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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北 师 范 大 学 文 件 
 

校科〔2018〕8号 

 

 

 

河北师范大学 

加强智库建设的意见 

 

为进一步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中

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加快我校转型升级发展，发挥咨

政育人、服务社会职能，特制订本实施意见。 

一、建设思路 

智库建设与学术能力建设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以问

题为导向，首席专家为核心，发挥政策驱动作用，跨学科组合研

究团队。依据研究团队的成效，适时组建智库实体化机构。 

二、现阶段建设任务 

根据我校现有状况，发挥学科综合优势，紧紧围绕我省经济、

社会、教育和文化发展所需，从六大方面进行智库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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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意识形态文化安全与治国理政研究。以长城文化研究中

心、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红色文化资源研究中心（西柏坡研究

中心）为平台，整合马克思主义学院、外国语学院、计算机网络

中心等单位研究力量进行意识形态文化安全与治国理政研究。重

点进行党史党建和意识形态研究，深度挖掘河北红色文化资源，

弘扬革命精神，咨政建言，丰富和给养党的方针政策，引导社会

舆论。（轮值单位：马克思主义学院、西柏坡研究中心、长城文

化研究中心） 

二是燕赵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研究。以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传承与发展研究中心和河北省燕赵文化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为

抓手，整合历史、文学、考古、音乐、美术设计和传播等专业优

势，深入挖掘燕赵历史文化精髓，丰富其文化内涵，加大宣传推

广，推动文化强省建设，助力河北经济转型发展。（轮值单位：

历史文化学院、文学院、音乐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新闻传播

学院） 

三是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以全人教育研究中心、职业教育

研究中心、河北省数字教育协同创新中心为平台，整合教育学院、

职业教育学院、教师教育学院、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人口研究

所），深入研究河北省教育发展规划、“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地方

高校转型发展、职业教育与城镇化发展、教育公平与义务教育均

衡发展等问题，全面提高河北教育质量和现代化办学水平。（轮

值单位：教育学院、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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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以基层治理研究中心、公共政策评估中心为平台，整合

法政与公共管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等研究力量，深入基层开

展精准扶贫和社会基层治理研究。选择乡村治理、扶贫政策评估

工作点，从点及面，逐步建立基层治理示范区。为扶贫和基层治

理等政策的制定提供支撑。（轮值单位：马克思主义学院、法政

与公共管理学院） 

五是以现代服务与公共政策软科学基地为平台，整合法政与

公共管理学院、商学院、旅游学院、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等研究

力量，开展资源环境保护、经济可持续发展、现代公共服务体系

建设等研究，重点突破金融服务、劳动与社会保障、科技政策与

服务体系等为河北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持。（轮值单位：法

政与公共管理学院、商学院） 

六是以国别研究中心为平台，整合外语、历史、对外文化交

流学院等其他学科力量，深入开展国别研究，特别是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的经济、文化、政治、地理等国情研究；加强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和中国模式中国方案的外译外传等工作。 

三、组织与管理 

1. 加大我校跨学科社科研究引导基金的资助力度和数量，

建立重大选题和专项问题调查研究资助制度。 

2. 鼓励面向社会实际的深入调查研究，提高为社会发展进

言献策的能力。按照《河北师范大学进一步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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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实施意见》，实施“调查研究”的学院审查备案，折算和冲抵

教学工作量制度。 

3. 在每个培育智库平台上，建立沟通、交流与服务的轮值

制度，轮值单位各组织牵头一年，由主管科研院长负责。通过沟

通与交流，聚焦社会问题，凝练研究选题，形成研究团队，参与

校内外课题申报。 

4. 对确实应用转化产生重要社会影响的对策建议，加大奖

励力度。选择在一定时期内研究成果显著，形成研究优势，产生

良好社会影响的智库平台，适时成立智库实体化机构。 

5. 按照《河北师范大学进一步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实

施意见》，建立河北师范大学专家咨政信息报告制度，汇集我校

具有社会反响的专家报告，报送河北省委宣传部、社科联、教育

厅等党委和政府部门。 

 

2018 年 5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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