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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新型知识产权智库体系建设

思路研究

肖兴威

智力资源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宝贵的资源。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不难发现，

任何一个强国的崛起，都需要思想、文化等软实力的支撑。a智库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内

容b，日渐成为国与国之间文化交往和思想碰撞的重要平台，在对外交流活动中发挥着不

可替代的作用c。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d是服务党和政府科学民主决策、破解新发展难题

的迫切需要，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的战略意

义。e同时，发出中国声音，传播中国智慧，增强我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展示新

时代我国的全球大国形象f，也迫切需要发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在文化交流、国际交往及维

护国家安全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作者简介：肖兴威，国家知识产权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知识产权局原党组成员、纪检组长

a 陈曦：《新型智库建设与提升中国话语国际影响力研究》，载《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

第91页。

b 查建国、张君荣：《智库是国家软实力重要组成部分》，载中国社会科学网2016年12月7日，http://ex.cssn.cn/sf/
bwsf_lllwz/201612/t20161207_3304693.shtml.

c 于运全：《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提升全球治理中的金砖国家思想力》，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站2018年7月25日，

http://www.scio.gov.cn/ztk/dtzt/37868/38577/38579/38586/38592/document/1632943/1632943.htm.
d 2013年4月，习近平主席作出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重要批示，指出：“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

部分，随着形势的发展，智库的作用会越来越大。要高度重视、积极探索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组织形式和管理形式。”

e 马欢、燕霞：《文化软实力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第五届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高层论坛综述》，载《前线》

2014年第7期，第36-38页。

f 辛闻：《新时代中国全球大国形象更加鲜明》，载中国网2019年10月18日，http://news.china.com.cn/txt/2019-10/18/
content_75315805.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