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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记者的采访和授课专家的描述，目前
授课主题的确定主要有两个途径：一类是高层
领导根据自己的关注亲自点题，另一类是由中
共中央办公厅相关课题组人员根据当前热点问
题进行筛选并报批。

在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周弘看
来，她2009年5月22日在中南海怀仁堂进行的
一堂讲解在时机选择上非常及时。

当日，她与中国劳动保障科学研究院何
平研究员一起，就“世界主要国家社会保障体
系和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这个主题进行
了讲解。

“我认为在2009年头几个月进行这个主题的
学习和探讨是恰逢其时的。”周弘说。

除了紧扣当前热点，政治局集体学习还着眼
长远，关注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中长期问题。

1 月 13 日，5 天前刚为政治局集体讲解的
专家贾康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此次进中南海
讲解，印象最深的是领导层高度重视，既紧扣当
前重大问题，也结合中长期的问题进行思考和
探讨。

“客观上是把两者形成结合，既是当前重
大的问题，又跟中长期问题有内在的连接。”
贾康说。

贾康与经济学家高培勇此次讲解的题目是
《世界主要国家财税体制和深化我国财税体制
改革》。这个题目当中也体现出当前重大问题
与中长期问题的连接。

和总书记面对面讲课
2006年盛夏的一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研究员赵树凯“意外”接到了一个电话，电话那
头，一位来自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人士给了他一
个临时通知——去中南海授课。

4个月后的11月30日，刚刚过完自己47岁
生日的赵树凯与来自武汉的华中师范大学政治
学研究院院长徐勇一道，坐在中南海怀仁堂一
楼会议室一个椭圆形的办公桌旁，与中共中央
总书记胡锦涛面对面，开始了题为“我国社会主
义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研究”的讲解，听课者还有
其他中央政治局常委，以及中共中央、国务院相
关机构的负责人。

已经有125人走上讲堂
和赵树凯一样，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

所所长周弘在2007年的11月份，也接到了来自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类似电话通知。

2002年12月26日至今，像赵树凯、周弘一
样接到通知，并走进中南海怀仁堂讲课的学者
已经有 125位。中南海怀仁堂，也由于这个椭

圆形的讲桌，而成为海内外高度关注的焦点。
尽管事隔多年，现任武汉大学研究生院常

务副院长的宪法学者周叶中对于中南海怀仁堂
印象依然深刻。2002年12月中旬，周叶中在接
受讲课任务后，备课时间只有15天。提前近10
天到北京的时候，京城正在飘雪。但阴霾的天
气在赴中南海的当天被一轮艳阳驱散，“本来有
些压力，但一下子心情变得很好”。

两年后，2004 年宪法修正案公布实施，引
起各界高度关注和充分肯定。

八成讲师有海外教育背景
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制度化以来，围绕这

些主讲人的关注越来越多，“智囊”一词也成为

他们以及所在机构的代名词。

大多数专家在集体学习之前所获得的各类

国际、国内各种各样的获奖已经不胜枚举，这些

从一定程度上确定了他们学术翘楚的地位。另
外，据记者的不完全统计，主讲人中80%以上具
有海外留学或长时间做访问学者的海外教育
背景。

21世纪初的中国，正在面临一场全球化浪
潮。体现在 62次学习中，学习主题中带有“世
界”、“国外”和“全球”字眼的就有 26 次，占到
42%。中央政治局通过集体学习广泛地吸取世
界各国在社保、政府服务、金融管理、安全生产、
城市化等各方面的经验教训，提高治国执政能
力。

中国经济发展尽管遭遇种种挑战，但依然
势头迅猛，过去 5年平均超过 10%的GDP年增
长率令世界瞩目。中国政府也一直注意改进执
政能力、提高宏观经济调控水平。

体现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中，经济相关

专题成为所有主题中数量最多的。根据对学习
主题的初步统计，经济相关课题 31次，占总学
习主题的50%，其中既包括金融体制改革，也包
括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结构调整、财税体制改革
等重大话题。

“法治”成为62次课程表中出现频率较高的
关键词。根据统计，有7次集体学习围绕法治展
开，包括首次集体学习的宪法专题、依法治国、依
法执政以及物权法、知识产权法等内容。

此外，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等民生话
题，气候变化、非典、奥运等热点话题也出现在课
程表上，成为中央政治局集体高度关注的内容。

他们关注什么？A

B
一是高层领导亲自点题，二是中央办公厅根据当前热点筛选

讲课的智囊已有125位C

政治局集体学习揭秘
来自军事科学院的智囊超过北大

曾经的“讲师”曹建明和万钢现在已是国家领导人

这是一张非常特殊的
课程表，62 次课，领域涉及
法治、经济、党建、历史、能
源、文化、民生等各个领域。

这是一群特殊的“学
生”。据《高层讲坛》主编、
海军大连舰艇学院原副院
长崔常发撰文称，每次听课
的除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之
外，还包括党中央、国务院
相关机构的负责人及在京
的各部委领导。

根据记者采访的数位
中南海授课专家介绍，听讲
人数约在五六十位。这批
特殊听众可以说是中国政
治权力中心的精英人士。

这也是一群特殊的“老
师”。尽管在采访中，多位
专家谦虚地表示，不要说去
中南海上课，其实只是讲
解。但毋庸置疑，授课名单
上的 125 位专家全部是精
心挑选出的各个领域的翘
楚。

仔细研读62次学习的
课程表，可以很容易发现，
几乎中国在行进中遇到的
所有重大热点、难点问题在
这里都有涉及。

对政策有何影响？

帮助高层做出决策
作为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一个体

现，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是一种“带有咨询性
的学习”，其对政策的影响作用不可小觑。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发展研究基金
会副秘书长赵树凯与华中师范大学徐勇教授
在2006年11月30日为政治局集体学习做了
题为《我国社会主义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研究》
的讲解。

赵树凯认为，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是很
重要的一个高层领导掌握研究界研究成果的
渠道，每一次专题不同，但是基本可以代表各
自领域的现状。

“实质上这也是一个听取情况汇报的形
式，对于决策的制定、思考现实问题等也是一
种帮助。当然，这种形式和地方政府等汇报
工作情况显然不同，它主要是帮助决策的。”
赵树凯告诉记者。

透视中国动向的窗口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许多主讲人很看重

到中南海讲课，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样的
讲课可以使自己所学所研助力决策，从而使
个人的学术思想有可能经由决策往实践传
递。

为政治局集体授课的多位专家关注到集
体学习之后中国发生的变化。

由于中央政治局每次集体学习都具有很
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因此海内外的观察
人士已将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内容作为透
视中国动向的一个窗口。从讲课时机和主题
确定，以及集体学习后已成惯例的总书记总
结讲话，都向外界传达出丰富的信息。

中国社科院的最多
纵观 7年来这些主讲人所代表的机构，

中国社会科学院有 21 次，占 16.8%；国务院
发展研究中心以10次居第二；中国人民大学
和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均为 8次，紧
随其后。

值得关注的是军事科学院和中央党校，
分别以 7次和 6次的次数，超过了原来排名
第四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科研院所，成
为新崛起的受关注的“智囊”机构。

而中国农业大学、中国科学院因为农
业、科技课题的相对密集，也成为新话题领
域的智囊诞生地。

这些“智囊”们因为这个课堂，人生或多
或少也都受到了影响。

更早在 1994 年进入中南海讲解、时年
39岁的华东政法学院教授曹建明，如今已是
最高检检察长；2004年时任同济大学校长的
万钢，3年后正式担任中国科学技术部部长，
并于2008年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据《第一财经日报》

智囊都来自哪里？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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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课题占了一半，奥运也在课程表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