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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遂自荐我们的 CZZC

黄建钢

这与其说是毛遂自荐，不如说是向各位领导汇报我们

CZZC 的一些基本情况。

CZZC 是什么？是“浙江舟山群岛新区研究中心”的英文

简称。我们是 2012 年在新区批复一周年之际，在各方同志

的努力下成立的。那时候与学校社科联是“两块牌子一套人

马”。当时的主任是由学校社科联主席兼任的。我们的副主

领导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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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都是社科联的副主席，也都是各个文科学院的院长。

在经过七年的奋斗，我们终于在 2018 年的 10 月获得了

“浙江省新型高校智库”的认定。我们是从 2014 年就以“智

库”为目标而运行的。当时，教育部的政治学、社会学和民

族学三个学科的学科组在我们这里开了一个教育部的学科

组会议。他们当时拿出来一份文件，是教育部征求他们意见

的，内容是关于建立“新型高校智库”的。看了之后，突然

想到，这个研究中心从建立一开始我们的运行方案中就提的

是要以“智库”为目标。它应该是现在国内比较早的以“智

库”为目标运行的一个研究机构。当时，我们起草过一个运

行方案，得到过夏宝龙省长的批复，也得到过舟山市委梁黎

明书记的批复。他们都非常赞同，我们学校为舟山新区服务

应该有这么一个新区研究中心。

到了 2016 年浙江省教育厅开始启动“新型高校智库”

建设时候，我们第一次也报了。徐汉祥副校长当时给予我们

很大的鼓励，支持我们申报。我们也做了很认真的准备申报。

但是非常遗憾，第一批我们没有申报上。这个原因是多方面

的，主要是我们的水平和层次还要差一些。我们毕竟是在舟

山。它既不在杭州，也不在宁波。舟山是一个群岛。到了 2018

年年初，省教育厅又启动了第二批申报工作。学校包括我们

徐汉祥副校长再次支持我们。

我们在 2017 年年底时已经完成新区研究中心班子的调

整工作。我们过去是由文科学院的院长来兼我们研究中心副



主任的。但现在我们基本上是纯教授在兼任。我们新班子里

面有一个是殷文伟处长。他是地方合作处处长。我们新区研

究中心主要是要为舟山的区域经济发展服务。这跟地方合作

处就有很密切的关系。那么，除了殷文伟处长兼常务副主任

之外，我们现在都是专职的教授在做。里面有我们的耿相魁

教授，有我们周学锋教授，还有我们王建友副教授，等等。

我们现在这种状态是一种接近于“半专职”的状态。他们没

有其它的行政工作，现在基本上都是专职在做这个事情。他

们的专业方向也与“智库”的内容相关。

当时我们接到这个任务之后，我们就发挥了我们团队合

作合力的作用。几个成员在资料收集、报告起草和报告修改

完善等负面进行工作。这是我们这次能够申报成功的一个关

键前提条件。当然，也尤其是与学校和分管科研的校长的支

持密切相关。

我们在做的时候就发现，这个新区研究中心自有它特有

的特点。它的特点在哪里？翻开我们的介绍，大家就可以看

出来，我们前面的目录实际上就是我们“智库”发力的方面。

1、我们特别注重一种“媒体发力”

我们把媒体不仅仅是当作报道我们活动的媒介和载体，

而是要通过媒体把我们研究的成果及时地发送出去。这是我

们“智库”的一个重要的理念。我们不仅要作用于政府，更

要作用于社会。很多时候，政府也是存在社会中的。比如，

我们在《舟山日报》上就发过很多的东西。我们有不少领导



他虽然不是从内参里面看到我们研究的内容，但是他们从

《舟山日报》上看到了我们一些的观点，了解了我们的一些

研究动向。还有，我们也通过浙江日报舟山新区分社副社长

林上军先生，经常把我们的一些观点发表在《新闻客户端》

上。所以，媒体在我们的概念当中，不是简单的报道媒介，

而是我们提供“智力”的一个渠道。在这方面，在现在浙江

省内的“智库”当中，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应该是比较好的。

现在浙江省级智库当中，有的内参做得很好，但在影响社会

的媒体方面，就不如我们做得那么有意识。

2、我们有一个较好的还在发展的网站

现在“智库”的网站是，有的有，有的甚至还没有。我

们一开始就有了网站。网址是：http://czzc.zjou.edu.cn。

现在网站在办得越来越好。这个网站现在有两个名字。一是

“中国新区智力网”，二是“中国舟山智力网”。现在 “百

度”上，已经可以搜索到“中国新区智力网”。全国 19 个新

区网在这个网上都有链接。从这个网站基本可以了解全国国

家级新区的发展状况。所以，这个网站说明，我们虽然身在

海岛，但是我们胸怀全国。我们也在通过这个网站与我们中

国的国家级新区保持常态联系。我们希望能做国务院发改委

关于“国家级新区”的发展“智库”。我们瞄准的就是这样

的目标。我们在开第二届国家级新区发展论坛的时候，就把

国务院发改委体改司试点处的处长也请来了。她的发言对我

们的启发很大，对我们也有很大的肯定。现在看，我们瞄准

http://czzc.zjou.edu.cn


的方向是对的。国家级新区的发展需要这样的智库。但是，

也应该看到，我们还是有差距的。

3、我们有一定影响力的研讨会平台

通过举办研讨会、论坛来发力我们“智库”的智力是我

们又一个特点。我们这几年已经在我们学校举办了好几个比

较有影响的研讨会和论坛。比如说，我们和学校马克思主义

学院一起举办的习近平海洋思想学术论坛，到现在已经举办

了四届。我们还举办过“国家级新区发展论坛”“东海海洋

社会学论坛”等等。现在，国内能持续地开下去的“智库”

论坛和研讨会已经不多。我们算是其中一个。我们举办第一

届习近平海洋思想学术研讨会时，新华网、人民网都进行过

一些比较充分的报道，产生了较好影响，还获得过省委常委、

宣传部长葛慧君的批示。

4、我们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内参系统

我们办过《浙江舟山群岛新区研究内参》和《浙江舟山

群岛新区研究报告》两个内参性的东西。它们一短一长、一

精一细地反映了对舟山群岛新区以及浙江省经济和社会发

展状况的研究成果。其中，《研究内参》，我们到春节前已经

编辑了 140 期，相当于半月一期。仅从省内来讲，编辑的内

参数量上来讲，我们也是最多之一。而且，我们这里获得的

批示也是不少。从省委书记、省长，到省委常委，到副省长，

再到舟山市委书记、市长，总计获得的批示有 40 多件。这

也是一种很重要的“智库”发力形式。



我们就是根据了这些情况，我们才申报并且成功认定成

为了“浙江省新型高校智库”。当然，我们还做了很多的课

题，尤其是关于舟山新区发展的课题。在这方面，舟山新区

发展研究院曾经给了我们很多的机会。我们也一起合作包括

举办前面所说的很多研讨会和论坛，比如说“国家级发展论

坛”当时就是我们跟舟山新区发展研究院一起办的。

所以，我们都非常高兴。我们要把这种鼓励化为我们的

一种动力。我们要下一步把这个好好地研究一下，扎扎实实

地研究，出一些让人信服的成果。其实，真正地要把“智库”

建设好，以创新的思维工作还是第一位的。我们也希望能得

到政府、社会、领导和热心“智库”人士的大力支持。最大

的支持就是给我们下达研究任务。

（作者单位：浙江海洋大学二级教授）

总编：黄建钢 终审：耿相魁 责任编辑：张曼

地址：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临城街道海大南路 1 号文理楼 224-2 室

邮编：316022 电话：0580—2267345；15088876277

电子邮箱：czzc2011@126.com 网址：http://czzc.zjo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