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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历经2年，作为中央民族大学“985”的一个项目，在课题组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下，终于完成，
我感到十分欣慰。
　　本书由荣仕星撰写大纲，并主持课题组成员多次进行了讨论和修改。
课题组成员分工如下：　　绪论：荣仕星　　第一章至第三章：高兴武（北京林业大学）　　第四章
：胥悦红、郭婕、盛庆辉　　第五章：徐杰舜，林敏霞，阿拉坦宝力格　　第六章：徐杰舜，吴政富
，林敏霞　　第七章：霍晓英　　第八章：申喜连　　第九章：徐杰舜，孙亚楠　　第十章：李书锋
　　第十一章：高兴武（北京林业大学）　　后记：荣仕星　　李书锋对课题的组织协调做了不少工
作。
　　本书完成后，美国匹兹堡大学公共政策博士候选人赵永飞通读了全稿，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
　　全书由徐杰舜统稿，荣仕星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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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介绍了民族地区公共政策的主体、客体和政策环境及组成民族地区公共政策系统的各要素之间的
关系；分析了民族地区公共政策制定、执行、评估、终结的过程及存在的问题和对策；探讨了我国民
族地区的经济政策、文化政策、教育政策、公共卫生政策、人口政策、环保政策和扶持人口较少民族
发展的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的经验与不足；总结了民族地区公共政策面临的挑战：提出了民族地区公共
政策的价值目标和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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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荣仕星，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专职委员、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副秘书长、宁夏大学党委书记，行政管
理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优秀专家，国家民委首批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
，中共十六大代表，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理事，中国行政管理学教研会常务理事；中国民族法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民族理论
学会副会长；中国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副主席。
出版了《实用行政管理学》、《论领导者责任》、《领导干部协调艺术论》、《民主问题思考》等18
部著作。
发表了《论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论领导者的决策责任》、《论领导者的开放思维》、《论领
导者的依法意识》、《论政府行政协调》、《论我国行政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制度建设》等100多篇
共65多万宇的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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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民族地区公共政策研究的基本问题  一、公共政策及公共政策研究现状  二、民族地区公共政策及
研究现状  三、民族地区公共政策研究的基本思路和方法第一章  民族地区公共政策的系统分析  第一节
 民族地区公共政策的主体系统    一、公共政策主体概述    二、民族地区公共政策主体系统  第二节  民
族地区公共政策的客体分析    一、公共政策客体及构成    二、民族地区公共政策的客体分析  第三节  
民族地区公共政策环境分析    一、公共政策环境    二、民族地区公共政策环境  第四节  民族地区公共
政策系统    一、民族地区公共政策系统各要素之间的关系    二、民族地区公共政策体制第二章  民族地
区公共政策的过程分析（一）  第一节  民族地区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分析    一、公共政策制定过程及
模型    二、民族地区公共政策的议程    三、民族地区公共政策的规划    四、民族地区公共政策的合法
化  第二节  民族地区公共政策执行的过程分析    一、公共政策执行概述    二、民族地区公共政策执行
的经验与问题    三、完善民族地区公共政策执行的对策第三章  民族地区公共政策的过程分析（二）  
第一节  民族地区公共政策评估的过程分析    一、公共政策评估及意义    二、公共政策评估体系    三、
公共政策评估过程与规范    四、民族地区公共政策评估存在的主要问题    五、完善民族地区公共政策
评估的对策和措施  第二节  民族地区公共政策终结分析    一、公共政策终结概述    二、民族地区公共
政策终结分析第四章  民族地区经济政策  第一节  民族地区经济政策的概述    一、加强少数民族地区基
础设施建设    二、发展少数民族地区农牧业经济    三、加大少数民族地区改革开放力度    四、对少数
民族地区实行优惠的财政政策    五、鼓励少数民族地区发展贸易    六、扶持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摆脱贫
困  第二节  民族地区经济政策的系统与过程分析——以广西铝工业发展政策为例    一、国家有关铝工
业的政策    二、广西发展工业的政策及相关规定    三、广西发展铝工业的优势条件及相关政策规定    
四、广西发展铝工业取得的成效    五、广西发展铝工业存在的问题    六、对广西发展铝工业的建议  第
三节  民族地区经济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经验与对策——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为例第五章  民族地区文化政
策  第一节  民族地区文化政策的概述    一、我国现行民族地区文化政策    二、我国现行民族文化政策
的基本原则    三、民族地区文化政策的实践  第二节  民族地区文化政策的系统与过程分析——以广西
壮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为例    一、广西民歌产业发展政策的实施    二、内蒙古民族文化政策制定
和实施_  第三节  民族地区文化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基本经验——以广西壮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为例
第六章  民族地区教育政策  第一节  民族地区教育政策的概述    一、我国现行民族地区教育政策    二、
我国现行民族教育政策制定的依据和基本原则    三、民族地区教育政策的实践  第二节  民族地区教育
政策的系统与过程分析——以云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为例    一、云南：民族教育政策实施个案之一  
 二、广西：民族教育政策实施个案之二第七章  民族地区公共卫生政策  第一节  民族地区公共卫生政
策概述    一、我国民族地区公共卫生政策变迁    二、我国民族地区公共卫生政策取得的成就  第二节  
民族地区公共卫生政策的系统与过程分析——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为例    一、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共卫生
资源基本概况    二、新时期广西公共卫生事业取得的成就  第三节  我国民族地区公共卫生政策执行的
问题与对策    一、我国民族地区公共卫生事业发展中的不足    二、发展我国民族地区公共卫生事业的
政策建议第八章  民族地区人口政策  第一节  民族地区人口政策的概述    一、民族地区人口政策的定义 
  二、我国现行民族地区人口政策    三、研究民族地区人口政策的重要意义  第二节  民族地区人口政策
的系统与过程分析——以云南省为例    一、云南省民族地区人口政策的制定实施背景    二、云南省现
行民族人口政策    三、云南省人口政策成效  第三节  民族地区人口政策的基本经验与问题    一、民族
地区人口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基本经验    二、民族地区人口政策存在的问题第九章  民族地区环保政策  
第一节  民族地区环保政策的概述    一、我国现行民族地区环保政策    二、我国现行民族环保政策的基
本原则    三、民族地区环保政策的实践  第二节  民族地区环保政策的系统与过程分析——以贵州省、
三江源自然保护区为例    一、贵州：民族环保政策实施的个案    二、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环保政策的制
定和实施  第三节  民族地区环保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基本经验第十章  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的政策  第
一节  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地区发展规划的政策    一、我国人口较少民族概况    二、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
展规划政策的基本内容  第二节  扶持人口较少民族政策的系统与过程分析    一、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
展规划政策形成的决策过程    二、扶持人口较少民族政策执行效果分析第三节  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公共
政策评估    一、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公共政策的制定评估    二、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公共政策执行及其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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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评估  第四节  人口较少民族政策的实例——京族和毛南族调查报告    一、京族社会经济调查报告    
二、毛南族聚居区经济发展调研报告第十一章  面向21世纪的民族地区公共政策  第一节  民族地区公共
政策面临的挑战    一、经济市场化的挑战    二、政治民主化的挑战    三、加入WT0（世界贸易组织）
的挑战    四、挑战的全方位、多层次、多角度  第二节  民族地区公共政策的价值目标与路径选择    一
、公共政策价值目标：科学化、民主化、规范化    二、民族地区公共政策的科学化、民主化、规范化
的路径选择参考文献后记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民族地区公共政策研究>>

章节摘录

　　第一章　民族地区公共政策的系统分析　　公共政策系统是由若干个相互区别而又相互联系的政
策要素（即政策子系统）构成的履行政策功能的有机整体。
公共政策系统既是政策运行的载体，又是公共政策运行过程的基础。
公共政策就是在一定的经济社会环境条件下，公共政策系统内部各要素（即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而
输出的社会公共产品。
民族地区公共政策的系统分析主要从两个层次展开：一是民族地区公共政策系统内部子系统，主要是
主体子系统和客体子系统的结构与功能分析；二是民族地区公共政策系统与外部环境关系的分析。
　　第一节　民族地区公共政策的主体系统　　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发展状况和文化传统不
同，政策过程存在着差别，具体政策主体的构成及其作用方式也有所不同。
民族地区特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决定了民族地区公共政策主体系统主体的构成、各主体的作用
，以及由各主体围绕公共权力而形成的公共政策体制都有自身的特色。
　　一、公共政策主体概述　　（一）西方公共政策主体及分类。
公共政策主体是相对于其客体而言的，与公共政策客体相比，公共政策主体是指那些在公共政策过程
中能够积极主动参与公共政策过程的人或组织。
如何界定公共政策主体，国内外已形成共识，就是指在特定政策环境中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公共政策制
定、实施、评估、监控等政策过程的个人、团体或组织。
那么，在不同的政策环境中，哪些个人、团体或组织参与了政策过程呢？
　　在西方，安德森认为，政府立法机关、行政机关、行政管理机构、法院以及利益集团、政党、作
为个人的公民都是公共政策过程的参与者。
并将政策制定主体分为官方和非官方两大类：官方的政策制定者是指那些具有合法权威制定公共政策
的人们，包括立法者、行政官员、行政管理人员和司法人员；非官方的政策制定的人或组织，包括利
益团体、政党和作为个人的公民。
琼斯和马瑟斯在《政策形成》中根据政策提案的来源，将政策提案者分为政府内部和政府外部两大类
。
政府内部的提案者包括：行政长官（总统、州长、市长等）、官僚、咨询者、研究机构、议员及其助
手；政府外部的提案者包括：利益团体和协会、委托人团体、公民团体、政治党派和传播媒介等。
罗杰?希尔斯曼在《美国是如何治理的》中将美国的政策制定主体分为直接的政策制定者和社会力量两
种，前者包括总统和行政系统中同国家安全有关的机构、国会议员和司法部门等；后者主要包括政党
和利益集团等。
　　在国内，学者普遍认为，“尽管世界各国的政策环境不尽相同，但公共政策主体在构成上并无根
本性区别，差异主要在于这些主体在政策系统过程中所处的地位、作用的方式以及影响的程度”。
如陈振明认为，公共政策的主体包括：立法机关，在我国指全国及地方各级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
委员会；行政机关，在我国指国务院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执政党，在我国指中国共产党；司法机关
，在我国指最高及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检察院；利益集团，在我国利益集团正在形成中，并逐渐成为
重要的非官方公共政策主体；公民，在我国指广大的人民群众；大众传播媒介，在我国指各级新闻机
构、传播媒体；政策研究组织，我国的政策研究组织正在形成中。
　　对于公共政策主体的分类，除了分为官方政策主体和非官方政策主体，政府内部政策主体和政府
外部政策主体，直接政策主体和间接政策主体之外。
有些学者从个体与群体的角度区分出个体主体与群体主体；从政治体制内外的关系区分出公共政策的
主导者、介入者与参与者；从政策运行的不同阶段区分出政策规划主体、政策制定主体、政策执行主
体、政策评估主体；从法权序列的角度，将公共政策主体分为三大类，即国家公共法权主体、社会政
治法权主体以及社会非法权主体。
“其中，国家公共法权主体是指居于法律规定的权力地位，获得法律授权，享有公共权威以制定、执
行和评估公共政策的机构与个人。
同时，政治领袖以及他们的高级助理人员（幕僚）也应该是‘准公共法权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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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政治法权主体是指那些虽然得到法律认可和保护参与了政策过程，但它们自己并不拥有合法权力
作出具有强制力的政策决定的社会行为主体，主要包括：政党、利益集团和公民。
社会非法权主体是指那些目的不在于参加公共政策制定，但在需要的时候能够对政策的运行施加强有
力影响的团体，主要包括大众传媒。
非正式组织以及秘密团体，比如黑社会等非法组织。
这类非法权主体多以经济利益为目的，通过一些具有隐蔽性的幕后活动来影响掌握实际决策权的官员
。
”　　（二）西方公共政策主体的权力序列及公共政策体制。
上述公共政策主体在政策过程中所处的地位、作用的方式以及影响的程度各不相同，这是由公共政策
主体在公共政策过程中享有的权力（或影响力）决定的。
各国或地区政策主体在公共权力上划分和配置的不同，就形成了不同的公共政策体制。
　　公共政策决策，乃至公共政策过程的所有环节，各政策主体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力是不一样的。
一般来说，官方的政策主体会拥有较大的公共政策的相关权力，如决策权、执行权、监控权、评价权
等，而非官方的政策主体占有的权力相对较小。
各政策主体按所享有权力的大小进行排序，就形成了公共政策主体的权力序列。
不同国家或地区公共政策的权力序列会有所不同，不同的公共政策会有不同公共政策权力序列，同时
各政策主体的权力随着经济社会形势的变化也会发生变化。
在西方，大多国家采取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虽然总统制国家和议会制国家有所不同，但在公共政策
主体的权力序列上却大同小异，大体上可区分为三个等级。
一般而言，立法、行政、司法三大国家权力机关，以及附属于它们的政治领袖、官僚集团、公务员和
官方的智囊团等，处于公共政策主体权力序列的第一等级。
它们对公共政策有直接的控制力，是公共政策的主要制定者、执行者、监控者和评估者，这类公共政
策主体也称直接政策主体。
第二等级的公共政策主体权力序列主要是政党、利益集团和公共政策研究组织，他们对公共政策的影
响力仅次于国家权力机关。
这里的政党，包括执政党和在野党，它们都是通过选民的意愿来影响公共政策，一般情况下执政党的
影响力要大于在野党，但也不尽如此，尤其是在多党制的国家或组成联合政府时，执政党的权力并不
比在野党大。
利益集团对公共政策影响力一般是通过游说国家权力机关来发挥作用，集团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力主要
取决于集团实力，如社会地位、凝聚力、与官方的密切程度等。
公共政策研究组织，又称“思想库”或“脑库”，由于主要从事公共政策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已经成
为现代公共政策决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在西方处在第三等级的公共政策主体权力是大众传媒和公民，大众传媒在西方被称为与立法、行政、
司法并列的“第四种权力”，它通过传播公共政策的相关信息，以引起社会公众对公共政策的关注、
认知、讨论，从而形成强烈公共政策舆论压力促使政策系统接受来自公众的愿望和要求。
大众传媒也是连接政府与社会的桥梁和中介，对扩大公众对公共政策的参与，表达公众的诉求，提高
公共政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程度都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公民作为公共政策的主体，是公共政策的本质规定。
参与公共政策是公民作为公共权力的本源的基本要求，也是公民的基本权利。
在西方，公民决定或影响公共政策的途径有：直接选举或表决、间接的代议、政策行动（如游行、示
威、罢工等）、参加利益集团等。
　　（三）我国公共政策主体的分类及权力序列。
在我国，由于在政治、经济等制度上不同于西方，公共政策主体的权力序列有自身的特色。
中国共产党作为唯一合法的执政党，在公共政策的决策上发挥着决定性的主导作用。
与中国共产党处于同一权力序列的政策主体还有人民代表大会及由它产生的政府、法院和检察院，以
及上述机构的工作人员。
今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应逐步提高人大的决策主体地位的权力，尤其是监督权，使其与法定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民族地区公共政策研究>>

的权力相符合。
法院和检察院作为我国的司法机关，由于不具备西方司法机构所有的危险审查权和法律解释权，它们
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力较小。
从司法机关在国家和社会中的作用来讲，今后的政治体制改革应明确和加强司法机关在公共政策过程
中的作用。
构成我国政策主体权力序列第二等级的公共政策主体，主要有：参政党、人民团体、官方传媒、半官
方政策研究组织。
处于第三等级的政策主体包括：民间媒体，主要指那些民间自组织的、自筹资金创办的网站论坛、虚
拟社区等等，这些媒体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力呈现上升的态势；社会团体，包括各类行业协会、律师事
务所、仲裁机构等社会中介组织；民间研究机构，主要指民间自主融资创办的研究所；普通民众，与
西方不同，我国的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可以参加公共政策的整个过程，公共政策过程就是从“群众中
来，到群众中去”的过程。
但现实中，民众参与公共政策过程尚存在许多问题，还没有达到民众作为公共政策主体应有的地位。
这既是政治体制改革方向，也是公共政策需要加强研究的方向。
　　（四）公共政策体制。
公共政策的运行过程实质上就是公共权力的运作过程，公共权力在政策主体、政策机构之间的分配以
及各权力主体之间的关系就是公共政策体制。
公共政策体制根据公共政策过程可以区分为公共政策的决策体制、执行体制、监控体制和评估体制，
其中公共政策的决策体制和执行体制是最重要的公共政策体制。
这里主要讨论公共政策的决策体制，公共政策的执行体制在“民族地区公共政策执行”的章节中讨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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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民族地区公共政策研究》共分十一章，内容包括：民族地区公共政策的系统分析，民族地
区公共政策的过程分析，民族地区经济政策，民族地区文化政策，民族地区教育政策，民族地区公共
卫生政策，民族地区人口政策，民族地区环保政策，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的政策，面向21世纪的民
族地区公共政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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