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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玫策科学的起源与政策研究的意义
厂,产、、

陈振明

当代西方政治科学领域的一个引人注 目的变化是政策科学或政策研究的出现
。

本世纪 50

年代初开始
,

美国政治学及其他相关学科的不少学者致力于研究政府的公共政策过程
,

考察政

府公共政策的制订
、

实施和评价及政策机制与环境的关系等间题
。

到了 70 年代
,

这种新的研究

途径最终导致独立的政策科学的形成
。

现在
,

政策科学被公认为政治学及行政学中的一个重要

而有活力的部分
,

甚至有个别学者主张用它来取代传统的政治学及行政学的研究
。

从 80 年代

初开始
,

西方政策科学开始引起我国学术界的注意
,

并有部分学者及实际部门的同志从事这方

面的引进
、

研究工作
,

陆续有少量的相关论著出现
。

然而
,

政策科学在我国才刚刚起步
。

迄今为

止
,

人们对政
.

策科学的对象
、

内容和性质并没有取得共识
,

甚至有人对政策研究能否成为一门

科学持怀疑的态度
,

对政策研究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没有引起高度的重视
。

鉴于这种情况
,

本文

将着重讨论政策科学的起源和政策研究的意义
,

以澄清对政策科学的某些疑间
,

推进我国政策

科学的发展
。

政策科学诞生于美国
。

早在 40 年代
,

美国政治科学家 H
·

D
·

拉斯韦尔(Ha rol d D
.

La SS ~

weu )便提出 了
“

政策科学
” (孔uc y sc ie n ce )概念 , 1 9 5 1 年

,

他和 D
·

勒纳(D a n ie l 肠
rn e r )合编T

《政策科学卜
一
书

,

首次对政策科学的对象
、

内容
、

性质及发展方向作出规定
,

莫定了政策科学的

基础
.

在《政策 (学 )的方向》一文中
,

拉斯韦尔概括了政策科学的六大特征
,

即(1 )政策科学是关

于民主主义的学间
,

它涉及个人的选择
,

必须以民主体制作为前提 , (2 )政策科学的目标是追求

政策的
“

合理性
” ,

它必须使用数学公式和实证数据建立可检验的经验理论 , (3 )政策科学是一

门对于时间和空间都非常敏感的学 问
,

即它所选择的政策分析模型必须在时间和空间上有明

确的纪录
; (4) 政策科学具有跨学科的特性

,

它要靠政治学
、

经济学
、

社会学
、

心理学等学科知识

来确立自己崭新的学术体系
, (5 )政策科学是一门需要学者和政府官员共同研究的学间

,

后者

的实践经验对于政策科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 (6) 政策科学必须具有

“

发展概念
” ,

它以社

会的变化为研究对象
,

所以必须建立动态模型
。
¹ 拉斯韦尔确立了政策科学的初步

“

范式
”
或

“

研究纲领
” ,

《政策科学 》则是政策科学发展史上的第一部
“

经典
” 。

但是
,

由于种种原因
,

在此后

十余年时间里
,

政策科学并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
。

到了 6 0 年代中期
,

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
,

政策科学取得 了迅速的发展
。

这首先必须提及美

国著名科学哲学家库恩 ( Th
o m as 5

.

K uh n) 19 6 2 年发表的那本名为《科学革命的结构》的著作
,

该书在当时起到 了方法论的解放作用
,

给政策科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

但政策科学成长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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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独立的学科
,

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与当时在美国工作的以色列学者 Y
·

德洛尔(Y eh e比el

Dr or )的努力分不开
。

在 1 9 6 8一 1 9 7 1 年短短的几年间
,

德洛尔发表了政策科学
“

三部曲
” :
《公共

政策制定检讨》(1 968 年 )
、

《政策制定探索》(1 97 1 年 )和《政策科学构想 》(1 9 7 1 年 )
。

德洛尔的

这些著作构成了政策科学发展的第二个里程碑
,

奠定了政策科学的新
“

范式
” 。

特别是在《政策

科学构想》中
,

他提出了较系统的政策科学理论
.

他批评拉斯韦尔的政策学观点
,

认为拉斯韦尔

等人过分推崇科学方法论尤其是行为科学方法的作用 ; 他分析了管理科学及行为科学方法的

局限性及政策科学的跨学科性质间题
,

提倡政策科学采用系统群的研究方法
。

在扫除方法论的

障碍后
,

他确立了一种包含十二项内容的
“

宏观政策理论
”

或
“

总体政策论
” ,

德洛尔还提出
“

元

政策
”
概念和政策系统论

.

此外
,

林德布洛姆(ch al es E
.

Li nd bl o m )对于政策科学的发展也作出了

很大贡献
。

他首先提出
“
政策分析

”

(Po ucy A nai ys is)概念
,

并致力于政策分析模型和政策制订过

程的研究
,

提出了著名的渐进主义理论或
“

渐进调适的科学
” 。

到了 7 0 年代
,

政策科学的研究领域和方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

特别是有关的杂志
、

机构
、

论文
、

书籍
、

会议主题
、

大学课程
、

学院
、

拨款以及学术界和政府部门工作领域迅速增加
。

这表

明
,

经过了 40 余年的发展
,

政策科学已开始成熟
。

从科学哲学及科学社会学的角度来说
,

判断

一个研究计划是否成熟
,

是否具备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资格
,

有如下三条互相联 系的标准
:

一

是看它是否有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或领域 ;二是看它是否取得相当规模的理论成就及完善的

研究方法
,

即是否形成公认或被多数研究者所赞同的
“

范式
” ;三是看它是否具有较成熟的学科

社会建制
。

用这三条标准来衡量
,

我们可以说
,

政策研究已经具备了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资格

了
。

首先
,

政策科学有它自己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
.

尽管政策科学家们对它的研究对象及内容

的定义存在着差别
,

政策科学的界限尚未最后确定
,

但是
,

政策科学家们一般同意
,

政策科学以

政府公共政策及其过程作为研究对象
,

主要研究公共政策的性质
、

原因和效果
,

研究公共政策

的制订
、

实施及评价等间题
。

按照拉斯韦尔等人主编的《政策科学 》一书的观点
,

政策科学是
“

以

制订政策规划和政策替代方案为焦点
,

运用新的方法对未来的趋势进行分析的学间
”

叭德洛

尔认为
,

政策研究的核心是把政策制订作为研究和改革的对象
,

包括政策制订的一般过程以及

具体的政策问题和领域 ;政策研究的范围
、

内容
、

任务是
:

理解政策如何演变
,

在总体上特别是

在具体政策上改进政策制订过程» 。 S · s ·

那格尔(s tu ar t 5
.

Na ge l) 则说
: “

政策研究可以总的

定义为
:

为解决各种具体社会间题而对不同公共政策的性质
、

原因及效果的研究峋
。 R ·

M
·

克朗 ( R o be rt M
.

Kr on e )则认为
,

政策科学是通过定性和定量的方法
,

探求对人类系统的了解和

改进
,

它研究的焦点之一是政策制定系统 ;政策科学把如下五个范畴作为其方法论的重点
: ( l)

政策战略 ; ( 2) 政策分析 , ( 3) 政策制定系统改进 ; ( 4) 估价 ; (5 )政策科学的进展
。
¾ 显然

,

这些政

策科学家对政策科学研究的重点的强调有所不同
,

但是
,

他们都同意政策科学以政策过程为研

究对象
。

其次
,

政策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规模的理论成就
,

形成了自身独特的
“

范式
”。

按照库恩的

观点
, “

范式
”
是为进一步的科学研究提供模式的特定的科学成就

,

或说是多数甚至全部的研究

者所认同的一套成文或默许的制度
,

包括学科的术语
、

理论
、

方法
、

假设
、

论证方式
、

体系原则
、

操作规则等
。

目前
,

政策科学的基本模式是德洛尔的政策科学理论
,

它包括了 12 项基本内容
,

要点是
:

政策科学研究政府政策的制定系统
,

关心政策体制的改善以及运用有效的方法和知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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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政策过程
,

其 目标是认识和端正社会发展方向
;
它具有跨学科的性质

,

打破了许多学科之

间的传统界限
,

吸收各学科的有益知识而丰富自身 ;它依靠抽象的理论结构和模型
,

将理论研

究和应用研究密切联系起来
;它不仅运用一般的研究方法发现知识

,

而且把个体的经验
、

社会

常识纳入自i已的知识体系中 ; 它重视价值观的作用
,

并鼓励有组织的创造精神
,

承认超理性因

素—创造力
、

直觉
、

魅力等在政策过程中的意义
;
它对变化的过程和动态形势十分敏感

,

采用

历史研究法
, ,

尤其注意时间和未来的方面 , 它试图成为一门自觉的科学
,

它要建立可检验
、

证实

的经验理论体系 ;如此等等
。 À

再次
,

政策科学的学科社会建制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
。

根据科学社会学的观点
,

一个学科

的社会建制也就是一个学科的机构设置
,

包括学术团体
、

基金来源
、

出版发行渠道
、

教育培训
、

职业化等
。

在西方尤其是美国
,

政策科学的这些机构
、

建制已相当完备
。

在学术团体方面
,

美国

已拥有不少专业学会和研究中心
;
在基金来源方面

,

既有私人资金也有政府资金 ;无论是政府

机构还是私人组织都对公共政策感兴趣
,

愿意拨款或资助政策研究 ,在出版渠道方面
,

目前美

国有少政策科学的杂志
,

已出版了大量的政策科学方面的著作或丛书 ;在教育培训方面
,

从 7 0

年代初开始
,

美国出现了一批独立的公共政策学院
,

许多大学相继制订出政策科学课程大纲
,

开设相关课程
,

并 出版了不少政策科学的学位授予点 ,在职业化方面
,

现有政策研究已被公认

为一种新的职业
,

从业者包括政府部门的
“

政策分析家
” 、

思想库的工作人员
、

大学及研究生院

的教师等
。

从业人数已具备相当规模
,

据 70 年代初的统计资料
,

单思想库的从业人员就有近十

万人
,

分布在 53 0 0 多个思想库中
。

由此可见
,

政策科学 已经成为一个独特的学科了
。

然而必须指出
,

政策科学迄今为止并没

有发展出成熟
、

完善的理论体系
,

即尚未形成由概念
、

定理或原理组成的有机逻辑推理系统
,

因

此
,

它是一门发展中的学间
,

它尚未达到
“

常规科学
”

阶段
,

只是处于由
“

潜科学
”

向
“

常规科学
”

过渡的阶段
二

只有将政策科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

才能促进它更快地
.

发展
、

完善
。

政策科学的产生有其深刻的背景
。

它是当代社会政治
、

经济和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必然产

物
,

也与它的诞生地美国的特别社会发展状况相关
。

德洛尔
、

克朗
、

那格尔等著名的政策科学家

曾对政策科学兴起的原因作过分析
,

他们分别强调某些方面的原因
。

例如
,

德洛尔认为
,

现代政

策研究的发展是众多因素作用的结果
,

这些因素包括思想库的成熟
、

人们对重大政策问题兴趣

的增加
、

核武器的冲击
、

公众对科学能解决政策难题的信仰
、

政策制订者 日益增长的不安
、

以及

经济学的示范性影响等
。

克朗则认为
,

促使政策科学兴起的原因主要是
:

公众对一些特殊的政

策问题
,

诸如战争
、

贫困
、

种族关系
、

环境污染
、

交通等的关切与日俱增以及不满政策对这些问

题的处理质量 ;对自然科学处理社会间题无能为力的状况的 日益增长的不安
;
大学生对学院式

的课程设置不满以及对内外政策问题兴趣的增长 ;处理危机 (如苏联发射人造卫星
、

城市暴乱
校园骚动

、

苏联在古巴设置导弹等 )的决策要求等等
.

的确
,

政策科学的兴起是各种主客观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

笔者认为
,

在其中起作用的主

要有如下几点
:

一是社会政治原因
,

即政策科学的兴起既与当代人类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有关
,

也与西方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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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尤其是美国出现的大量社会矛盾
、

政治危机而引起的公共政策问题的激增有关
。

随着科学技

术的迅速发展
,

人类社会所面临的间题越来越多
,

问题越来越复杂
,

越来越激化
,

解决这些 问题

的政策也变得越来越重要
,

这就使得人类第一次将自己的命运与改善政策质量的间题直接联

系起来
.

尤其是当代
“

全球问题
” ,

如环境污染
、

人 口爆炸
、

能源危机
、

核威胁等的出现
,

更使人们

意识到政策研究的重要性
。

同时
,

在美国这块资本主义的土壤中
,

存在着尖锐对抗的社会矛盾

和社会冲突
,

战争
、

暴力
、

贫困
、

犯罪
、

种族冲突
、

学生造反等成了资本主义社会所无法克服的痛

疾
,

这就使政策问题在美国更加突出
。

此外
,

美国的两党制的政党政治传统也对政策科学的产

生起到一定影响
。

民主党和共和党为各自的私利尤其是为执政进行着种种明争暗斗
,

这种政治

斗争自然而然地发展成为政策方面的论战
,

政策间题的讨论逐渐成为政治问题的中心
。

因此
,

在关于政策科学的起源间题上就有一种所谓的
“

政策替代方案理论
” 。

二是思想库或智囊团的成熟
。

正如德洛尔所指出的
,

这是促使政策科学兴起的一个重要原

因
。

思想库不但是政治设计的有意义的发明
,

也是政策研究成长的摇篮
。

诚然
,

智囊及咨询机

构在世界各地自古有之
,

但是真正的智囊团或思想库是现代的产物
,

它最先在美国迅速发展起

来
。

在政策科学产生前后
,

美国已有大量的思想库存在
,

如兰德公司
、

巴特尔研究所
、

小阿瑟研

究所等等
。

这一时期思想库的特点是集中了大量 高水平的各类专家和科学家
,

他们应用多学

科的知识来研究政策制订问题
,

他们相对地较少受外界压力
,

并有良好的合作机会
,

可以把发

现应用于政策制订
。

思想库对于政策研究的意义主要表现在
:

发展政策研究方法论
,

特别是论

证性方法如系统分析和其他政策分析方法 , 思想库作为中间测试基地
,

可以把政策研究推广到

实际运用中
;
它能为应用政策领域的学生提供最好的设备和学 习

、

实践机会 ;为来自学术界和

政府部门中的专业政策学者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它把政策研究的成果凝聚为一个独立的学

科
,

还是产生可靠的
,

可能被有关部门接受的政策研究成果的主要机构
。

因此
,

德洛尔认为
,

思

想库是政策研究的最纯粹的组织体现
,

每一位政策科学家都应把他的部分工作时间花在至少

一个思想库中
,

以提高处理政策科学理论与政策制订现实之间的关系的能力
。

三是科学技术的进步
。

二战后
,

西方科学技术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
。

从 50 一60 年代开始
,

科学技术出现了纵向深入分工
,

横向交叉融合的趋势
,

大量的新的学科涌现
,

特别是系统分析
、

管理科学 (运筹学 )等学科的发展为政策科学的产生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

当拉斯韦尔开始倡导

政策科学的时候
,

在统计学
、

数学和经济学等等学科中
,

各自独立发展出一些新的概念工具
,

应

用的技巧也相应地得到改善
,

有关政府政策过程的研究以及抉择行为的了解也增加了
。

与系统

分析和政策科学相关的一些新的学科
,

如系统论和控制论
,

当时已在生物学和数学的研究中得

到进一步的发展
,
与系统分析并行

,

而且在内容上有交叉的管理科学
,

也正是在此时到达了战

后蓬勃发展的起飞线上
。

到了 60 年代
,

美国政府的各机构开始广泛地采纳系统分析方法
。

尽

管系统分析和政策科学几乎是 同时发展起来的
,

但是系统分析事实上成为政策科学的一个组

成部分
。

其他传统学科
,

如政治学
、

经济学
、

心理学
、

社会学
、

人类学
、

历史学
、

数学
、

逻辑和哲学

等也为政策科学的发展提供了知识基础
。

因此
,

政策科学不是作为某一现存的学科的更新而出

现的
,

而是全新的跨学科领域
,

它需要的知识几乎横跨了人类所创造出来的各个主要知识领

域
。

反过来
,

政策科学作为一种方法可以应用于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
。

四是政治科学本身的发展
。

政治学中研究方式或方法的革新尤其是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

起
,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政策科学诞生的催化剂
。

我们知道
,

由于传统政治学制度化
、

规范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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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

研究方法的局限性
,

欧洲大陆的实证主义哲学的传入及社会学的经验研究方法的兴起等因素
,

本世纪 2 0一30 年代的美国政治学界掀起了一场行为主义研究的
“

革命
” ,

以梅里安 (ch ar les E.

Mer ri an )为首的
“

芝加哥学派
”

(ch ica go S c hoo l) 发动并领导着行为主义研究新潮流
。

行为主义政

治学强调对政府过程尤其是人的行为的研究
,

主张采用经验科学及交叉科学方法
,

确立具有普

遍性的
、

可检验的政治学理论 (体系)
,

使政治学
“

科学化
” 。

行为主义政治学对政策科学的产生

有着重要的影响
。

一般认为
,

随着政治学的
“

科学化
” ,

人们可以在公共政策领域内对长期以来

进行过规范性探讨的制度
、

民主化
、

个人的政治行为等间题进行客观的分析 ,同时
,

正因为行为

主义政治学采用交又科学的研究方法
,

使得政治学与其他科学 (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的

结合成为现实
,

使政策科学这一跨学科的学间具有了分析的可能性
。

因此
,

可以说行为主义政

治学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政策科学诞生的
“

催化剂
” 。

总之
,

政策科学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
。

尽管它最先在美国出现
,

与美国特殊的社会背景有

一定的联系
, :
井由此使得它的现有的理论形态及 内容上带有西方 (资本主义 )社会制度的痕迹

,

但是
,

政策科学主要是适应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
,

它是人类社会的政治
、

经济和文化

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

它是在利用全人类已经创造出来的各种科学知识的基础上形成

和发展起来的
。

因此
,

政策科学不是美国的专利
,

而是全人类的共同科学文化成果
。

现有西方

政策科学中的不少理论
、

原则及方法反映了人类社会政策过程的规律性
,

因而是合理的
,

可以

借鉴的
。

当然
,

如何结合我国社会主义政策制订和实施过程的实际
,

总结历史经验
,

吸收
、

消化

西方政策科学中的有益的东西
,

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策科学
,

乃是摆在我国科学工

作者面前的一个紧迫而艰巨的任务
。

政策研究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意义
。

关于这个问题
,

国内外的不少学者作过

探讨
。

例如
,

美国著名的政策科学家 A
.

兰尼认为政策研究有科学的
、

专业的和政治的三个方

面的意义
,

,

即 (1) 科学的理由
—

政策研究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政策的起因
、

发展过程和它

给社会带来的影响
,

反过来有助于增加人们对政治系统和社会的理解
; (2 )专业的理由— 了

解公共政策确立的要素及知道既定政策的某些后果
,

可以为个人
、

团体和政府获取政策目标的

行政提供有益的意见
,

以表明特定的目标要靠何种政策来实现
,

以及何种政治因素和环境容易

导致某一特定政策 ; (3 )政治上的理由
—

政策研究能够保证政府采取正确的政策以获取
“

合

理的
”
目标

。¿下面
,

我们将结合我国现阶段的实际
,

从几个角度或方面来着重说明政策研究的

实践意义
.

。

首先
,

政策研究是人类有效地处理当代复杂社会问题的需要
。

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组织化

的社会
,

它本身是一个大系统
,

在这个大系统中的各个子系统或因素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
,
社

会问题则越来越多
、

越来越复杂
,

社会矛盾也日趋尖锐
,

对特定社会间题的处理总会牵涉到其

他的问题
,

引起连锁反应
。

因此
,

要处理好每个社会问题或矛盾
,

必须有理想的或最优的政策
,

而要得到这样的有效政策
,

就必须对政策过程
,

包括政策的制定
、

执行及评估等方面加以研究
。

但是
,

长期以来
,

人们缺乏对政策过程的研究尤其是缺乏科学的政策制定方法
,

基本上只是采

用
“

试错法
”
这样一种经验型的政策方法

,

即在一组待选择的方案中
,

择其一而加以实施
,

倘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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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施中发现失误
,

即通过信息反馈去修正已执行的政策
,

或重新选择另外的政策
。

这种根据

政策执行的实际结果来判断政策好坏的方法
,

往往给社会带来巨大的损失
。

例如
,

当代西方片

面追求经济效益和军事目的的科技发展政策
,

已经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
,

造成了一系列的生态

危机和社会问题
。

又如
,

我国过去人 口政策上的失误
,

导致了人 口增长过快
,

带来重大的经济发

展压力及严重的社会问题
。

为了有效处理各种社会问题
,

使各项政策产生积极的作用或良好的

效果
,

避免产生消极的后果
,

就必须发展出一套政策制定的模型
、

概念和方法
,

改进政策制定的

质量
,

并能对政策的后果作出事先的评估
。

因此
,

必须建立政策研究科学
。

其次
,

政策研究是完善我国政策体系及提高我国科学决策水平的需要
。

建国后尤其是改革

开放以来
,

党和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
,

极大地促进了社会主义各项建设事业的发

展
。

但是
,

我国的科学决策水平还不高
,

在政策制定及政策体系方面尚存在一些觅待解决的问

题
:

其一
,

在较长的时间里我国没有始终如一的关于政策制定的指导思想
,

党和国家在建设发

展方面的指导思想随着各种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思想发展而变化
.

其二
,

我国的某

些方面的政策缺乏完整性
,

没有形成有机体系
,

因此往往出现前后不一致甚至出现不同政策之

间的相互矛盾
。

其三
,

缺少政策制定的科学理论和方法
,

程序化法制化程序不高
,

政策的制定和

实施往往靠层层发文件的办法
,

缺乏完善的法律手段
,

政策的解释权也往往为个别的领导人所

有
,

这就不能完全避免政治斗争
、

官僚主义
、

主观意志的影响和干扰
。

要克服上述这些弊端
,

就

必须大力提倡和发展政策科学
、

研究政策过程的规律性
,

形成系统的科学理论
,

探索合理程序

及可行的方法
,

以指导实际的政策工作
。

通过学习掌握政策科学
,

也可以提高 领导者的决策能

力及领导水平
。

再次
,

政策研究是进一步改革开放
、

加快经济建设步伐的迫切需要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后
,

党和 国家作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决策
,

制定出一系列具体的改革开放政策及措施
,

这给整个中国的经济社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

实践证明
,

一个国家或地方的经济能否发

展
、

发展速度的快慢主要取决于科技和政策这两个因素
,

而政策因素往往起决定作用
;
在所给

政策相同
、

社会状况及科技水平相当的情况下
,

一个地方经济发展的快慢则主要取决于对中央

政策的理解程度及能否加以灵活的运用 (在这方面
,

可以用广东与福建
、

深圳特区与厦门特区

的比较作例子 )
。

目前
,

新的改革开放大潮已经涌来
,

深化农村改革
、

国营大中型企业经营机制

的转换
、

特区及开放城市的进一步开放
,

以及全 国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体系的建立和发

展
,

已经全面铺开
,

这就提出了完善以往可行的或好的经济政策
、

制定出一系列新的经济政策

的要求
,

一条更重要的途径是发展政策科学
,

掌握现代政策科学的理论和方法 !

最后
,

政策研究是深化行政体制及政治体制改革
,

加强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迫切需要
。

经

济体制改革必定导致行政及政抬体制的改革
,

而行政及政治体制改革构成全面改革的极重要

的组成部分
。

应该说
,

行政体制及政治体制改革本身正是政策科学中政策制定系统改革的研究

范围
,

要建立更加有效
、

更加灵活的行政管理体制
,

必须依靠政策科学的有关理论和方法
。

当

前
,

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个核心内容是政府职能的转变
,

即政府由对经济活动的直接的控制和管

理转变为宏观的调控
,

这就要求政府运用各种杠杆 (政治的
、

法律的和经济的等 )
,

特别是通过

经济政策
、

价格政策
、

税收政策等来指导和干涉经济活动
,

因此
,

政府职能转变的基本内容也是

属于政策的制定和贯彻 问题
。

可见
,

建立政策科学
,

是体制改革深入发展的客观需要
。

同时
,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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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某些方面有所肯定
,

但对其总体是持否定态度的
。

注
:

¹ 《朱子语类》卷一二五
,

下引本卷注从略
。

º 《朱子语类》卷二九
。

» 《朱子新学案》 ¼ ½ ¿Á 《朱子语类》卷一二六
。

¾ 《朱子语类倦一二四 À 《朱子语类倦一三

 《朱子语类》卷六二 0 《朱子语类》卷六一
。

(上接第 88 页 )

策研究或政策科学有助于加强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
。

在当代
,

政治权力中科学成份的多少
,

被

人们看作是衡量人类文明进步水平及政治民主化程度的一个标志
.

人类社会越进步
,

由少数人

说了算的政治权力就越来越被大多数人说了算和科学的分析所代替
。

对政策进行科学的分析
,

无疑可以加速科学取代政治权力的进程
,

从而加强民主政治的建设
。

总之
,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

政策研究与人类
、

国家及每个人的前途和命运枚切相关
。

政策研

究的极端重要性必将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
。

可以断言
,

在不久的将来
,

政策研究将成为我

国学术界尤其是政治学界的重要而有生命力的新的研究领域
。

注
:

¹ 参见拉斯韦尔和勒纳主编
:
《政策科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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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一15 页
.

º 见拉斯韦尔和勒纳
: 《政策科学》序言

,

第姐一v X I 页
。

À ¼ s · s 。

那格尔主编
: 《政策研究百科全书》

,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199 0 年版
,

第 7 ,

1页
.

½ R · M ·

克朗
: 《系统分析和政策科学》

,

商务印书馆 1987 年版
,

第 28 一29 页
。

¾ 参看吴明瑜
:
《关于政策科学及其规范的间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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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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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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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内容的研究

:
一种选择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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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森《公共决策》
,

华夏出版社 19 90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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