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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公共政策是二战后首先在美国兴起的一个跨学科、综合性的新研究领域，它的出现为人们解决复杂多
变的现实社会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视野，因而被誉为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发展过程中的一次“科学革命
”。
按照K·冯贝米的评价，公共政策学科的出现是当代西方政治学的一次“最重大的突破”。
    本书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管理学院MPA系列教材”中的一本。
本书分公共政策分析的基本概念与理论，公共政策分析过程和案例分析三部分，共十一章，主要内容
包括公共政策的概念分析，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公共政策问题的界定方法与技术，公共政策的执行
与政策评估，政策备选方案的设计等。
本书内容新颖，重点突出，详略得当，能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浅出，通俗易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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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政策利害关系2.4 政策利害关系人的类型政策利害关系人的类型划分是一项较为复杂的工作，
因为这既可从微观的角度划分，也可“从宏观的角度划分。
前者对于理论研究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其代表人物是G savage（萨瓦奇），T.w.Nix和C.J.whtehead；而
后者则可形成一种较为实用的分析路径。
2.4.1 政策利害关系人的四种类型萨瓦奇等人是按照两大指标来划分政策利害关系人的类型的。
这两类指标分别是：（1）利害关系人之问的惜在合作的可能性；（2）利害关系人对政策制定机构潜
在的威胁程度。
所谓利害关系人之间的潜在合作程度是指某一类型下的利害关系人之间能否就一项政策方案形成合作
意愿的高低程度，为了简便起见，我们用高度和低度这两个指标来衡量它；同样利害关系人对政策制
定机构的潜在威胁程度是指他们就某项歧政策而言对于政策制定机构持支持或反对态度的强烈程度．
这里我们用高度和低度这两个指标来衡量它。
因此，根据萨瓦奇等人的指标安排，我们得到四种政策利害关系人之类型的划分。
一、支持型所谓支持型政策利害关系人，是指围绕某项公共政策方案-利害关系人之间形成了“高度”
合作的可能性，同时对于政策制定机构，刹害关系人表现为“低腹”的威胁。
形成支持型的政策利害关系人，意味着该项公共政策与他们的利益或政策诉求相一致，因此他们抱持
着拥护的态度。
例如，就政府部门欲制定的有关残疾人的社会福利政策而占．可能形成如下政策利害关系人：残疾人
、社会福利机构、纳税义务八等；显然，尢论是社会福利机构人士还是纳税义务人．由F出于社会同
情心和公益认知，对于该政策他们之间不难形成共识，而且可以断定他们对政府制定该项政策均会表
示欢迎和支持，囡此这就形成了支持型的政策利害关系人。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公共政策分析·理论与方法>>

编辑推荐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公共政策分析·理论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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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