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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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交流工作经费

决算金额 370.21 万元

评价分值 90.72

评价结论 优

主要绩效 1.承担国家外事外交任务，充分发挥智库作用

2018 年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受财政部委托与

世界银行在上海举办“世界银行与中高收入国家

合作”研讨会，为世界银行独立评估小组（IEG）

新报告发布提供智力服务；受外交部委托，举办

“叙利亚问题的出路与前景”国际研讨会，对叙

利亚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得到外交部充分肯

定；举办北太平洋北极研究共同体会议，《第三轮

中日韩北极事务高级别对话联合声明》对此次会

议高度赞赏；与外交学院、上海世界城市日事务

协调中心、北京对外交流与外事管理研究基地合

办 “城市与国际秩序”学术研讨会等，共举办各

类国际研讨会 25 场，国内研讨会 27 场。同时，

完成 212 篇内参，其中 35 篇内参得到上级领导批

示，批示率 17%，批示率高于行业平均标准，多份

内参获得外交部条法司、上海市人民政府等部门

的感谢函。2018 年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发挥智库

服务外事外交功能，咨政建言水平稳步提升。

2.科研成果丰硕，建设巩固学术阵地



2018 年国研院共完成发表期刊论文 70 篇，

承担 67 项课题，其中国家社科基金 7 项，市社科

规划 2 项，中央部委委托 23 项，上海市委市政府

部门委托 5 项，其他机构/企业委托 5 项，境外机

构 /企业 7 项，院应用创新课题 16 项。院研究人

员共出版专著 4 部，在重要学术刊物发表论文共

32 篇，其中包括 22.32 篇 CSSCI 期刊论文，被

《人大复印资料》转载文章 11.33 篇，被《中国

社会科学文摘》主要内容转载文章 2 篇，在境外

刊物发表论文 3 篇。6 位专家的 6 项成果获上海

市第十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同时，

2018 年国家网信办“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

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研究中心”落户国研院，国研

院在互联网外交方面的研究水平进一步提升。

2018 年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科研成果丰硕，学术

影响力不断提升。

3.加强对外交流，宣传新时代中国外交思想

2018 年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接待国外访问团

222 批次，包括中央统战部调研团、美国波士顿大

学政治学教授、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

究员陆伯彬、新加坡副总领事刘俐伶、上海市科

学技术委员会代表团、新加坡大使罗家良等。同

时，派出访问团 79 批次。通过接待国外访问团、

派出访问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与国外政府、

智库和企业建立了更加良好紧密的交流合作关

系，成为许多国外交流团来沪访问的主要目的

地。国研院积极宣传新时代中国外交思想，充分

发挥智库讲好中国故事的职能。

4.立足上海，积极服务上海承担的国家战略任务

2018 年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在上海市委市政

府的大力支持下，积极参加上海的各项外事外交

活动。院领导参加 8 场上海市领导会见重要外宾

的活动；随上海市政协主席访问埃及和阿联酋；

参加上海市与布拉迪斯拉发州结好十五周年庆祝

活动等，得到了上海市委市政府及相关单位的高



度评价。同时，2018 年 12 月国研院和上海市人

民政府外事办公室、上海市人民友好协会共同成

立了“上海民间外交研究基地”，这进一步增强

了国研院服务上海民间外交的职能。

存在问题 1.完善学术交流的合作机制与平台，拓展交流研

究的广度和深度

与海内外各研究机构进行学术交流是一项长

期的系统工程。制度化、长效化的合作机制与规

范化、常态化的合作平台是开展和推进交流的基

本前提和重要保障。面对诸多复杂问题与严峻挑

战，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要想促进学术交流，需

要进一步学习传承和弘扬丝绸之路友好合作精

神，挖掘和凝练丝绸之路文化资源的内涵和价

值，在平等、尊重、包容的基础上，积极推进不

同文化交流互鉴。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深

化与世界各国进行更深层次的友好交流与合作，

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沿线国家和民众心里落地生

根，为“一带一路”建设构筑坚实的民意和社会

基础。

2.建立服务于国际交流合作的人才培养机制

在国际化的学术交流活动中，各种文化的相

互交织与传播，外交问题的妥善解决需要多种知

识的协调。拥有金融、语言、法律等全面知识于

一身的人是学术交流稳步科学开展所急需的。国

研院开展学术交流项目以来，对此类人才的需求

迅速增长。建议在国家顶层设计的宏观构架下，

立足于国际合作和智库建设的需要，加大国际化

人才培养的力度，制定和实施科学的人才国际合

作机制，培养服务于学术交流的人才，推动国研

院学术交流工作地更好开展。

3.巩固与合作智库的关系，积极拓展与其他智库

的交流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作国家对外关系战略和

政策的咨询单位、国家和上海在对外关系进行舆



论宣传和公共教育的平台、国家和上海在对外关

系方面的重要人才库，加强学术交流工作尤为重

要。国研院已经与欧洲、非洲、中东等多个国家

的智库开展了“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智库纽带

建设。在接下来的工作中，建议一方面加强并巩

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亚太、中东欧主要智库

的沟通与合作，不断提高理论研究水平和政策宣

传广度，另一方面继续拓展新的合作伙伴，积极

同其他智库和相关机构签订合作协议，拓宽合作

领域和合作范围，协同创新，增强国际影响力。

整改建议 1、建立学术交流合作机制，保证制度的长效性、

常态化；

2、建立培养国际合作人才的培养机制；

3、巩固现有合作智库，拓展新的交流平台。

整改情况 1、完善学术交流合作平台，努力拓展新合作智

库，进一步深化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交流；

2、加强国际交流人员培训



绩效评价结果信息表

项目名称 一带一路智库纽带项目

决算金额 292 万元

评价分值 88.60

评价结论 良

主要绩效 1.拓展智库纽带建设，探索高质量发展时代的

“一带一路”研究

2018 年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与中国进出口银行新

成立的“一带一路”金融研究院（上海）签订合

作备忘录，双方未来将以上海参与“一带一路”

建设为主要任务，立足政策性金融理论与实践，

重点加强对国别、行业和政策的研究。同时，国

研院重点布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同相关智

库完成了 7 份合作备忘录的签署和续签工作，与

菲律宾亚太进步之路基金会（Asia Pacific

Pathways to Progress Foundation）、亚信秘书

处、阿根廷国际关系委员会、乌兹别克斯坦总统

和跨地区研究所新签交流合作协议，智库纽带进

一步拓展。国研院在合作研究、学术交流、人员

往来上与国内外智库和相关研究机构建立了更紧

密的合作网络，有力推动了更加高质量的“一带

一路”相关政策、战略、文化研究。

2.积极服务首届国际进口博览会，为上海建设

“一带一路”桥头堡贡献力量

2018 年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配合中央和上海市委

市政府，积极服务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承

担上海外交战略任务，为上海建设“一带一路”

桥头堡贡献力量。一是派员直接参与进博会的筹



备和组织工作。国研院派出 1 位研究人员在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局挂职，直接参与协助进口博览会

的举办；2 位研究人员借调至上海市外办，参与

进博会筹备全过程；青年服务团组在进博期间参

与了外宾团组的接待。二是发挥国际交流网络优

势，做好舆论引领工作。在进博会召开 4 个月

前，国研院组织了关于进博会的调研工作，召开

了 4 场进博会主题研讨会。同时院研究人员深入

虹梅街道，向基层公众宣传进博会。三是办好进

博会配套活动，通过与媒体深度合作，为进博会

造势。在进博会现场举办了“世界经济再平衡：

中国的角色与作用”研讨会，会议就全球经济治

理的前沿问题进行了讨论，进一步彰显了进博会

所倡导的开放、合作、共赢的理念。国研院积极

服务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工作得到了上级

部门的高度评价，促进上海发挥 “一带一路”建

设桥头堡作用。

3.科研成果丰硕，宣传水平不断提升

围绕新时代中国特色外交、一带一路倡议相关工

作，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2018 年发表一带一路主

题论文 18 篇，发表内参 10 篇（得到政治局常委

批示 3 次，总书记批示 1 次），开展课题 12 项

（包括中央部委委托 4 项、上海市部门 1 项、横

向部门 3 项、院创新 4 项），出版《老挝“一带一

路”》、《俄罗斯北极战略与冰上丝绸之路》，一带

一路相关研究成果丰硕，丰富了一带一路研究内

容。国研院同时积极发挥智库在政策宣传方面的

独特作用，在推动国际学术合作的同时，拓展国

际交流网络，对外宣传一带一路相关思想，有效

提升了国家有关一带一路倡议相关政策解读传播

的水平和范围。



存在问题 1.项目预算存在针对性不强的现象，预算编制准

确性有待提高

预算编制中的部分项目与一带一路智库纽带建设

关联不够紧密，如“一国两制与统一核心研究”

项目。另外，2018 年一带一路智库纽带建设项目

预算为 325.00 万元，年终调减预算 19.38 万元，

调整比例较大。经项目组了解，主要原因为项目

实施预期不够，一些项目未按预期完成。

2.人才储备不足，部分计划未完成

一带一路倡议是在习近平系列讲话精神下，由中

共中央和政府推进的重大决策，对我国经济发展

和世界经济发展均衡性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根

据《上海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发挥桥头堡

作用行动方案》，国研院作为深化完善“一带一

路”智库合作联盟的责任部门之一，有责任加强

相关沿线国际（地区）智库资源整合、政策沟

通、人才交流搭建平台的落实工作。2018 年国研

院一带一路相关项目共计出版期刊 2 期，出版任

务未全部完成，一部分原因在于人才不足，人均

工作饱和量较大。

整改建议 1.提高项目预算编制准确性，强化项目关联度

一带一路智库纽带项目受国际时事政治环境影响

较大，存在较多不确定因素，建议进一步细化项

目预算，加强子项目与总项目的关联度，提升项

目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突出一带一路智

库纽带建设工作的相关内容。

2.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助力一带一路纽带建设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一带一路智库纽带建

设的不断推进，对于国研院相关工作人员的数量

和工作水平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建议国研院加

强人才队伍建设，优化人才结构，建立人才培养

机制，从而更好面对建设一带一路中遇到的诸多

挑战和机遇，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专业智力支



撑，推动一带一路发展。

3.拓展与国内外智库之间的合作方式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已与欧洲、非洲、中东等多

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智库开展了战略对接，同

时与发达国家开展第三方合作研究，与其他智库

和相关机构签订合作协议。建议进一步拓展与国

内外智库的交流合作方式，按照智库间交流的一

般惯例，尊重对等原则，开展访问、接待、共同

研究、共同调研等多种深度交流合作。

整改情况 根据评估的结论我院将更为科学的制定项目预

算，加强一带一路智库人才的培养与队伍的建

设，拓展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接，落实与签

订战略协议的智库之间的交流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