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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的三个特色：一是构建符合公共政策学科特色的内容体系。
全书由一个绪论、三个模块构成。
绪论是第一章公共政策与政策科学。
三个模块分别是：政策系统体制模块，即第二章政策系统、第三章公共决策体制、第四章政策工具；
政策运行过程模块，即第五章政策制定、第六章政策执行、第七章政策评估、监控与终结；政策分析
方法模块，即第八章政策价值观与价值分析、第九章政策分析模型、第十章政策分析主要方法。
　　二是吸收政策科学近些年国内外的最新研究成果。
不但吸收了他人的研究成果，更重要的是提出并论证了自己的观点。
三是紧密结合中国公共政策的现实问题进行研究。
中国公共政策的研究一定要结合中国国情，促进公共决策体制的改革和公共政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
法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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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60年代中期以后，情况发生了改变，政策学科取得了新的发展。
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与德罗尔（Yehezkel Dror）贡献是分不开的。
从1968年至1971年，他发表了被称为政策科学三部曲的《公共政策制定的再审查》、《政策科学探索
》、《政策科学构想》和一批政策科学论文。
它们构成了政策科学发展的第二个里程碑。
德罗尔批评了拉斯韦尔的过分推崇行为科学方法论的作用，对拉斯威尔的政策范式进行了纠偏和完善
，确立了内容丰富的总体政策科学。
其主要内容如下：（1）政策科学的目的在于认识和端正社会发展方向，它所研究的是公共政策的宏
观层次。
它直接关注的并不是具体政策问题，而是改进政策制定系统的方法和知识。
（2）政策科学必须整合来自各种学科的知识，构成一个集中关注政策制定的跨学科。
（3）政策科学要在纯粹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架起桥梁，真实世界构成政策科学的主要实验室，同样
在相当程度上还要依赖于抽象理论的建构。
（4）政策科学除了使用常规的研究方法外，还将不证自明的知识和个人经验当作重要的知识来源，
将高水平的政策制定者吸收进来作为政策科学建设的合作者。
（5）政策科学不是“价值中立”的科学，它要探索价值内涵、价值一致性、价值成本、价值承诺和
选择价值等，一种可操作性的价值理论应作为政策科学的一部分。
（6）政策科学的一个主题与重要方法，是鼓励、激发有组织的创造性，包括价值的创造。
（7）政策科学对时间很敏感，是动态的学科，它既强调历史的发展，又强调未来的方向，以此作为
改善政策制定的脉络。
政策科学中的基本模式、概念及其方法论，其赖以发展的源泉是社会改革和改革环境中政策过程的变
化。
（8）政策科学既对科学中的理性知识在政策过程中的意义进行研究，又承认超理性、非理性过程的
重要作用。
但是，从拉斯韦尔到德罗尔，他们都力图建立一个全新的、跨学科的综合的政策学科体系。
它的目标过于宏大，也没有明确的学科边界，几乎成了囊括一切知识、凌驾于所有社会科学之上的“
科学”，结果遭到了不少社会科学家包括政策学家的批评，认为它不是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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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公共政策新论》：21世纪高等学校公共管理类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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