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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智库”，从这里开始

趋势

几次访谈，郑永年让我洞见智库的魅力

最近，《塑造中国崛起的新国际战略》《十九大与中国未来
30年》《粤港澳大湾区与制度创新》……这些时评和专著的作
者，就是从余姚四明山山村走出的中国问题专家、新加坡国立
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多年来，郑永年教授独立而
深入的中国研究以及视角独到的专栏文章，在海内外产生了重
大广泛的影响，连中南海决策高层也经常把他的文章作为参考
资料，多次邀请与他探讨。

郑永年面容清俊、言谈温和，多次接受过我的专访。他出
生在余姚鹿亭乡郑洋村，长年身处新加坡这个中西方文化的中
间交汇点，但与我交流，略微还带一点家乡的“余姚腔”。

1981年，郑永年从余姚中学考上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
先后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攻读博士学位，哈佛大学做博
士后研究。1996年底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工作，先
后任该所研究员、资深研究员、所长。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
究所是一家国际著名的智库，定期向新加坡政府提供分析研究
报告。

“这些年，经常有人问我是如何从浙东一个小山村走出
来，成为一个周游世界的学者。我想，无非就是个人的学习动
机、社会压力和良好的文化氛围，这三者的有机结合罢了。”
他说。

郑永年的名字被中国读者所熟悉，主要是因为他经常在新
加坡《联合早报》撰写专栏文章，让人洞见智库的世界与魅
力。他笔触广涉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外交问题等，凭借其
深厚的学术功底、深入透彻、独到的分析眼光和独立的批判精
神，清醒又理性的文字受到读者的追捧。

比如，对于今后宁波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问题，他认为目
前“宁波模式”过于低调，“思想落后于实践”。他说：“宁波
与新加坡地理区位优势比较相似，港口、石化、旅游等产业结
构也相似，而且新加坡没宁波腹地大，也没有农业产业优势。
但宁波可以学习新加坡精神，借鉴新加坡先进的城市管理、城
市规划、社会保障等经验，大力引进与宁波经济社会发展相吻
合的国际化高端人才，提前规划，超前思维，发展宁波。”

一份文案，担当申报“东亚文化之都”的智库使命

这是一个全民营销的时代。一则优秀的营销事件，可以博
人眼球，推广一座城市形象，甚至推动城市的发展。媒体发挥
主流渠道的作用，可做政府部门的智囊团队，及时为当地经济
社会发展建言献策，承担起营销城市的新使命和担当。作为一
家媒体，一名媒体从业人员，为所在的城市做点整合营销传播
的智库方案，很有意义。

城市要塑形铸魂，从里到外要体现文化营销。
记得2010年，国家旅游局向社会公开征集“中国旅游

日”具体日期的方案。其实，早在2000年前后，我已经在策
划倡议宣传《徐霞客游记》的开篇之日——5月19日为中国旅
游日。徐霞客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旅行探险家、地质地理学家
和文学家，被誉为“中华游圣”。从2000年至2010年，我先
后写过5篇内参和30多篇公开报道，借采访过的中国地理学会
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等权威专家之
口，一直倡议《徐霞客游记》的开篇之日为“中国旅游日”，
并以内参形式向市政府和国家旅游局建议。十年磨一剑，“中
国旅游日”最终花落“5·19”。

最近，我出版的《解读宁波：基于服务国家战略前沿的思
考》一书，以新闻视角全景式解读宁波经济、社会、文化现
象。从历史和比较的视野中，探讨宁波城市嬗变轨迹和发展模
式，系统分析宁波在服务“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海洋经
济发展示范区等国家战略中的区位机遇、现实考量、理想图景
以及具体举措、风险挑战与应对策略。中宣部原常务副部长龚
心瀚为本书作的序言中指出：“解开‘宁波现象’之迷，提炼
宁波发展中带有普遍意义的做法和经验，对中国特别是同类城
市具有一定的启发借鉴作用……”

一只新饭碗，“媒体+智库”学无止境再出发

媒体智库，就是把传统新闻的生产方式，转变成以深度研
究为核心抓手的资源平台，其重心在于转变产品理念，即如何
围绕资源聚合设计信息产品。如今，新华社的瞭望智库、世界
问题研究中心、中国经济时报的国研经济研究院、21世纪经
济研究院等等已经办得风生水起。

可以说，“媒体+智库”产业模式，已成为当今一些财经
类 媒 体 寻 求 转 型 的 新 尝 试 。 IP 是 英 文 Intellectual
Property的缩写，可翻译为知识产权或知识财产，它包含人
的心智创造的成果权。今后，无论传播技术手段如何变化发
展，但报纸的灵魂还是内容本身，即IP。

东南商报探索“媒体+智库”的融合发展模式，将高点站
位、着眼地方、服务全局。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旗下的国研
经济研究院合作，利用国家高端智库为宁波经济、社会、文化
发展提供智力服务。

今后，该智库将就中国（宁波）“一带一路”建设综合试
验区、湾区经济、港口经济、智能经济、“中国制造2025”示
范区、“2049宁波城市发展战略”、文化特色与城市品质等进
行课题研究，出版《内参》和年度报告，成为传播企业发展、
创业创新的思想孵化器、决策参谋者、经验发掘机。

当然，我们探索转型智库型财经媒体，刚处于尝试阶
段，未来仍面临未知的巨大挑战，但只要坚定信心、不忘初
心，重构商业模式，强化城市文化认同，重塑新闻产品形态
和服务，将智库成果IP传播变现，我想一定能迈向新时代的

“云端”。

国际著名智库专家、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
教授（右）和本报记者、智库研究员陈旭钦合影。

2018年，东南商报将探索“媒体+智库”的融合发展模式，将高点站位、着眼地方、
服务全局；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旗下的国研经济研究院合作，利用国家高端智库为宁波
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提供智力服务。

最近几年，令我深受打击的是来自朋友圈问候：“报纸都没人看啦，你
怎么还在埋头写稿？”确实，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VR、可穿戴
设备等传播技术，似乎把我辈记者甩出几条大街，形势逼得我们去跨界、
转型。

展望明天，规划未来，需要更多的知识，更清醒的头脑，更富有智慧
的构想。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高度重视传
播手段建设和创新，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知
行合一、学以致用，从纸开始、向云出发。我们探索“媒体+智库”产业模
式，或许是媒体转型的路径选择之一。

本报智库研究员 陈旭钦

记得2015年7月，我接到策划申报“东亚文化之都”文案的任务。当时，
全国有10多个城市在申报“东亚文化之都”，竞争很激烈。如何策划？我把宁
波定位瞄准在这个主题——主动服务“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担当“海丝之
路”的使者。围绕东亚文化圈渊源共生的基本要素，依托和融合宁波地域文化
特色，组织开展海丝之路、佛教交流、浙东学术、旅游美食、会展赛事等十大
板块100余场文化交流活动。2015年11月1日，中国宁波、日本奈良，韩国济
州当选为2016年“东亚文化之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