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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家创新协调绿色开发共享发展贡献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智慧

王志章

众所周知,智库(ThinkTank)一词最早由美国人提出,属于二战时期的

纯军事用语,是指当时的军事人员和文职专家聚集在一起商讨战争计划和军

事策略的密室,后在1967年6月《纽约时报》刊载介绍兰德公司的一组文章

中首次正式应用。从此,“智库”进入人们视野,活跃在政界、军界、经济界等

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既发挥着无拘无束、异想天开的“头脑风暴中心”作用,

也担当着一个敢于超越一切现有智慧、敢于挑战和蔑视现有权威的“战略思

想中心”角色,为决策者处理经济、政治、科技、军事、外交等各方面问题出谋

划策,提供最佳理论、策略、方法、思想等智力支持,用思想产品引领时代潮

流。也正因为如此,许多西方国家把智库建设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并诞生

了像布鲁金斯学会、美国罗素·塞奇基金会(RussellSageFoundation)、英国

费边社(FabianSociety)、德国汉堡经济研究所(HamburgInstituteforEcon-
omyResearch)、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NRI)、美国的兰德公司、卡内基国际和

平基金会、美国企业研究所、卡特中心、尼克松中心、美国乔治城大学华盛顿

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动态

研究所、耶鲁大学经济发展中心等一大批在全球拥有很高的声誉和影响力的

顶级智库。它们在思想生产、舆论导向、人才汇聚、政府臂膀等方面发挥重要

功能,被誉为“第五种权力”。

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智库建设有了长足的发展。党的

十八大后,新型智库建设步入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发展时期。特别是十八届三

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

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路径,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教育部也

推出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强调以2011协同创新中心和人文社会科学重

点研究基地建设为抓手,重点打造一批国家级高校智库。我国新型智库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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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迎来了春天。

目前,我国智库建设以426家位列全球第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第9
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第23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第35位)、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第40位)、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

(第59位)、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第67位)、清华大学国情研究

院(第84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第87位)、北京大学国

家发展研究院(第96位)等9家进入全球智库百强。尽管如此,但“从全球顶

级智库排名看,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建设仍相对滞后”,存在着公信力不足、

针对性不强、人才结构不合理、影响力有限、国际话语权缺失等问题,直接影

响和制约我国新型智库的发展,亟需在深化改革发展中加以解决。

当前,“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面临诸多矛

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新型智库只有准确把握战略机遇期内

涵的深刻变化,以服务于我们党和政府决策为宗旨,以政策研究咨询为主攻

方向,以完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开展前瞻性、

针对性、现实性政策研究,才能提出专业化、建设性、切实管用的政策建议,也
才能发挥咨政建言、理论创新、舆论引导、社会服务、公共外交等重要功能。

涵盖四川、云南、贵州、重庆、西藏、广西六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西南地

区,总面积约274万平方千米,人口约2.5亿。西南地区以山地为主,地形结

构十分复杂,自然资源如江河、林木、牧草资源十分丰富,拥有大面积高山区

和草场以及常年生的林木和牧草,无霜期长,是我国发展橡胶、甘蔗、茶叶等

热带经济作物的宝贵地区。西南地区矿产资源种类多、储量大,已发现矿种

130种,有色金属约占全国储量的40%。例如,四川钒、钛储量分别占世界总

量的82%和33%;云南有色金属达112种,其中铅、锌、锗储量均为全国之首;

贵州拥有64种矿藏,其中汞、煤、铝、磷等30种矿物储量居全国前列。同时,

西南地区也是我国民族种类最多的区域。据有关资料:这片国土上集中分布

了30多个兄弟民族。仅云南就有汉、彝、白、壮、傣、苗、回、藏、傈僳、哈尼、拉
祜、佤、纳西、瑶、景颇、布朗、普米、怒、阿昌、独龙、基诺、蒙古等26个民族聚

居,是我国民族种类最多的一个省,文化的多样性独特,民俗资源、旅游资源、

生态资源极其丰富。由此可见,西南地区战略地位独特,是“一带一路”和“长
江经济带”国家战略的重要节点,也是通往南亚、东南亚以及世界各地的重要

窗口和桥头堡,更是我国开放发展的前沿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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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30多年来,西南地区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各级

地方党委、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四川、云南、贵州、重庆、西藏、广
西六省、自治区、直辖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总量不断上升,社会和

谐稳定,文化繁荣昌盛,生态文明建设成就斐然,城镇化速度有了较快增长,

社会事业发展进步。但与中央的要求和区域内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相比,还
存在较大差距,面临着的压力和挑战依然巨大。经济发展相对滞后,贫富差

距较大,精准扶贫任务艰巨;生态保护与发展平衡矛盾突出,在经济新常态下

产业转型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渠道收窄,社会事业建设有待提速等,这些问

题亟需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的理念去研究和解决。正是出于这些

考虑,西南大学一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学校领导和社会科学处的亲切

关怀和大力支持下,于2014年春组建了学术自组织“缙云论坛”。

论坛旨在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伟大旗帜,

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坚守学术道德,坚持人文社会科学为社会服务的原则,

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围绕主题,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

众,坚持问题导向,紧扣学科发展前沿,深入开展有关党和国家及地方重大理

论与现实问题的基础理论研究、应用对策研究和公益性研究,不断提升西南

大学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的能力和水平,逐步形成

具有世界水平、国内一流、特色鲜明的“缙云学派”,为深入贯彻党和国家方针

政策,推动国家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缙云论坛成立近两年来,在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积极参与和大

力支持下,已经有了良好的起步,学术活动蓬勃开展,智库产品大量呈现,影
响力逐步扩大,正在成为独具特色的“学术家园”和社会服务的有效载体。为

了更好地强化智库的历史功能,缙云论坛学术委员会决定从2015年起,组织

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结合自身的研究领域,聚焦西南地区,围绕“十三

五”规划、非常规安全(边境安全、生态安全、文化安全、能源安全、信息安全、

公共安全、金融安全、粮食安全等)、法治建设、村落复兴与农业现代化、文化

传承与文化多样性保护、民族教育问题、“三农”与精准扶贫、旅游发展、美丽

乡村建设、基层社会治理、新型城镇化、“互联网+”、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等,

深入基层、深入社区、深入百姓,开展有针对性的调研活动,撰写有见地的智

库成果,汇编成《关注大西南:有话要说》(西南大学缙云智库丛书)。《关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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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有话要说》(西南大学缙云智库丛书),计划每年推出一本,公开出版,呈
送给中央和地方政府,以直接服务社会,服务党和国家的重大需求,比较集中

地贡献广大知识分子的智慧力量和问题解决方案。
本书由经济发展、社会文化、教育问题、农村治理、旅游扶贫五大板块组

成,汇聚了50篇政策建议,体现出每位作者的问题意识和整体性、前瞻性思

考,所提建议和解决方案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在本论丛即将付梓之时,我们并不轻松,要感谢的人很多很多。首先要

感谢学校领导的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使缙云论坛得以健康发展;要感谢学

校社会科学处郑家福教授的胆识和果断决定,将几位教授自由闲聊中的话题

及时转变为现实,使缙云论坛得以扬帆起航;要感谢学校党委宣传部、信息中

心、图书馆等职能部门领导的无私支持和指导,使论坛每次活动得以顺利开

展并产生影响;要感谢学校社会科学处各位老师们的鼎力帮助,为论坛提供

了许多方便。其次要感谢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米加德社长的关心、支持和帮

助,还要感谢出版社编辑的宝贵意见。坦诚地说,要感谢的人实在太多太多,
恕不一一赘述。

由于时间紧,加之是第一次尝试,本论丛谬误在所难免,诚恳地欢迎各界

学术同人和广大实际工作部门的同志不吝指教指正,在此深表谢意。

作者为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西南大学缙云论

坛主席,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会议评审专家。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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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对重庆市各区县调研结果表明,其农村金融发展仍然难以满足

农村金融服务多样化的需要,也难以适应农业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需

要,农村金融改革亟待破题。据此,本文提出深化农村金融改革必须加强区

域特色的农村金融理论研究,尽快完善区域农村金融改革的顶层设计,充分

发挥金融服务功能引导农业现代化发展,大力建设好农村普惠金融体系。
关键词:农村金融 改革 政策建议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农村经济发展离不开农村金融有效支持。自

1979年2月农业银行恢复以来,中国已经进行了30多年的农村金融体制改

革。2004年至2015年,连续12个中央1号文件持续强调了农村金融问题的

现实性、重要性和紧迫性。2014年中央1号文件更是明确提出全面深化农村

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必须加快农村金融制度创新,不断丰富农村地区

金融机构类型,改善农村金融服务水平,有效防范金融风险。2015年中央

1号文件也提出推进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但是在重庆,目前农村金融发展仍

然面临一些难点问题的制约,亟待突破。

一、问题

2013年7月到2014年6月末,课题组刚刚完成了一项调研工作,主要采用

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随机抽取重庆各区县的农户进行入户问卷调查,最终共

收集有效问卷2262份。此外,调研小组还分别对这些区县的60多家农村金融

机构或涉农金融机构进行了访谈。通过对上述问卷及访谈分析可以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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