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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目的 /意义]知识服务创新是地方智库协同创新的关键驱动力,地方智库多主体协同创新的知识服务价值

共创活动将决定着协同创新系统的整体功能,研究地方智库协同创新知识服务价值共创机理,为价值共创活动的顺

利开展提供理论参考。 [方法 /过程]采用基于扎根理论思想的多案例研究方法,对案例数据进行编码分析,探究政

策、技术、经济和法治环境的影响,从“组织—资源—能力冶要素的协同来揭示地方智库协同创新知识服务价值共创

机理。 [结果 /结论]地方智库协同创新的各主体通过组织、资源和能力协同要素的联合互动和跨界融合,并在外部

影响因素的作用下,推动了地方智库协同创新系统中各协同要素的彼此协同促进。 地方智库在协同创新系统中发

挥优势,并在协同互促中形成地方智库协同创新的整体优势,有利于为地方党政等用户提供高效与高质量的思想成

果,以此实现集众智的价值共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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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nergy of Elements, Knowledge Service Innovation and Value Co-creation in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of Local Think Tanks

———Based on Service Dominant Log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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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urpose / Significance]Knowledge service innovation is the key driving force for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of local think tanks.
The knowledge service value creation activities of local think tanks and multi-agent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will determine the overall
function of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system, and study the co-creation mechanism of local think tank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knowledge
service value. The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of the value-creation activities provides a theoretical reference. [Method / Process]Adopting
the case study method based on grounded theory, the case data is coded and analyzed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policy, technology, econ鄄
omy and rule of law environment. From the synergy of " organization-resource-capability" elements, the mechanism of collaborative in鄄
novation value of local think tanks is revealed. [Result / Conclusion]The local think tanks collaborate with each other through the joint in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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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action and cross-border cooperation of organizational, resource and capacity synergy factors, an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external influ鄄
ence factors, promote the synergy between the synergistic elements in the local think tank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system. Local think
tanks play their own advantages in th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system, and form the overall synergistic innovation advantages of multiple
local think tanks in the synergy and mutual promotion, which is conducive to the provision of efficient and high-quality ideological a鄄
chievements for local party and government users. This realization sets the value of the wisdom of all.
Key words:local think tanks;collaborative innovation;knowledge service;value co-creation;mechanism model

0摇 引摇 言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在发展过程具有独特的国家和

地方情境。 中国加强特色新型智库体系建设,意味着

地方新型智库建设已经进入提升智库专业化发展能

力、提高智库资源的配置效率、改善智库市场环境的新

时代[1]。 当前,地方党委政府需要面向国家全面深化

改革和深度参与国际竞争等诸多发展机遇和严峻挑

战,地方党政部门决策咨询需求已经呈现出时效性、风
险性、科学性、预见性、系统性、战略性等特征。 面对地

方党政决策环境的变化和科学决策进程的不断推进,
地方智库建设即需要不断加强自身能力,更需要与其

他智库开展协同创新来满足地方党政部门的复杂性决

策咨询需求。 伴随着网络及大数据等技术的发展,地
方智库协同创新的知识资源整合与服务创新成为重塑

地方智库未来竞争力的重要驱动力。 为了加快知识整

合与创新,地方智库协同创新的实践已呈现出合作研

究、智库联盟和数据共享等协同创新模式,通过对智库

等多合作主体的数据、人才等资源的有效整合,为地方

党政等决策部门提供知识创新服务。 在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和加强地方智库建设的背景下,地方智库联盟以

及地方智库协同创新的主体将成为知识创新服务的重

要载体,地方智库的协同创新日益成为其自身发展的

重要生命线,而如何实现地方智库在协同创新过程中

的知识服务价值共创将成为新时代地方智库协同创新

的关键问题。

1摇 文献回顾

在协同创新理论研究中,有关多主体协同对知识

服务价值共创的研究成果表明,a. 服务主导逻辑已经

成为多主体协同创新价值共创的新理论和出发点[2];
b. 多协同主体积极发挥作用,投入创新资源和相应的

能力并与其他主体合作以实现知识服务的价值共

创[3];c. 多个创新主体间的相互交流有利于资源的整

合与服务创新,主体间的互动水平和资源整合能力将

决定知识服务价值共创的效果[4];d. 对于创新生态系

统来说,创新生态系统价值共创行为主要受到价值共

创超额收益分配比例、协调合作的成本、选择欺骗策略

收益以及单独采取合作策略收益和奖惩力度等一系列

因素的影响[5];e. 从价值共创的动态过程研究来看,知

识服务价值共创是图书馆、用户、出版社、电商及书店

等多个主体共同参与,多个主体通过网络进行的信息

交互,以网络服务平台为主要媒介的动态化过程[6];f.
基于赋能理论视角的价值共创研究表明,数字技术时

代,赋能作为价值网路中的行为主体开展价值创造,是
实现共生共赢和构建创新生态的主要途径[7];g. 从共

享经济视角的研究表明,共享经济模式的价值共创过

程离不开技术与平台,其中技术手段是重要的影响因

素[8];h. 从知识服务、价值共创与创新绩效的关系来

看,知识服务是创新的关键驱动力,知识服务的价值共

创过程包括价值共识、价值共生、价值共享与价值共赢

4 个要素,并在创新领导者的推动下,知识服务的内容

与价值共创的过程相互作用,共同促进知识服务转化

为创新绩效[9];i. 基于组织差异性视角的研究表明,各
主体之间的组织距离与产学研合作创新绩效之间是负

相关关系,价值共创在组织距离与产学研合作创新绩

效间具有中介作用[10]。
上述研究成果为分析地方智库协同创新知识服务

价值共创机理奠定了基础,但当前,地方智库协同创新

实践仍处在探索阶段,如何推动地方智库协同创新以

及知识服务价值共创问题需要深入研究。 首先,有关

价值共创较多是对过程、组织绩效、主体作用等方面的

研究,尚缺乏在网络及大数据等因素影响下对于地方

智库协同创新知识服务价值共创机理的深入剖析;其
次,现有文献鲜有以地方智库为研究对象并研究其知

识服务价值共创的机理问题。 因此,研究地方智库协

同创新知识服务价值共创机理,对于地方特色新型智

库建设、丰富和发展多主体协同的知识管理与资源服

务管理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2摇 研究设计与方法

摇 2. 1摇 研究方法摇 近年来,案例研究方法受到社会科

学学者们的重视和青睐,由于案例研究的重点是现实

的实际问题并适用于“Why冶和“How冶的问题[11],其主

要考量研究问题与情境契合性的研究设计逻辑[12],案
例研究方法适合于构建和发展理论。 因此,选择案例

研究方法将有助于本研究相关理论的构建和发展,同
时也将增强本研究的科学性和规范性。 首先,探索和

揭示地方智库协同创新过程中如何进行知识服务价值

共创,即是“为什么冶和“怎么样冶的研究问题,而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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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主要通过细致的证据呈现和原因分析,是非

常适用的研究方法[13];其次,探讨地方智库协同创新

知识服务价值共创问题的复杂性更适合用案例研究方

法来进行深入探索。 当前,地方智库间的协同创新问

题仍处在探索阶段,较难获取大样本来进行定量研究

并发现规律,案例研究比较适合分析与发掘地方智库

协同创新实践现象背后的逻辑和本质[14]。 最后,地方

智库协同创新的相关研究和知识服务价值共创机理都

尚处于理论前沿的探索阶段,鲜有文献探讨。 案例研

究有助于对地方智库协同创新实践现象背后的因果逻

辑进行深入系统性分析,有助于提炼理论研究框架,并
拓展已有研究[15]。
摇 2. 2摇 案例选择摇 综合考虑本文研究的问题和需要,
结合案例资料获取的实际情况,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地

方智库实践案例,资料主要来源于访谈资料、网络资

料、内部资料和文献资料等。
为确保研究样本的饱和度和研究案例的典型性,

在选取案例时主要遵循以下原则:其一是案例智库具

有不同的类型和组织隶属关系,这主要因为地方智库

的协同创新实践具有多主体合作的特征;其二是根据

理论抽样的典型性原则,本文选取的案例是具有多年

实践经验的地方智库,以及国内较为知名的地方智库;
其三是智库案例的相关数据获取较为充足,这些智库

成立时间较长或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其四是案例中的

地方智库在协同创新实践方面已经呈现出典型的协同

创新模式,并且案例智库的样本数量能够较好地涵盖

地方智库协同创新内涵;最后是地方智库在协同创新

实践中均有较强的代表性,如其协同创新模式形成的

主攻方向等特征。 综上,本文选择沿边 9 省区社会科

学院新型智库战略联盟、温州市智库、上海地区高校智

库联盟、吉林省智库联盟和山东省智库联盟 5 个实践

案例。
摇 2. 3摇 资料收集摇 为确保在智库协同创新实践经验

与做法的事实数据证据链基础上得出研究的构念和理

论模型,从而提高研究所得理论的信度和效度[16]。 本

文主要通过访谈、内部资料和文献资料搜集这三个方

面来收集研究所需的定性和定量数据资料。 具体过程

为:a. 通过实地调研和参与地方智库的课题研究等方

式获取了大量内部资料;b. 与相关受访者进行访谈,获
取了智库的总结报告及关于智库建设和发展的思路等

资料;c. 对网络等媒体报导和网站资料搜集,确保相关

智库的数据资料更为全面;d. 广泛搜索智库协同创新

实践案例的文献资料、与智库建设和评价有关的发展

报告等资料。 此外,在收集案例数据基础上,建立案例

数据库并对案例数据及文献资料进行分类。 经过对案

例数据进行多次编码分析与讨论,以此呈现证据链。

3摇 数据分析

摇 3. 1摇 数据编码摇 根据扎根理论思想,参照开放式、
主轴和选择性编码的三级编码方法对原始资料进行编

码分析[17]。 在编码之前,根据研究所得资料,明确研

究资料的具体内容与研究主题的密切度,主要通过对

地方智库相关访谈资料进行整理,对网络及文献等搜

集的资料进行筛选,再对整理和筛选后的资料进行标

识,形成本文运用扎根理论思想进行分析所需要的原

始资料。
3. 1. 1摇 开放式编码摇 开放式编码过程中,需要进

一步对原始数据进行再梳理和分析,将研究搜集的原

始资料描述性语句所内涵的表述进行概念化并将语句

概念化后分析其内在的逻辑关系,然后将具有逻辑关

系的概念进行重新组合,这将更准确地反映地方智库

协同创新知识服务价值共创的实际。 经对原始资料的

分析,首先从原始资料中梳理筛选出与知识服务价值

共创相关的原始语句;其次对这些原始语句进行初始

概念化;再次,需要考虑原始语句内涵的交叉,需要对

这些原始语句进行进一步归纳和提炼,把相关度较高

的概念进行集聚并实现范畴化;最后,将原始语句中出

现频次较低的语句删除,保留频次在三次以上的语句,
并在每个范畴中选择较具代表性的语句及其概念,以
确保理论构建的适用性。 对原始资料语句分析所形成

的概念及范畴,如表 1 所示。

表 1摇 开放式编码

原始资料语句概念化描述举例 初始概念 范畴

重视对数据的收集整理,形成了大量专题数据库,并面向实验室内部、会员及公众提供数据分析

服务
数据库建设与数据服务 数据资源共享

非常注重对多学科专家的汇聚,整合多领域专家对现实问题进行研究 多学科专家汇聚 知识资源整合

注重现代信息技术的运用,面向其他机构的研究需要提供数据分析服务 数据分析服务 技术资源支撑

通过构建轻松自由平等的沟通交流环境和举办与外界合作交流的各种论坛及研讨会,促进研究

所专家与外界进行知识创新
知识创新能力 知识生产能力

充分汇聚专家、民间、企业、官员和媒体等各方智慧,成立了智库联盟,建立智库之间长期、全面、
稳定的战略合作关系,为政府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提供智力支持

支撑决策 政策设计能力

智库主要通过网络宣传、研讨会、期刊书籍和各种媒体等手段传播其主张和成果 智库影响力 决策影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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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摇 开放式编码

原始资料语句概念化描述举例 初始概念 范畴

智库的发展将创新要素的整合视为加强其自身能力的重要基础
创新要素

整合能力
资源整合能力

推动沿边九省区特色新型智库战略联盟内部的深入合作 联盟组织 组织体系

具有自身特色的领导导向型“目标协同冶机制,形成了一种政府主导的“资源协同冶模式 合作机制 协同机制

科研组织管理方式创新包括研究项目的立项与结项管理创新和创新研究成果发布推广机制等 管理办法 管理制度

建立与高校、研究院所等开展合作研究的项目团队课题研究管理实行“课题小组负责制冶
合作研究

课题组制
合作团队

温州市出台促进以温州市决策咨询委员会为核心的智库协同发展相关政策
决策程序

管理办法
政策环境

经济改革与发展给社会带来的复杂性问题的增加 经济改革 经济环境

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等在决策咨询领域的应用加快 技术变革 技术环境

在当前地方社会复杂治理场域中,法治社会环境的诸多公共决策过程需要与更多复杂性和不确

定性进行博弈
法治社会 法治环境

摇 摇 3. 1. 2摇 主轴编码摇 主轴编码过程中需要围绕一

个概念范畴进行深度分析,将其作为一个主轴并探寻

与其他范畴的内在关系。 借助 Strauss、Corbin 提出的

主轴编码参考模型及模型工具[18],厘清已经提炼的范

畴之间的联系。 在对开放性编码分析得到的相关概念

进行分析后,发现概念间存在一定联系,经重新对案例

数据与理论文献间的不断地迭代和归纳分析后,将 16
个开放性范畴进一步归纳为 4 个副范畴,如表 2 所示。

表 2摇 主轴编码

主范畴 副范畴 开放性范畴

地方智库协同创新知识服务价

值共创

组织协同要素 组织体系,协同机制,管理制度,价值目标

资源协同要素 数据资源共享,知识资源整合,技术资源支撑,合作团队

能力协同要素 资源整合能力,知识生产能力,政策设计能力,决策影响能力

外部影响因素 政策环境,经济环境,技术环境,法治环境

摇 摇 3. 1. 3摇 选择性编码摇 选择性编码过程中主要是

通过描述现象的“故事冶内涵来梳理并发现核心范畴。
本文研究的核心范畴是地方智库协同创新知识服务价

值共创机理,它由组织协同要素、资源协同要素、能力

协同要素和外部影响因素 4 个主要范畴组成。 运用

“条件、行动、结果冶的“典范模型冶,经过对研究数据进

行“模型-数据-文献冶的多重迭代,然后与团队成员以

及多位教授研讨并征求意见和确认,使得研究所获得

的经验数据与现有文献达到基本一致。 本研究的选择

性编码过程展现的范畴关系结构及内涵,如表 3 所示。
表 3摇 范畴的典型关系结构

典型关系结构 关系结构内涵

组织协同要素———知识服务价值共创

组织协同要素是地方智库间建立的组织协同体系,如上海高校智库和温州市智库网络等建立的

区域性智库组织协同体系;在组织间建立协同管理部门的基础上,完善组织管理制度,创建协同

机制,并通过多种形式的合作研究等实现知识价值的共创,以满足地方党政部门决策咨询需要。
地方智库多协同主体间也将形成互惠、信任等关系,产生了知识价值效能扩大的共生效应,这反

映了互惠共生的管理理念

资源协同要素———知识服务价值共创

资源协同要素是地方智库间为整合各类协同主体的数据资源、人才资源、信息资源和技术资源

等,通过对显性、隐性知识的吸收和转化,达到知识价值增值的目的。 同时,也将产生各类资源

的整合价值大于单一资源要素总和的效应,这本质上体现了资源互动的管理思想

能力协同要素———知识服务价值共创

能力协同要素是地方智库多主体间通过组织协同和资源协同并有效整合各类专家等研究力量,
以及多种研究方法和数字等技术的综合运用,以有效提升研究成果质量和效果,更好地响应地

方党政部门等用户的决策咨询需求,这其中蕴含了动态能力的管理智慧

外部影响因素———知识服务价值共创
外部影响因素是在政策环境、技术环境、经济环境以及法治环境等不断变化下,促进地方智库协

同创新主体间的链接强度、透明度等中间变量间接影响地方智库协同创新价值共创活动

组织协同要素———资源协同要素———能力

协同要素———外部影响因素———知识服务

价值共创

地方智库协同创新在组织协同要素、资源协同要素、能力协同要素和外部影响因素间的相互促

进和共同作用下实现知识服务价值共创

摇 3. 2摇 构念的提炼与界定摇 为了进一步明确研究主

题中“地方智库协同创新知识服务价值共创机理冶所

涉及的关键概念,以及为了避免概念界定不清和对智

库实践事实的理解认识偏差,在此通过数据编码提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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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与现有文献进行多次比对,本文界定了研究内容涉

及的核心构念、子构念的内涵。
3. 2. 1摇 组织协同要素 摇 组织协同要素是指地方

智库协同创新混合型组织建立的服务地方党政等用户

需求的价值目标、创新的协同机制、完善的管理制度

等。 混合型组织通过重新设计和构建的组织结构和权

责体系等,实现了多类型地方智库主体间协同创新的

合作绩效。 地方智库协同创新实践案例中,已经初步

形成了由多个知识创新主体共同组成的混合型组织系

统,如智库联盟、协同创新网络等。 混合型组织的组织

结构和权责体系完善程度决定着地方智库协同创新系

统多协同主体间的知识整合创新的有序化水平。
3. 2. 2摇 资源协同要素 摇 资源协同要素是指地方

智库在一定区域内建立的协同创新系统中,将系统的

各个子系统中合作团队智慧力量、数据和技术等稀缺

的、现实以及潜在的知识资源进行有效整合,推动产生

大于资源要素总和的协同效应。 通过组织协同要素的

共同作用,推动了创新主体对知识资源的激活与有效

配置,促使其在协同创新系统中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和价值增值。 地方智库多主体间协同创新有效性离不

开强有力的资源保证。 因此,资源协同要素是协同创

新系统中的重要控制参量。
3. 2. 3摇 能力协同要素 摇 能力协同要素是指地方

智库协同创新系统中有效集聚多智库主体间的资源整

合、知识生产、政策设计、决策影响等能力要素,通过多

种能力的综合运用,以有效增强思想成果的质量、效果

和影响力,更好地响应地方党政部门等用户的决策咨

询需求。 能力协同效应的发生是动态能力理论在服务

创新领域的发展和应用[19]。 能力协同要素也是协同

创新系统中的重要控制参量。
3. 2. 4摇 外部影响因素 摇 外部影响因素是指在地

方智库协同创新过程中,起到不断刺激地方智库协同

创新平台或网络内多类型智库等协同创新主体间动态

交互变化的政策环境、技术环境、经济环境和法治环境

等外部因素。 这些因素也促进了地方智库协同创新主

体间的链接强度、透明度等中间变量,间接影响地方智

库协同创新中的知识服务价值共创活动。

4摇 研究发现

运用协同学原理,地方智库的协同创新是由地方

不同类型智库、相关企业等子系统共同组成的协同创

新系统,这与协同学所强调的系统自身的自组织性有

很强契合性。 地方智库协同创新系统的组织协同要

素、资源协同要素和能力协同要素对系统的知识创新

具有重要影响。 因此,地方智库协同创新系统在组织、
资源、能力要素协同的共同作用下,激发协同主体的知

识整合创新,激活系统的自组织性,从而实现系统整体

知识服务价值共创。
根据上述编码分析,本文将地方智库协同创新价

值共创的要素协同划分为:组织要素协同、资源要素协

同、能力要素协同和外部影响因素。 通过要素之间的

协同来推动地方智库主体发挥知识服务创新的优势,
满足地方党政等用户的决策咨询需求。 本文结合地方

智库协同创新的特点,融合组织动态能力和互惠共生

等基础理论,提出地方智库协同创新知识服务价值共

创的理论框架,如图 1 所示。

图 1摇 地方智库协同创新知识服务价值共创理论框架

摇 4. 1摇 组织要素协同摇 在地方智库协同创新案例中,
其一是温州地方智库组织体系建设形成了地方智库协

同创新组织协同的典型代表之一,高度重视智库组织

体系建设也是温州地方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着力点。
温州地方智库现已形成了以温州市委政策研究室和市

决策咨询委员会为核心的组织统领部门,即一个总部;
以温州市委市政府下属智库和高校及民间智库共同组

成的协同创新网络,并形成了党政智库、高校智库和民

间智库三个协同创新子网络。 温州地方智库所形成的

组织运行体系为温州地方智库有效开展协同创新创造

了良好条件。 其中,一个总部打破了地方智库独立封

闭、职能交错和信息不对称等阻碍协同创新的问题;减
少了组织领导的多头领导、课题研究重复率高、研究人

员力量分散等现象;实现了研究人才资源、信息资源、
资金保障等方面促进地方智库发展建设的所需资源的

高度整合。 三个协同创新子网络旨在统领全市党政部

门及县区研究部门、本地高校、民间智库等研究部门的

智力资源和数据资源;集聚智库管理单位管理者和实

践者、高校专业研究者、民间智库民情民意研究者的真

知灼见、理论见解和前瞻视野、社情民智。 网络化整合

研究力量能够更高效、高质量的服务于地方党政等用

户。 其二是内蒙社科院搭建了蒙古学中心、草原文化

中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心、社会发展咨询

评估中心、“一带一路冶研究院 6 大智库平台中心。 通

过在自治区党政机构设立分中心、以及加强与国内外

智库建立合作联盟等方式统筹了智库创新资源,6 大

智库平台建设也形成了“小机构、大网络冶的运行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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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吉林省政府组建了由省委党校、社科院、吉林大学

等 6 家成员单位的省政府智库联盟;山东省组建了由

山东省社科院发起,共有 50 余家单位组成的山东智库

联盟,联盟均致力于智库共同体建设。
地方智库协同创新实践的典型案例已经初步形成

了由地方党政智库、高校及社科院智库、企业智库及数

据企业、民间智库等多知识创新主体共同组成的混合

型组织系统。 混合型组织的组织结构和权责体系是影

响地方智库多协同主体间相互协同关系有序度的控制

参量,组织结构和权责体系完善程度决定着地方智库

协同创新系统多协同主体间的知识整合创新的有序化

水平。 混合型组织为地方智库协同创新主体间以及与

地方党政等用户间构造了包含众多链接关系的网络,
网络各节点间的紧密链接关系可以产生较多链接红

利。 组织要素协同是指混合型组织通过构建协同机制

和完善管理制度等,促使多个智库主体间形成互惠、信
任等多种合作关系,产生智库知识服务效能扩大的共

生效应。 这实质上反映了互惠共生的管理理念[20]。
因此,可以应用互惠共生管理理论剖析组织要素协同

对地方智库知识服务价值共创的影响。 通过对地方智

库协同创新实践案例分析发现,在地方智库协同创新

混合型组织系统中,组织要素协同将使地方智库协同

创新系统产生智库主体间和智库与用户间的链接关

系。 在地方智库间的链接方面,地方智库等多主体间

通过分工合作并吸收其他主体的有利资源,共同创造

和拓展知识服务创新的价值空间,能够产生更多的组

织协同关系租金;在地方智库与用户间的链接方面,由
于智库知识服务价值依赖于地方党政等用户的自身感

知价值,若通过与用户的深入交流、共同设计生产思想

产品等途径使用户全程参与知识服务价值共创过程,
将有助于提升地方智库协同创新思想成果的效率和质

量。 在地方智库协同创新系统中,每个智库的可连接

性越强、接入其他智库等主体的数量越多,知识服务价

值共创接口也就越多,其价值共创的实现可能性越强。
例如实践案例中成立的地方智库联盟型组织,联盟组

织是以某个核心智库为中心,通过跨部门跨组织的联

合其他智库及相关研究机构共同组成协同创新智库联

盟。 联盟章程明确了价值目标,通过构建地方智库间

的优势互补、合作平台共建、项目风险共担、项目合作

研究与成果共享等机制,不断提升地方智库协同创新

知识服务价值共创的效率,实现了地方智库间的互惠

共生和共享红利。 基于此,本文提出:
命题 1:组织要素协同有利于地方智库协同创新

的知识服务价值共创,即“组织协同寅互惠共生寅链

接红利冶。
摇 4. 2摇 资源要素协同摇 在地方智库的协同创新案例

中,地方智库协同创新实践中的资源协同主要是重视

对数据的收集整理,形成了大量专题数据库,并面向实

验室内部、会员及公众提供数据分析服务;为研究人员

提供多种研究资源和工具,主要包含各类专题数据库、
网络研讨会、论文资料等;不断升级相关创新要素资

源,包括研究方法的创新和大数据技术等现代信息技

术的应用。 例如,温州地方智库协同创新实践中已经

初步形成了智力资源整合、数据资源整合等资源协同

模式。 温州地方智库在智力资源整合方面,主要通过

顾问团、专家委员会、本地研究员、民间智库 4 个层级

整合智力资源,为温州党政决策部门服务。 其次,在数

据资源整合方面,温州市决策咨询委员会搭建了以

“温州政研网冶平台为中心,以网站、微信公众号、手机

APP 应用软件、数据库平台等为基础的多个子平台,初
步形成了温州地方智库“1 +N冶格局的资源对接融合

平台[21]。
在组织要素协同的前提下,资源要素协同是指将

地方智库协同创新系统中稀缺的专家团队资源、现实

的数据等信息资源以及潜在的创新资源进行有效激活

与配置,促使其在协同创新系统中实现最优配置和知

识创新服务的价值增值。 从地方智库多主体间协同的

实践经验中可以看到,资源要素协同是:a. 基于降低交

易成本来促进多主体间的资源优势互补;b. 基于多主

体之间资源协同的自组织性来推动各智库之间形成稳

定的资源协同的利益分配和风险分担关系;c. 基于资

源要素的开放式流动配置来推进各智库之间形成资源

的优化高效配置;d. 基于提升地方智库协同创新系统

的开放度来促进各地方智库获取外部资源;e. 基于提

高信息技术水平来保障各智库之间的信息通畅和数据

共建共享的效率。 因此,地方智库多主体间的知识服

务价值共创是以资源的异质性(如多领域多学科专家

资源、数据资源等)为基础,依托地方智库联盟和协同

创新网络平台推动多个智库主体间的资源要素高效流

动,通过协同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实现知识资源要素的

互动整合及智能共享。 具体表现为,地方智库多主体

间依托联盟等平台不断互动合作,促进了资源要素的

重新配置和互通共享,实现了资源要素间的协同耦合,
为知识价值共创活动提供了良好条件。 地方智库及其

建立的联盟组织等与地方党政用户间也建立合作关

系,用户也成为地方智库知识服务价值共创的重要参

与者,也为地方智库知识创新服务提供了动力来源。
综上,通过协同创新网络平台的作用,资源要素的协同

使得地方智库等多主体的资源要素实现了互动融合和

智能共享,为地方智库协同创新知识服务价值共创提

供了资源要素基础。 基于此,本文提出:
命题 2:资源要素协同有利于地方智库协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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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知识服务价值共创,即“创新资源寅互动整合寅智

能共享冶。
摇 4. 3摇 能力要素协同摇 地方智库协同创新的案例中,
智库与其他智库、高校、社科院等开展的合作研究均以

智库资源要素的整合创新为前提,在思想成果生产中

运用多种能力来实现的协同效应。 一方面,吉林省政

府发展研究中心的案例中,中心以省市政府部门委托

的项目为核心与大学、省社科院、域外智库及研究机构

等开展广泛的合作,在合作研究过程中更好地整合了

专家及其所在机构的知识资源,通过专家团队并组建

项目组来完成项目任务。 中心在项目合作过程中,通
过网络、研讨会等形式实现信息的良好沟通;与多个机

构专家的多年合作使得中心与专家间形成了稳定的合

作关系。 通过项目负责人管理并建立利益分配和项目

考核等项目管理制度,在项目合作前已经与专家及相

关研究人员建立了共同目标来确保高效、高质量完成

项目任务。 此外,中心还通过自选、青年等类别研究项

目与省内外专家及相关机构开展合作。 另一方面,在
温州地方智库的协同创新案例中,温州形成了具有自

身特色的协同机制。 例如温州确立的“三生融合·幸

福温州冶发展战略是典型的以市委主要领导要求为核

心目标,由温州党政智库、高校(域内外高校)、民间智

库共同合作完成的发展战略方案,这种领导导向型的

协同机制能充分调动智库、高校等多方智慧力量运用

多种能力来完成任务。
能力要素协同是指地方智库协同创新的多主体间

以组织要素协同为前提、以资源要素协同为基础,通过

多种能力要素的综合运用,有效增强研究成果的质量、
效率和影响力,以更好地响应地方党政部门等用户的

决策咨询需求。 地方智库创新主体间的能力要素协同

蕴含了动态能力的管理智慧[22]。 因此,可以应用动态

能力理论探究地方智库协同创新系统的能力要素协同

对知识服务价值共创的影响。 实践案例经验表明,这
些影响主要体现在:一是在决策咨询成果生产形成过

程中,能力要素协同是以地方智库及相关数据企业和

情报等机构为主体,通过对资源整合能力,知识生产能

力,政策设计能力,决策影响能力等多种服务能力进行

有效组织、协调和优化组合,实现以高质量、实效性强

的研究成果来满足地方党政等用户的动态决策咨询需

求,使地方党政部门更好地适应国内外环境的变化;二
是在开展知识整合及合作研究之前,多协同主体间建

立了求同存异、平等协商的机制。 地方智库多主体间

形成了多方都认同的利益分配制度,共商智库协同创

新成果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建立组织协调部门来积极

引导各方的协同行动目标达成一致;三是通过具有权

威性的地方党政、高校智库等来调控可能出现的能力

不足或冲突,促使多方协同创新主体致力于共同价值

目标来开展知识协同创新活动,并在此过程中通过组

织和个人学习实现能力的互促共进、渗透重构;四是在

开放式创新理念下,倡导了多方共同参与。 地方智库

间以及地方智库与党政部门间建立了开放互动交流环

境,赋予地方智库合作主动权,协调地方党政等用户积

极参与到研究项目的全过程中,激发用户的重构能力,
从而产生更符合用户需要的决策咨询成果。 因此,在
网络及大数据环境下,应重点考虑地方智库协同创新

多主体间服务能力的相关性和互补性,促进多方合作

主体的多种服务能力的协同促进和渗透重构。 这是发

挥能力要素协同的重要条件,也是在能力要素协同的

作用下实现智库知识服务价值共创的关键。 基于此,
本文提出:

命题:3:能力要素协同有利于地方智库协同创新

的知识服务价值共创,即“服务能力寅互补增进寅渗

透重构冶。

5摇 研究结论

摇 5. 1摇 地方智库协同创新知识服务价值共创过程摇
基于扎根理论的多案例分析,可以得到地方智库协同

创新价值共创的内在基本过程。 在此基础上,可以应

用服务主导逻辑理论和服务创新理论来分析地方智库

协同创新知识服务价值共创的过程。 从案例资料分析

中可以看到,地方智库协同创新知识服务价值共创动

力机制是地方智库不停地与地方智库协同创新平台及

网络的不同类型智库进行着持续的知识交互。 一方

面,地方智库协同创新所处的政策环境、技术环境和经

济环境等作为外部动力起到不断刺激地方智库协同创

新平台及网络的多类型协同创新主体间的动态交互变

化。 另一方面,地方智库协同创新主体具有提升决策

咨询服务水平和质量的主观意愿,能够根据地方智库

市场的变化,提升地方智库决策咨询服务水平,与其他

智库建立组织、资源和能力协同关系,这构成了地方智

库协同创新的内源动力。 此外,地方党政部门深刻影

响着地方智库的价值共创过程。 新时代,地方智库的

协同创新基础仍然是扎根于地方党政等用户的决策咨

询需求,将地方党政等用户的“期望效用冶嵌入到思想

成果中[23],以有效开展地方智库协同创新活动。 实践

案例经验表明,地方党政部门在知识服务价值共创过

程中承担着多样化的角色,如研究项目的设计者、思想

产品的共同生产者等。 因此,将用户融入协同创新价

值共创过程中显得越来越重要。 综上,地方智库协同

创新知识服务价值共创是指在内外部动力的共同作用

下,通过多智库主体协同以及与用户的跨界融合,共同

开展知识服务创新活动来实现的价值共创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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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表明,在地方智库协同创新过程中,如果

创新资源发生变化,如网络舆情数据的变化、人才流

动、大数据技术的迭代等;多个协同主体中某一主体研

究能力,如知识生产能力、政策设计能力、决策影响能

力等发生变化;组织协同的某种调整,如联合成立高端

的地方智库联盟等,这些变化都可能诱发和实现地方

智库知识服务的创新。 尤其是在地方智库联盟等组织

机构制定的制度与规则中,当一些制度或规则发生变

化时,必将引发智库主体做出相应的匹配和协同调整,
这些制度与规则将进一步推动地方智库联盟中各主体

知识服务创新活动的同步优化和提升。 因此,各类地

方智库主体在协同创新过程中形成的网

络平台往往是互补增强的网络链接关

系,网络平台的知识、数据等创新资源要

素的价值呈现出增值趋势,其主要表现

为地方智库知识服务创新过程的动态平

衡。 基于此,本文提出:
命题 4:组织要素协同、资源要素协

同、能力要素协同与外部影响因素间的

相互促进并形成各要素整体的协同效

应,从而实现地方智库协同创新知识服

务价值共创,即“主体协同寅跨界融合寅
知识创新寅思想成果冶。
摇 5. 2 摇 地方智库协同创新知识服务价

值共创机理模型 摇 遵循服务主导逻辑思

想并依据服务创新理论,通过案例分析,我们对地方智

库协同创新实践案例数据挖掘出来的范畴有了更加明

晰的认识。 为了进一步厘清范畴间的逻辑关系,我们

对范畴进行整合,得出“地方智库主体跨界融合—要

素协同—知识服务价值共创冶的机理模型,如图 2 所

示。 我们认为,知识服务价值共创模型是指为地方党

政等用户提供知识服务全过程的逻辑关系、协同模式

和共创机理的统称。 在地方智库协同创新知识服务价

值共创模型中主要由组织要素、资源要素、能力要素这

三个要素的协同和外部影响因素构成,各要素间的相

互联系、作用以及影响,共同构成了地方智库协同创新

知识服务价值共创的机理结构。
模型中的机理结构不仅强调地方智库和大数据企

业等主体间的协同创新,更注重组织协同机制等组织

要素、人才和数据等资源要素、研究和政策设计等能力

要素内涵间的耦合关联。 地方智库协同创新知识服务

价值共创系统运行仍然是以满足用户需求为核心[24]。
知识服务创新是地方智库协同创新的核心目标,组织

要素协同是重要保障,资源要素协同和能力要素协同

是重要基础和关键所在,外部影响因素起到推动和支

持作用。 一方面,地方智库协同创新系统通过建立协

同组织机构并促使组织间协同链接,形成地方智库不

同主体间的协同链条,实现智库间的互惠共生并产生

更多链接红利,即命题 1。 地方智库创新主体间以项

目合作等协同模式进行联动,推动知识资源要素的耦

合,实现创新资源的互动整合和智能共享;并以此促使

多智库主体间的服务能力互补增强和渗透重构,即命

题 2、3。 另一方面,组织、资源和能力要素的协同共同

推动了地方智库主体间的协同,并通过资源跨界融合

进行知识服务创新,实现思想成果高质量产出的知识

服务价值共创,即命题 4。

图 2摇 地方智库协同创新知识服务价值共创机理模型

注:图中的淤、于、盂、榆表示文中提出的 4 个命题

6摇 结束语

本文通过基于扎根理论思想的多案例编码分析,
在关注政策环境、技术环境、经济环境以及法治环境等

外部因素的影响下,从“组织—资源—能力冶要素的协

同,构建了地方智库协同创新知识服务价值共创机理

模型。 研究表明:地方智库协同创新各主体通过组织、
资源和能力要素的联合互动和跨界合作,并在外部影

响因素的作用下,推动了地方智库协同创新系统中各

要素的彼此协同促进。 地方不同类型智库在协同创新

系统中发挥自身优势,并在协同互促中形成多个地方

智库协同创新的整体优势。 这将推动地方智库协同创

新效应的发挥,实现集地方智库等多方参与主体进行

知识服务价值共创,有利于在复杂环境下为地方党政

等用户提供高效与高质量的思想成果。 本文研究提出

的价值共创机理模型有助于为地方智库协同创新知识

服务价值共创活动的顺利开展提供理论支撑和参考。
然而,本文研究仅从组织、资源和能力要素协同来探究

价值共创机理,尚需考虑资源共享意愿、要素协同关系

等因素的影响。 后续研究需要进一步把握地方智库网

·89·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情摇 报摇 杂摇 志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第 39 卷



络化发展的新动态和服务主导逻辑发展新趋势,探究

地方智库知识服务创新的价值共创理论和一般规律,
未来研究可考虑地方智库协同创新的跨区域和时间段

的比较研究,来完善机理模型和拓展研究的深度和广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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