures,
 

and
 

the
 

data-driven
 

process
 

optimization
 

framework
 

was
 

proposed
 

for
 

think
 

tanks’knowledge
 

service.
 

Addition-
ally,

 

best
 

practice
 

of
 

the
 

framework
 

application
 

was
 

analyzed.［Findings/Conclusion］Think
 

tanks
 

with
 

optimized
 

service
 

process
 

can
 

produce
 

accurate
 

knowledge
 

service,
 

active
 

knowledge
 

service
 

and
 

customer
 

self-initiative
 

knowledge
 

service,
 

which
 

are
 

all
 

data-driven.
 

These
 

three
 

types
 

of
 

knowledge
 

services
 

will
 

not
 

only
 

improve
 

think
 

tanks’work
 

efficiency
 

and
 

service
 

level,
 

but
 

also
 

better
 

meet
 

customers’diverse
 

needs
 

such
 

as
 

knowing
 

hot
 

social
 

issues,
 

making
 

decisions
 

in
 

emergen-
cies

 

and
 

innovating
 

services.［Originality/Value］The
 

process
 

of
 

think
 

tanks’knowledge
 

service
 

has
 

been
 

systematically
 

opti-
mized

 

by
 

adopting
 

big
 

data
 

thinking
 

and
 

big
 

data
 

analyzing
 

technology,
 

which
 

is
 

based
 

on
 

data-driven
 

thoughts
 

and
 

users’needs.
 

It
 

could
 

provide
 

references
 

for
 

realizi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think
 

tanks’knowledge
 

services
 

in
 

the
 

era
 

of
 

big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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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智库是各国政府科学治政和执政的重要知识来

源，同时也服务于大众的政策知识需求，在政策制

定、知识传播、全球治理、未来预测等方面发挥着关

键作用，是一种典型的知识服务组织。 面对瞬息万

变的国际环境和社会问题，智库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然而，目前智库大多是由项目和任务驱动，研究工作

中高度依赖专家个人经验且不易找到普适的方法论，

难以实现精准建模，服务产品的针对性较弱[1-2]。 现

代智库需要顺应时代转型。

《全球智库报告2018》指出：“社交媒体、人工

智能与大数据的破坏力剧增”是第四次工业革命影

响未来十年全球国际秩序的四股趋势之一[3]。 当今

社会处于“万物皆数字”的计算时代，数据量呈现爆

炸式增长并渗透到各行各业，“大数据”浪潮席卷全

球。 数据驱动是现代组织面对大数据时代海量数据

产生的一种转型思想，其应用将成为组织获得竞争

优势和快速发展的关键基础[4-5]。 基于海量原始数据

的计算分析与知识组织成为大数据时代的技术主

流，使得对海量、复杂、多结构数据的即时获取、精

确分析和深度挖掘成为现实，这对智库的知识服务

工作带来了全面冲击也提出了更高要求。 如何借助

大数据思维与技术来优化智库的知识服务流程成为

智库建设的重要命题之一。

2 相关研究

在迅猛发展、高速演变的社会和行业环境中，不

同组织间的竞争加剧。 如何提高运作效率、降低内

部成本、与外部环境建立良好互动关系已成为组织

生存与发展的关键影响因素。 在此背景下，作为一

种管理思想和工具的流程优化应运而生，其目的就

是通过对现有流程进行改良和调整达到流程价值最

大化和提升组织绩效[6-7]，最常用的方法有标杆分

析、DMAIC模型（Define,Measure,Analyze,Improve
 

and
 

Control）等[8-9]。 目前，流程优化研究主要集中

在制造、医疗、金融、物流等行业，国内外学者也有

关注到知识密集型服务业（Knowledge
 

Intensive
 

Busi-
ness

 

Services，KIBS）的服务流程及创新问题。 例

如国外学者 Aarikka-Stenroos[10]采用访谈法研究发

现，KIBS的服务方与客户方通过需求诊断、设计和生

产解决方案、规划服务过程与资源配置、处理冲突和

实施解决方案五个环节实现创新和共创价值；Muller
等[11]通过文献研究法发现，KIBS服务流程中的知识

流动是双向的：一方面通过各个服务环节为客户提

供知识，另一方面又在服务过程中从客户方获取新

知识以增强自身知识库。 KIBS实际就是“创新的桥

梁”，优化其服务流程能推动组织和客户双方的创新

发展。 国内学者则侧重图书馆的知识服务流程优化

问题，如范炜和李桂华[12]基于流程再造理论，提出

了以用户需求为导向的交互性、集成性的图书馆知

识服务流程再造及其制度优化对策；申卫群[13]运用

DMAIC模型、快速扫描审计方法和价值流图工具，

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图书馆的全局服务流程和

具体环节进行优化，以实现用户满意和精确化的科

学管理。 可见，国外研究已关注到知识密集型服务

业服务流程中的普遍性创新发展问题，而国内研究

还只探讨图书馆的知识服务流程优化问题。

智库知识服务是近年来国内图书情报界的研究

热点，主要关注智库知识服务的方式、功能、知识服

务视角下的智库建设与发展等方面。 如邱均平和董

西露[14]提出高校智库需要借助其优质资源实现咨政

启民、人才培养和知识传播等功能；陈媛媛和李

刚[15]则认为智库还具有媒体属性，需要通过各种渠

道宣传其思想以达到设置议程和引导舆论的目的；

张志强和苏娜[16]采用案例研究和计量分析总结了国

外一流智库特点，并提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应

建立沟通和成果报送机制、培养智库型研究人才、促

进国际化网络型智库发展等建议。

数据驱动思想强调数据密集性，要求组织具有

大数据思维和大数据技术，通过数据获取、数据集

成、数据挖掘与分析、数据利用与反馈等环节实现基

于数据的诊断、评价、监控、预测和优化等各种功

能，并支持科学决策[17-18]。 目前，数据驱动环节有

各种新兴大数据技术支持，包括网络爬虫、自然语言

处理、语义网、知识图谱、机器学习、云计算、可视

化技术等[19]。 近年来国外研究主要运用数据驱动思

想设计优化知识服务的管理信息系统，如Peng等[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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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设计一种数据驱动的服务任务协作系统，将服

务参与者之间非结构化的数据和知识交换过程结构

化，使其尽可能遵循预定义工作流程；Dinh等[21]设

计了数据驱动的知识管理系统，帮助组织更好地从

大数据中挖掘知识和发现价值，以改善决策效果和

促进组织学习。 国内学者开始探讨数据驱动的智库

知识服务机制和服务模式问题，如戎军涛等[22]提出

数据驱动的科技智库知识服务机制包括技术驱动和

方法驱动两个层次，其中技术驱动强调数据存取，方

法驱动强调大数据分析工具、模型、方法的应用；白

阳和张心怡[23]通过文献研究提出数据驱动的智库协

同创新服务模式，认为通过数据融合与关联，可以实

现个体间的思想交互、想法汇聚和集体的知识创新

与智慧产出。 可见，国内外研究很少关注到运用数

据驱动思想优化智库的知识服务流程研究。

3 智库知识服务流程及存在的问题分析

智库的知识服务流程通常包括课题立项、信息

资料收集、数据挖掘与分析、知识产品生产与服务、

研究成果发布与推广五个环节[24-25]。

本文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究项目

（TTCSP）编写的《全球智库报告2019》、上海社会

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编写的《2019中国智库报告》

和中国社科院编写的《全球智库评价报告》中选择调

查对象共12个（见表1），调研国内外知名智库的知

识服务流程情况。 选择调研样本的依据主要综合了

以下3方面因素：①影响力，选取综合排名20以内

的智库；②研究内容广泛性，所选智库的研究领域包

括政治、经济、军事多个领域；③智库性质的均衡

性，涵盖官方智库与民间智库。

3.1 课题立项

智库的课题立项主要包括政府委托、企业委托

和自主研究三种类型。 对国内外智库项目资金来源

的调研发现（见表2），国外智库的项目资金来源广

泛，包括社会捐赠、自主研究收入、订阅与投资收入

和委托项目经费等，课题立项的政府资金占比较低，

研究的独立性和自由程度较高，而且自主研究课题

丰富，如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兰德公司均设有专门

对社会时事和热点问题的跟踪研究板块；国内智库

的项目资金来源以政府拨款为主，主要接受政府委

托，课题立项的政府资金占比超过了50%，有的高

达70%。 可见，国内大部分智库还停留在被动接受

政府委托，自主研究课题较少，针对热点问题和突发

事件进行预测和建言献策的主动意识有待加强。

表1 国内外知名智库调研样本

Table
 

1 Investigation
 

Samples
 

of
 

World-renowned
 

Think
 

Tanks

序号 国外智库 国内智库

1 布鲁金斯学会
(Brookings

 

Institution)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2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
national

 

Peace)
中国社会科学院

3 布鲁盖尔研究所(Bruegel) 中国科学院

4
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
tional

 

Affairs
 

Chatham
 

House)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
研究院

5
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
tional

 

Studies)
全球化智库

6 兰德公司（Rand）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表2 国内外知名智库政府资金占比/数据库平台/
知识管理系统建设情况

Table
 

2 Proportion
 

of
 

Government
 

Funds,
 

Construction
 

of
 

Database
 

Platforms,
 

and
 

Knowledge
 

Management
 

Systems
 

of
 

the
 

World-renowned
 

Think
 

Tanks

国外智库 国内智库

智库名称
政府
资金
占比

数据
库平
台

知识
管理
系统

智库名称
政府
资金
占比

数据
库平
台

知识
管理
系统

布鲁金斯学会 2% N Y 国务院发展
研究中心 70% Y N

卡内基国际和平
基金会 13% N Y 中国社会科学院 67% Y Y

布鲁盖尔研究所 44% Y N 中国科学院 54% Y Y

皇家国际事务
研究所 8% Y Y 中国现代国际关

系研究院 - N N

战略与国际问题
研究中心 24% Y Y 全球化智库 - N N

兰德公司 10% Y Y 上海国际问题
研究院 77% N N

注：“-”表示数据未公开；Y表示智库自建有数据库平台或知识管理系

统，N则表示智库尚未建有数据库平台或知识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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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信息资料收集

信息资料收集是智库进行知识生产和服务的必

备条件。 智库的信息资料搜集策略主要分为直接生

产创造和间接搜集获取两种，包括开展调查研究、设

计实施实验、自身馆藏建设和合作交流四种方式，其

中自身馆藏建设可进一步分为搜集公开数据、购买

数据库、自身馆藏累积等[26]。 在大数据时代，国内

外知名智库开始尝试建设数据库平台，以保障高效

获取信息资料。 调研发现有六成的国外知名智库自

建了数据库平台，国内也有一半的智库自建了数据

库平台（见表2），但只有兰德公司、中国科学院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自建的数据库平台规模大、覆

盖面广，形成了较完整的数据库平台，这表明目前国

内外知名智库的数据库平台建设水平参差不齐。

3.3 数据挖掘与分析

数据挖掘与分析为智库生产知识产品和服务提

供先进的技术和方法，是影响智库服务质量和服务

水平的关键环节。 调研发现，智库的常用信息分析

与数据分析方法比较传统，采用的定量方法大多还

停留在依赖SAS等数据分析软件的阶段（见表3）。

部分知名智库开始探索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

进行价值挖掘与自动化分析，如战略与国际问题研

究中心创立iDeas实验室，运用创新的数字工具包括

机器智能、社会网络分析、交互式数据技术等来预测

外交发展趋势和制定面向国家安全挑战的政策解决

方案；兰德公司使用专家系统和知识推理等技术建

立的战略评估系统和联合一体化应急作战模型，为

评估分析风险和军事作战提供支持，但整体而言智

库对新兴技术的运用还不够积极[19]
 

，运用先进数据

表3 国内外知名智库常用的信息与数据分析方法

Table
 

3
 

 Information
 

and
 

Data
 

Analysis
 

Methods
 

Commonly
Used

 

by
 

World-renowned
 

Think
 

Tanks

方法类型 方法工具

定性方法 案例研究、类比学习、快速环境评估（REA）、
理论建模等

定量方法 描述统计、方差分析、因子分析、回归分析、线
性规划等

混合方法 层次分析法、决策模型、博弈论等

挖掘与分析方法的水平有待提高。 而在大数据环境

下数据资源规模巨大、没有边界，旧数据不断保存的

同时新数据随时生成，需要对海量数据进行深度整

合并挖掘其中的相关性与价值。 这预示着只有运用

关联引擎、认知计算等新兴技术才能实现数据的有

效集成、扩展和分析。

3.4 知识生产与服务

智库的知识生产与服务主要通过其知识管理系

统开展。 政策和社会问题的复杂性与学科交叉性要

求智库提供的知识产品由不同领域的研究人员共同

协作生产，有效的知识管理系统可以支持和保障智

库专家高效进行知识的生产与服务。 调研发现，仅

有半数智库自建了知识管理系统（见表2），其中中

国科学院建有较完善的知识管理平台CSpace
 

6.0，
集成了自主数字知识资产存储、管理和长期保存、知

识对象管理、跨屏访问与协作、知识传播与交流、知

识互联与融合、知识分析与评价等多项功能，是中国

最大规模机构知识库群和最有影响机构知识管理平

台[27]。 其他智库尚未建设有效的知识管理体系或协

同共享机制，大量的研究数据分散于研究人员之中，

缺乏直接的知识成果传播和知识共享渠道，智库的

服务效率还有极大的提升空间[28]。

3.5 研究成果发布与推广

知识传播和舆论引导也是智库知识服务的重要

功能。 通过向政府与社会公众发布与推广研究成果

可以有效传播思想、观点与知识，宣传政策主张，有

利于智库提升其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29]。 目前大多

数智库通过出版物、新闻媒介、会议论坛等方式进行

研究成果推广，其中通过官方网站、官方资讯账号等

媒介平台发布研究成果是向社会公众传播政策观

点、影响和引导社会舆论最有效的方法。 调研12家

智库官方统一资讯账号（国外为Facebook，国内为

微博）的运营情况（见表4），收集并分析相关数据

（采集时间为2021年3月6-7日），结果发现：国外

6家智库均有Facebook账号，只有皇家国际事务所

账号未进行官方机构认证且发贴数为0；而布鲁金斯

学会账号的运营情况最优，其粉丝影响力和账号活

跃程度远高于其他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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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粉丝数量最多但发博频次很低且从中获得的粉

丝互动效果一般；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布鲁盖尔

研究所和兰德公司的粉丝互动收效甚微。 国内6家

智库仅有全球化智库和中国科学院拥有官方统一的

微博账号；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多个下属机构的微博

而无统一的信息发布账号。 中国科学院的账号活跃

程度和粉丝互动效果都优于全球化智库，但整体来

看，两家智库资讯账号的发博频次和评论等互动指

标基本都处于十位和个位数量级，其媒介平台影响

力亟待提升。

表4 国内外智库官方统一资讯账号运营情况

Table
 

4 
 

Operation
 

of
 

World-renowned
 

Think
 

Tanks’
 

Official
 

Account
 

in
 

Facebook
 

and
 

Microblog
 

Respectively

序号 智库 粉丝数 点赞数 评论数 转发数 发博频次

1
2
3
4
5

国
外

布鲁金斯学会 475,093 156 57 3 67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 264,701 6 0.3 1 3

布鲁盖尔研究所 10,131 3 0.4 1 1
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548,492 53 2 21 2

兰德公司 65,725 23 2 1 12
6
7

国
内

中国科学院 4,451,783 2,358 10 8 17
全球化智库 65,652 7 0 1 2

　　　　　　　注：点赞/评论/转发数是指平均每条博文对应的指标数，发博频次是指账号平均每天内发博数量

　　综上，目前的智库知识服务流程存在着以下问

题：针对热点问题和突发事件进行预测和建言献策的

主动意识不够、数据库平台建设水平参差不齐、数据

挖掘与分析的新兴技术运用不积极、知识管理体系或

协同共享机制建设不完善、研究成果发布与推广不充

分等。 这些问题使得智库难以应对大数据时代海量

数据及其高速变化所带来的挑战，亟需智库顺应时代

发展，优化其知识服务流程，不断提升工作效率和服

务水平。

4 数据驱动的智库知识服务流程优化框架构建

4.1 框架构建

针对当前智库知识服务流程存在的问题，本文应

用数据驱动思想推进智库知识服务流程的高度数据密

集性，引入大数据思维和大数据分析技术强调在智库

知识服务流程中对数据的采集与组织、挖掘与分析、

利用与反馈，采用标杆分析法优化智库知识服务的具

体环节，建立数据驱动的智库知识服务流程优化框架

（见图1），以适应大数据时代对智库知识服务工作

的要求。

如图1所示，服务流程优化后的智库基于用户需

求可以同时开展数据驱动的主动型、精准型和客户自

主型三类知识服务。 其中，精准型知识服务是基于

客户委托将大数据思维和分析技术引入智库知识服务

流程各环节后的优化结果，可以大幅提升智库工作效

率和服务水平；主动型和客户自主型知识服务是原服

务流程的扩展与延伸，前者通过监测外部的事实和反

馈数据满足客户了解社会热点、应急决策和创新服务

等需求，后者则通过建立各类数据库平台支持客户自

主满足对各类基础性数据和知识的需求。

4.1.1 数据驱动的主动型知识服务

在“课题立项”环节，智库除了被动地接受和处

理委托人提出的知识服务需求外，建议利用时序分

析、情感分析等方法对社会大数据进行监测分析以开

展主动型知识服务，洞察全球政治、经济、技术等多

领域的热点，发现并挖掘潜在社会问题，预测客户可

能的需求和社会未来发展方向，将被动接受客户委托

变为主动引领客户需求，为客户提供创新性知识服

务，同时也为智库应对突发事件做出快速反应和应急

决策提供强有力支持。 如英国的皇家国际事务研究

所监测和采集相关社会数据信息并对其进行挖掘分

析，通过官方网站Featured
 

Topics模块向大众展示研

究人员对全球热点问题的解读；该模块内容还会根据

社会关注度和发展趋势而动态变化，如在2020年5
月包括了新型冠状病毒、美国国际角色、网络安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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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治理等热点主题；每个主题的内容全面丰富，除

了正式的研究报告、期刊文章和研究简报外，还提供

专家评论、研究活动纪要、多媒体形式讲解等，而且

这些内容更新频率高，具有很强的时效性，大众可以

借此了解到相关领域的最新动态和专家分析。

图1 数据驱动的智库知识服务流程优化框架

Fig.
 

1 Data-driven
 

Process
 

Optimization
 

Framework
 

for
 

Think
 

Tanks’
 

Knowledge
 

Service

4.1.2 数据驱动的精准型知识服务

智库受政府机构、企业等客户委托，在明确客户

需求立项后开展研究活动的各个环节均可以引入大数

据分析技术以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水平。

在“信息资料收集”环节，网络爬虫技术支持自

动化浏览网页并定向抓取相关数据资源，智库研究人

员可以依靠此技术解决原来收集网页数据耗时耗力且

包含大量重复工作的问题；通过网络爬虫技术，智库

研究人员可以全面高效地分析各应用平台上真实的舆

论倾向和内容，从而深入了解民意，有助于制定满足

社会需求的公共政策。 数据共享平台可以实现对多

源、异构且海量数据的集成，支持智库研究人员从统

一入口获取来源于不同机构或者同一机构不同时间的

权威数据，如中国科学院发布的“地球大数据共享服

务平台”，为全球用户提供系统、多元、动态、连续

的地球大数据，其CASEarth
 

Databank系统提供有长

时序的对地观测数据，研究人员可以利用该系统像看

电影一样观看目标地点数十年的沧桑巨变，不必再大

费周折地实地考察或费尽心力地从各种渠道搜集资

料[30-31]，从而为数据驱动的科学发现与决策咨询提供

支持。 数据共享平台还可以打破智库之间、智库与

其他组织之间的数据“孤岛”，唤醒处于沉睡状态的

科学数据并实现最大化利用，从而为提高智库的知识

产品质量与服务水平提供更有效的保障。

在“数据挖掘与分析”环节，智库通过数据整

合、数据挖掘、智能分析等大数据分析技术处理收集

到的大规模异构数据资源，深入揭示其内在价值并把

握相关问题产生的原因，以保证智库研究的精确性和

价值性。 如利用Qlik和百度数智的商业/数据智能平

台，通过关联引擎、增强智能、大规模机器学习和深

度学习等高层算法和框架实现对数据的预处理、特征

筛选、价值分析、应用模型优化和未来预判等，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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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图谱、用户画像等功能，提供一站式、交互式、

可视化的数据挖掘与分析结果，自动形成潜在的知识

发现结构，全面揭示数据的隐含价值，并通过可视化

技术将分析结果直观呈现[32-33]，在减轻智库研究人员

认知负担的同时加强对研究结果的判读能力。

在“知识生产与服务”环节，智库通过建设有效

的知识管理体系或协同共享机制，可以高效组织广泛

分散在智库内部的历史性研究数据[34]。 如世界先进

知识管理与协同软件Confluence充分应用云计算、语

义网和知识图谱等技术实现多人实时协作和对知识体

系的工程化，并将海量的非结构化文本数据、半结构

化表格和网页数据等进行结构化、语义化、立体化处

理[35]，以进一步发现隐性知识。 采用该平台可以为

智库内所有研究人员提供分享自身知识的渠道，打破

部门之间的边界，推动其共同创建、更新和共享知

识；可以支持智库研究人员针对特定话题提问与回

答，利用组织集体智慧为个人问题提供答案，并将问

答内容作为智库知识永久存储在平台，研究人员可以

随时查看、快速搜索或继续追问以持续学习；可以支

持智库研究人员同时在线编写文档、整理并评价他人

工作内容，推动团队成员实时协作、工作成果实时更

新，并将工作内容和成果按照父子关系组织成树状结

构，确保研究人员随时轻松找到所需内容，最大程度

地减少重复劳动、提高智库工作的透明度和效率。

在“研究成果发布与推广”环节，智库通过精准

推广、个性化推荐等方式让其研究成果和政策观点从

海量信息中脱颖而出，影响决策者制定政策和引导社

会舆论。 如借鉴Facebook推荐系统的功能，智库官

方网站的研究成果报道板块，可以基于用户以往搜索

和浏览记录利用协同过滤等算法为其个性化推荐相应

的研究成果；通过积极运营智库的资讯账号，借助成

熟的资讯平台推荐技术推广其研究成果；主动开展与

资讯平台的合作，如通过微博热搜榜单等推荐形式将

优秀的研究成果展示给社会大众，从而更有效地引导

社会舆论、扩大研究成果传播范围和提升自身品牌影

响力；采用实时监测和动态观测收集不同受众群体对

研究成果的真实评价、建议与反馈等各类社会信息大

数据，帮助智库把握全球热点问题和应急决策，此外

这些大数据也是智库进一步理解客户需求、开展主动

型知识服务的基础。

4.1.3 数据驱动的客户自主型知识服务

通常，智库是根据客户的委托开展项目研究并提

供相应的知识服务。 现在，智库可以借助大数据技

术将研究和行政等工作过程中涉及到的来源广泛且类

型多样的数据资源全部集成到统一的数据库平台，即

建立各类综合和专题数据库平台，支持客户使用这些

平台自主搜索从而满足其基础性的数据和知识需求，

提供数据驱动的客户自主型服务，为客户省去各项繁

琐的服务环节，极大程度地提升服务效率和客户满意

度。 同时，这些数据库平台也为智库研究人员的

“信息资料收集”工作提供强大支撑，方便研究人员

从平台中快速便捷地获取所需数据资源，如以往研究

成果或调研数据。 欧洲布鲁盖尔研究所建有全面系

统的经济数据库平台（https://bruegel.org/publica-

tions/datasets/），该平台的数据资源主要包括三类：

①项目研究过程的数据资源，如调研数据、一次数

据、二次数据等，布鲁盖尔研究所将其作为副产品发

布，供大众使用并为后续研究提供支持；②项目最终

成果的数据产品，如专题报告、年度报告等；③项目

研究可能用到的基础数据，如政府数据、社会数据、

商业数据等。

4.2 框架应用的最佳实践

兰德公司是世界智囊团的开创者和代言人，被誉

为现代智囊的“大脑集中营”“超级军事学院”。 作

为全球顶尖智库，兰德公司高度重视大数据时代带来

的挑战，引入大数据思维和大数据分析技术，以保持

决策咨询的精准性和有效性，高效地为客户和社会大

众提供高水平知识服务和高质量知识产品。 通过调

研分析兰德公司的官方文件和相关研究资料，梳理出

数据驱动的兰德公司知识服务流程（见图2）。

如图2所示，兰德公司根据“成果推广与评估”

的外部反馈信息，如对成果内容、发布渠道等的建议

和知识产品的收藏量、阅读量、下载量等，与社会热

点事件和舆情监测数据相结合，选择出“全球热点”，

然后围绕这些热点问题，采集相关数据进行深入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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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分析，即主动开展针对全球热点的超前研究，为客

户提供认识、把握并预测全球发展态势的主动型知识

服务。 目前，在兰德公司的官方网站（https://www.

rand.org/）中设有 Trending
 

Topics模块，其下包括

COVID-19、就业与失业、社区健康与福祉、全球安全

等多个全球热点主题，而且这些热点主题会根据社会

关注度和发展趋势而动态变化[36]。 在每个热点主题

下展示有研究简报和报告、期刊文章、专家评论分

析、多媒体形式解读、新闻报道和在线问答等，内容

全面丰富且具有很高的时效性。 可见，兰德公司在提

供主动型知识服务时，不仅把握了社会发展动态和政

治、经济、技术等各领域的热点问题，还为发掘潜在

社会需求和应对突发事件提供支持。

图2 数据驱动的兰德公司知识服务流程

Fig.
 

2 RAND’s
 

Data-driven
 

Knowledge
 

Service
 

Process

　　兰德公司主要接受客户委托并提供精准型知识服

务，其服务流程主要包括获取最佳数据和信息、生产

具有影响力的成果、成果推广与评估[37-38]。 公司要

求研究人员遵守研究规范Standards
 

for
 

High-Quality
 

Research
 

and
 

Analysis，即要求研究人员利用数据库

平台或爬虫等相关技术获取全面准确的数据后，采用

先进的研究和分析方法对其进行挖掘和分析，并通过

知识管理系统支持专家协作和建立现有研究与相关研

究的联系。 公司还开发了数据分析工具，以增强数

据挖掘与分析的自动化和智能化，如组合分析工具

（Portfolio
 

Analysis
 

Tool，PAT）可以根据测试数据模

型或专家意见对业务进行评级从而计算出不同效率的

投资组合，该工具常用于商业组合投资和政府项目或

科研项目投资决策[39]。 公司生产出来的研究成果根

据精准细分所属领域并通过多渠道将其推广到不同群

体中的潜在受众。 公司还结合外部反馈信息和内部

质量控制，不断调整产品研发和成果产出策略。

兰德公司非常重视整理和集成研究过程中所涉

及、利用和产生的数据资源，即将原始数据资源、研

究过程的数据资源和项目成果的数据产品等集成到统

一的数据库平台，不仅为客户和研究人员提供数据的

具体链接地址，还设计多种数据分类与查询路径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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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同搜索情境，从而最大化地关联相关数据并提高

智库数据资源的自主服务性。 目前公司已经建立了

综合数据库平台（Rand
 

State
 

Statistics）和各种专题

数据库平台（Los
 

Angeles
 

Family
 

and
 

Neighborhood
 

Survey、Partners
 

in
 

Care
 

Study
 

Instruments、Survey
 

of
 

Pesticide
 

Use
 

During
 

the
 

Gulf
 

War等），覆盖政治、经

济、社会、教育等多个领域[40]。

综上，兰德公司知识服务流程的各个环节引入了

大数据思维，并采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对公司的大数据

资源进行挖掘、分析与研判，充分体现了数据驱动思

想，该案例分析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本文构建的“数

据驱动的智库知识服务流程优化框架”应用的可行性

与有效性。 借鉴数据驱动的兰德公司知识服务流程

实践，可以推动我国特色新型智库知识服务的数字化

转型和现代化建设，通过运用各种数智工具提升智库

数据分析的自动化和决策咨询的智能化程度，能够更

好地为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和科技治理建言献策。

5 结语

伴随着互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和社交网络的

发展，大数据渗透到了各行各业。 在数智时代，政

府、企业和各类机构都面临着海量数据，智库的知识

服务活动也呈现出“数据驱动”趋势。 本文在梳理

并分析智库知识服务流程存在的问题后，引入大数据

思维和大数据分析技术，采用标杆分析法优化智库知

识服务的具体环节，提出了数据驱动的智库知识服务

流程优化框架。 研究发现，当前许多智库存在针对

热点问题和突发事件进行预测和建言献策的主动意识

不够、数据库平台建设水平参差不齐、数据挖掘与分

析的新兴技术运用不积极、知识管理体系或协同共享

机制建设不完善、研究成果发布与推广不充分等问

题。 针对这些问题，本文运用数据驱动思想，基于

用户需求引入大数据思维和大数据分析技术构建了智

库知识服务流程优化框架，包括数据驱动的精准型知

识服务、主动型知识服务和客户自主型知识服务。

这三类知识服务不仅可以帮助智库有效应对大数据时

代带来的挑战，还有助于智库在提升自身工作效率和

服务水平的同时，更好地满足客户了解社会热点、应

急决策和创新服务等多样化知识服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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