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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政策过程研究是公共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重要理论依据。
本书对1980-2000年的中国集成电路产业政策的制定过程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案例研究，发现政策过程的
体制障碍和共识决策导致产业政策的断续、模糊和执行困难，从而进一步导致整个产业发展的滞后。
那么，这些政策是如何制定的呢？
谁参与决策以及如何达成共识？
在本书中，作者研究指出，“共识”是中国政策过程的核心概念和目标，基于本书建立的中国政策过
程的共识分析框架，作者进一步提出中国政策过程的“制度一精英”双层决策理论。

　　本书是基于案例深描进行的本土理论创新，对于解释中国政策制定过程的“黑箱”、构建转型期
中国特色的政策过程本土理论，具有很强的理论创新和现实解释力。
本文的案例研究丰富，资料翔实，具有故事性和可读性。

　　本书适合公共政策研究者和分析者、大专院校公共管理专业的教师和学生、政府官员、研究中国
问题的专家学者阅读，同样也适合对中国政治和政府感兴趣的普通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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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为了克服上述种种限制，政治上的讨价还价和联盟就出现了。
一些研究者认为，“理性决策模型”对于中国公共政策而言是不现实的，部门之间常常为了自己的价
值最大化进行政策上的妥协或联合。
官僚组织体系的设置也是形成讨价还价模型的重要因素。
由于官僚体系的机构设置和职能划分错综复杂，不但削弱了中央控制的力度，而且还放慢了整个政策
制定和执行的过程。
“中央、部门和地方领导们处于一些互惠互利的、局部性的、甚至相互矛盾的义务、价值和利益的网
络之中。
最终，为了从这一团混乱的形势中产生政策，妥协和联盟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各个部门和地方政府之间职能交错，不同的部门和地方政府具有各自的使命、政策偏好和资源，但
对特定政策领域都负有相应的职责，因此相互牵制和影响，造成政策过程的拖沓、散乱和易变的特征
。
有学者将这种官僚结构和决策过程称为“破碎的权威主义”模型。
还有的学者将讨价还价的原因归结为政治文化。
讨价还价的过程即“共识诉求”，由于官僚机构和行政区划错综复杂，形成共识的过程往往非常漫长
。
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扎根于中国的政治文化。
中国人是过程导向的，而不是结果导向的，中国文化看重共识、商榷和劝服，这些都很费时。
讨价还价的状况在改革开放之后没有得到改善，反而进一步加剧了。
一方面，由于改革后各地方和部门拥有“预算外资金”等自身利益，因而难以在利益上做出妥协；另
一方面，改革后的决策程序上较少运用威权、命令的手段，也使得权威进一步分散化。
对市场经济作用的研究也支持了该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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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公共管理前沿丛书·制度、精英与共识：寻求中国政策过程的解释框架》适合公共政策研究者
和分析者、大专院校公共管理专业的教师和学生、政府官员、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学者阅读，同样也
适合对中国政治和政府感兴趣的普通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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