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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公共政策分析已经成为理论和实务界广为关注的活动之后,研究其实质、特点和内容就成为非

常重要的课题。公共政策分析并不是简单的将分析的观念和方法运用于政策活动。它是分析人员以政策问

题为中心,以政策过程为线索, 以民主为依归,以倡导、交流为目的的质疑性的、能动性的、政策知识和主张的

创造活动。现代公共政策活动是在一个复杂多变的世界中展开的,服务于并受其影响的政策分析具有质疑

性、复合性、论证性和多样性的特点。公共政策分析的主要工作是收集政策资料、转换政策信息、获取政策知

识、形成政策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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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公共政策分析的实质

从统治型、经营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过渡,

不仅政府的职能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而且治理的

手段也发生了较大的改变。在努力减少服务过度

和服务不足的基础上, 各级政府更多的开展回应

性服务, 即及时、有效的回应公众的要求, 以解决

社会公共问题为中心的服务。这一变化使公共政

策日益成为政府经常使用的治理工具。政策分析

也随之成为重要的活动。虽然在学术界和实务

界,高等学府的教授和他们训练的研究生们, 以政

府为主导的众多公共部门以及一般的公众、利益

群体, 都对当前的公共政策分析表示出巨大的兴

趣,但是,当论及何为公共政策分析, 究其实质是

什么时,人们的看法仍旧有较大的差异,不少人甚

至望文生义,认为谈论和议论公共政策就算是在

对政策做分析了。¹

公共政策分析这一知识体系和社会治理的实

践工具是从一些发达国家的学术界和实务界传入

中国内地的。在社会科学中,通常知识和实践发

源地的状况都会对接受地产生直接的影响,甚至

后者的出现的问题常常能够从前者那里找到原

因。因此, 考察一下公共政策分析发展较早的国

家中人们对公共政策分析实质的论述, 对我们理

解本土的政策分析的实质是很有必要的。

美国是一个崇尚公共政策分析的国度。º 许

多有关政策分析的经典性的著述都出自美国公共

政策学者之手。中国大陆以及台湾地区的政策学

者对公共政策分析的认知也大多来自这些著作。

偶尔翻一翻美国出版的、冠以政策分析的著作,都

会发现不同学者的说法其实相差甚大。如美国政

策学者威默和范宁就认为,政策分析是以主雇关

系为导向、表现社会价值,且与公共决策有关的咨

询活动。» 这一界定强调的是在政策分析过程中,

政策分析者必须考虑分析任务的委托者、社会价

值,要能够为政策决策者提供咨询和建议。

另一位也是相当有名的美国政策学家戴伊,

他认为公共政策分析主要在于描述、解释各种政

76

X 本文是作者主持的国家教育部重大招标项目/ 加强和改进社会管理0( 07JZD0026)的阶段性成果。



策的起因及后果。由此来研究政府的实际功能,

了解政府为何制定这类政策, 这些政策的实施会

产生什么样的后果,等等。政策分析过程具有相

当的能动性,需要借助客观而精确的处理方法来

提高分析的解释力。¼这一界定强调的是政策分

析的主要目的是研究政府的实际功能, 分析工作

的关注点集中在研究政府制定政策的原因和实施

政策产生的后果上。

著名美国政策学家邓恩也对政策分析的实质

作过阐释。他认为政策分析作为一门应用性的学

科,要求分析者运用多元的调查方法、政策辩论模

式,以创造与转换可以用在政治场合的政策资讯,

以形成政策知识和主张,最终为解决政策问题提

供行动建议。½ 这一界定强调了政策分析的应用

性,强调政策资料和信息的转及知识的创造, 强调

政策分析中的对谈与论辩,强调以政策问题为中

心形成可以被充分交流、利用的政策知识和主张。

比较美国学者对政策分析实质的种种有代表

性的界定, 并结合中国本土的政策分析的研究与

实践, 可以把政策分析大体概括为是分析人员以

政策问题为中心,以政策过程为线索,以民主为依

归,以倡导、交流为目的的质疑性的、能动性的、政

策知识和主张的创造活动。

首先,公共政策分析是专门人员的能动活动。

虽然研究、分析是人类基本的智力活动形式, 普通

人也能对政策制定过程提出见解, 甚至能够做出

有益的咨询,但政策分析必须是受过专业训练的

分析人员从事的专门职业,它是分析人员运用智

力、热情和胆略的能动活动。当然,将政策分析看

作是专门人员的一项工作,既不是要将政策分析

引向某种专业和技术垄断,也不是排斥在政策分

析中要扩大民主参与, 它只是强调要将这一政策

活动专门化、职业化,使之更为科学、有效。

其次, 公共政策分析是以建构和促进政策问

题解决为中心的活动。公共政策分析活动中需要

做大量的事情, 包括对以往相同或相似的政策的

价值取向、执行结果、实际影响进行调查, 也包括

对倡导的政策行动的前景进行预测, 并对执行中

的责任、监测、评估的策略加以设计。但最为重要

的,作为整个政策分析中心的是质疑有关政策问

题的种种假定, 运用特殊的方法能动的建构公共

政策问题。政策分析成功与否, 就是看分析过程

和分析的结论对解决现实的政策问题有没有产生

实际的帮助。

第三, 公共政策分析是以政策过程为逻辑线

索展开的活动。在政策科学的发展中, 经过人们

的政策研究,先后建立了线性政策过程模型与非

线性政策过程模型。政策分析就是要将这两种政

策过程模型加以综合, 形成科学合理的政策过程

程序。政策分析的目的是为政策制定和实施提供

有效的政策知识、主张和行动的倡导, 因此,政策

分析工作必须遵循并服务于政策过程。它既创造

有关政策过程的知识, 也创造有关政策过程中的

知识。

第四,公共政策分析是以民主为依归的活动。

公共政策分析不仅是直接受政府部门委托,更重

要的,归根结蒂是受民众的委托。政策分析人员

不仅要在政策调查中倾听民众意见, 而且要善于

发现不同民众的政策利益诉求和价值取向。在形

成政策主张后,要通过政策呈现,经过论辩、对话、

听证等环节, 确保政策倡导符合公共利益。政策

分析本身是政策过程中民主的体现, 政策分析的

过程也需要加入更多的民主的要素。

第五, 公共政策分析是以政策行动倡导为目

标的活动。政策分析不是决定政策的行动,更不

是产生命令的行动。政策分析人员虽然有其专长

和技术,但是, 不可能也不应当出现分析专家治国

的局面。政策分析人员只是运用科学的手段,在

充分调查和尊重民意的基础上, 向政策决策者和

公众提供行动建议, 政策分析人员必须善于做协

商、沟通和说服工作。

第六, 公共政策分析是以交流利用为关键的

活动。政策分析人员通过获取政策资料,转换成

政策信息、产生政策知识, 形成政策主张后,必须

以政策文件的形式将政策知识和主张加以引申,

并把它们传递到决策者和政策利益相关者手中。

同时, 还需要进行以政策呈现为途径的直接政策

交流。只有当政策分析中产生的政策知识和主张

最终为包括公众、政策决策者等在内的政策利益

相关者所利用时,政策分析才能达到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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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 公共政策分析是重视政策知识创造的

活动。人们通常总认为政策分析只是一种工具性

的活动,主要是为政策决策者和公众提供政策行

动建议。虽然这些的确是政策分析的重要任务,

但是政策分析是一项智能型实践活动, 政策分析

人员在履行其工具性职能时, 也在致力于通过能

动性的建构政策问题、批判性的评估政策经验、论

辩性的交流有关政策主张,从而不仅形成政策分

析的专门知识, 还创造政策过程中的知识和政策

过程的知识。这种创造政策知识的活动既在时间

上是有序的,又表现出线性与非线性的特征。

  二、公共政策分析的特点

广义的政策分析源远流长。/伴随着生产技
术的新形式和相对稳定的人类居住方式,社会组

织发生了变化, 政策分析作为一种专门的活动也

就随之产生了0。¾直至20世 50年代初公共政策

学科诞生,政策分析都处在前科学阶段上。雷迪

则把自 20世纪 60年代开始的政策分析与 90年

代的政策分析做了对比, 称为是/两个时代0。¿现

代意义上的政策分析则是在政策科学创立以后作

为其中一个重要分支的知识和实务体系。现代公

共政策分析面对的是复杂多变的处于混序状态的

社会组织、社会公共生活和公共事务, À从而也具

有了一些自身的特点。

一是现代公共政策分析具有鲜明的质疑性。

现代政策分析和政策研究、政策管理、政策制定、

政策执行不同的地方, 就在于它坚持质疑性。政

策分析不是为某项政策辩护, 也不是对已经采纳

的政策做解读, 政策分析人员的任务是要对已经

形成的有关政策问题的假设提出质疑, 要对已经

提出的甚至已经执行的政策方案提出批评,以便

从中引出真正合理、有效的行动建议。这就要求

政策分析者除了要有清醒的头脑, 有强烈的创新

意识外, 还特别需要有责任感、有胆识, 敢于对权

力讲真话。

二是现代政策分析具有显著的复合性。公共

政策分析的对象是政策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前景、

行动,这些都和人的活动联系在一起。正因政策

分析对象的复杂性、动态性、多变性, 仅仅凭借某

种视角、方法, 只是抓住某些要素,分析的结果肯

定是片面的。现代政策分析倾向于创造性综合,

即尽量借助多种视角、多重途径、多样方法、多样

信息交流媒介, 从值得知道的和已经知道的内容

出发,从多种角度观察和认识事物,运用多重复合

思维, 帮助政策决策者和利益相关者逐渐朝向本

来不知道的真理迈进。

比如在分析政策活动的要素时,分析人员应

当关注与分析与对象有关的多重问题环境、多重

利益相关者、多重领域。在思维的向度上,必须将

有关政策问题和行动的实证存在的描述、社会意

义的阐释与价值选择的批判、反思有机结合起来。

在分析的技术上, 要同时运用调查、数理、模型和

模拟等手段。

这种创造性的复合分析, 需要在实践中反复

尝试,并且要能经受住某些失败。对于何时用规

范的方法, 何时依靠直觉判断,怎样接近决策者,

如何劝导他们关注真正的问题, 哪些启发性技术

可以利用,何时可以相信结果,哪些参数可以用来

支持感性分析,如何确定可选择的价值范围,怎样

使一种特定的方法更有利于表达对决策的理解、

何时这种方法会弊大于利,用以回答上述问题的

相关知识是非常复杂且有趣的。在决策领域中需

要有试验,要允许失误。犯这样那样的错误是经

常的、难免的。Á

三是现代政策分析具有严密的论证性。由于

政策问题的模糊性、政策利益相关者诉求的多样

性、政策价值的多元性,政策分析人员能够提出的

常常是似然性的政策知识,而不是真理性的知识。

他们不能将自己视为真理的化身。但是,政策分

析者所坚持的政策知识和主张一定是要经过慎重

的论证才能得出的。这种论证必须是有依据的、

符合逻辑的。作为论证依据的可以是方法、直觉、

理性、权威、经验,也可以是道德、价值。任何政策

知识和主张的论证又都必须借助于严密的逻辑和

程序。有时还需要借鉴法律事务中法庭辩控的方

式,对不同的政策知识和主张做出有说服力的辩

驳,以保证政策前景预测的结论和提出的政策行

动建议是有效的和可信的。

四是现代公共政策分析具有形式的多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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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政策分析总是只顾解决眼前问题,缺乏对

问题产生的历史的追溯、对解决问题前景的未来

预测。现代政策分析将前瞻性、回溯性、综合性分

析复合起来。回溯性的分析是将分析的重点放在

出现政策行动之后的信息提供和转换上。关注的

主要问题是已经实施的行动有什么结果,对缓解

和消除问题起到什么作用;政策问题产生的原因

与演变趋势,相似政策活动中存在的规律、有无同

类问题解决的方法、或相似政策过程的共同手段

与技术。前瞻性的分析是将分析的重点放在政策

制定和执行之前的信息提供和转换上。关注的主

要问题是政策行动会有何种限制, 政治上是否可

能,会有什么偶然性,如何消除解决问题的方案与

政府能够采取的努力之间的差距。综合性的分析

是将前瞻性与回溯性结合起来, 分析的重点放在

政策制定的目标和执行的结果的统一上。关注的

主要问题是如何消除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与政府政

策执行操作的现实性之间的差距。

  三、公共政策分析的内容

公共政策分析的主要工作是收集政策资料、

转换政策信息、获取政策知识、形成政策主张。政

策资料、信息、知识和主张这四者的关系, 可以用

制作面包的不同工序来比喻。在制作面包时,首

先要有小麦、甜菜、自来水、猪肉这些原料。再需

要由这些原料加工成淀粉、面粉、纯净水、酵母这

些基本的材料。再就是要把这些材料加上诸如

糖、盐、火腿等添加物,做成一定味道和形状的生

面包。最后,再用烤箱将做成的生面包烘烤成为

熟面包,并包装成出售的成品面包。

小麦、甜菜、自来水、猪肉这些原料好比是资

料;由它加工而成的淀粉、面粉、纯净水和酵母这

些材料就是信息。当人们依据比例、制成一定味

道和形状的生面包时, 就形成了知识。被烤熟包

装的面包则是主张。显然, 生产和选择淀粉、面

粉、水和酵母这些材料需要一定的认知水平。而

要把淀粉、面粉、水和酵母这些材料和糖、盐、火腿

加到一起做出生面包, 需要更高的组织能力。至

于要烘烤出人人喜爱的色香味俱佳的面包,其认

知水平和组织水平就会更高。这四者构成了四个

依次上升的层次,每向前一个层次,就要求政策分

析者的认知水平和组织水平逐步提高。因此,从

政策资料到政策信息、政策知识、直到政策主张,

需要政策分析者投入更多的精力、技术和智慧,不

断提升自己的认知水平和组织能力。

做好政策相关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是政策

分析的第一步。政策资料是分散在各处的记录、

统计数据、体验、评论,要把这些大量的、分散的、

零碎的数据、评论、记录,特别是隐藏在不同人心

里的体验寻找出来、汇集起来,辨别开来并不是一

件容易的事情。首先, 政策分析人员需要熟练的

找到装载有这些资料的载体并把资料尽量完整、

齐全的收集起来。装载有政策资料的载体有两大

类。一类是文献,常见的有已经发布的政策文件、

有关政策执行及其结果的行政摘要、新闻媒体的

政策评论、实际工作者的政策总结、学者的政策研

究论著。另一类是感受体验。主要是政策决策

者、管理者和操作者的感受、政策利益相关者的感

受。

对于前一类的资料, 政策分析者可以到政府

部门、新闻媒体单位、高校、研究机构去收集。对

于后一类资料,政策分析者则需要通过现场观察、

焦点访谈、团体调查等到渠道和手段获得。无论

收集哪一类政策资料, 都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

虽然政策分析人员在收集政策资料时, 不可能在

每一个文献中,在每一次观察和访谈中,都能够按

照政策信息的所有门类获取所需资料。完整的政

策资料是在逐步的搜寻中,一点一滴累积起来的。

有时虽然能找到或记录一大堆材料, 但符合要求

的并不多。在收集政策资料的过程中, 必须常常

做清点工作。发现缺项和遗漏要及时补充。

将政策资料转换成政策相关信息是政策分析

的重要步骤。除了要收集直接的和间接政策资料

外,政策分析人员还要费功夫细心的去辨别资料

的粗精与真伪。无论是收集的现成政策文献,还

是记录的政策访谈, 都不可能件件有用,相当多的

政策资料是粗糙的、甚至是虚假的。对所获取的

政策原始资料进行有选择的加工、整理、解释,转

换为政策信息。政策信息是被加工整理并有选择

的加以解释的数据。在政策分析中, 最为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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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下列五大类别的政策信息: 过去相同或相似政

策实施结果的信息, 以往相同或相似政策实施的

绩效的信息,当前需要解决的政策问题的信息,未

来政策方案前景预测的信息, 将要实施的政策行

动建议的信息。

掌握政策信息的目的是想借助于这些信息,

让政策决策者和政策利益相关者弄清楚:政策问

题的性质是什么? 围绕需要解决的政策问题,过

去和现在已经制定和实施了什么样的政策,其结

果如何? 已经贯彻的政策在解决政策问题方面取

得了多少绩效,具有多大的价值? 不行动政策问

题会恶化到何种程度? 为解决政策问题,能够有

哪些可供选择的政策方案,其未来可能出现的结

果是什么? 应该采取何种行动来解决政策问题?

创造政策相关知识是政策分析中最为核心的

步骤。要从政策信息转换出政策知识, 就需要借

助于政策分析工作,并经过政策论辩的环节。政

策分析的主要工作也是在这一步骤上实现的。虽

然政策分析人员可以依据政策研究所形成的关于

政策过程的知识来开展政策分析, 但是,任何政策

研究都不可能提供详尽的政策过程中的知识。因

此,政策分析首先是对政策过程中的知识的创造。

另外, 政策分析也对政策过程知识增添新的知识

元素。

政策分析者主要是提供问题构建分析的知

识。这一知识创造活动与政策过程中的议程设定

相对应。在这一分析中,政策分析者的工作是质

疑支撑问题定义的一些假设, 在问题建构中, 发现

隐含的假设,判断问题成因,勾画可能的目标,综

合冲突的观点。从问题感知开始到问题搜索,再

到问题界定, 最后到达问题详述。为政策决策者

提供关于政策问题的真实的、确切的知识。

政策分析者还要提供未来论证预测分析的知

识。这一知识创造活动与政策过程中的政策形成

相对应。在这一分析中,政策分析人员应当考虑

采纳的可选方案在未来可能发生的结果。检测那

些看似合理的、潜在的、规范的政策前景。在政策

论证和预测中应当指明在实现政策目标的过程中

将可能出现何种限制因素,不同政策选择方案在

政治上、经济上、技术上有多大的可行性。

政策分析者还要政策行动建议分析的知识,

这一知识创造活动与政策过程中的政策决策采纳

相对应。在这一分析中,政策分析人员应当向政

策决策者提供可选政策方案实施的风险与不确定

性的程度, 外部性与溢出量, 政策方案选择的标

准,政策实施的行政责任。这些知识将帮助政策

决策者决定采纳何种政策方案。

政策分析者也需要提供未来操作监控分析的

知识。这一知识创造活动与政策过程中的政策执

行。在这一分析中, 政策分析人员应当向政策决

策者提供关于政策执行的顺从程度、出现未能预

知的结果、识别政策执行中的障碍和限制、产生政

策偏离的责任归属等方面的知识。

最后政策分析者还必须提供未来执行评估分

析的知识。这一知识创造活动与政策过程中的政

策评估相对应。在这一分析中, 政策分析人员向

政策决策者提供关于政策预期结果和实际执行之

间的差异,以及产生差异的原因方面的知识。主

要关注产生的结果会有何种影响, 评价的标准是

什么。这些知识将帮助政策决策者去调整政策执

行计划、再造政策实施过程、甚至重新构建政策问

题。

形成政策主张并加以交流是政策分析活动中

令人关注的步骤。政策知识要能被决策者和政策

利益相关者知晓并加以利用, 就必须转化为政策

主张。政策主张是通过相关的政策文件表现出来

的。政策文件是政策知识向政策主张转化的载

体。政策主张依据传达给政策决策者和公众的内

容,可以区分为指示性、评价性和倡议性三类。指

示性政策主张和政策分析中的经验方法相联。它

涉及的是事实判断: / 某种政策行动的结果是什

么?0评价性政策主张和政策分析中的实证方法相
联。它涉及的是价值判断: /某种政策行动有价值

吗?0倡议性政策主张和政策分析中的规范方法相

联。它涉及的是规范判断: /应该实施某种政策行
动?0

政策相关信息、政策知识、政策主张的交流,

是政策分析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也是政策分

析的理论和实践的关键。从政策分析活动中产生

出来的相关信息和创造出来的相关知识和政策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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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如果只为政策分析者个体或专业群体所知晓

是没有用的,也是没有意义,它至多停留在政策研

究的领域中。政策信息、知识、主张必须传达给包

括公众、政策决策者等在内的政策利益相关者,最

终为政策制定者所利用,政策分析活动才能实现

自身的价值。

政策分析的目标和用途是为了与包括政策决

策者在内的政策利益相关者进行政策交流并供他

们利用。政策交流是一个广义的过程。应当说,

从政策资料的收集、政策信息的提供、到政策知识

的传播、政策主张的传递,一直到政策分析的结果

被利用,都是政策交流。但狭义的政策交流主要

指政策分析者提供的政策知识、政策主张与政策

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互动。主要途径包括政策主张

引申与政策呈现。

政策分析的成果即政策知识所转化的政策主

张必须表达出来,政策分析人员必须运用综合、整

理、解释、简化、直观说明等方式, 形成多种形式、

类别的政策文件。政策文件有多样形式。包括:

政策备忘录、政策发布文件、政策执行总结、政策

附属文件、政策新闻稿等。所有的政策文件都应

当包含一些共同的内容: 概览和摘要;解决政策问

题的前期努力的背景;政策问题的范围、理性及原

因诊断;解决问题的可能方案及其评估;解决政策

的行动建议;何种部门应该负起执行责任;怎样监

测和评估政策执行后果。要形成规范的、合理的

政策,需要政策分析者发挥专门的技能。其中包

括:综合、解释、简化、直观说明等方面的技能。

政策文件的形式类别也是多样的。虽然是同

样的政策知识, 但经过加工形成的政策文件的侧

重点、纳入的内容可以不相同。这主要是政策分

析者面对的政策分析的不同委托人及其要求是不

一样的。由于政策主张的消费群体,在专业知识、

关心的主题、利用的目的等方面存在差异,从而政

策分析者在将政策主张通过政策文件表述出来

时,应该选择不同的方式、内容。

政策分析者所加工并且需要通过政策呈现而

与政策相关者交流并供他们利用的政策文件主要

有三大类: 一类是向政策决策者交流并供其利用

的政策文件。由于政策决策者时间较紧,关心的

是问题恶化的可能性、政策行动政治上的可行性、

政策实施后的价值性。因此,供政策决策者利用

的政策文件应当是简化的、提纲挚领的。另一类

是向具有专业知识的政策利益者交流并供其利用

的政策文件。具有专业知识的政策利益相关者,

则关心技术上的可能性、政策论证的逻辑和专业

依据。因此,政策分析者提供给他们的政策文件,

其重点应当是论述技术的可行性、政策主张论证

的模型。需要有大量的包含专业知识的附录。还

有一类是向普通的政策利益相关者交流并供他们

利用的政策文件。对于普通公众和团体,他们最

关心的是政策行动会给他们带来哪些好处和成

本。

制定的政策文件必须经过一定的方式传递。

主要有传统邮寄的方式、政策呈现的方式、网络发

送的方式。政策文件的邮寄传递是将政策相关文

件邮寄给委托人和其它的政策利益相关者,这是

一种非正式化的交流形式。其局限性在于会因委

托人和其它政策相关者忽略或遗忘文件而影响交

流效果。政策文件的网络发送是借助于现代网络

技术,将政策文件发送到接受者手中。需要接受

者有计算机设备,且有阅读和回复的技术。

一种最为有效,并且又能体现民主精神的政

策文件传递与交流是政策呈现。这是通过政策对

话、政策听证、政策论辩、政策研讨等形式让政策

分析中获得的政策相关知识让委托人和其它政策

利益相关者知悉并加以利用的交流模式。这种政

策相关文件的交流模式的好处在于, 从政策相关

知识引伸出来的政策相关文件能直接地让公众和

决策者知道,并参与评论。

政策分析工作最后一个步骤, 也是体现政策

分析目的的工作是政策分析结论的利用。政策分

析的目的是通过创新、批判性评价和政策相关知

识的引伸、交流, 让政策利益相关者和决策者知

悉、利用, 从而改善政策的制定和操作执行。

公共政策分析中创造的相关知识的利用与三

个因素有关: 知识利用者的构成、知识利用的形

式、知识利用的范围。从政策相关知识利用者的

构成来审视,当政策分析获得的相关知识在利用

时,只涉及到个人预期效用的收益或损失时,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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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个人利用。当政策分析中的相关知识涉及到公

共记忆和集体启发学习,构成集体决策的一个方

面时,这就是集体利用。

从政策相关知识利用的形式和效果来观察,

政策分析中创造的相关知识的利用有三种形式。

一种是运用来研究和解决问题,这是概念性运用;

一种是通过行使专家权威的方式使提出问题和解

决方案的形式合法化。这是象征性利用;一种是

运用来直接支持政策制定,这是工具性利用。

从政策相关知识利用的范围来思考, 政策分

析中创造出来的相关知识按其所包含的内容, 会

产生不同的利用范围。如果知识中包含的是通用

型的思想和方法,则利用的范围较广,但效果不太

确定;如果知识中包含的是特殊型的政策建议,则

利用的范围较窄,但效果较为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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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Essence, Characteristics and Contents of the Public Policy Analysis

Yan Qiang

Abstract: It has become a very important topic to study the essence, characteristics and contents of

the public policy analysis when it became an act ivity wide concerned by theorists and pract ice circles.

Public policy analysis is not a simple analysis of the concepts and methods applied to policy activities. It

is the analysis of personnel to policy issues as the center, the policy process as a clue to democracy in

mind, to advocacy, communicat ion for the purpose of the challenge, the initiat ive, and policy knowledge

and ideas of creative activities. Modern public policy activities are launched in a complicated and change-

able world. The policy analysis, serves and affected by policy act ivities has characteristics of challenge,

compound, diversity and argument. Public Policy Analysis. main task is to collect policy data, conver-

sion policy information, access to policy knowledge, the formation of policies and proposals.

Key words: policy analysis; policy data; policy information; policy knowledge; policy propos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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