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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概述

为面对当今世界复杂深刻的变化和形势，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

本国策，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2013 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丝

绸之路经济带”和“21实际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2014年，

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将“一带一路”提升为国家战略。2015年，

为推进实施“一带一路”，中国制定并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

带和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既

是中国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的需要，也是加强和亚欧非及世界各国互

利合作的需要。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前身为成立于 1960年的上海国际问题研究

所，现为隶属于上海市人民政府的高级研究机构和知名智库。为积极

响应国家战略需求，为建设一带一路建言献策，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设立“一带一路智库纽带建设项目”。项目旨在围绕“一带一路”建

设开展政策性、前瞻性研究，为中国及沿线国家政府建言献策，增进

国家间政策沟通。同时，以智库精英交流带动人文交流，加强与国内

外相关研究机构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为中青年研究人员提供成长学习

机会，增强国研院的国际影响力，提升国研院在国际媒体和学术界的

话语权。

2019年一带一路智库纽带建设项目预算为 300.00万元，包括 2

个二级子项，其中智库交流精英项目预算为 46.80万元，提升话语权

纽带连接项目 253.20万元。截至 2019年底，实际支出 299.59万元，



2

预算执行率为 99.86%。

 评价结论及分析结果

本次评分依据绩效评价工作小组制定并通过专家组论证的指标

评价体系及评分标准，通过现场收集、问卷调查和访谈获取的数据，

项目组对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2019年度一带一路智库纽带建设项目

进行了独立客观地评价，最终评分结果为最终评分结果为 86.37分，

绩效评级为“良”。

项目绩效评分汇总表

一级指标 权重 得分 得分率

项目决策 20.00 16.00 80%

项目过程 20.00 18.97 94.85%

项目产出 20.00 12.60 63%

项目效益 40.00 38.80 97%

合计 100.00 86.37 86.37%

本项目战略目标长远、立项依据充分、立项程序规范，项目的实

施符合国家和上海市有关于一带一路的发展需求；在资金管理与组织

实施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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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仍存在项目绩效目标编制不够完整明确、预算编制准确性不

足、部分工作未达到年度目标的情况，后续工作中仍需关注薄弱环节

的加强。

 主要经验、问题和建议

（一）主要经验

1.积极服务上海外事工作，助力上海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发

挥桥头堡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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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上海建设成为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市场主体走出

去的桥头堡，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局高度对上海提出的新要求。上海

在国家“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桥头堡作用，有利于进一步提升上海

城市综合服务功能，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有利于推动形成我

国全方位开放、东中西联动发展的新格局，更好地参与全球竞争与合

作。2019年，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积极服务上海一带一路建设工作，

主要工作成效有三个方面。第一，与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和上

海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联合主办“2019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海友

好城市合作论坛”。论坛的举办促进了不同国家、城市之间的交流对

话。第二，与市外办等单位联合主办“跨越太平洋的交流与合作——

上海纪念中美外交 40周年”图片展。印证了民间交流合作是两国关

系发展的源头活水，也是两国关系发展的民意所向。第三，主办“用

好进口博览会机遇、建设长三角高质量营商环境”国际研讨会，与会

代表畅谈进口博览会与长三角营商环境一体化建设，探讨优化长三角

高质量营商环境的新思路新举措。同时，上海人民政府对外事办公室

对国研院在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海市—新加坡全面合作理

事会第一次会议等重大会议期间对上海外事活动保障工作的全力付

出和精细工作表示感谢。国研院 2019年一带一路智库纽带建设项目

有效支撑助力了上海在建设“一带一路”过程中的桥头堡作用。

2.开展”一带一路”倡议和政策研究，取得丰硕科研成果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新思

路新方案。经过夯基垒台、立柱架梁的 6年，共建“一带一路”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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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落地生根、持久发展的阶段迈进，国研院积极响应国家和上海号召，

开展”一带一路”倡议和政策研究工作。2019年 3月 16日与中国社

会科学院-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共同发布《上海服务“一带一

路”建设报告（2018）》（以下简称“蓝皮书”）暨系列报告。作为国

内第一本研究分析地方服务“一带一路”实践的专题报告，蓝皮书系

统分析和阐述了上海作为创新发展先行者和改革开放排头兵，在驱动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领域的引领作用。蓝皮书对上海服务“一带

一路”建设 5年来特别是 2018年所取得的进展、有待提升的空间等

作了全面考察，不仅为持续观察上海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奠定了坚

实的理论和实证基础，也为国内其他地方省市区服务“一带一路”建

设提供了上海经验。2019年 5月 28日国研院举办《“一带一路”与

中东欧》（中文版）及《“The Belt and Road” and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英文版）新书发布会暨对“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的未来

展望研讨会。本次会议发布的新书精心收录了来自塞尔维亚、保加利

亚、匈牙利、克罗地亚、罗马尼亚等多个中东欧国家及我国的数十位

知名学者的研究精华，分地区篇、国别篇、领域篇三大板块，全面回

顾了中国和中东欧各国的合作成果，深入审视了“一带一路”倡议下

中国与中东欧合作的现状与未来。全书观点深刻，见解独到，充分体

现了中国与中东欧学者对这一跨领域合作的深度关切和积极探索。

2019年国研院共发表“一带一路”主题论文 11篇，上报内参 10篇，

出版专著/论文集 9本，发表专业文章 11篇，开展课题 1项，科研成

果丰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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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通过多种方式，提升舆论引导宣传水平

2019年国研院继续推动网站、微信公众号、宣传册和其他方式，

解度国际形势，宣传有关“一带一路”主题的研究成果。同时，进一

步加强了对外国舆论的引领能力。“跨越太平洋的交流与合作——上

海纪念中美外交 40周年”图片展在上海和休斯顿两地展出期间中，

上海市政府新闻办联合上海日报、ShanghaiEye、第六声、一财全球

等外宣媒体，运用全网互推、素材二次开发等手段在 Facebook、Twitter、

Instagram等平台呼吁：在中美关系面临重大的调整关头，中美关系

应登高望远、抓住机遇、管控分歧。同时，国研院张建副研究员在瑞

士日内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关于香港问题的对话会中，用学者的声音

引导国际舆论，向世界发出中国声音。

（二）存在的问题

1.存在资金分配不均衡的现象，预算编制准确性有待提高

2019年一带一路智库纽带建设项目经费预算为 300万元，包括

智库交流精英和提升话语权纽带连接两个子项目。其中，智库交流精

英项目预算为 46.80万元，包括 6批次 SWP、DIE等中青年研究人员

交流项目和 3次一带一路智库交流活动；提升话语权纽带连接项目预

算为 253.20万元，包括计划参与 8 次国际展望圆桌等国际会议或交

流活动和出版 4期 CQISS合作英文期刊。截至 2019年底，智库交流

精英项目实际支出 20.48 万元，提升话语权纽带连接项目实际支出

279.11万元，预算执行率分别为 43.76%和 110.23%，项目资金分配的

合理性有待进一步提升。同时，国研院 2019年共计参与一带一路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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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交流活动 9次，平均费用低于预算编制的 12.60万元，预算编制的

准确性有待提高。

2.部分计划未完成，项目进度管理有待提升

《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季刊》（China Quarterly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由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与世界科技出版公司和上海

世纪出版集团于 2015年初联合推出。季刊重点研究在全球性和地区

性事务中，中国所扮演的角色和承担的责任，中国的战略愿景及其政

策关切，为英语国家的读者提供了全新的中国视角。季刊内容涉及中

国国际战略、中国外交政策、世界经济、全球治理、国际安全、地区

政治和国际体系转型等多方面的议题。国研院 2019年共计出版《中

国国际战略研究季刊》期刊 2期，未达到计划的 4期，出版任务未全

部完成。经了解，2020年将继续出版上一年度的相关研究成果 2期，

项目的实施进度有待进一步加强。

（三）相关建议

1.提高项目预算编制准确性，强化项目关联度

建议今后工作中，总结以往年度预算与决算差异，对预算明细进

行独立归纳和分析，进一步提高预算编制科学性和准确性。同时，根

据项目开展情况及时进行项目预算调整申请工作，增强项目预算执行

合规性。

2.加强进度管理，凝练项目重点研究方向

我国是“一带一路”的首倡者，也是最重要的推动者，在对接各

国发展战略、促进政策协调和创新合作机制等方面理应贡献更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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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智慧”。随着一带一路智库纽带建设的不断推进，国研院 “一

带一路”倡议研究工作面临着更高的要求。建议国研院加强对各项工

作的进度管理，稳步做好学科建设工作，加强战略研究团队建设、加

强院内各单位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营造更为浓郁的学术氛围，把研究

院逐步建设成为一个学习型的组织，从而持续提升战略研究和决策咨

询能力。同时，进一步凝练重点研究方面，从咨政建言、学术研究、

对外交流和舆论引导四个方面入手，提炼政策研究类、地域交流类等

方向，使得院内研究成员明确自己的参与方向，提高其参与项目的积

极性、发挥个人特长、提升项目相关工作人员的参与度和获得感，从

而更好为“一带一路”提供智力支撑、引导社会舆论，带动人文交流

繁荣发展，促进沿线各族群众民心相通，为“一带一路”建设打造良

好民意基础和营造社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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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一带一路智库纽带建设项目

绩效评价报告

为贯彻落实上海市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加强财政预算支出的

管理工作，强化财政预算支出责任，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受上海

国际问题研究院委托，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承担了 2019年一

带一路智库纽带建设项目绩效评价工作。结合《上海市财政项目支出

预算绩效管理办法（试行）》（沪财绩〔2020〕6号）要求，经过数据

采集、访谈、社会调查、合规性检查等必要的评价程序，采用绩效分

析和统计方法，在梳理、分析评价数据资料的基础上，形成本报告。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1.项目背景

为面对当今世界复杂深刻的变化和形势，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

本国策，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2013 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丝

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2014年，

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一带一路”提升为国家战略。2015年，为

推进实施“一带一路”，中国制定并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

带和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既

是中国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的需要，也是加强和亚欧非及世界各国互

利合作的需要。智库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智库建设被提升到国

家战略高度。建设高质量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时代要求，是推进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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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建

立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体系的需要。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简称：国研院）前身为成立于 1960年的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现为隶属于上海市人民政府的高级研究机构和

知名智库。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主要职能包括从战略和政策角度对

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和安全问题及中国的对外关系进行跨学科的研究，

为中央政府和上海市政府提供国际和公共事务方面的咨询意见；通过

共同举办学术研讨会、进行合作课题研究和互派访问学者，与海内外

研究机构建立沟通、合作机制，加强相互了解，以推动政府、媒体和

社会民众对世界趋势及热点问题的了解。

为积极响应国家战略需求，为建设一带一路建言献策，上海国际

问题研究院设立“一带一路智库纽带建设项目”。项目旨在围绕“一

带一路”建设开展政策性、前瞻性研究，为中国及沿线国家政府建言

献策，增进国家间政策沟通。同时，以智库精英交流带动人文交流，

加强与国内外相关研究机构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为中青年研究人员提

供成长学习机会，增强国研院的国际影响力，提升国研院在国际媒体

和学术界的话语权。

2.主要内容及实施情况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 70周年，9月 11日八届世界中国学论坛“一

带一路”专场暨第二届“一带一路”上海论坛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召

开。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在贯彻落实第一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

峰论坛精神和《标准联通共建“一带一路”行动计划（2018-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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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上，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上海工作时的讲话，开展

一带一路智库纽带建设项目。项目主要通过与国内外一流智库互派访

问学者、在有影响力的期刊发表文章、翻译发表相关书籍等，加强与

国内外相关研究机构的沟通合作，拓展院内研究人员国际视野，提升

对一带一路战略的分析和研究，从而提供政策咨询和研究建议。同时，

增强国研院的国际影响力，提升国研院在国际媒体和学术界的话语权。

（1）智库交流精英项目：与 SWP、DIE等国际知名智库互派访

问学者，进行学术培训，加强与世界各国交流合作。

（2）提升话语权纽带连接项目：通过与其他研究机构合作出版

CQISS英文期刊，参加国际展望圆桌、亚信上合智库圆桌等活动，宣

传中国关于一带一路相关政策研究，提高一带一路研究水平和知晓度，

提升中国在一带一路研究中的话语权。

3.资金投入和使用情况

根据预算批复，2019 年一带一路智库纽带建设项目预算为 300

万元，其中智库交流精英项目预算为 46.80万元，提升话语权纽带连

接项目 253.20万元。截至 2019年底，项目实际支出 299.59万元，预

算执行率为 99.86%。

表 12019年一带一路智库纽带建设项目预算安排及执行情况表单位：万元

序号 子项目 预算安排 实际执行 预算执行率

1 智库交流精英 46.80 20.48 43.76%

2 提升话语权纽带连接 253.20 279.11 110.23%

合计 300.00 299.59 99.86%

4.组织及管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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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研院对一带一路智库纽带建设项目的管理按照外事活动管理

的原则执行，遵循事前请示、内网流程审批、事后入档的原则，未经

审批，各部门或个人不得自行接待，通过制度和办公自动化系统等方

式，对外事活动接待、因公出国境审批、学术研讨会等事项进行有效

地监督和管理。具体管理流程如下：

（1）访问学者接待流程

（2）学术研讨会管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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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组根据国研院 2019年一带一路智库纽带建设项目预算申报

表、绩效目标申报表等资料，结合项目年度工作计划和绩效目标编制

要求，经充分沟通后，梳理了项目总目标和 2019年度绩效目标如下：

1.项目总目标

根据国家总体外交和上海对外发展战略要求，以建设国内领先、

国际一流的智库为目标，通过加强与世界各国交流合作、共同举办学

术研讨会、开展合作课题研究、互派精英访问学者、与海外相关研究

机构建立合作机制、出版“一带一路”相关书籍杂志，对一带一路战

略开展全方面、多层次的研究，为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提供政策咨询和

研究建议，发挥智库在咨政建言、对外宣传等方面的作用。

2.年度绩效目标

（1）产出目标

 CQISS期刊出版期数≥4期；

 出版专著/论文集≥6本；

 国际智库精英交流批次≥5次；

 国际智库交流活动次数≥11次；

 完成协作研究项目≥5项；

 项目完成及时。

（2）效果目标

 推动上海服务一带一路建设；

 搭建一带一路沿线智库交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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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促进一带一路战略和政策研究；

 提升一带一路战略舆论传播水平；

 促进一带一路相关人才培养；

 政策使用对象满意度≥90%；

 社会媒体评价情况良好；

 相关部门对外事工作的评价情况良好；

 上级部门批示情况良好。

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对象和范围

1.绩效评价目的

通过本次绩效评价，回顾 2019年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一带一路

智库纽带建设项目的实施过程，发现不足之处并查明原因，提出相关

的科学合理的建议，从而推进一带一路智库建设进程，深度完善国内

外智库合作联盟，提升一带一路战略研究水平。

2.绩效评价对象和范围

本次绩效评价的对象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2019年一带一路智

库纽带建设项目所涉及的全部财政资金，绩效评价时段为 2019年 1

月 1日至 2019年 12月 31日。

（二）绩效评价原则、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方法与评价标准

1.绩效评价原则

本次绩效评价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1）科学规范。绩效评价注重财政支出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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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性，严格执行规定的程序，采用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2）公正公开。绩效评价客观、公正，标准统一、资料可靠，

依法公开并接受监督。

（3）绩效相关。绩效评价针对具体支出及其产出绩效进行，评

价结果清晰反映支出和产出绩效之间的紧密对应关系。

2.评价指标体系

由于本项目为社科类项目，项目的产出和效果更多的体现在社会

影响等方面，且周期性较长，与经济类项目相比，社科类项目比较难

以量化。通过与预算单位进行充分沟通后，项目组根据绩效评价的基

本原理、原则和项目特点，结合绩效目标，按照逻辑分析法独立研制

适合本项目绩效评价的指标体系。

按照逻辑分析法，2019年一带一路智库纽带建设项目绩效评价

指标体系包括项目决策、项目过程、项目产出和项目效益四部分内容，

由三级指标构成；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按照上海市财政局《上海市财

政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管理办法（试行）》（沪财绩〔2020〕6号）设置；

三级指标，特别是产出类和效益类指标，针对本项目特点进行个性化

设计，在设置共性指标时也参考《上海市财政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管理

办法（试行）》的相关内容；根据各个部分和绩效指标的重要程度，

并考虑项目实施和管理对项目绩效的影响等因素设定各项指标的权

重。在指标设置时，注重其科学性、实用性、可实现性和可操作性，

尽可能地设计客观性的量化指标，并适当使用定性指标。

本项目评价对资金管理和工作成效两方面进行重点评价，根据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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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到的材料和数据，针对项目的绩效目标设计个性化产出、效果目

标，产出目标从 CQISS期刊出版期数、出版专著/论文集数量、国际

智库精英交流批次、项目完成及时性等进行考量，效果目标从推动上

海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搭建一带一路沿线智库交流平台、促进国家有

关一带一路战略和政策研究、提升国家有关一带一路战略舆论传播水

平、促进一带一路相关人才培养等方面进行考量，确保充分体现和真

实反映本项目绩效目标的完成情况和绩效状况以及评价的政策需要。

3.评价方法与评价标准

本次绩效评价采用的方法是数据采集、社会调查和指标评价。将

资料研究与抽样调查相结合，辅以深入访谈、现场勘查，并采用定量

和定性相结合的指标体系对项目进行评价。

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按照逻辑分析法设计，包括项目决策、项

目过程、项目产出和项目效益四类指标，主要围绕项目立项、绩效目

标、资金投入、资金管理管理、组织实施等方面，客观分析项目的产

出和效果，进而提出完善意见。整个评价框架构成体现从投入、过程

到产出、效果和影响的绩效逻辑路径。指标体系为评分所用，需要基

础表、问卷调查和访谈的支持。为完成绩效指标的分析评价工作，由

项目组依据指标体系设计了基础表和访谈提纲。

项目组将基础表发放给项目单位协助填报，项目单位对数据的真

实性负责，项目组对数据进行抽查、核实确认、汇总分析。为确保评

价工作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在数据复核过程中发现的项目单位填报的

数据与相关资料有差异的，项目组做进一步深入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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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项目组按照确定的评价思路，通过研读相关文件资料、填写基础

数据表格、访谈、问卷等方法收集相关数据。具体实施过程如下：

1.数据填报和采集

2020年 5 月，项目组就所需采集的数据与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相关责任处室进行沟通，收集项目资金使用情况、目标完成情况、项

目管理制度与执行情况及项目能力建设情况等相关资料，所有数据经

核查后汇总。

2.社会调查

根据确定的调查对象、调查内容和抽样方式，2020年 5 月，采

取电话访谈的形式对相关受益对象进行了访谈，了解了项目组织、实

施和管理的具体情况，并根据访谈情况撰写了访谈汇总分析报告。

2019年国研院合作单位包括中国进出口银行上海分行、上海研究院

等，项目组对其进行访谈，访谈记录见附件三。

3.数据分析及撰写报告

2020年 6 月，项目组根据绩效评价的原理和上海市国际问题研

究院的要求，对采集的数据进行甄别、分析；同时，提炼结论、撰写

报告，并与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保持充分的沟通，确保每个观点均有

理有据后，形成最终的绩效评价报告。

三、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通过调研分析，本项目战略目标长远、立项依据充分、立项程序

规范，项目的实施符合国家和上海市有关于一带一路的发展需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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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管理与组织实施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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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仍存在项目绩效目标编制不够完整明确、预

算编制准确性不足、部分工作未达到年度目标的情况，后续工作中仍

需关注薄弱环节的加强。通过现场资料收集、问卷调查和访谈获取的

数据，项目组对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2019年度一带一路智库纽带建

设项目进行了独立客观地评价，最终评分结果为 86.37分，绩效评级

为“良”。

表 2 2019年一带一路智库纽带建设项目绩效评分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得分

A.
项目决策

A1.
项目立项

A11.立项依据充分性 4 4.00

A12.立项程序规范性 3 3.00

A2.
绩效目标

A21.绩效目标合理性 4 3.00

A22.绩效指标明确性 3 2.00

A3.
资金投入

A31.预算编制科学性 4 3.00

A32.资金分配合理性 2 1.00

小计 20 16.00

B.
项目过程

B1.
资金管理

B11.预算执行率 5 4.97

B12.资金使用合规性 4 4.00

B13.会计信息质量 3 3.00

B2.
组织实施

B21.管理制度健全性 4 3.00

B22.制度执行有效性 4 4.00

小计 20 18.97

C.
项目产出

C1.
产出数量

C11.CQISS期刊出版情况 3 1.00

C12.专著/论文集出版情况 3 3.00

C13.国际智库精英交流情况 3 3.00

C14.国际智库交流活动情况 3 2.00

C15.协作研究项目完成情况 3 0.60

C2.
产出时效

C21.项目完成及时性 5 3.00

小计 20 1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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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得分

D.
项目效益

D1.
实施效益

D11.推动上海服务一带一路建设 5 5.00

D12.搭建一带一路沿线智库交流平台 5 5.00

D13.有关一带一路战略和政策研究成果 5 5.00

D14.有关一带一路战略舆论传播水平 5 5.00

D15.一带一路相关人才培养 5 5.00

D2.
满意度

D21.政策使用对象满意度 6 6.00

D3.
影响力

D31.社会媒体评价情况 3 3.00

C32.相关部门对外事工作的评价情况 3 3.00

C33.上级部门批示率 3 1.80

小计 40 38.80

合计 100 86.37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本部分从项目决策、项目过程、项目产出和项目效益四方面对上

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2019年度一带一路智库纽带建设项目进行评价。

（一）项目决策情况

项目决策类指标包括项目立项、绩效目标和资金投入三方面的内

容，由 6个三级指标构成，权重分为 20分，实际得分 16.00分，得

分率 80.00%。

表 3 项目决策类指标绩效评分表

指标名称 分值 绩效值 得分

A1.项目立项

A11.立项依据充分性 4 充分 4.00

A12.立项程序规范性 3 规范 3.00

A2.绩效目标

A21.绩效目标合理性 4 基本合理 3.00

A22.绩效指标明确性 3 基本明确 2.00

A3.资金投入

A31.预算编制科学性 4 有待提高 3.00

A32.资金分配合理性 2 基本合理 1.00

合计 20 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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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立项

反映的是一带一路智库纽带建设项目立项情况，主要考察项目立

项是否符合支持部门发展目标、是否有充分的依据、是否符合国家本

市的相关规定，以及项目的申请、设立过程是否符合相关要求。

A11.立项依据充分性：一带一路战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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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研院一带一路智库纽带项目是在全面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一带一路”

建设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基础上设立的项目。项目旨在围绕“一带一

路”建设开展政策性、前瞻性研究，为中国及沿线国家政府建言献策，

增进国家间政策沟通。同时，以智库精英交流带动人文交流，通过共

同举办学术研讨会等方式，增进“一带一路”沿线民众对倡议的准确

理解，增进民众之间的友好感情，为“一带一路”建设营造良好的舆

论氛围，打造坚实的社会民意基础。因此，2019年国研院一带一路

智库纽带建设项目立项符合国家发展规划和相关政策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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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覆盖中东欧、俄罗斯中亚、北欧、非洲、东北亚、

东南亚以及美国德国等主要大国关于“一带一路”的智库纽带建设，

并结合上海地方特色，推进上海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等工作。本项目立

项与国研院的职责相符，属于履职所需，且本项目不与国研院科研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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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研究生经费等项目重复。根据评分标准，指标得满分 4.00分。

A12.项目立项规范性：国研院一带一路智库纽带建设项目在2019

年按照相关要求列入部门预算，向财政申报项目当年的预算，并提交

绩效目标申报表，项目立项按照规定的程序设立申请，审批文件等符

合相关要求，项目立项规范。根据评分标准，指标得满分 3.00分。

2.绩效目标

反映的是一带一路智库纽带建设项目绩效目标设定情况，具体考

核绩效目标的合理性和明确性。

A21.绩效目标合理性：2019 年一带一路智库纽带建设项目的总

目标为“根据国家总体外交和上海对外发展战略要求，以建设国内领

先、国际一流的智库为目标，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加强智库能力建设，

通过加强与世界各国交流合作，提高我院在学术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将我院建设为国内外问题研究相结合、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综合性国

际先进智库”。年度目标为“与美国、德国等高端智库、国际著名学

者进行学术交流活动 5场；与调研合作单位如外交部、国台办、财政

部、海洋局协作研究项目 5项以上；与其他智库合作出版英文期刊，

专著 6篇”。项目设立了绩效目标，且绩效目标与实际工作内容具有

相关性，预期产出效益和效果符合正常的业绩水平。但本项目产出目

标中的数量目标与项目预算构成的关联性较弱，未能完整体现项目预

算构成中的会议和期刊。根据评分标准，指标得 3.00分。

A22.绩效指标明确性：根据 2019年一带一路智库纽带建设项目

绩效目标申报表，项目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了具体的绩效指标，且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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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值予以体现，项目绩效指标总体上较为明确。

但存在项目产出目标中的数量目标与项目计划任务数未对应的情况，

如绩效目标中的“国际高端智库交流活动次数≥6次”未与预算构成

中一带一路智库交流 3次，每次 12.60万元对应。根据评分标准，指

标得 2.00分。

3.资金投入

反映的是一带一路智库纽带建设项目预算编制和资金分配的情

况，具体考核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和资金分配的合理性。

A31.预算编制合理性：国研院按照市财政局的预算编制规定，每

年第四季度着手编制下一年度的经费预算收支草案，经院领导集体审

议通过后，按有关程序上报。财务科长负责年度单位预算执行情况的

检查和下一年度经费预算的编制。国研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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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一带一

路智库纽带建设项目经费预算为 300万元，包括智库交流精英和提升

话语权纽带连接两个子项目。其中，智库交流精英项目预算为 46.80

万元，包括 6批次 SWP、DIE等中青年研究人员交流项目和 3 次一

带一路智库交流活动；提升话语权纽带连接项目预算为 253.20万元，

包括计划参与 8次国际展望圆桌、中巴经济走廊等国际会议或交流活

动和出版 4期 CQISS合作英文期刊。本项目预算构成与项目内容相

匹配，编制较为合理。但 2019年共计参与一带一路智库交流活动 9

次，且每次费用低于预算编制的 12.60万元，预算确定的项目资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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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实际相差较多。根据评分标准，指标得 3.00分。

A32.资金分配合理性：2019 年一带一路智库纽带建设项目经费

预算为 300万元，包括智库交流精英项目 46.80万元和提升话语权纽

带连接项目 253.20万元。截至 2019年底，智库交流精英项目实际支

出 20.48万元，提升话语权纽带连接项目实际支出 279.11万元，预算

执行率分别为 43.76%和 110.23%，项目资金分配的合理性有待进一步

提升。根据评分标准，指标得 1.00分。

（二）项目过程情况

项目过程类指标包括项目的资金管理和组织实施两方面的内容，

由 5 个三级指标构成，权重分为 20分，实际得分 18.97 分，得分率

94.85%。

表 4 项目过程类指标绩效评分表

指标名称 分值 绩效值 得分

B1.资金管理

B11.预算执行率 5 99.86% 4.97

B12.资金使用合规性 4 合规 4.00

B13.会计信息质量 3 较好 3.00

B2.组织实施

B21.管理制度健全性 4 基本健全 3.00

B22.制度执行有效性 4 有效 4.00

合计 20 18.97

1.资金管理

反映的是项目预算执行的进度、资金使用的合规性、会计信息质

量等。

B11.预算执行率：2019年一带一路智库纽带建设项目经费预算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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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万元。截至 2019年底，项目实际支出 299.59万元，预算执行率

为 99.86%。根据评分标准，指标得 4.97分。

B12.资金使用合规性:在一带一路智库纽带建设项目资金使用方

面，国研院能够严格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执行：国研院的支出必须

按照预算和事业单位经费列报口径及支出标准等规定列支。专项经费

专款专用。财务科应定期分析国研院全部经费使用情况，并及时上报

院领导。所有经费支出报销的原始单据必须合法有效，要求做到内容

完整、填写规范、大小写金额相符、不得任意涂改等。财务科应指定

专门人员先对原始凭证的合法性、完整性等内容进行审核，再由经办

人员按国研院的审核、审批权限批准后报销。项目组并未发现截留、

挤占、挪用等违规情况。根据评分标准，指标得满分 4.00分。

B13.会计信息质量：通过项目调研，国研院认真贯彻执行《中华

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事业单位会计制度》和《企业会计制度》等法

律、法规。为规范会计核算行为，保证财务管理工作依法有序进行，

确保各项资金正常运转及合理使用，结合国研院业务要求制定了财务

会计相关管理办法。为全面推进创新型国际问题研究智库的建设，进

一步完善国研院科研外事活动制度化建设，国研院制定了《上海国际

问题研究院科研外事活动经费管理办法》，明确了外事接待，国内、

国际学术研讨会，外埠出差费用及组团出访以及参加国外研讨会等费

用的详细分配。此外，国研院还参照国家有关规定，制定了《上海国

际问题研究院因公国内和市内出差报销规定（试行）》，规定费用超出

国家规定者由院长基金予以补贴。国研院人员国内和市内公务出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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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实行分级审批和主管院领导集体负责制。国研院人员因公需要国内

出差者应先从内网填写国内出差申请登记表，经内网流转，手续齐全

后方可报销。凡院自筹资金承担的组团出访活动或出国参加研讨会，

由该团负责经费的同志认真编制出访计划，按实填写出访预算，通过

院审批程序后交财务科。资金拨付申请、审批手续完整，未见不符合

规定的情况、未见相关会计记录出现不真实、不完整等情况。根据评

分标准，指标得满分 3.00分。

2.组织实施

反映的是一带一路智库纽带建设项目组织架构及团队建设情况、

项目管理制度制定及落实情况、项目的审核及监督机制建立和落实情

况。

B21.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目前国研院与一带一路智库纽带建设

项目有关的财务制度包括《财务管理办法》、《会计人员岗位责任制度》、

《财务票据管理办法》、《会计档案管理办法》等；与本项目经费管理

有关的内部控制制度包括《预算管理和编审办法》、《日常经费管理办

法》、《专项经费管理办法》、《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科研人员考核办法

与奖励标准（试行稿）》等；以及其他制度包括《科研考核标准》、《人

事管理制度》、《人才基金科研经费管理办法》等。此外为加强院内人

员因公出国，2016年出台的《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因公出国（境）

管理规定》以及《关于购买公务机票的管理细则》，进一步规范因公

出国（境）申报流程，提高因公出国（境）相关手续的办理效率。各

项制度均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国研院的实际情况设计，制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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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实、操作性强，对于规范一带一路智库纽带建设项目在学术交流、

人员出国派遣、研讨会议接待等方面起到有效作用。对于互派访问学

者、与国内外相关研究机构建立合作机制、外埠出差费用及组团出访

以及参加国内外研讨会等方面，除了在财务方面有明确的规定外，在

业务流程及各自权责等方面并未进行规定，缺乏相应的风险防范制度。

根据评分标准，指标得分 3.00分。

B22.制度执行有效性：通过调研，国研院一带一路智库纽带建设

项目各个环节均按照《财务管理办法》《会计人员岗位责任制度》《财

务票据管理办法》《会计档案管理办法》《预算管理和编审办法》《日

常经费管理办法》《专项经费管理办法》《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科研人

员考核办法与奖励标准（试行稿）》《科研考核标准》《人事管理制度》

《人才基金科研经费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执行，在院内办公自动化

系统管理软件上进行操作，使用规范，能够有效贯彻各项制度。根据

评分标准，指标得满分 4.00分。

（三）项目产出情况

项目产出类指标反映的是一带一路智库纽带建设项目的产出情

况、是本次绩效评价中的核心类指标之一，共有 6个三级指标，项目

绩效指标权重 20分，实际得分 12.60分，得分率 63.00%。

表 5 项目产出类指标绩效评分表

指标名称 分值 绩效值 得分

C1.产出数量

C11.CQISS期刊出版情况 3 2期 1.00

C12.专著/论文集出版情况 3 9本 3.00

C13.国际智库精英交流情况 3 完成 3.00



26

指标名称 分值 绩效值 得分

C14.国际智库交流活动情况 3 9场 2.00

C15.协作研究项目完成情况 3 1项 0.60

C2.产出时效

C21.项目完成及时性 5 基本及时 3.00

合计 20 12.60

1.产出数量

反映的是国研院 2019年度完成 CQISS期刊出版情况、完成专著

/论文集出版情况、国际智库精英交流情况、国际智库交流活动和协

作研究项目的情况。

C11.CQISS 期刊出版情况：《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季刊》（China

Quarterly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由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与

世界科技出版公司和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于 2015年初联合推出。季刊

重点研究在全球性和地区性事务中，中国所扮演的角色和承担的责任，

中国的战略愿景及其政策关切，为英语国家的读者提供了全新的中国

视角。季刊内容涉及中国国际战略、中国外交政策、世界经济、全球

治理、国际安全、地区政治和国际体系转型等多方面的议题。上海国

研院 2019年针对一带一路相关项目按季度共计出版期刊 2期，出版

任务未全部完成。根据评分标准，指标得 1.00分

C12.专著/论文集出版情况：2019年国研院出版有关于一带一路

主题的专著/论文集共 9本，包括《从世博会到进博会》《北极合作的

北欧路径》《上海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报告》《21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研究》《“一带一路”与中东欧》《“一带一路”倡议与欧盟多瑙河地

区战略对接研究》《一带一路构建亚欧经济伙伴关系》《中国的大国崛



27

起》和《一带一路：构筑亚欧经济伙伴关系》。根据评分标准，指标

得满分 3.00分

C13.智库精英交流完成情况：国研院 2019年一带一路智库纽带

建设项目是根据国家总体外交和上海对外发展战略要求开展，旨在建

设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智库，加强人才队伍和智库能力建设，提高

国研院在学术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将国研院建设为国内外问题研究

相结合、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综合性国际先进智库。项目实施内容包

括与美国、德国等高端智库互派中青年研究人员进行学术出访交流，

与一带一路沿线智库开展深度交流等。2019 年国研院共有 23 批 45

人次出访，出访国家包括芬兰、瑞典、挪威、埃及、捷克、克罗地亚

等 29个国家，参与包括“中国在北极：中芬北合作的机遇和挑战”、

“一带一路对中东欧地区和东南亚经济与战略影响”、“新时期的中克

关系”等主题的学术研讨会、调研、论坛和人文交流活动。同时，2019

年国研院完成了 68批超过 300人次的外事接待工作，接待了来自意

大利、匈牙利、丹麦、委内瑞拉等国家的代表团和学者，开展关于中

美关系、全球能源市场与治理、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等主题的研讨

会，深度交流各方对于一带一路发展的见解和成果。根据评分标准，

指标得满分 3.00分。

C14.国际智库交流活动情况：2019年国研院计划召开联合研究

专题会议 11次以上，实际召开 9场次，包括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五年

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中国—哈萨克斯坦全

方位合作国际研讨会、2019非洲论坛、中美经济对话、《上海服务“一



28

带一路”建设蓝皮书》报告发布会、北极圈论坛分论坛：中国与北极

——冰上丝绸之路、2019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海友诚合作论坛、“用

好进口博览会机遇，建设长三角高质量营商环境”国际研讨会和国际

展望圆桌会议“百年变局、地区秩序与中国外交”。根据评分标准，

指标得 2.00分。

C15.协作研究项目完成情况：2019年国研院计划与外交部、国

台办、财政部、海洋局等部门协作研究项目 5项以上，实际与外交部

协作研究项目 1项。根据评分标准，指标得 0.60分。

2.产出时效

反映的是国研院 2019年度完成 CQISS期刊出版、专著/论文集出

版、国际智库精英交流、国际智库交流活动和协作研究项目是否及时。

C21.项目完成及时性：2019 年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一带一路智

库纽带建设项目总体完成情况良好，计划的各项会议、活动均按时完

成，相关组织、主持、参与等多项工作完成及时性情况良好，但存在

CQISS期刊出版和智库交流活动计划未达成的情况。根据评分标准，

指标得 3.00分。

（四）项目效益情况

项目绩效类指标反映的是 2019年一带一路智库纽带建设项目的

效益情况，是本次绩效评价中的核心类指标之一，共有 9个三级指标，

项目绩效指标权重 40分，实际得分 38.80分，得分率 97.00%。

表 6 项目效益类指标绩效评分表

指标名称 分值 绩效值 得分

D1.实施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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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名称 分值 绩效值 得分

D11.推动上海服务一带一路建设 5 推动 5.00

D12.搭建一带一路沿线智库交流平台 5 搭建 5.00

D13.有关一带一路战略和政策研究成果 5 促进 5.00

D14.有关一带一路战略舆论传播水平 5 促进 5.00

D15.一带一路相关人才培养 5 促进 5.00

D2.满意度

D21.政策使用对象满意度 6 96% 6.00

D3.影响力

D31.社会媒体评价情况 3 提升 3.00

C32.相关部门对外事工作的评价情况 3 良好 3.00

C33.上级部门批示率 3 1次 1.80

合计 40 38.80

1.实施效益

反映的是一带一路智库纽带建设项目在推动上海服务一带一路

建设、搭建一带一路沿线智库交流平台、促进国家一带一路相关对外

关系战略和政策发展、提升国家有关一带一路战略舆论传播水平和促

进一带一路相关人才培养的情况等。

D11.推动上海服务一带一路建设：2019年度上海国际问题研究

院积极服务上海一带一路建设工作，主要工作成效有三个方面。第一，

与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和上海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联合主办

“2019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海友好城市合作论坛”，论坛主题为“共

享进博机遇、同促开放合作”。本次论坛是服务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会的配套活动之一，同时也是上海外事部门配套进博会举行的最

大规模论坛活动。本次论坛的举办得到了国际友城朋友的热情回应，

与会中外嘉宾认为，借助这一平台，促进了不同国家、城市之间的交

流对话，期待今后与上海共同深化经贸、人文领域交流合作，为进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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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注入新活力，开拓合作新机遇。第二，与市外办、市档案局、市政

府新闻办、市对外协会和东方网联合主办“跨越太平洋的交流与合作

——上海纪念中美外交 40周年”图片展。图片展以上海和美国地方

城市的交流交往为切入点，以 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为时间轴，用

300余张珍贵图片，展现上海见证、参与、推动中美关系各方面发展

的重要历史瞬间和交流成果，让中美观众真切感受到 40年来，中美

关系在风雨前行中取得的历史性发展，印证了民间交流合作是两国关

系发展的源头活水，也是两国关系发展的民意所向。第三，在市商委、

市外办的指导下，主办“用好进口博览会机遇、建设长三角高质量营

商环境”国际研讨会，与会代表畅谈进口博览会与长三角营商环境一

体化建设，探讨优化长三角高质量营商环境的新思路新举措。来自上

海、江苏、浙江的与会嘉宾高度肯定了此次国际研讨会，并认为这一

交流平台极大的促进了三省一市的对话交流，希望未来能有更多机会

与其他兄弟省市的各界代表深化交流合作。有关一带一路智库纽带建

设工作有效推动了上海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发挥桥头堡作用，

根据评分标准，指标得满分 5.00分。

D12.搭建一带一路沿线智库交流平台：2019年上海国际问题研

究院在原有一带一路沿线智库交流平台的基础上，进一步建设中国-

中东欧“16+1”智库纽带、中国-俄罗斯中亚“战略对接“智库纽带、

中国-东北亚-北欧“冰上丝绸之路”、中国-非洲“可持续发展智库纽

带”、中国-东南亚“互联互通”智库纽带、中国-美国-德国“全球治

理”智库纽带等。2019年与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续签了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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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合作协议，与哥伦比亚麦德林市行政金融和技术大学、哈萨克斯坦

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缅甸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所、伊朗确认国家

利益委员会新签了交流合作协议。根据评分标准，指标得满分 5.00

分。

D13.促进一带一路有关战略和政策研究：2019 年上海国际问题

研究院依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系列重要讲话

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上海工作时的讲话，根据上海市委市政府的

需求，积极开展有关一带一路战略和政策的研究工作。2019 年 3 月

16日国研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共同发布

《上海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报告（2018）》（以下简称“蓝皮书”）

暨系列报告。此蓝皮书是国内第一本系统分析地方参与“一带一路”

建设的研究报告。发布会还发布了三份专题报告，分别为：《上海服

务“一带一路”建设：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海服务“一带一路”

建设：最佳案例 2018》和《上海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数据分析

2018》。作为国内第一本研究地方服务“一带一路”实践的专题报告，

蓝皮书系统分析和阐述了上海作为创新发展先行者和改革开放排头

兵，在驱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领域的引领作用。蓝皮书对上海

服务“一带一路”建设 5年来特别是 2018年所取得的进展、有待提

升的空间等作了全面考察，不仅为持续观察上海服务“一带一路”建

设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证基础，也为国内其他地方省市区服务“一

带一路”建设提供了上海经验。根据评分标准，指标得满分 5.00分。

D14.促进一带一路相关倡议政策解读传播：2019年 5月 28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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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院举办《“一带一路”与中东欧》（中文版）及《“The Belt and Road”

and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英文版）新书发布会暨对“中国—

中东欧国家合作”的未来展望研讨会。本次会议发布的新书精心收录

了来自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克罗地亚、罗马尼亚等多个中

东欧国家及我国的数十位知名学者的研究精华，分地区篇、国别篇、

领域篇三大板块，全面回顾了中国和中东欧各国的合作成果，深入审

视了“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中东欧合作的现状与未来。全书观点

深刻，见解独到，充分体现了中国与中东欧学者对这一跨领域合作的

深度关切和积极探索。同时，围绕一带一路战略相关工作，国研院

2019年完成发表一带一路主题论文 11篇，发表内参 10篇，出版专

著/论文集 9本，发表专业文章 11篇，开展课题 1项。一带一路智库

纽带建设项目在推动国际学术合作，拓展国际交流方面取得了进展，

有效的提升了国家有关一带一路战略相关政策解读传播的水平和范

围。根据评分标准，指标得满分 5.00分。

D15.促进一带一路相关研究人员培养：上海国研院接待了来自摩

洛哥新南方政策中心青年经济学家 Badr Mandri、德国杜伊斯堡-艾森

大学东亚研究院博士（在读）Miquel Salvado Gracia和阿斯塔纳科学

综合体中国与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Kozhirova Svetlana，3位学者。全年

共派出 23批 45人次出访，参与包括“中国在北极：中芬北合作的机

遇和挑战”、“一带一路对中东欧地区和东南亚经济与战略影响”、“新

时期的中克关系”等主题的学术研讨会、调研、论坛和人文交流活动。

同时，派出院内中青年研究人员参与国外 SWP、DIE 等知名智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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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项目。2019年有关于一带一路相关人才培养的情况良好，根据

评分标准，指标得满分 5.00分。

2.满意度

反映的是一带一路智库纽带建设项目开展过程中，政策使用对象

的满意度。

D21.政策使用对象满意度：2019 年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与中外

办、外交部、中联部、国台办、财政部、等中央部委办的交流日益密

切，成为相关领导到上海调研的重要基地。通过调研，我们了解到大

部分服务对象对于国研院的工作较为满意，最终认为服务对象满意度

的业绩值为 96.00%，根据评分标准，指标得满分 6.00分。

3.影响力

反映的是社会媒体、相关政府部门对国研院一带一路智库纽带建

设工作的评价情况，以及上级部门对国研院一带一路智库纽带建设工

作行成内参的批示情况。

D31.社会媒体评价情况：2019 年，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以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为主线，继续积极探究国际格局变革之

道，紧密围绕国家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目标，部

署力量开展一带一路战略性和前瞻性研究，积极提供大量决策咨询和

政策建议，主动参与国内外一带一路出访推广工作。同时通过网站、

微信公众号和其他形式，解度国际形势，传递学者声音。国研院和上

海外办共同开展的《跨越太平洋的交流与合作——上海纪念中美建交

40周年》图片展在上海和休斯顿两地展出，在中美关系面临重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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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关头，呼吁中美关系登高望远、抓住机遇、管控分歧。图篇展期

间，上海市政府新闻办联合上海日报、ShanghaiEye、第六声、一财

全球等外宣媒体，运用全网互推、素材二次开发等手段在 Facebook、

Twitter、Instagram等平台进行聚合传播。各界媒体评价良好，根据评

分标准，指标得满分 3.00分。

D32.相关部门对外事工作的评价情况：2019年上海国际问题研

究院积极服务中央和上海的外事外交工作，完成一带一路主题内参

10篇，多份内参获得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等部门的感谢函。上海人民

政府对外事办公室对国研院在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海市—

新加坡全面合作理事会第一次会议等重大会议期间对上海外事活动

保障工作的全力付出和精细工作表示感谢。上级领导部门对 2019年

国研院的工作高度评价。根据评分标准，指标得满分 3.00分。

D33.上级部门批示率：2019 年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积极服务中

央和上海的外事外交工作，完成一带一路主题内参 10篇，参共得到

中央委员批示 1次，批示率 10%，根据评分标准，指标得 1.80分。

五、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主要经验及做法

1.积极服务上海外事工作，助力上海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

发挥桥头堡作用

把上海建设成为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市场主体走出

去的桥头堡，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局高度对上海提出的新要求。上海

在国家“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桥头堡作用，有利于进一步提升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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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综合服务功能，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有利于推动形成我

国全方位开放、东中西联动发展的新格局，更好地参与全球竞争与合

作。2019年，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积极服务上海一带一路建设工作，

主要工作成效有三个方面。第一，与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和上

海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联合主办“2019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海友

好城市合作论坛”，论坛主题为“共享进博机遇、同促开放合作”。本

次论坛是服务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配套活动之一，同时也是

上海外事部门配套进博会举行的最大规模论坛活动。论坛的举办得到

了国际友城朋友的热情回应，与会中外嘉宾认为，借助这一平台，促

进了不同国家、城市之间的交流对话，期待今后与上海共同深化经贸、

人文领域交流合作，为进博会注入新活力，开拓合作新机遇。第二，

与市外办、市档案局、市政府新闻办、市对外协会和东方网联合主办

“跨越太平洋的交流与合作——上海纪念中美外交 40周年”图片展。

图片展以上海和美国地方城市的交流交往为切入点，以 1972年中美

关系正常化为时间轴，用 300余张珍贵图片，展现上海见证、参与、

推动中美关系各方面发展的重要历史瞬间和交流成果，让中美观众真

切感受到 40年来，中美关系在风雨前行中取得的历史性发展，印证

了民间交流合作是两国关系发展的源头活水，也是两国关系发展的民

意所向。第三，在市商委、市外办的指导下，主办“用好进口博览会

机遇、建设长三角高质量营商环境”国际研讨会，与会代表畅谈进口

博览会与长三角营商环境一体化建设，探讨优化长三角高质量营商环

境的新思路新举措。来自上海、江苏、浙江的与会嘉宾高度肯定了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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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国际研讨会，并认为这一交流平台极大的促进了三省一市的对话交

流，希望未来能有更多机会与其他兄弟省市的各界代表深化交流合作。

同时，上海人民政府对外事办公室对国研院在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上海市—新加坡全面合作理事会第一次会议等重大会议期间对

上海外事活动保障工作的全力付出和精细工作表示感谢。国研院2019

年一带一路智库纽带建设项目有效支撑助力了上海在建设“一带一路”

过程中的桥头堡作用。

2.开展”一带一路”倡议和政策研究，取得丰硕科研成果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新思路

新方案。经过夯基垒台、立柱架梁的 6年，共建“一带一路”正在向

落地生根、持久发展的阶段迈进，国研院积极响应国家和上海号召，

开展”一带一路”倡议和政策研究工作。2019年 3月 16日与中国社

会科学院-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共同发布《上海服务“一带一

路”建设报告（2018）》（以下简称“蓝皮书”）暨系列报告。作为国

内第一本研究分析地方服务“一带一路”实践的专题报告，蓝皮书系

统分析和阐述了上海作为创新发展先行者和改革开放排头兵，在驱动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领域的引领作用。蓝皮书对上海服务“一带

一路”建设 5年来特别是 2018年所取得的进展、有待提升的空间等

作了全面考察，不仅为持续观察上海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奠定了坚

实的理论和实证基础，也为国内其他地方省市区服务“一带一路”建

设提供了上海经验。2019年 5月 28日国研院举办《“一带一路”与

中东欧》（中文版）及《“The Belt and Road” and Central and Eas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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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ope》（英文版）新书发布会暨对“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的未

来展望研讨会。本次会议发布的新书精心收录了来自塞尔维亚、保加

利亚、匈牙利、克罗地亚、罗马尼亚等多个中东欧国家及我国的数十

位知名学者的研究精华，分地区篇、国别篇、领域篇三大板块，全面

回顾了中国和中东欧各国的合作成果，深入审视了“一带一路”倡议

下中国与中东欧合作的现状与未来。全书观点深刻，见解独到，充分

体现了中国与中东欧学者对这一跨领域合作的深度关切和积极探索。

2019年国研院共发表“一带一路”主题论文 11篇，上报内参 10篇，

出版专著/论文集 9本，发表专业文章 11篇，开展课题 1项，科研成

果丰硕。

3.通过多种方式，提升舆论引导宣传水平

2019年国研院继续推动网站、微信公众号、宣传册和其他方式，

解度国际形势，宣传有关“一带一路”主题的研究成果。同时，进一

步加强了对外国舆论的引领能力。“跨越太平洋的交流与合作——上

海纪念中美外交 40周年”图片展在上海和休斯顿两地展出期间中，

上海市政府新闻办联合上海日报、ShanghaiEye、第六声、一财全球

等外宣媒体，运用全网互推、素材二次开发等手段在 Facebook、Twitter、

Instagram等平台呼吁：在中美关系面临重大的调整关头，中美关系

应登高望远、抓住机遇、管控分歧。同时，国研院张建副研究员在瑞

士日内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关于香港问题的对话会中，用学者的声音

引导国际舆论，向世界发出中国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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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存在资金分配不均衡的现象，预算编制准确性有待提高

2019年一带一路智库纽带建设项目经费预算为 300万元，包括

智库交流精英和提升话语权纽带连接两个子项目。其中，智库交流精

英项目预算为 46.80万元，包括 6批次 SWP、DIE等中青年研究人员

交流项目和 3次一带一路智库交流活动；提升话语权纽带连接项目预

算为 253.20万元，包括计划参与 8 次国际展望圆桌等国际会议或交

流活动和出版 4期 CQISS合作英文期刊。截至 2019年底，智库交流

精英项目实际支出 20.48 万元，提升话语权纽带连接项目实际支出

279.11万元，预算执行率分别为 43.76%和 110.23%，项目资金分配的

合理性有待进一步提升。同时，国研院 2019年共计参与一带一路智

库交流活动 9次，平均费用低于预算编制的 12.60万元，预算编制的

准确性有待提高。

2.部分计划未完成，项目进度管理有待提升

《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季刊》（China Quarterly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由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与世界科技出版公司和上海

世纪出版集团于 2015年初联合推出。季刊重点研究在全球性和地区

性事务中，中国所扮演的角色和承担的责任，中国的战略愿景及其政

策关切，为英语国家的读者提供了全新的中国视角。季刊内容涉及中

国国际战略、中国外交政策、世界经济、全球治理、国际安全、地区

政治和国际体系转型等多方面的议题。国研院 2019年共计出版《中

国国际战略研究季刊》期刊 2期，未达到计划的 4期，出版任务未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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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完成。经了解，2020年将继续出版上一年度的相关研究成果 2期，

项目的实施进度有待进一步加强。

六、有关建议

1.提高项目预算编制准确性，强化项目关联度

建议今后工作中，总结以往年度预算与决算差异，对预算明细进

行独立归纳和分析，进一步提高预算编制科学性和准确性。同时，根

据项目开展情况及时进行项目预算调整申请工作，增强项目预算执行

合规性。

2.加强进度管理，凝练项目重点研究方向

我国是“一带一路”的首倡者，也是最重要的推动者，在对接各

国发展战略、促进政策协调和创新合作机制等方面理应贡献更多的

“中国智慧”。随着一带一路智库纽带建设的不断推进，国研院”一

带一路”倡议研究工作面临着更高的要求。建议国研院加强对各项工

作的进度管理，稳步做好学科建设工作，加强战略研究团队建设、加

强院内各单位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营造更为浓郁的学术氛围，把研究

院逐步建设成为一个学习型的组织，从而持续提升战略研究和决策咨

询能力。同时，进一步凝练重点研究方面，从咨政建言、学术研究、

对外交流和舆论引导四个方面入手，提炼政策研究类、地域交流类等

方向，使得院内研究成员明确自己的参与方向，提高其参与项目的积

极性、发挥个人特长、提升项目相关工作人员的参与度和获得感，从

而更好为“一带一路”提供智力支撑、引导社会舆论，带动人文交流

繁荣发展，促进沿线各族群众民心相通，为“一带一路”建设打造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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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民意基础和营造社会氛围。

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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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指标体系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2019年一带一路智库纽带建设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指标解释及计算公式 评分标准 得分

A.

项目决策

（20分）

A1.

项目立项

（7分）

A11.立项依据充

分性
4

项目立项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相

关政策、发展规划以及部门职责，

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立项依据情

况。

①项目立项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相

关政策，得 1分；②项目立项符合行业发展规划和政策

要求，得 1分；③项目立项与部门职责范围相符，属于

部门履职所需，得 1分%；④项目不与国研院同类项目

重复，得 1分。

4.00

A12.立项程序规

范性
3

项目申请、设立过程是否符合相

关要求，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立

项的规范情况。

①项目按照规定的程序申请设立，得 1分；②审批文件、

材料符合相关要求，得 1分；③事前已经过必要的可行

性研究、专家论证、风险评估、绩效评估、集体决策，

得 1分。

3.00

A2.

绩效目标

（7分）

A21.绩效目标合

理性
4

项目所设定的绩效目标是否依据

充分，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用以

反映和考核项目绩效目标与项目

实施的相符情况。

①项目设定了绩效目标，得 1分；②项目绩效目标与实

际工作内容具有相关性，得 1分；③项目预期产出效益

和效果符合正常的业绩水平，得 1分；④与预算确定的

项目投资额或资金量相匹配，得 1分。

3.00

A22.绩效指标明

确性
3

依据绩效目标设定的绩效指标是

否清晰、细化、可衡量等，用以

反映和考核项目绩效目标的明细

化情况。

①将项目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绩效指标，得 1

分；②通过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值予以体现，得 1分；

③与项目目标任务数或计划数相对应，得 1分。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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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指标解释及计算公式 评分标准 得分

A3.

资金投入

（6分）

A31.预算编制科

学性
4

项目预算编制是否经过科学论

证、有明确标准，资金额度与年

度目标是否相适应，用以反映和

考核项目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合

理性情况。

①预算编制经过科学论证，得 1分；②预算内容与项目

内容匹配，得 1分；③预算额度测算依据充分，按照标

准编制，得 1分；④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资金量与

工作任务相匹配，得 1分。

3.00

A32.资金分配合

理性
2

项目预算资金分配是否有测算依

据，与补助单位或地方实际是否

相适应，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预

算资金分配的科学性、合理性情

况。

①预算资金分配依据充分，得 1分；②资金分配额度是

否合理，与项目单位或地方实际相适应，得 1分。
1.00

B.

项目过程

（20分）

B1.

资金管理

（12分）

B11.预算执行率 5

项目预算资金是否按照计划执

行，用以反映或考核项目预算执

行情况。预算执行率=（实际支

出资金/实际到位资金）×100%。

实际支出资金：一定时期（本年

度或项目期）内项目实际拨付的

资金。

预算执行率为 100%，得满分；每低于 1%，扣权重的

5%，扣完为止。
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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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指标解释及计算公式 评分标准 得分

B12.资金使用合

规性
4

项目资金使用是否符合相关的财

务管理制度规定，用以反映和考

核项目资金的规范运行情况。

①资金使用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以及有

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得 1分；②资金的拨付有

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得 1分；③符合项目预算批复

或合同规定的用途，得 1分；④不存在截留、挤占、挪

用、虚列支出等情况，得 1分。

4.00

B13.会计信息质

量
3

考察国研院会计记录是否真实、

完整、及时。

会计记录真实、完整、及时，得满分；一项不满足，扣

1分，扣完为止。
3.00

B2.

组织实施

（8分）

B21.管理制度健

全性
4

项目实施单位的财务和业务管理

制度是否健全，用以反映和考核

财务和业务管理制度对项目顺利

实施的保障情况。

①项目具有必要的财务和业务管理制度，得 2分；②财

务和业务管理制度是否合法、合规、完整，得 2分。
3.00

B22.制度执行有

效性
4

项目实施是否符合相关管理规

定，用以反映和考核相关管理制

度的有效执行情况。

①项目实施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相关管理规定，得 1

分；②项目调整及支出调整手续完备，得 1分；③项目

合同书、验收报告、技术鉴定等资料齐全并及时归档，

得 1分；④项目实施的人员条件、场地设备、信息支撑

等落实到位，得 1分。

4.00

C.

项目产出

（20分）

C1.

产出数量

（15分）

C11.CQISS 期刊

出版情况
3

考察国研院英文学术期刊《中国

国际战略研究季刊》（ China

Quarterly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出版情况。

CQISS期刊出版期数≥4期，得满分；每少 1期，扣 1

分，扣完为止。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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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指标解释及计算公式 评分标准 得分

C12.专著/论文集

出版情况
3

考察国研院有关于一带一路专著

或论文集的出版情况。

出版专著/论文集≥6本，得满分；每少 1本，扣 1分，

扣完为止。
3.00

C13.国际智库精

英交流情况
3

考察国际智库精英交流的完成情

况。

国际智库精英交流批次≥5次，得满分；每少交流 1次，

扣 1分，扣完为止。
3.00

C14.国际智库交

流活动情况
3

考察国际智库交流活动的完成情

况。

国际智库交流活动次数≥11次，得满分；交流活动每

少 1次，扣 0.5分，扣完为止。
2.00

C15.协作研究项

目完成情况
3

考察国研院与外交部、国台办、

财政部、海洋局等部门协作研究

项目的完成情况。

协作研究项目≥5项，得满分；协作研究项目每少 1项，

扣 0.6分，扣完为止。
0.60

C2.

产出时效

（5分)

C21.项目完成及

时性
5

考察国研院一带一路智库纽带建

设各项工作是否及时按计划完

成。

全部及时完成，得满分；一项未及时完成，扣 1分，扣

完为止。
3.00

D.

项目效益

（40分）

D1.

实施效益

（25分）

D11.推动上海服

务一带一路建设
5

考察有关一带一路智库纽带建设

工作是否能有效推动上海服务国

家“一带一路”建设发挥桥头堡

作用。

①为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展建言献策；

②开展上海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相关研究；

符合所有条件，得满分，一项不符合，扣 3分，扣完为

止。

5.00

D12.搭建一带一

路沿线智库交流

平台

5

考察有关一带一路智库纽带建设

工作是否能成功搭建一带一路沿

线智库交流平台。

成功与国内外智库签订新的交流合作协议，得满分；与

原有一带一路智库纽带展开交流，得权重的 80%；未能

与有关一带一路智库纽带展开交流，不得分。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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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指标解释及计算公式 评分标准 得分

D13.有关一带一

路战略和政策研

究成果

5

考察有关一带一路智库纽带建设

工作是否能有效促进一带一路有

关战略和政策研究。

提出有关一带一路新政策和研究成果，得满分；未形成

新的理论或观点，不得分。
5.00

D14.有关一带一

路战略舆论传播

水平

5

考察有关一带一路智库纽带建设

工作是否能有效促进一带一路相

关倡议政策解读传播。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相关倡议、政策解读，促进理

解传播，得满分；未进行相关政策解读，不得分。
5.00

D15.一带一路相

关人才培养
5

考察有关一带一路智库纽带建设

工作是否能有效促进一带一路相

关人才培养。

通过访学、与国外知名智库互派学者交流等方式，推动

院内一带一路相关人才专业知识的培养，得满分；否则，

不得分。

5.00

D2.

满意度

（6分）

D21.政策使用对

象满意度
6

考察一带一路政策咨询使用对象

对国研院有关一带一路智库纽带

建设工作的满意度。据满意度问

卷，满意度等级从非常满意到非

常不满意的权重分别为 100%、

80%、60%、30%、0％，则满意

度 Y=（非常满意数×100%+比较

满意数×80%+一般×60%+较不满

意数×30%+不满意数×0％）/调查

问卷回收总数×100%。

满意度达到 90%及以上，得满分；每降 1%，扣权重分

值的 5%，扣完为止。
6.00

D3. D31.社会媒体评 3 考察社会媒体对国研院一带一路 评价良好，得满分；评价一般，得权重的 60%；有所批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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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指标解释及计算公式 评分标准 得分

影响力

（9分）

价情况 智库纽带建设工作的评价情况。 评，不得分。

C32.相关部门对

外事工作的评价

情况

3

考察相关政府部门对国研院一带

一路智库纽带建设工作的评价情

况。

评价良好，得满分；评价一般，得权重的 60%；有所批

评，不得分。
3.00

C33.上级部门批

示率
3

考察上级部门对国研院一带一路

智库纽带建设工作形成内参的批

示情况。

批示比例大于等于 20%，得满分；大于等于 10%，低于

20%，得权重的 60%；低于 10%，不得分。
1.80

合计 100 8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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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基础数据汇总

附表 2-12019年一带一路智库纽带建设项目相关科研成果统计表

内参 学术论文 专著/论文集 专业文章 课题

院领导 4 2 2

公共政策所 4

外交政策所 2 4 1

世界经济所 2 2 1

台港澳所 3 1

国际战略所 1 2 7

全球治理所 2 2

合计 10篇 14篇 17本 11篇 1项

注：内参、课题涉密。

附表 2-22019年一带一路智库纽带建设项目相关会议召开统计表

编

号
时间 会议名称

会议类

别

1 1月 25日 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五年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 国内

2 2月 25日
“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中国—哈萨克斯坦全方位合作国际研

讨会
国际

3
3月 28-29

日
2019非洲论坛 国际

4 4月 2日 中美经济对话 国际

5 4月 16日 上海服务“一带一路”建设蓝皮书 国内

6
5月 10-11

日
北极圈论坛分论坛：中国与北极——冰上丝绸之路 国际

7 11月 5日 2019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海友诚合作论坛 国际

8 11月 6日
“用好进口博览会机遇，建设长三角高质量营商环境”国际研

讨会
国际

9 11月 7日 国际展望圆桌会议：“百年变局、地区秩序与中国外交” 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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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32019年外事接待统计表

序号 时间 活动名称 主宾信息 人数 议题

1
1月 3日
15:30

斯坦福大学教授艾

江山夫妇

斯坦福大学教授、前美

国驻阿富汗大使艾江山

夫 妇 （ Karl W.
Eikenberry & Ching Y.
Eikenberry)

2 中美关系

2
1月 8日
10:00

意大利都灵大学教

授来访

意大利都灵大学教授

Ettor Bompard
2

全球能源市场

与治理

3
1月 15日
14:00

匈牙利经济领事来

访

Bence Tomas, 匈牙利

经济领事
1

中国与中东欧

国家合作

4
1月 17日
13:30

丹麦奥尔堡大学学

者交流

Patrik Andersson, 丹 麦

奥尔堡大学学者
1

北极治理与北

极合租

5
1月 22日
10:00

委内瑞拉中国研究

中心主任来访

委内瑞拉中国研究中心

主任 Aymara Guerder
4

6
1月 23日
14:00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代表团来访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

研究高等学院拉美研究

项目资深副教授、博士

Jacqueline Mazza

13
中拉经济关系，

全球价值链

7
1月 23日
15:00

德国外交部数字化

专题代表团

Dr. Hinrich Thölken 先

生，德国外交部数字化

特命大使

5

中国数字化的

发展和数字化

对中国经济社

会的影响

8
2月 20日
10:00

日本国际协力银行

代表团

Mr. Kasuga, Director of
Division 1, Research
Department, JBIC

4
中 国 - 老 挝 关

系，中国外交政

策，世界经济

9
2月 22日
11:00

巴西学者

印度 Jinda 国际事务学

院 （ Jinda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

Karin Costa Vazquez

1
中拉关系与南

南合作

10
2月 22日
11:00

欧盟欧洲委员会合

作处处长
彭思杰 Jerome Pons 1 中欧关系

11
3月 1日
11:00

德国博士生
Julia Gurol，德国弗莱堡

大学博士生
1 中欧关系

12
3月 4日
10:00

德国学者
Julia Gurol，德国弗莱堡

大学副研究员

中欧在安全领

域的合作

13
3月 5日
10:30

波兰驻华大使馆二

秘来访

Wojciech Kusak, 波 兰

驻华大使馆二等秘书
2

中波关系、中欧

关系

14
3月 11日
14:00

“航运零排放”组织

主任来访

Sieger Sakko, 航 运 零

排放组织主任
2 绿色一带一路

15
3月 21日
14：00

追忆堺屋太一先生

贡献推动中日关系

磯俣秋男，周汉民，洪

浩，傅钧文，秋冈荣子，

50
追忆堺屋太一

先生贡献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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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时间 活动名称 主宾信息 人数 议题

企稳向好 陈子雷 中日关系企稳

向好

16
3月 28日
14：00

德国联邦议会议

员、艾伯特基金会
Rolf Muzenich 3

透明、可验证的

军控和裁军作

为地区和全球

外交和安全政

策的工具

17
4月 11日
10:30

荷兰学者
Ingrid Hooghe，荷兰皇

家研究所研究员
1

中欧关系、一带

一路

18
4月 15日

9:30
俄罗斯驻沪副总领

事代表团

俄罗斯驻沪副总领事葛

诺金
2

乌克兰大选前

景

19
4月 23日
16:00

法国智库 Thomas
More

法国智库 Thomas More 3 一带一路

20
4月 24日
14:00

法国国民议会前进

党议员来访

法国国民议会前进党议

员 Natalia Pouzyreff
1

中欧互联互通、

中欧多边主义

合作

21
4月 24日
16:00

哈佛大学费正清研

究中心研究员来访

陆伯彬（Robert Ross）,
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

心研究员

1
中美关系与一

带一路

22 5月 12日
冰岛前总统格里姆

松来访

冰岛前总统格里姆松来

访
全体

China and the
Global Arctic
within a New
Geopolitical
Framework

23
5月 13日
16:00

墨西哥蒙特雷理工

学院校董会代表团

墨西哥蒙特雷理工学院

校董会代表团
25

一带一路，中拉

关系、国际经济

格局展望

24
5月 14日
10:00

土 耳 其 前 政 要

Hikmet Çetin先生

曾担任土耳其国民议会

议长，外交部部长，前

副总理

1
美国对中东政

策

25
5月 20日
10:00

格鲁吉亚战略分析

中心代表团

诺大尔 ·哈尔希拉泽

（Nodar Kharshiladze）
3 中格关系

26
5月 21日
10:00

上海南亚知识交流

项目

马丁·拉马，世界银行南

亚局高级顾问
15

中国-南亚合作

与一带一路

27
5月 23日
10:30

伊朗学者来访 Mohsen Shariatinia 1
伊核问题、美伊

关系、中东形势

28
5月 24日
10:00

挪威国际事务研究

所
Henrik Stålhane Hiim 2

战略稳定、朝核

问题

29
5月 24日
14:00

“一带一路”倡议与

国际发展合作的新

趋势

谷靖，英国国际发展研

究院新型大国与发展研

究中心主任

2
一带一路倡议

与国际合作发

展

30
5月 26日
15:30

布鲁金斯学会多哈

研究中心前主任萨
杨光会长陪同 3

一带一路与中

东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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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时间 活动名称 主宾信息 人数 议题

勒曼 ·谢赫 Salman
Shaikh

31
5月 21-26

日

美国布什学院研究

生代表团来访

William Norris，布什学

院副教授
8

32
5月 27日
14:00

南非约翰内斯堡大

学孔子学院院长

Dr David Monyae

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孔

子 学 院 院 长 David
Moyae

1 机构合作

33
5月 28日

9:30
哥伦比亚罗萨里奥

大学学者

Arlene B Tickner,哥伦

比亚罗萨里奥大学国际

关系系主任、教授

1 中拉关系

34
5月 28日
10:00

《“一带一路”与中

东欧》新书发布会
12

一带一路与中

东欧国家

35 5月 28日
蒙古东北亚安全与

战略研究所朱可夫

来访

蒙古东北亚安全与战略

研究所朱可夫来访
3

一带一路、东北

亚安全与经济

合作等

36
5月 28日
10:30

“中非项目 ”主任

Eric Olander
1

中非关系、全球

治理

37
5月 31日
10:00

澳大利亚外交贸易

部北亚司副司长来

访

马克文（Kevin Magee） 4 中美贸易战

38
6月 5日
13:30

挪威极地研究所前

所长讲座会

Jan-Gunnar Winther，挪

威极地研究所前所长
1

我们该如何建

设持续的海洋

经济

39
6月 10日
14:00

罗马尼亚亚太研究

所副所长
Andrea Brinza 1

“一带一路 ”对
中欧关系、欧洲

政治的影响

40
6月 17日
15:30

芬兰驻沪总领事 何朗明 Pasi Hellman 1
双方合作、国际

形势

41
6月 18日
10:30

土耳其智库学者代

表团

伊朗研究中心代主席

Dr. Hakkı Uygur
10

中土关系、地区

热点

42
6月 19日
10:00

英国智库人士
David Taylor, 英国智库

人士来访
1

中欧关系：对外

贸易与外交后

果

43
6月 21日

9:30

“中国与中东欧国

家——友好关系的

回顾与展望”研讨

会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

——友好关系的回顾与

展望”研讨会

欧洲

中心

中国中东欧国

家关系与一带

一路

44
7月 3日
15:00

“一带一路”专家

学者俱乐部赴华考

察团

哈德大学国际与地区合

作研究所所长苏尔丹诺

夫

10
“一带一路 ”倡
议对中亚国家

的中期影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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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时间 活动名称 主宾信息 人数 议题

“一带一路 ”框
架下中国在中

亚国家的利益

和优先考虑

45
7月 4日
14:00

奥地利和平与冲突

解 决 研 究 中 心

Pascal Abb

Pascal Abb，奥地利和平

与冲突解决研究中心高

级研究员

1

“一带一路 ”建
设中的冲突预

防与中国海外

利益保护

46
7月 8日
10:00

墨西哥公共管理学

院客座教授来访

Abelardo Rodriguez，墨

西哥公共管理学院客座

教授

2
国际政治、拉美

问题

47
7月 10日
14:00

中国社科院调研组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

济研究所《中国经济学

人》编辑部主任、研究

员李钢

7

上 海 “ 一 带 一

路”建设成就、

中欧班列所发

挥的积极作用

及面临的主要

问题

48
7月 17日
10:00

俄罗斯驻沪总领事

馆官员

副 总 领 事 Eugene
Gryaznov

2
北极问题、中俄

北极合作

49
7月 19日
11:00

荷兰驻沪总领事来

访

万 鹤 庭 （ Remco
Johannes van
Wijingaarden）

3
中荷关系、中欧

关系

50
7月 23日
14：:00

国际格局转型与中

国的极地战略研讨

会

秦为稼，国家海洋局极

地考察办公室主任
6

冰上丝绸之路，

南极国际治理

51
8月 13日
10:30

巴基斯坦白沙瓦大

学教授来访

巴基斯坦白沙瓦大学教

授 扎 希 德 · 安 瓦 尔

（Zahid Anwar）
2 中巴关系

52
8月 15日
10:00

发改委津巴布韦宏

观经济发展规划研

修班

Hamad Adam，津巴布韦

总统府官员
28 中国经济发展

53
8月 23日
10:00

哈萨克斯坦首任总

统基金会世界经济

与政治研究所代表

团

哈萨克斯坦首任总统基

金会世界经济与政治研

究所中国项目部主任伊

兹莫夫

1
中哈双边合作

的问题与前景

54
8月 26日
14:30

上海市发改委开放

处处长来访

张丽，上海市发改委开

放处处长
5

一带一路服务

上海

55
9月 4日
10:00

日本野村证券首席

经济学家辜朝明先

生

日本野村证券首席经济

学家辜朝明先生
1

中美经贸摩擦

长期化背景下

日本经济金融

政策调整与选

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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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时间 活动名称 主宾信息 人数 议题

56
9月 9日
14:30

奥地利前国防部

长、欧洲与安全政

策研究所所长来访

Werner Fasslabend,
Director of the Austrian
Institute for European
and Secutiry Policy

3
中欧关系与一

带一路

57
9月 11日
10:00

访问学者座谈
Badr Mandri，摩洛哥新

南方政策中心在读博士
1

一带一路，中国

在非洲投资

58
9月 12日

9:00
欧洲外交关系委员

会中东项目组来访

Ellie Geranmayeh，欧洲

外交关系委员会中东项

目组副主任

4

中国在中东地

区的角色及中

欧在中东地区

的合作

59
10月 16日

16:00
丹麦奥尔堡大学学

者
潘可（Patrik Andersson） 1

北极治理与合

作

60
10月 17日

10:00

Grisons Peak 投资

银行主席、首席执

行官报告会

Henry Tillman,Grisons
Peak投资银行主席、首

席执行官

1 冰上丝绸之路

61
10月 22日

15:40

欧洲对外行动署亚

太司司长 Gunnar
Wiegand来访

欧洲对外行动署亚太司

司长 Gunnar Wiegand
4 中欧关系

62
10月 24日

14:30
瑞典国际事务研究

所
Tim Nicholas Ruhlig 1

产业政策、中欧

经济合作

63
11月 7日
13:00

瑞典国家广播电台

采访
2

中国参与北极

合作

64
11月 12日

15:00

德国国际和安全事

务研究所代表团来

访

Nadine Godehardt, SWP
亚洲研究所研究人员

4
全球治理和中

欧中德关系

65
11月 14日

9:00

中国与全球治理系

列圆桌论坛——制

度的作用：比较现

代欧洲和中国的国

家能力

马德斌英国伦敦政治经

济学院终身副教授、复

旦大学经济学院兼职教

授

2

制度的作用：比

较现代欧洲和

中国的国家能

力

66
11月 21日

9:00

冰上丝绸之路报告

第五次编制工作会

议

10

67
12月 6日
14:00

伊朗确定国家利益

委员会副秘书长来

访

穆 赫 森 · 卡 兹 米 尼

（Mohsen Kazemeini）
11

中东局势和中

伊关系

68
12月 9日
15:00

波兰驻华大使来访
赛 熙 军 （ Wojciech
Zajaczkowski）

3
中美关系和中

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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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42019年访问学者目录

姓名 国籍 工作单位 访学时间 备注

Badr Mandri 摩洛哥
摩洛哥新南方政策

中心青年经济学家

2019/9/1 研究方向：一带一

路、中非合作2019/9/14

Miquel Salvado
Gracia

西班牙

德国杜伊斯堡-艾森

大学东亚研究院博

士在读

2019/9/29 研究方向：中拉关

系2019/12/13

Kozhirova Svetlana
哈 萨 克

斯坦

阿斯塔纳科学综合

体中国与亚洲研究

中心主任

2019/11/28 研究方向：中哈合

作2019/12/15

附表 2-52019年组团出访统计列表

序号 出访人数 出访国家 出访日期 活动

1 2
芬兰、瑞典、

挪威
20190115

“中国在北极：中芬北极合作的机遇和

挑战”学术研讨会

调研

2 1 埃及 20190312
参加埃及艾因萨姆斯大学一带一路研

究中心举办的国际论坛

3 1
捷克、克罗

地亚
20190318

在捷克参加出席“一带一路对中东欧地

区和东南亚经济与战略影响”的研讨

会；参加萨格勒布论坛和“新时期的中

克关系”研讨会，并调研

4 1 克罗地亚 20190324
参加萨格勒布论坛和“新时期的中克关

系”研讨会

5 1 南非 20190330 参加第四届新开发银行年会

6 1 克罗地亚 20190520 参加中国-中东欧国家青年论坛

7 3 俄罗斯 20190606

一是参加俄罗斯圣彼特堡国际经济论

坛，二是与俄罗斯文明对话研究所共同

举办研讨会，三是走访相关智库和学术

机构

8 1 摩洛哥 20190617 参加新南方政策中心年度会议

9 5
比利时、法

国、德国
20190710 欧洲三国调研

10 5 韩国、日本 20190721 日韩调研

11 1 俄罗斯 20190902
参加“中国建国 70 周年背景下中俄关

系的历史考察”学术研讨会

12 6
印尼、新加

坡、越南
20190901

赴三国调研，参加东亚峰会框架下的区

域安全架构二轨会议；中国与太平洋-
印度洋地区国家关系中的台湾问题会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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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出访人数 出访国家 出访日期 活动

13 1
爱沙尼亚、

拉脱维亚
20190909

参加在爱沙尼亚举办的中欧关系和

17+1合作机制对话会以及在拉脱维亚

举办的“全球运输发展与挑战暨拉脱维

亚铁路公司诞辰 100周年”国际研讨会

14 4
尼泊尔、印

度、缅甸
20190915 赴三国调研

15 2 坦桑尼亚 20191012 调研中坦人文交流情况

16 1
法国、比利

时、德国
20191002 访学欧洲，就科技与全球治理作调研

17 1 美国 20191025
参加“千禧一代大师班”年轻领袖讨论

会和中美建交 40周年研讨会

18 1 哈萨克斯坦 20191109 参加“阿斯塔纳俱乐部”2019年会议

19 1 哈萨克斯坦 20191109
一是参加“阿斯塔纳俱乐部”2019 年会

议，二是参加“中亚的移民进程”国际学

术研讨会

20 1
瑞典、意大

利
20191107

参加第 22届斯德哥尔摩论坛；参加“全
球治理趋势与欧洲的角色”系列研讨会

21 1 巴基斯坦 20191119
参加“地区变局中的‘一带一路’倡议”的
国际会议及中巴第一次智库对话会分

会

22 1 卡塔尔 20191214
参加布鲁金斯多哈中心多哈论坛和“一
带一路：地缘政治动荡时代中国与中东

合作”国际研讨会。

23 3 法国 20191217 参加“一带一路”巴黎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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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访谈记录

问题 1：2019年度国研院在一带一路智库纽带建设项目中具体开

展了哪些工作？能否简要谈谈。

国研院智库发展与科研管理处在一带一路项目中主要负责的是

对我院研究人员“一带一路”相关课题的申请和委托材料进行审核，

存档，同时负责整理统计一带一路相关科研成果。

问题 2：过去一年里，您觉得国研院在项目开展工作中取得了哪

些成果？

在“一带一路”对外交流中，我院积极发挥 7条智库纽带桥梁作

用,推动务实合作。通过智库之间的互访交流，使我国与沿线国家开

展良好对话与合作，宣传治国理念、政策主张和技术经验，让沿线国

家更深入地了解中国，并增强我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和传播力，提

升国家软实力。同时，主动推动智库间联合研究，增进我国与沿线国

家的政治互信，营造良好的“一带一路”合作对接环境。2019学年，

科研成果方面，我院向上级部门提供相关内参共 10篇，各类期刊发

表论文共 11篇，出版相关专著及论文集共 9部，发表专业文章 11篇，

承担相关省部级课题 1项。

问题 3：针对过去一年里遇到的问题，国研院在下一年度准备做

哪些针对性调整工作？

第一，设立一带一路重点课题 5项；第二，全院围绕一带一路智

库纽带项目的制度建设开展工作。同时，将重点建设“一带一路与上

海研究中心”，计划定期召开专题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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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社会调查问卷样卷

2019年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一带一路智库纽带建设项目

绩效评价调查问卷

尊敬的先生/女士：

您好！为加强和规范上海市财政部门的预算管理工作，合理配置

公共资源，促进公共资金对上海在对外交流等方面的引导和推动作用。

受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委托，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在上海市

财政局的监督管理下，承担了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2019年度一带一

路智库纽带建设项目经费绩效评价工作。为获取相关资料，特开展本

次调查，以了解专项资金绩效，切实让公众及企业受益。问卷采用不

记名方式，请根据您的个人真实感受填写。我们保证问卷数据仅限于

统计分析，对您的个人信息将予以严格保密。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

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1.您对国研院所开展的一带一路智库纽带建设工作的总体满意度评价：

A.非常满意 B.比较满意 C.基本满意 D.不太满意 E.非常不满意

2.您对国研院开展外事接待工作所取得的成绩总体评价：

A.非常满意 B.比较满意 C.基本满意 D.不太满意 E.非常不满意

3.您对参加国研院召开的国际、国内联合研究专题会议的总体评价：

A.非常满意 B.比较满意 C.基本满意 D.不太满意 E.非常不满意

4.您对国研院开展组团学术访问工作所取得的成绩总体评价：

A.非常满意 B.比较满意 C.基本满意 D.不太满意 E.非常不满意

5.您对国研院所撰写的专著、论文、研究报告等总体评价：

A.非常满意 B.比较满意 C.基本满意 D.不太满意 E.非常不满意

6.您对国研院所开展的一带一路智库纽带建设工作是否能够促进国家有关一带一路战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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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研究情况的总体评价：

A.非常满意 B.比较满意 C.基本满意 D.不太满意 E.非常不满意

7.您对国研院所开展的一带一路智库纽带建设工作是否能够为上海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

政策性建议的总体评价：

A.非常满意 B.比较满意 C.基本满意 D.不太满意 E.非常不满意

8.您对国研院所开展的一带一路智库纽带建设工作是否能够促进国家及上海地区有关一带

一路战略舆论传播水平情况的总体评价：

A.非常满意 B.比较满意 C.基本满意 D.不太满意 E.非常不满意

9.您对国研院所开展的一带一路智库纽带建设工作是否能够为上海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

政策性建议的总体评价：

A.非常满意 B.比较满意 C.基本满意 D.不太满意 E.非常不满意

10.您对国研院所开展的一带一路智库纽带建设工作是否能够促进一带一路相关人才培养情

况的总体评价：

A.非常满意 B.比较满意 C.基本满意 D.不太满意 E.非常不满意

11.您对国研院所开展的一带一路智库纽带建设工作是否能够促进我国一带一路相关学术成

果及理论创新的总体评价：

A.非常满意 B.比较满意 C.基本满意 D.不太满意 E.非常不满意

12.您对国研院所开展的一带一路智库纽带建设工作是否能够进行及时信息共享的总体评价：

A.非常满意 B.比较满意 C.基本满意 D.不太满意 E.非常不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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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评价指标工作底稿

“A11.立项依据充分性”评价底稿

项目名称：2019年一带一路智库纽带建设项目

项目单位：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指标解释
项目立项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相关政策、发展规划以及部门职责，用以反映和

考核项目立项依据情况。

指标权重 4分

评价标准

指标目标值：充分

指标目标值依据：计划标准

指标评分细则：

①项目立项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相关政策，得 1分；②项

目立项符合行业发展规划和政策要求，得 1分；③项目立项与部门职责范围相

符，属于部门履职所需，得 1分%；④项目不与国研院同类项目重复，得 1分。

数据来源 法律法规、相关政策、发展规划以及部门职责

评价结果

指标评分过程：

一带一路战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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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研院一带

一路智库纽带项目是在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基础上设立的项目。项目旨在围绕

“一带一路”建设开展政策性、前瞻性研究，为中国及沿线国家政府建言献策，

增进国家间政策沟通。同时，以智库精英交流带动人文交流，通过共同举办学

术研讨会等方式，增进“一带一路”沿线民众对倡议的准确理解，增进民众之

间的友好感情，为“一带一路”建设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打造坚实的社会民

意基础。因此，2019年国研院一带一路智库纽带建设项目立项符合国家发展

规划和相关政策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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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覆盖中东欧、俄罗斯中亚、北欧、非洲、东北亚、东南亚

以及美国德国等主要大国关于“一带一路”的智库纽带建设，并结合上海地方

特色，推进上海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等工作。本项目立项与国研院的职责相符，

属于履职所需，且本项目不与国研院科研专项、研究生经费等项目重复。

指标得分：4.00分

应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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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2.立项程序规范性”评价底稿

项目名称：2019年一带一路智库纽带建设项目

项目单位：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指标解释 项目申请、设立过程是否符合相关要求，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立项的规范情况。

指标权重 3分

评价标准

指标目标值：规范

指标目标值依据：计划标准

指标评分细则：

①项目按照规定的程序申请设立，得 1分；②审批文件、材料符合相关要求，

得 1分；③事前已经过必要的可行性研究、专家论证、风险评估、绩效评估、

集体决策，得 1分。

数据来源 立项文件

评价结果

指标评分过程：

国研院一带一路智库纽带建设项目在 2019年按照相关要求列入部门预算，向

财政申报项目当年的预算，并提交绩效目标申报表，项目立项按照规定的程序

设立申请，审批文件等符合相关要求，项目立项规范。

指标得分：3.00分

应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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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1.绩效目标合理性”评价底稿

项目名称：2019年一带一路智库纽带建设项目

项目单位：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指标解释
项目所设定的绩效目标是否依据充分，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用以反映和考核项

目绩效目标与项目实施的相符情况。

指标权重 4分

评价标准

指标目标值：合理

指标目标值依据：计划标准

指标评分细则：

①项目设定了绩效目标，得 1分；②项目绩效目标与实际工作内容具有相关性，

得 1分；③项目预期产出效益和效果符合正常的业绩水平，得 1分；④与预算

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资金量相匹配，得 1分。

数据来源 绩效目标申报表

评价结果

指标评分过程：

2019年一带一路智库纽带建设项目的总目标为“根据国家总体外交和上海对

外发展战略要求，以建设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智库为目标，加强人才队伍建

设、加强智库能力建设，通过加强与世界各国交流合作，提高我院在学术界的

知名度和影响力，将我院建设为国内外问题研究相结合、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

综合性国际先进智库”。年度目标为“与美国、德国等高端智库、国际著名学

者进行学术交流活动 5场；与调研合作单位如外交部、国台办、财政部、海洋

局协作研究项目 5项以上；与其他智库合作出版英文期刊，专著 6篇”。项目

设立了绩效目标，且绩效目标与实际工作内容具有相关性，预期产出效益和效

果符合正常的业绩水平。但本项目产出目标中的数量目标与项目预算构成的关

联性较弱，未能完整体现项目预算构成中的会议和期刊。

指标得分：3.00分

应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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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2.绩效指标明确性”评价底稿

项目名称：2019年一带一路智库纽带建设项目

项目单位：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指标解释
依据绩效目标设定的绩效指标是否清晰、细化、可衡量等，用以反映和考核项

目绩效目标的明细化情况。

指标权重 4分

评价标准

指标目标值：明确

指标目标值依据：计划标准

指标评分细则：

①将项目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绩效指标，得 1分；②通过清晰、可衡量

的指标值予以体现，得 1分；③与项目目标任务数或计划数相对应，得 1分。

数据来源 绩效目标申报表

评价结果

指标评分过程：

根据 2019年一带一路智库纽带建设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项目绩效目标细化

分解为了具体的绩效指标，且具有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值予以体现，项目绩效

指标总体上较为明确。但存在项目产出目标中的数量目标与项目计划任务数未

对应的情况，如绩效目标中的“国际高端智库交流活动次数≥6次”未与预算

构成中一带一路智库交流 3次，每次 12.60万元对应。

指标得分：2.00分

应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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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1.预算编制科学性”评价底稿

项目名称：2019年一带一路智库纽带建设项目

项目单位：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指标解释
项目预算编制是否经过科学论证、有明确标准，资金额度与年度目标是否相适

应，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合理性情况。

指标权重 4分

评价标准

指标目标值：科学合理

指标目标值依据：计划标准

指标评分细则：

①预算编制经过科学论证，得 1分；②预算内容与项目内容匹配，得 1分；③

预算额度测算依据充分，按照标准编制，得 1分；④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

资金量与工作任务相匹配，得 1分。

数据来源 预算材料

评价结果

指标评分过程：

国研院按照市财政局的预算编制规定，每年第四季度着手编制下一年度的经费

预算收支草案，经院领导集体审议通过后，按有关程序上报。财务科长负责年

度单位预算执行情况的检查和下一年度经费预算的编制。国研院严格按照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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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一带一路智

库纽带建设项目经费预算为 300万元，包括智库交流精英和提升话语权纽带连

接两个子项目。其中，智库交流精英项目预算为 46.80万元，包括 6批次 SWP、
DIE等中青年研究人员交流项目和 3次一带一路智库交流活动；提升话语权纽

带连接项目预算为 253.20 万元，包括计划参与 8次国际展望圆桌、中巴经济

走廊等国际会议或交流活动和出版 4 期 CQISS 合作英文期刊。本项目预算构

成与项目内容相匹配，编制较为合理。但 2019年共计参与一带一路智库交流

活动 9次，且每次费用低于预算编制的 12.60万元，预算确定的项目资金量与

实际相差较多。

指标得分：3.00分

应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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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2.资金分配合理性”评价底稿

项目名称：2019年一带一路智库纽带建设项目

项目单位：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指标解释
项目预算资金分配是否有测算依据，与补助单位或地方实际是否相适应，用以

反映和考核项目预算资金分配的科学性、合理性情况。

指标权重 2分

评价标准

指标目标值：合理

指标目标值依据：计划标准

指标评分细则：

①预算资金分配依据充分，得 1分；②资金分配额度是否合理，与项目单位或

地方实际相适应，得 1分。

数据来源 预算材料、财务明细账

评价结果

指标评分过程：

2019年一带一路智库纽带建设项目经费预算为 300万元，包括智库交流精英

项目 46.80万元和提升话语权纽带连接项目 253.20万元。截至 2019年底，智

库交流精英项目实际支出 20.48 万元，提升话语权纽带连接项目实际支出

279.11万元，预算执行率分别为 43.76%和 110.23%，项目资金分配的合理性有

待进一步提升。

指标得分：1.00分

应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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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1.预算执行率”评价底稿

项目名称：2019年一带一路智库纽带建设项目

项目单位：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指标解释

项目预算资金是否按照计划执行，用以反映或考核项目预算执行情况。预算执

行率=（实际支出资金/实际到位资金）×100%。实际支出资金：一定时期（本

年度或项目期）内项目实际拨付的资金。

指标权重 5分

评价标准

指标目标值：100%

指标目标值依据：计划标准

指标评分细则：

预算执行率为 100%，得满分；每低于 1%，扣权重的 5%，扣完为止。

数据来源 财务凭证、财务明细账

评价结果

指标评分过程：

2019年一带一路智库纽带建设项目经费预算为 300万元。截至 2019年底，项

目实际支出 299.59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99.86%。

指标得分：4.97分

应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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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2.资金使用合规性”评价底稿

项目名称：2019年一带一路智库纽带建设项目

项目单位：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指标解释
项目资金使用是否符合相关的财务管理制度规定，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资金的

规范运行情况。

指标权重 4分

评价标准

指标目标值：合规

指标目标值依据：法定标准

指标评分细则：

①资金使用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

规定，得 1分；②资金的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得 1分；③符合项目

预算批复或合同规定的用途，得 1分；④不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

等情况，得 1分。

数据来源 财务凭证、财务明细账

评价结果

指标评分过程：

在一带一路智库纽带建设项目资金使用方面，国研院能够严格按照国家相关法

律法规执行：国研院的支出必须按照预算和事业单位经费列报口径及支出标准

等规定列支。专项经费专款专用。财务科应定期分析国研院全部经费使用情况，

并及时上报院领导。所有经费支出报销的原始单据必须合法有效，要求做到内

容完整、填写规范、大小写金额相符、不得任意涂改等。财务科应指定专门人

员先对原始凭证的合法性、完整性等内容进行审核，再由经办人员按国研院的

审核、审批权限批准后报销。项目组并未发现截留、挤占、挪用等违规情况。

指标得分：4.00分

应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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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3.会计信息质量”评价底稿

项目名称：2019年一带一路智库纽带建设项目

项目单位：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指标解释 考察国研院会计记录是否真实、完整、及时。

指标权重 3分

评价标准

指标目标值：真实、完整、及时

指标目标值依据：法定标准

指标评分细则：

会计记录真实、完整、及时，得满分；一项不满足，扣 1分，扣完为止。

数据来源 财务凭证

评价结果

指标评分过程：

通过项目调研，国研院认真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事业单位会

计制度》和《企业会计制度》等法律、法规。为规范会计核算行为，保证财务

管理工作依法有序进行，确保各项资金正常运转及合理使用，结合国研院业务

要求制定了财务会计相关管理办法。为全面推进创新型国际问题研究智库的建

设，进一步完善国研院科研外事活动制度化建设，国研院制定了《上海国际问

题研究院科研外事活动经费管理办法》，明确了外事接待，国内、国际学术研

讨会，外埠出差费用及组团出访以及参加国外研讨会等费用的详细分配。此外，

国研院还参照国家有关规定，制定了《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因公国内和市内出

差报销规定（试行）》，规定费用超出国家规定者由院长基金予以补贴。国研院

人员国内和市内公务出差报销实行分级审批和主管院领导集体负责制。国研院

人员因公需要国内出差者应先从内网填写国内出差申请登记表，经内网流转，

手续齐全后方可报销。凡院自筹资金承担的组团出访活动或出国参加研讨会，

由该团负责经费的同志认真编制出访计划，按实填写出访预算，通过院审批程

序后交财务科。资金拨付申请、审批手续完整，未见不符合规定的情况、未见

相关会计记录出现不真实、不完整等情况。

指标得分：3.00分

应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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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1.管理制度健全性”评价底稿

项目名称：2019年一带一路智库纽带建设项目

项目单位：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指标解释
项目实施单位的财务和业务管理制度是否健全，用以反映和考核财务和业务管

理制度对项目顺利实施的保障情况。

指标权重 4分

评价标准

指标目标值：健全

指标目标值依据：计划标准

指标评分细则：

①项目具有必要的财务和业务管理制度，得 2分；②财务和业务管理制度是否

合法、合规、完整，得 2分。

数据来源 管理制度

评价结果

指标评分过程：

目前国研院与一带一路智库纽带建设项目有关的财务制度包括《财务管理办

法》、《会计人员岗位责任制度》、《财务票据管理办法》、《会计档案管理办法》

等；与本项目经费管理有关的内部控制制度包括《预算管理和编审办法》、《日

常经费管理办法》、《专项经费管理办法》、《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科研人员考核

办法与奖励标准（试行稿）》等；以及其他制度包括《科研考核标准》、《人事

管理制度》、《人才基金科研经费管理办法》等。此外为加强院内人员因公出国，

2016年出台的《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因公出国（境）管理规定》以及《关于

购买公务机票的管理细则》，进一步规范因公出国（境）申报流程，提高因公

出国（境）相关手续的办理效率。各项制度均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国研院

的实际情况设计，制度内容详实、操作性强，对于规范一带一路智库纽带建设

项目在学术交流、人员出国派遣、研讨会议接待等方面起到有效作用。对于互

派访问学者、与国内外相关研究机构建立合作机制、外埠出差费用及组团出访

以及参加国内外研讨会等方面，除了在财务方面有明确的规定外，在业务流程

及各自权责等方面并未进行规定，缺乏相应的风险防范制度。

指标得分：3.00分

应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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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2.制度执行有效性”评价底稿

项目名称：2019年一带一路智库纽带建设项目

项目单位：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指标解释
项目实施是否符合相关管理规定，用以反映和考核相关管理制度的有效执行情

况。

指标权重 4分

评价标准

指标目标值：有效

指标目标值依据：计划标准

指标评分细则：

①项目实施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相关管理规定，得 1分；②项目调整及支出调

整手续完备，得 1分；③项目合同书、验收报告、技术鉴定等资料齐全并及时

归档，得 1分；④项目实施的人员条件、场地设备、信息支撑等落实到位，得

1分。

数据来源 管理制度

评价结果

指标评分过程：

通过调研，国研院一带一路智库纽带建设项目各个环节均按照《财务管理办法》

《会计人员岗位责任制度》《财务票据管理办法》《会计档案管理办法》《预算

管理和编审办法》《日常经费管理办法》《专项经费管理办法》《上海国际问题

研究院科研人员考核办法与奖励标准（试行稿）》《科研考核标准》《人事管理

制度》《人才基金科研经费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执行，在院内办公自动化系

统管理软件上进行操作，使用规范，能够有效贯彻各项制度。

指标得分：4.00分

应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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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1.CQISS期刊出版情况”评价底稿

项目名称：2019年一带一路智库纽带建设项目

项目单位：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指标解释
考察国研院英文学术期刊《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季刊》（China Quarterly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出版情况。

指标权重 3分

评价标准

指标目标值：完成

指标目标值依据：计划标准

指标评分细则：

CQISS期刊出版期数≥4期，得满分；每少 1期，扣 1分，扣完为止。

数据来源 项目实施计划、完成情况

评价结果

指标评分过程：

《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季刊》（China Quarterly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由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与世界科技出版公司和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于 2015年初

联合推出。季刊重点研究在全球性和地区性事务中，中国所扮演的角色和承担

的责任，中国的战略愿景及其政策关切，为英语国家的读者提供了全新的中国

视角。季刊内容涉及中国国际战略、中国外交政策、世界经济、全球治理、国

际安全、地区政治和国际体系转型等多方面的议题。上海国研院 2019年针对

一带一路相关项目按季度共计出版期刊 2期，出版任务未全部完成。

指标得分：1.00分

应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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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2.专著/论文集出版情况”评价底稿

项目名称：2019年一带一路智库纽带建设项目

项目单位：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指标解释 考察国研院有关于一带一路专著或论文集的出版情况。

指标权重 3分

评价标准

指标目标值：完成

指标目标值依据：计划标准

指标评分细则：

出版专著/论文集≥6本，得满分；每少 1本，扣 1分，扣完为止。

数据来源 项目实施计划、完成情况

评价结果

指标评分过程：

2019年国研院出版有关于一带一路主题的专著/论文集共 9本，包括《从世博

会到进博会》《北极合作的北欧路径》《上海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报告》《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一带一路”与中东欧》《“一带一路”倡议与欧盟多

瑙河地区战略对接研究》《一带一路构建亚欧经济伙伴关系》《中国的大国崛起》

和《一带一路：构筑亚欧经济伙伴关系》。

指标得分：3.00分

应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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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3.国际智库精英交流情况”评价底稿

项目名称：2019年一带一路智库纽带建设项目

项目单位：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指标解释 考察国际智库精英交流的完成情况。

指标权重 3分

评价标准

指标目标值：完成

指标目标值依据：计划标准

指标评分细则：

国际智库精英交流批次≥5次，得满分；每少交流 1次，扣 1分，扣完为止。

数据来源 项目实施计划、完成情况

评价结果

指标评分过程：

国研院 2019年一带一路智库纽带建设项目是根据国家总体外交和上海对外发

展战略要求开展，旨在建设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智库，加强人才队伍和智库

能力建设，提高国研院在学术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将国研院建设为国内外问

题研究相结合、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综合性国际先进智库。项目实施内容包括

与美国、德国等高端智库互派中青年研究人员进行学术出访交流，与一带一路

沿线智库开展深度交流等。2019年国研院共有 23批 45 人次出访，出访国家

包括芬兰、瑞典、挪威、埃及、捷克、克罗地亚等 29个国家，参与包括“中

国在北极：中芬北合作的机遇和挑战”、“一带一路对中东欧地区和东南亚经济

与战略影响”、“新时期的中克关系”等主题的学术研讨会、调研、论坛和人文

交流活动。同时，2019年国研院完成了 68批超过 300人次的外事接待工作，

接待了来自意大利、匈牙利、丹麦、委内瑞拉等国家的代表团和学者，开展关

于中美关系、全球能源市场与治理、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等主题的研讨会，

深度交流各方对于一带一路发展的见解和成果。

指标得分：3.00分

应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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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4.国际智库交流活动情况”评价底稿

项目名称：2019年一带一路智库纽带建设项目

项目单位：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指标解释 考察国际智库交流活动的完成情况。

指标权重 3分

评价标准

指标目标值：完成

指标目标值依据：计划标准

指标评分细则：

国际智库交流活动次数≥11次，得满分；交流活动每少 1次，扣 0.5分，扣完

为止。

数据来源 项目实施计划、完成情况

评价结果

指标评分过程：

2019年国研院计划召开联合研究专题会议 11次以上，实际召开 9场次，包括

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五年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中国—

哈萨克斯坦全方位合作国际研讨会、2019非洲论坛、中美经济对话、《上海服

务“一带一路”建设蓝皮书》报告发布会、北极圈论坛分论坛：中国与北极—

—冰上丝绸之路、2019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海友诚合作论坛、“用好进口博

览会机遇，建设长三角高质量营商环境”国际研讨会和国际展望圆桌会议“百

年变局、地区秩序与中国外交”。

指标得分：2.00分

应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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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5.协作研究项目完成情况”评价底稿

项目名称：2019年一带一路智库纽带建设项目

项目单位：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指标解释
考察国研院与外交部、国台办、财政部、海洋局等部门协作研究项目的完成情

况。

指标权重 3分

评价标准

指标目标值：完成

指标目标值依据：计划标准

指标评分细则：

协作研究项目≥5项，得满分；协作研究项目每少 1项，扣 0.6分，扣完为止。

数据来源 项目实施计划、完成情况

评价结果

指标评分过程：

2019年国研院计划与外交部、国台办、财政部、海洋局等部门协作研究项目 5
项以上，实际与外交部协作研究项目 1项。

指标得分：0.60分

应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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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1.项目完成及时性”评价底稿

项目名称：2019年一带一路智库纽带建设项目

项目单位：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指标解释 考察国研院一带一路智库纽带建设各项工作是否及时按计划完成。

指标权重 5分

评价标准

指标目标值：及时

指标目标值依据：计划标准

指标评分细则：

全部及时完成，得满分；一项未及时完成，扣 1分，扣完为止。

数据来源 项目实施计划、完成情况

评价结果

指标评分过程：

2019年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一带一路智库纽带建设项目总体完成情况良好，

计划的各项会议、活动均按时完成，相关组织、主持、参与等多项工作完成及

时性情况良好，但存在 CQISS期刊出版和智库交流活动计划未达成的情况。

指标得分：3.00分

应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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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1.推动上海服务一带一路建设”评价底稿

项目名称：2019年一带一路智库纽带建设项目

项目单位：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指标解释
考察有关一带一路智库纽带建设工作是否能有效推动上海服务国家“一带一

路”建设发挥桥头堡作用。

指标权重 5分

评价标准

指标目标值：完成

指标目标值依据：计划标准

指标评分细则：

①为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展建言献策；

②开展上海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相关研究；

符合所有条件，得满分，一项不符合，扣 3分，扣完为止。

数据来源 立项文件

评价结果

指标评分过程：

2019年度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积极服务上海一带一路建设工作，主要工作成

效有三个方面。第一，与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和上海市人民对外友好协

会联合主办“2019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海友好城市合作论坛”，论坛主题为

“共享进博机遇、同促开放合作”。本次论坛是服务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的配套活动之一，同时也是上海外事部门配套进博会举行的最大规模论坛活

动。本次论坛的举办得到了国际友城朋友的热情回应，与会中外嘉宾认为，借

助这一平台，促进了不同国家、城市之间的交流对话，期待今后与上海共同深

化经贸、人文领域交流合作，为进博会注入新活力，开拓合作新机遇。第二，

与市外办、市档案局、市政府新闻办、市对外协会和东方网联合主办“跨越太

平洋的交流与合作——上海纪念中美外交 40周年”图片展。图片展以上海和

美国地方城市的交流交往为切入点，以 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为时间轴，用

300余张珍贵图片，展现上海见证、参与、推动中美关系各方面发展的重要历

史瞬间和交流成果，让中美观众真切感受到 40年来，中美关系在风雨前行中

取得的历史性发展，印证了民间交流合作是两国关系发展的源头活水，也是两

国关系发展的民意所向。第三，在市商委、市外办的指导下，主办“用好进口

博览会机遇、建设长三角高质量营商环境”国际研讨会，与会代表畅谈进口博

览会与长三角营商环境一体化建设，探讨优化长三角高质量营商环境的新思路

新举措。来自上海、江苏、浙江的与会嘉宾高度肯定了此次国际研讨会，并认

为这一交流平台极大的促进了三省一市的对话交流，希望未来能有更多机会与

其他兄弟省市的各界代表深化交流合作。有关一带一路智库纽带建设工作有效

推动了上海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发挥桥头堡作用。

指标得分：5.00分

应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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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2.搭建一带一路沿线智库交流平台”评价底稿

项目名称：2019年一带一路智库纽带建设项目

项目单位：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指标解释
考察有关一带一路智库纽带建设工作是否能成功搭建一带一路沿线智库交流

平台。

指标权重 5分

评价标准

指标目标值：完成

指标目标值依据：计划标准

指标评分细则：

成功与国内外智库签订新的交流合作协议，得满分；与原有一带一路智库纽带

展开交流，得权重的 80%；未能与有关一带一路智库纽带展开交流，不得分。

数据来源 相关文件

评价结果

指标评分过程：

2019年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在原有一带一路沿线智库交流平台的基础上，进

一步建设中国-中东欧“16+1”智库纽带、中国-俄罗斯中亚“战略对接“智库

纽带、中国-东北亚-北欧“冰上丝绸之路”、中国-非洲“可持续发展智库纽带”、

中国-东南亚“互联互通”智库纽带、中国-美国-德国“全球治理”智库纽带等。

2019年与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续签了交流合作协议，与哥伦比亚麦

德林市行政金融和技术大学、哈萨克斯坦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缅甸战略与

国际问题研究所、伊朗确认国家利益委员会新签了交流合作协议。

指标得分：5.00分

应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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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3.有关一带一路战略和政策研究成果”评价底稿

项目名称：2019年一带一路智库纽带建设项目

项目单位：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指标解释
考察有关一带一路智库纽带建设工作是否能有效促进一带一路有关战略和政

策研究。

指标权重 5分

评价标准

指标目标值：完成

指标目标值依据：计划标准

指标评分细则：

提出有关一带一路新政策和研究成果，得满分；未形成新的理论或观点，不得

分。

数据来源 期刊研究

评价结果

指标评分过程：

2019年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依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上海工作时的讲话，根据上海市委市政

府的需求，积极开展有关一带一路战略和政策的研究工作。2019年 3月 16日
国研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共同发布《上海服务“一

带一路”建设报告（2018）》（以下简称“蓝皮书”）暨系列报告。此蓝皮书是

国内第一本系统分析地方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研究报告。发布会还发布了

三份专题报告，分别为：《上海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上海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最佳案例 2018》和《上海服务“一带一路”

建设：数据分析 2018》。作为国内第一本研究地方服务“一带一路”实践的专

题报告，蓝皮书系统分析和阐述了上海作为创新发展先行者和改革开放排头

兵，在驱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领域的引领作用。蓝皮书对上海服务“一

带一路”建设 5年来特别是 2018年所取得的进展、有待提升的空间等作了全

面考察，不仅为持续观察上海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证

基础，也为国内其他地方省市区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上海经验。

指标得分：5.00分

应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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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4.有关一带一路战略舆论传播水平”评价底稿

项目名称：2019年一带一路智库纽带建设项目

项目单位：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指标解释
考察有关一带一路智库纽带建设工作是否能有效促进一带一路相关倡议政策

解读传播。

指标权重 5分

评价标准

指标目标值：完成

指标目标值依据：计划标准

指标评分细则：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相关倡议、政策解读，促进理解传播，得满分；未进

行相关政策解读，不得分。

数据来源 期刊书籍

评价结果

指标评分过程：

2019年 5月 28日国研院举办《“一带一路”与中东欧》（中文版）及《“The Belt
and Road” and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英文版）新书发布会暨对“中国

—中东欧国家合作”的未来展望研讨会。本次会议发布的新书精心收录了来自

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克罗地亚、罗马尼亚等多个中东欧国家及我国

的数十位知名学者的研究精华，分地区篇、国别篇、领域篇三大板块，全面回

顾了中国和中东欧各国的合作成果，深入审视了“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中

东欧合作的现状与未来。全书观点深刻，见解独到，充分体现了中国与中东欧

学者对这一跨领域合作的深度关切和积极探索。同时，围绕一带一路战略相关

工作，国研院 2019年完成发表一带一路主题论文 11篇，发表内参 10篇，出

版专著/论文集 9本，发表专业文章 11篇，开展课题 1项。一带一路智库纽带

建设项目在推动国际学术合作，拓展国际交流方面取得了进展，有效的提升了

国家有关一带一路战略相关政策解读传播的水平和范围。

指标得分：5.00分

应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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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5.一带一路相关人才培养”评价底稿

项目名称：2019年一带一路智库纽带建设项目

项目单位：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指标解释 考察有关一带一路智库纽带建设工作是否能有效促进一带一路相关人才培养。

指标权重 5分

评价标准

指标目标值：完成

指标目标值依据：计划标准

指标评分细则：

通过访学、与国外知名智库互派学者交流等方式，推动院内一带一路相关人才

专业知识的培养，得满分；否则，不得分。

数据来源 统计数据

评价结果

指标评分过程：

上海国研院接待了来自摩洛哥新南方政策中心青年经济学家 Badr Mandri、德

国杜伊斯堡-艾森大学东亚研究院博士（在读）Miquel Salvado Gracia和阿斯塔

纳科学综合体中国与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Kozhirova Svetlana，3位学者。全年共

派出 23批 45人次出访，参与包括“中国在北极：中芬北合作的机遇和挑战”、

“一带一路对中东欧地区和东南亚经济与战略影响”、“新时期的中克关系”等

主题的学术研讨会、调研、论坛和人文交流活动。同时，派出院内中青年研究

人员参与国外 SWP、DIE等知名智库的交流项目。

指标得分：5.00分

应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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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1.政策使用对象满意度”评价底稿

项目名称：2019年一带一路智库纽带建设项目

项目单位：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指标解释

考察一带一路政策咨询使用对象对国研院有关一带一路智库纽带建设工作的

满意度。据满意度问卷，满意度等级从非常满意到非常不满意的权重分别为

100%、80%、60%、30%、0％，则满意度 Y=（非常满意数×100%+比较满意

数×80%+一般×60%+较不满意数×30%+不满意数×0％）/调查问卷回收总数

×100%。

指标权重 6分

评价标准

指标目标值：90%

指标目标值依据：计划标准

指标评分细则：

满意度达到 90%及以上，得满分；每降 1%，扣权重分值的 5%，扣完为止。

数据来源 问卷调研

评价结果

指标评分过程：

2019年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与中外办、外交部、中联部、国台办、财政部、

等中央部委办的交流日益密切，成为相关领导到上海调研的重要基地。通过调

研，我们了解到大部分服务对象对于国研院的工作较为满意，最终认为服务对

象满意度的业绩值为 96.00%。

指标得分：6.00分

应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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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1.社会媒体评价情况”评价底稿

项目名称：2019年一带一路智库纽带建设项目

项目单位：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指标解释 考察社会媒体对国研院一带一路智库纽带建设工作的评价情况。

指标权重 3分

评价标准

指标目标值：评价良好

指标目标值依据：计划标准

指标评分细则：

评价良好，得满分；评价一般，得权重的 60%；有所批评，不得分。

数据来源 媒体报道情况

评价结果

指标评分过程：

2019年，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为主线，继

续积极探究国际格局变革之道，紧密围绕国家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

关系框架目标，部署力量开展一带一路战略性和前瞻性研究，积极提供大量决

策咨询和政策建议，主动参与国内外一带一路出访推广工作。同时通过网站、

微信公众号和其他形式，解度国际形势，传递学者声音。国研院和上海外办共

同开展的《跨越太平洋的交流与合作——上海纪念中美建交 40周年》图片展

在上海和休斯顿两地展出，在中美关系面临重大的调整关头，呼吁中美关系登

高望远、抓住机遇、管控分歧。图篇展期间，上海市政府新闻办联合上海日报、

ShanghaiEye、第六声、一财全球等外宣媒体，运用全网互推、素材二次开发

等手段在 Facebook、Twitter、Instagram等平台进行聚合传播。

指标得分：3.00分

应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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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2.相关部门对外事工作的评价情况”评价底稿

项目名称：2019年一带一路智库纽带建设项目

项目单位：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指标解释 考察相关政府部门对国研院一带一路智库纽带建设工作的评价情况。

指标权重 3分

评价标准

指标目标值：评价良好

指标目标值依据：计划标准

指标评分细则：

评价良好，得满分；评价一般，得权重的 60%；有所批评，不得分。

数据来源 统计数据

评价结果

指标评分过程：

2019年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积极服务中央和上海的外事外交工作，完成一带

一路主题内参 10篇，多份内参获得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等部门的感谢函。上海

人民政府对外事办公室对国研院在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海市—新加

坡全面合作理事会第一次会议等重大会议期间对上海外事活动保障工作的全

力付出和精细工作表示感谢。上级领导部门对 2019年国研院的工作高度评价。

指标得分：3.00分

应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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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3.上级部门批示率”评价底稿

项目名称：2019年一带一路智库纽带建设项目

项目单位：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指标解释 考察上级部门对国研院一带一路智库纽带建设工作形成内参的批示情况。

指标权重 3分

评价标准

指标目标值：20%以上

指标目标值依据：计划标准

指标评分细则：

批示比例大于等于 20%，得满分；大于等于 10%，低于 20%，得权重的 60%；

低于 10%，不得分。

数据来源 统计数据

评价结果

指标评分过程：

2019年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积极服务中央和上海的外事外交工作，完成一带

一路主题内参 10篇，参共得到中央委员批示 1次，批示率 10%。

指标得分：1.80分

应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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