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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科技专家与科技决策：“863”计划决策中的科技专家影响力》系统阐述了我国科技决策中科技
专家影响力的决定因素和机制。
结合政策科学、科技与社会、知识运用等学科，构建解释科技决策主体影响力的理论模型，并对模型
进行案例检验。
全书以“863”计划为例，借助大量高端访谈和文献调研，生动再现了计划决策机制和决策主体互动模
式的历史演进，从中精选出14个决策子案例，借助“相符性程序”案例研究法，检验了若干理论假设
，解释了“863”计划决策中科技专家影响力水平发生变迁过程和原因。
　　本书适合公共管理学、政治学和软科学等领域的学者和爱好者阅读，对科技工作者、科技管理人
员和旨在推进决策科学化民生化的政府部门有关负责同志具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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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汝鹏，1997年进入清华大学学习，2001年、2004年和2009年分别获工学学士、公共管理学硕士和公共管
理学博士学位；现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科技政策、政策过程和新能源
政策。
曾在Energy&nbsp；Policy、《中国软科学》、《中国行政管理》、《科学学研究》等中英文学术期刊
上发表论文近20篇，多篇文章、报告被《新华文摘》转载或获国家领导人批示；主持和参与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的国家与省部级研究课题多项。
2007—2008年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公派访学，曾获“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2006
—2020）战略研究重要贡献奖”、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入文社会科学）二等奖等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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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必须指出的是，科技决策中的价值取向和利益诉求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受一些
间接变量的影响。
3.1.2节已经辨析科技活动类型、政策过程阶段、不确定性和政策领域的变化均会引发决策过程中价值
因素的改变。
除此之外，本研究认为意识形态、政治文化、伦理道德等因素也会对参与者的价值取向产生影响，进
而影响其决策行为。
 3.2.3 制度因素：政策舞台与规则约束 专业知识是在制度中被构建的，其政策应用受制度因素的深刻
影响（Jasanoff，2003，2005）。
科技专家作为专业知识的载体，其政策行为也必然受制度这一外在因素的约束与规范。
制度因素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迁或是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异将直接导致科技决策中不同政策主体影响
力水平的变化。
 本研究将影响决策者行为的制度因素归结为政策舞台和规则约束两项。
 1.政策舞台：在什么样的平台上、跟谁一起决策 政策舞台指的是决策主体的构成结构、决策组织的层
级结构，也就是决策过程所依附的组织与机构。
形象地讲，这一变量表征的是谁（Who）在何种决策组织架构中（Where）参与决策的问题。
 决策活动是在特定的政策舞台上开展的，决策主体的人员构成情况以及进行决策活动所依赖的正式组
织的科层化状态界定了政策舞台的组成结构。
政治体制结构、权力机构设置、行政风格等因素都会导致政策舞台的变化，进而改变决策过程中的知
识和价值的分布情况，最终对参与者的政策影响力产生深刻影响。
在同一国家内，政策舞台的结构变化（Pielke，2007b）和成熟度差异（Schooler，1971）都会对专家的
影响力产生作用。
在不同国家间，国家类型和政治制度的差别导致其决策参与者的组成情况、酝酿和决定政策事项的组
织特征各不相同，从而使科学知识在公共决策中的运用效果呈现显著的区别。
Wagner（1986）通过对美国、欧洲、日本等国家科技专家参与政策咨询情况的比较研究，发现科技专
家在实行分权式的“党派争辩”模式的国家（如美国）中发挥的作用，要弱于实行集权式的“科学决
策”模式的国家（如法国）。
 2.规则约束：有哪些“条条框框” 奥斯特罗姆（2004）认为，规则是参与其中的人们的共同协议，是
关于什么行动（或世界的状态）是必需的、禁止的或者允许的强制性规定。
参照这一观点，本研究中的规则约束定义为由法律法规、规章条例等正式规定所界定的决策过程的程
序规则、各参与者的职责范围及其行为准则，表征的是决策者在什么样的行为规范下、如何（How）
与他人互动的问题。
 规则约束水平的变化会改变科技专家在决策中的作用空间与影响力水平。
决策者参与政策过程时面对书面（正式）和非书面（非正式）规则约束，为了保证自己的影响力必须
对这些规则做出反应；而规则的调整将改变决策者所能获取的制度赋权和作用空间，进而改变他们的
影响力范围。
例如，Keller（2001）在结合对美国酸雨和气候变化两个政策进行实证研究时即发现，规则边界／范围
（rule—boundedness）或规定程序（formality）对科技专家的作用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规则范围越大
、规定程序越正式化，科技专家的作用越小；反之则大。
由于制度约束水平的变化，科技专家在不同政策阶段的影响力存在很大差异：在议程设置阶段，专家
面临较少的制度约束，能够调动各种资源建立自己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可信度和地位，具有举足轻重
的重要影响；在立法阶段，制度规则相对更加正式化，专家作用下降，但仍可以在国会听证中发挥相
当影响力；在政策执行阶段，专家受到诸如组织结构、执行程序等多方面的制度限制，其影响力较低
，甚至不惜为保持专家身份沦为官员的“工具”。
再如，20世纪60年代美国政治舞台上形形色色的咨询委员会的公正性、科学性受到广泛质疑，制度上
缺乏一部规范咨询团体行为的法规被认为是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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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美国出台《联邦咨询委员会法》（FACA），其目的是保证各种形式的专家咨询机构建议的
客观性以及公众在专家咨询过程中的知情权。
该法规通过咨询程序和监督机制规制专家咨询机构的行为，尤其关注咨询专家的中立性、平衡性和活
动范围，就专家组成的平衡性、咨询过程的开放性和专家职能的单一性做了细致的规定。
FACA的出台立竿见影地纠正了各类专家由于科学知识偏好、利益价值偏好造成的专家缺位或越位，
打破了知识精英和官僚精英的“知识一权力”垄断，在改变专家作用空间的同时，有效规范了美国政
策咨询团体的咨询行为，促进其健康发展（GSA，2008；王锡锌，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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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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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同志具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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