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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200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胡锦涛总书记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有这样一段表述：“⋯⋯实践永无止境，创新永无止境。
全党同志要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和不断发展党历经艰辛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
⋯⋯”这个表述也是对从事宏观管理与政策领域的学者乃至全体从事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
提出的期待。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社会的发展模式发生了重大的转变。
坚持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想反映了广大人民的共同愿望，建设创新型国家、以人
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逐渐成为全社会的基本共识。
新的科学发展观的落实和社会目标的实现，一方面为中国公共治理结构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空
间；另一方面也要求政府的宏观管理与决策更加民主、更加科学、更加透明，对政府及公共部门的运
行规律有更好的把握。
这一切都对宏观管理与政策学科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
因此，研究如何将宏观管理与政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有机结合起来，以更好地解决管理实践中的现实
问题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004年，清华大学课题组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主任基金项目“宏观管理与政策学科
‘十一五’发展战略与优先领域遴选研究”课题。
课题组成员包括薛澜、苏竣、刘霞、邢怀滨、何海燕、常明、姚会文，在课题组成员的共同努力下，
在国内外专家学者和政府相关部门管理者的全力配合支持下，特别是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
部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下，经过一年多的研究，最后提交了“我国宏观管理与政策学科发展战略和优
先资助领域研究报告”。
由于篇幅所限，很多深入的研究分析无法完全收录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的总报告中。
尤其是很多重要的未来领域只能简单涉猎。
这样也就产生了一个编辑出版整体研究成果的想法。
为此我们特别邀请了课题组外的一些宏观管理与政策学科主要领域的权威专家参与了本书关键研究领
域部分的撰写，他们是王如松、马费成、吴冲锋、陈学飞、陈振明、杨开忠、范西来、姚先国、郝模
、黄季煜等教授，对他们为本书顺利出版所作的贡献表示感谢和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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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承担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主任基金“宏观管理与政策
学科‘十一五’发展战略和优先资助领域”的研究报告成果。
本书结合中国的改革实践和国际发展趋势，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发展目标为指导，翔实地描述了
我国宏观管理与政策学科的发展现状与趋势，明确了未来需要重点关注的领域、研究方向和相应的科
学问题，为宏观管理与政策研究领域学者们在“十一五”期间选择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理论研究和实
践中亟待解决的科学问题提供参考。
本书吸收了宏观管理与政策领域中理论和实践中的最新理论、观点和方法，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评述了当今世界宏观管理与政策学科前沿的最新成果，为进一步全面深入了解我国宏观管理与政策
研究领域情况的学者提供了基础数据和研究素材。
    本书对中国从事宏观管理与政策科学研究的研究者具有一定的指导和启示意义，对申请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宏观管理与政策学科项目的学者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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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转型与发展：宏观管理与政策学科发展的历史机遇以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
中全会的召开为标志的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变革至今已有30周年。
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突破了思想上长期存在的束缚，初步建立和健全了
社会主义民主法制体系，改善了中国公共政策决策机制，为经济改革开放创造了良好的制度环境。
同时，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国家实行大规模的经济和社会开放政策，
吸引大量外资，出口持续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这些成就的取得同我国宏观管理与政策领域研究工作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各项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包括产业发展的宏观管理与政策，农业和林业发展的宏观管理与政策，
国家财政与税收政策，资源与环境保护政策，科技管理与教育政策，劳动、就业、医疗卫生与社会保
障政策，信息资源与情报管理等，无不凝聚着宏观管理与政策领域学者们的心血。
在历次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重大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政策的出台，历次政府机构改革等重
大改革发展的问题上，宏观政策与管理学者的研究为我国相关政策的出台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宏观管理与政策学科是研究政府及相关公共部门为实现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目标，制定宏观
政策和实施综合管理行为的学科群的总和。
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通常可以将宏观管理与政策学科分为宏观政策管理、公共组织管理、领域政策
管理三个组成部分。
宏观政策管理主要研究国家和地方政府制定宏观政策的过程与规律；公共组织管理主要研究政府机构
和其他公共组织自身管理活动规律及其在执行公共政策及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的规律；领域政策管理
主要研究政府在不同领域（如经济、社会、科技、教育、资源环境、医疗卫生等）中制定政策与实施
管理的规律。
宏观管理与政策学科与我国现行学科分类体系中管理门类下公共管理一级学科密切相关。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的学科资助领域中，宏观管理与政策同其他两个分支学科即工商管
理、管理科学与工程共同构成管理科学的三大子学科。
宏观管理与政策学科具有应用性强、综合交叉程度高、复杂集成显著等特点，在我国管理科学的发展
中占有重要地位，具有重要的理论建构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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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积累与跨越: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宏观管理与政策研究纲要》：岩石力学与工程研究著作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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