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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选拔符合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标准的高端人才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

义，对智库人才遴选指标进行系统客观的评价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的关键一步。从教育背景、研究领域、

工作经历和科研能力等 7 个维度构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人才遴选指标体系，选取 300 个测试样本进行神经网络模

拟，再用 100 个训练样本进行模型验证。结果表明，神经网络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人才遴选指标的评价值与专家

评价值非常接近，具有一定的操作性和实用性，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人才遴选提供了参考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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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是以习近平总书记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核心，以中国国情为出

发点，以服务党和政府为宗旨的非营利性的研究咨

询机构[1]。 

人才是决定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的重要因

素，而国内智库普遍缺乏既有学术底蕴，又有操作

技能；既会认识问题，又会解决问题；既能了解国

情，又能认识世界；既懂学术语言，又懂传播语言

的复合型人才[2]。因此，选拔符合中国特色新型智

库建设标准的高端人才成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

展轨道上的关键因素。 

本文采用文献调查法、问卷调查法、对比分析

法和系统分析法等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人才的遴

选指标体系进行了研究，并运用神经网络理论对人

才指标的重要程度进行预测，模拟出适合中国特色

新型智库人才遴选的 佳评选指标体系。 

神经网络独特的自学习功能可以对市场、效

益、安全、灾害和疾病等多个领域进行评价和预测。

如：夏才初等[3]利用神经网络模型，通过降雪量、

大气温度、风速和湿度四个因素对雪深进行了预

测。王超杰等[4]利用神经网络模型对社交媒体价值

因素进行了评估。丁浩等[5]利用神经网络模型对核

动力系统的稳定性进行了测评。王年等[6]利用神经

网络对电力系统控制装置进行了改进。李敬明等[7]

利用神经网络对农业干旱灾情进行了预测。孙靖超

等[8]利用神经网络对网络舆情进行了检测。Boznar

等[9]利用神经网络对空气质量进行了预测；Lee 等[10]

利用神经网络对桩基础的承载力进行了预测。

Hammad等[11]利用神经网络对曼氏血吸虫病的蔓延

过程进行了预测。Coppede 等[12]利用神经网络对遗

传因素与环境的关联度进行了预测。Azoff[13]利用神

经网络对金融市场进行了预测。 

二、神经网络理论 

目前研究使用的神经网络一般指的是人工神

经网络。1943 年，心理学家 Mcculloch 和数学家 Pits

研究构建出首个神经元模型(MP 模型)[14]；1949 年，

Hebb 提出通过调整神经元的权值来改变神经元的

强度[15]；1957 年，Rosenblatt 提出用数据训练和检

测神经网络算法[16]。1982 年，Hopfield 首次提出一

种较完善的神经网络模型[17]。 

神经网络具有以下特性：(1)识别功能。神经网

络的优点之一就是其强大的识别功能，它可以将实

际生活中的各种问题转化成数学问题。(2)非线性映

射。神经网络的输入输出功能，使得三层以上的神

经网络都可以以任何精度逼近任何非线性函数。(3)

泛化能力。神经网络通过实验样本，进行大量的数

据分析，模拟出 佳预测数学模型。(4)容错能力。

神经网络在对样本进行分析时，参数的设置随着模

型的运行不断进行调整，样本的错误数据或者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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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并不影响 终的运行结果。 

三、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人才遴选

指标预测模型 

(一)基本原理 

神经网络一般有三层：输入层、隐含层和输出

层。输入层和隐含层，隐含层和输出层之间通过权

重值进行连接。 

经过神经网络模拟的输出值，需要经过多次训

练，不断地将信息进行反馈和修正系数， 终探索

出合适的运行路径。整个神经网络的运行结构见图

1。其中 xm表示输入值，yn 表示输出值，Wij表示连

接输入层 I 和隐含层 J 之间的权重，Wjk 表示连接隐

含层 J 和输出层 K 之间的权重，Vj 和 Vk分别表示

隐含层和输出层神经元的阈值。 

x1

x2

xm

y1

yn

Wij

Wjk

I

J,Vj

K,Vk

输入层

隐含层

输出层

图 1  神经网络运行结构图 

(二) 基本算法 

神经网络算法的学习过程主要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正向传输阶段，即信息从输入层进入隐

含层， 终进入输出层，整个正向传输过程中不会

改变任何参数。如果 终输出值在可接受误差范围

内，则算法结束；如果 终输出值超出可接受误差

范围，则进入误差修正阶段。在修正误差的反向传

播阶段，神经元将总误差分给各层神经元，不断调

整和修正权值和阈值，直到 终的输出值在可接受

误差范围内。具体的算法流程见图 2。 

(三)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人才遴选指标选取 

通过对国内外知名智库选人用人的机制进行

研究与分析，再结合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要求，选

取了 7 个一级指标和 39 个二级指标，形成中国特

色新型智库人才遴选指标体系。 

开始

初始化连接权值和阈值

输入样本

计算各层的节点输出

计算输出层误差

误差≤可接受误差

结束

反向修改各层权值

反向逐层计算各节点误差

否

 
图 2  算法流程图 

(四)建立预测模型 

将 39 个二级指标作为输入神经元，将智库人

才的总评价值作为输出神经元，详见图 3。  

    1. 输入输出函数： 
                         (1) 

    2. 激活函数： 

     Oj=1/(1+e-Ij)                          (2)           

    3. 标准化函数： 

      Zi=(xi-xmin)/(xmax-xmin)                   (3) 

    4. 误差函数。输出层的误差： 
           (4) 

    其中， 表示真实值， 表示预测值。隐含层

的误差：           (5) 

    权重更新： 
                        (6) 

    其中， 表示学习率。 
    偏向更新：       (7) 

  (五)数据采集与处理 

邀请知名智库专家对各项指标进行评价。 

1. 剔除异常数据。获取的原始数据集包含 450

组样本数据，采用 3 准则删选数据集中的异常数

据、残缺数据和不合理数据。设各参数的均值为 ，

标准偏差为 ，则贝塞尔公式为：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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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标准化处理。原始数据的评分数值跨度较

大，为了便于后续分析，将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六)模型训练 

选取 4 层神经网络，每一层的节点数分别为：

39，100，10 和 1。其它参数的设置为：学习率为

0.0001，动量因子为 0.9，期望误差为 10-3，迭代次

数为 200。从有效数据集中选取 300 组作为训练数

据， 终误差稳定在 10-3 以内，从而达到设定的期

望误差。 

开始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人才遴选指标

神经网络

评价值

训练误差小于期望误差

可行性验证

结束

修改节点和目标误差修改权值和阈值

输入

输出

是

是

否

否

 

图 3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人才遴选预测模型 

表 1  真实值和预测值对比 

数据编号 真实值 预测值 误差率 

301 2.210 2.209 0.05% 

302 4.440 4.436 0.09% 

303 3.470 3.468 0.06% 

304 3.750 3.747 0.08% 

305 3.820 3.823 0.08% 

306 4.650 4.650 0.00% 

307 4.610 4.609 0.00% 

308 3.240 3.242 0.06% 

309 4.380 4.377 0.07% 

310 4.020 4.019 0.02% 

391 4.160 4.164 0.09% 

392 4.850 4.845 0.10% 

393 2.090 2.091 0.05% 

394 4.500 4.502 0.04% 

395 4.470 4.469 0.02% 

396 4.870 4.874 0.08% 

397 4.220 4.224 0.09% 

398 3.250 3.248 0.06% 

399 4.200 4.198 0.05% 

400 3.400 3.397 0.09% 

  (七)模型验证 

通过前期训练，形成了合适的预测模型。将剩

余的 100 组数据作为输入变量进行检测(见表 1)，预

测值和真实值非常接近，误差保持在 10-3 内，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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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误差，说明该模型已经具备较好的预测性能。 

真实值和预测值的拟合非常吻合，拟合情况较

好，结果表明 99%的预测值误差保持在 10-3 内，进

一步说明该模型完全可以用来进行智库人才指标

的评价。 

  四、结论 

  (一)与灰色评价法、层次分析法和模糊评价法

等常用的评价方法相比 

  神经网络预测法的性能、效率和精确度都很

高，既避免了人工权重设置的误差，又简化了整个

评价流程。通过系统、全面的评价，对新型智库人

才进行全方位的考察，既节约了人工成本，降低了

时间成本，又提高了效率。因此，通过神经网络进

行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人才遴选指标的评价具有重

要的科学意义和参考价值。   

  (二)通过预测值和实际值，发现总体评价分数

较高的智库人才一般具有工作 

  新时代对新智库的要求提高了，新型智库选拔

的智库人才不仅仅是在智库领域是专家，在政府、

企业等领域也必须是专家。新型智库选拔的智库人

才不仅仅是对国内民情深入考察，更要对国际局势

深刻把握；不仅仅具备科研能力，更要具备交际能

力。 

  (三)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人才也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人才，要以中国精神为

核心，以中国国情为依据，以中国道路为标杆，为

中国人民谋福利，把中国国情放在心中，把世界发

展放在眼前。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人才的遴选机

制建设，对智库、对国家都是一项义不容辞的责任

与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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