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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如何研究政策科学？
可以有两种不同的选择：一是先把国外有关政策科学的研究成果搬过来，再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加以
运用和吸收。
二是把重点放在研究我国历史和现实生活中制定正确政策的经验和制定错误政策的教训上，从中抽象
概括出其固有的规律性；同时借鉴国外的有关研究成果，使政策科学植根于实践的土壤中，贴近现实
生活。
这样，不仅便于理解，也便于应用。
本书作者赞成第二种研究方法的。
这就是“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这也是“实事求是”的具体体现。
因此，这本书中大量引用并剖析了许多实例，以贯彻上述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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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效良，1933年6月生，1948年参加革命工作。
曾任机械工业部办公厅副主任、政策研究室主任，国家体改委司长、专职委员。
曾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兼职教授，国家行政学院客座教授
。
曾当选为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国有资产管理学会副会长，全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副会长
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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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第一章 政策和政策的功能  第一节 什么是政策    一、政策的词源考察    二、政策的本质    三、政策
的定位    四、政策的定义    五、政策的结构    六、政策的分类    七、政策的载体  第二节 政策的功能第
二章 政策科学及政策科学的功能  第一节 政策科学的形成和发展    一、“养士”和“参谋”制度的兴
起    二、“思想库”的出现    三、政策科学的问世  第二节 政策科学的对象  第三节 政策科学的功能  第
四节 政策科学的特点    一、政策科学是一门应用科学    二、政策科学是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    三、政
策科学是软科学的核心和重点    四、政策科学是处于发育阶段的一门科学第三章 政策制定体系和政策
科学的体系  第一节 政策制定体系    一、什么是政策制定体系    二、高质量政策体系的要求  第二节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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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优劣，决定取舍    四、建立科学的决策程序    五、关于决策民主化的问题第六章 政策组织实施  第
一节 政策组织实施的主体定位与素质要求    一、政策组织实施的主体必须是单一的    二、政策组织实
施主体的素质要求   第二节 政策组织实施的活动规律    一、正确理解政策     二、准确传递政策     三、
因地、因时制宜    四、监管与控制    五、深入分析执行偏差的原因    六、尽可能减少环节 ，缩短链条
第七章 政策执行情况的信息反馈  第一节 信息反馈的主体  第二节 信息反馈的活动规律    一、要尽量做
到多渠道、少环节     二、多渠道中必须有一个为主    三、多渠道不能代替直接调查    四、反馈信息的
输出    五、信息反馈在政策完善中的作用第八章 政策评估  第一节 政策评估的主体定位  第二节 政策评
估的内容和标准    一、政策正确性的评估    二、政策有效性的评估    三、政策负面效应的评估    四、政
策成本的评估  第三节 政策评估的时机和难点    一、政策评估的时机    二、政策评估的难点和出路第九
章 政策制定中的方法问题  第一节 科学方法的地位、作用和方法论体系    一、科学方法的地位和作用   
二、方法论的体系  第二节 哲学方法在政策制定中的应用    一、端正思想认识    二、掌握基本原理    三
、排除各种干扰  第三节 系统方法的基本原理及其应用    一、整体性原理    二、相关性原理     三、有序
性原理     四、动态性原理   第四节 政策科学的专门方法    一、政策分析方法    二、内容分析方法第十
章 政策创新  第一节 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和政策创新    一、政策的稳定和变化    二、什么情况下需
要政策创新  第二节 政策创新的过程    一、发现新问题是政策创新的起点    二、探求新根源是政策创新
的主体    三、总结新经验是政策创新的“原材料”    四、提出新政策是政策创新的结果  第三节 创新能
力的核心是思维  第四节 两种思维在创新中的作用    一、逻辑思维和非逻辑思维    二、直觉思维的内容
和特点    三、灵感思维的内容和特点    四、两种思维在创新过程中的不同作用  第五节 提高创新能力的
途径    一、把握有关思维学的知识    二、尽最大可能积累知识和经验     三、多思、多想、多提问题    
四、提倡扩大和发散型思维方式     五、有意识地造成思维放松的环境    六、善于创造契机，捕捉灵感  
 七、培养良好的心理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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