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政策终结的过程研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政策终结的过程研究>>

13位ISBN编号：9787516118467

10位ISBN编号：751611846X

出版时间：2012-12

出版时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作者：张丽珍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政策终结的过程研究>>

内容概要

《政策终结的过程研究》主要分为七个部分，导论、政策终结问题反思、政策终结议程设置、政策终
结合法化、政策终结执行反馈、政策终结案例检验、政策终结改进探索。
《政策终结的过程研究》可供相关读者阅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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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根据政策程序的启动主体不同，可以将政策终结提议分为内部提议和外部提议。
内部提议指的是政策终结问题的发现和提出主体是政府系统。
这种提议方式是行政机关传统的日常管理工作的构成部分。
行政机关在日常社会管理中，发现政策瑕疵并提议终结是种自我管理、自我学习、自我发展的选择。
外部提议则与内部提议相对，指的是政策终结问题的发现和提出来自于社会，并非行政系统内部，以
社会组织或公众为主体。
内部提议在公民社会发育极不充分的时期是主要的终结提议方式。
随着公民社会的成长，公民政治参与热情高涨，外部提议有不断扩展趋势。
两种提议方式相互推动，外部提议增强到一定程度有转为内部提议的可能，内部提议的发展为外部提
议提供机会和条件。
内部提议是一种传统的比较成熟的工作方式，按照既定法律规则按部就班的操作，具有严格的法定性
。
本章并不探讨政策终结提议的内部方式，下文的探讨都围绕着外部提议展开。
 外部提议的兴起是政策制定者受到越来越多情境因素作用的结果。
政策制定者是一位多种技能的实践者，一位组织角色的扮演者，一位被无穷系列情境所拴住的人，他
还是这一系列情境的产物和创造者。
其实，政策终结的制定者并不具备非常鲜明的身份特征，也不是多么强而有力。
他们依赖于那些能帮助政策制定者在具体的备选方案中择优的人，依赖于那些执行方案的人，依赖于
那些在法律或在实践上共同促使政策出台的人以及同样多地依赖那些（通过施与信任或收回信任的方
式）能够培育或抹煞方案成功机会的人。
终结政策的制定者也会受到多种情景的牵绊。
琼斯认为，包括逆向选择在内的个人和集体决策变化并非源自偏好的快速改变或源自根本的非理性，
而是来源于注意力的转移，即“连续移动”。
西蒙认为从个人角度来看，尽管我们连续的注意力意味着直觉可以并行处理信息，但是注意力一次只
能连续关注一件事情，或者最多几件事情。
这就意味着现实可能是复杂的、变化的和多重的，我们却不能够完美地将相对立的观点和角度结合起
来。
我们通常一次只能聚焦在选择情境中的一个主要方面。
从集体角度上看，注意对象的转移可能会导致对于偏好选项的一种非连续变化，即使选项都被很好界
定，也是如此。
 政策终结决策者不仅仅受个人的、专业的和组织的价值观影响。
事实上，决策者可能会根据他们对公共利益的理解而采取行动，也可能会根据他们对适当的、必要的
或者道义上正确的公共政策的理解而作出选择。
就政策终结来看，政策终结的制定既有个体又有集体的参与，个体包括政治官员、行政人员，也包括
专家、普通公民及政策相关者等。
但多数情况下，除了政治官员或行政领导外，其他的相关者都是以或松散或有序的组织形式出现的。
这些参与者对政策效果的判断和体会与他们的注意力转移也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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