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2017年度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评价结果 

 

绩效评价结果信息表 

项目名称 一带一路智库纽带建设项目 

预算金额 360万元 

评价分值 83.85 

评价结论 通过调研分析，本项目战略目标长远、年度计划详细、目标明确；在投

入管理与财务管理方面，资金使用基本合规；该项目的顺利进行取得了

良好的社会效益。但仍存在预算编制准确性、项目实施效果量化与项目

产出及时完成情况上的不足，后续工作中仍需关注薄弱环节的加强。 

主要绩效 2017年，上海国研院计划召开国际、国内各类联合研究专题会议 9场次，

包括金砖峰会暨新开发银行第二届年会筹备工作会议、周边安全秩序建

构（亚信智库圆桌会）、一带一路与 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中欧关系新

形势下的“16+1”研讨会、中国东南亚关系中的台湾问题，以及中国-

斯里兰卡研讨会等。专题会议围绕我国遗留已久的台湾问题、中日关系、

东南亚友好关系、一带一路发展理论、周边安全秩序构建等重点问题进

行研讨，发挥智库纽带研究成果在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以及促进

我国经济发展、增强临边安全和稳固国际友好关系的重大作用。 

2017年，上海国研院共计召开提升话语权专题会议 2场次，分别为 2017

年 7月召开的“区域安全架构建设：共识、挑战与前景”国际研讨会，

以及 2017年 12月召开的“当前世界形势与中国外交研讨会”（国际顾

问会）。国际研讨会议召开期间，就亚太地区的安全形势进行研究和讨

论，明确当前亚太安全总体上机遇大于挑战，应进一步增强亚太安全构

架的包容性与合作性，以及责任共担意识和机制协调能力。在国际顾问

会开幕式上，外交部部长王毅参会并发表重要演讲，推动会议围绕一带

一路战略、习近平主席系列演讲思想、世界命运共同体构建、新型国际

关系等专题进行深入研讨，在相关专家和学者的共同合作下取得丰富学

术研究成果。 

2017年发表诸多相关论文、专著、期刊和研究报告等，取得丰硕的学术

成果，并获得国家领导人和上海市政府批示 4次，相关成果采纳领导包

括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和张春兰、上海市委副书记及市长应勇等，为一

带一路建设提供专业智力支撑。 

存在问题 1.项目效果目标设定不够量化，部分项目实施内容效果未体现 

2.项目预算存在超支现象，预算编制准确性有待提高 

3.出版国际展望丛书计划未完成，人才培养储备不足 

整改建议 1.对接国家战略规划需要，单独设立一带一路智库纽带建设项目，并取

得丰硕学术研讨成果； 

自 2013年 9月和 10月习近平主席分别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

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以来，一带一路作为新时代国家

级顶层合作战略始终保持着高速稳步发展，在促进周边联动国家经济发

展、实现多边贸易共赢等方面取得丰硕发展成果。在此背景下，为进一



步推动智库服务一带一路战略发展，深入了解沿线国家社会经济和历史

文化，2017年国研院将一带一路相关工作从以往学术交流工作经费项目

中独立出来，重新拟定绩效目标、产出计划和预算申请，将一带一路智

库纽带建设项目设立为经常性项目。全年发表诸多相关论文、专著、期

刊和研究报告等，取得丰硕的学术成果，并获得国家领导人和上海市政

府批示 4次，相关成果采纳领导包括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和张春兰、上

海市委副书记及市长应勇等，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专业智力支撑。 

2.积极配合上海市智库建设专项行动，共同促进上海市发挥一带一路建

设的桥头堡作用； 

上海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以上海自贸试验区为制度创新载体，

以经贸合作为突破口，以金融服务为支撑，以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以

人文交流和人才培训为纽带，以同全球友城和跨国公司合作为切入点。

上海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也是培育发展新动能、代表中

国参与全球竞争合作的过程，测试压力、防控风险、转型升级的过程，

传播中国发展新理念、凸显上海全球城市价值的过程。国研院依托自身

智库优势，积极配合上海市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通过互派学者访问、举

办国际、国内重大专题会议、接待来访人事等工作，不断加强国内外智

库的交流联动，深化完善“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能够有效促进充

分发挥上海各类智库研究优势、网络优势和资源优势，为加强相关沿线

国家（地区）智库资源整合、政策沟通、人才交流搭建高端平台。 

整改情况 1、总结 2017年项目绩效管理的缺陷，结合一带一路项目的个性，编制

合理的绩效目标，有效的量化绩效成果。 

2、合理编制预算，加强事中监督以及验收机制，提高预算执行的合法

合规性。 

 

 

 

 

 

 

 

 

 

 



绩效评价结果信息表 

项目名称 学术交流工作经费 

预算金额 364.20万元 

评价分值 89.70 

评价结论 通过调研分析，本项目战略目标长远、年度计划详细、目标明确；在投

入管理与财务管理方面，资金使用基本合规；该项目的顺利进行取得了

良好的社会效益。但仍存在预算管理与项目管理上的不足，后续工作中

仍需关注薄弱环节的加强。 

主要绩效 主要绩效：1.科研领域硕果累累，咨政建言工作取得重大突破。 

自 2017年 11月 1日至 2017年 10月 31日，国研院共完成内部报告 185

篇，其中，认定的重要刊物发表论文 30篇，CSSCI期刊发表论文 33篇，

境外刊物发表论文 3篇，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文章 6篇，被《新华

文摘》转载文章 1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主要内容转载文章 3篇，

出版专著 4部。课题研究方面，2017年度共承担 79项课题。其中，国

家社科基金 3项课题，国家自科基金课题 1项，中央部委委托课题 34

项，上海市委市府有关部门委托课题 12项，国外机构委托课题 4项，

应用创新课题 12项，院重点课题 9项，其它机构/企业委托课题 4项。 

2.承担国家重要外交外事任务，充分发挥智库作用。 

2017年国研院组织力量积极承担国家重大外交外事任务的学术外交活

动，发挥智库宣传中国外交思想和政策理念的独特作用。一是在亚信 25

周年之际，承办了第二届亚信非政府论坛和第六届亚信智库圆桌国际会

议，积极传播亚信安全理念，提升亚信影响力，突出中国在亚洲安全问

题上的智慧与贡献，得到了外交部的高度肯定。国研院课题组撰写的《亚

信 25年：回顾与展望》（中英文双语）学术报告被亚信非政府论坛组委

会选定为论坛的参考文件。二是继续参与二十国集团（G20）框架下智

库 20（T20）相关工作。作为 T20中方牵头单位，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组团赴德国参加 2017年 T20全球峰会，与德方团队共同发表了推动 G20

落实联合国 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政策报告，巩固 2017杭州峰会的成

果，为 2017汉堡峰会建言，为 2018阿根廷峰会热身。三是牵头开展“金

砖研究上海学术共同体”工作，加强在金砖国家机制、新开发银行、中

国与新兴市场国家等问题上的研究。2017年国研院与中国公共外交协

会、上海市政协对外友好委员会共同举办了“中国企业走进金砖国家和

新兴经济体”研讨会，为企业界更好地人士金砖国家的市场机遇和国际

作用提供参考。四是在党的十九大之后，召开“当前世界局势与中国外

交”国际研讨会，邀请到三位前总统（总理）和重量级学者，就全球变

动背景下的治理和外交进行探讨，并宣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与中国的全

球治理观。五是承担国家重要的外交外事报告，包括《中国的南极事业》

白皮书和国家极地战略文本编制等。对外交流方面，2017年共接待访问

团组 258批次，合计 1412人次；召开国际会议（包括港澳台）29场，

召开国内会议 23场；组团出访 102批次，合计 141人次。 

3.以“四个新作为”要求为指导，主动服务上海肩负的国家战略。 

以习近平总书记对上海提出解放思想、勇于担当，敢为人先，坚定践行

新发展理念，深化改革开放，引领创新驱动，不断增强吸引力、创造力、



竞争力，加快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要求引领下，国研院在

服务上海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又有新的进步。在院党组的领导下，国研院

与市人大、市政协、市外办、市社联、世界城市日中心等机构积极合作，

通过课题、报告发布和会议研讨等形式，推进城市可持续发展、培育和

管理社会组织、民间（城市）外交等领域研究。梳理上海民间外交实践

案例；继续服务上海世界城市日承担新版《上海手册》，城市交流案例

库建设；就管理法规出台背景下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以及该法在上海地区实施前景展望两方面问题提供决策咨询。 

4、严格按照预算编制的规定，按照“量入为出、统筹兼顾、保证重点、

收支平衡”的原则，科学、准确地测定国研院各项收入与支出，做到合

理合法，预算执行率为 96%。 

存在问题 1.结合国家战略发展要求，进一步加强理论研究的广度与深度。 

2.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助力国研院智库建设。 

整改建议 1、进一步加强理论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一方面继续巩固和深化在一带

一路倡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亚洲安全秩序建构和亚洲安全观、中国

参与全球治理、提升中国话语权和软实力、极地、海洋和网络等国际新

公域治理、城市外交等方面的优势，另一方面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亚太、中东欧主要智库的沟通与合作，协同创新，继续提高理论研究水

平，加强国际影响力。 

2、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是全国最重要的外交三大智库之一，也是上海

市政府的主要咨询研究机构之一，从事综合性国际问题研究。作为一个

综合性的研究院，应该具有一支专业配置完备，年龄结构合理，工作经

验丰富，创新意识强的优秀团队，而国研院在专业研究领域或新兴、拓

展领域人才还不够充实。因此，我们认为国研院人才结构有待进一步优

化，从战略上讲，要结合行业特点和自身特点，根据新形势新发展，具

有技能多样化的人才资源结构，才能确保国研院在研究水平上求得跨越

式突破，实现自身的学术水平和学术竞争力增长。 

整改情况 1、国研院进一步做好学术交流工作计划和安排，组织开展相关会议活

动、课题活动，积极组织对外交流活动，提升对话交流的层次，促进与

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为我国和平与发展两条大道的建设集思广益，建

言献策，配合我国主体外交，开展好我国特色大国外交。 

2、制定有效的人才培养计划，造就宏大的高素质人才队伍，突出培养

创新型研究人才，重视培养中青年领军人才和复合型人才，解决专业研

究领域或新兴、拓展领域人才紧缺的关键所在。国研院将进一步注重在

实践中发现、培养、造就人才，构建人才培养开发机制，实行“人才＋

项目”的培养模式，设立专项培养计划，通过国内外研修交流、跨学科

调训以及文本写作培训等多种形式进行能力培养，建立国内培养和国际

交流合作相衔接的开放式培养体系，为国研院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

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