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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党一贯重视政策的落实和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力，但一些地方政府却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搞
一些"土政策"，自行其是，谋取私利。
作者把所有这些政策执行偏差、政策执行走样以及一切违背、损害、妨碍政策目标实现的政策执行的
行为统称为政策规避，并就地方政府政策规避问题进行了研究，提出了治理对策，如地方政府政策规
避的内在动因、外部致因；
改革公共管理体制铲除体制土壤；建构现代政策执?体制提高地方政府政策执行效率；提高政策素质与
实现合理利益，消除政策规避的主观原因；
地方政府政策创新与政策规避辨析；政策创新的动力与条件、价值与标准、方式与方法等。
为全面深入了解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状况，作者对一些普通群众以及地厅级、县处级领导干部和乡镇
党委书记进行了问卷调查，采集到了第一手实证资料和主观评价素材，为这一问题的研究奠定了的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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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作为传统文化的集中表现，人情关系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以及日常生活均具有重要的
影响。
政治上任人唯亲、经济上人情消费、社会上后门和靠山以及日常请客送礼等现象无不与之有着密切的
关联。
所谓“人情”，本质上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特定的社会关系或社会互动方式，它具有可交换性的特征
，它常常成为人际关系的手段、中介和指示器，成为一套可以保证个人通过自己的社会资源来达到互
益目的的行为交换系统。
“关系”本来是一个中性的社会学术语，它是指对社会或群体结构而言，因权力、声望和地位的差异
而导致人在社会网络中的位置不同。
按照社会资源理论的假设，社会结构是由一组人际关系网构成的；网内位置的高低由拥有资源的多少
来决定，而且其结构大致呈金字塔形态；位置越高，占有此位置的点越少；位置越高，对整个结构了
解越多，对其他点的可及性越大，即可及的点数越多。
关系网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网中个体间的资源互惠，即把各人手上拥有的社会资源用来进行交换和分
配，以达到多方受益。
在西方社会学家看来，所谓社会资源主要是指财力、声望和地位，而在中国人眼中，“关系”本身就
是有价值的资源，这可能是中国人在社会交往中更注重“关系”的原因，也是中国社会关系网产生负
面影响的原因。
正因为如此，“关系”在中国常常被视为一个贬义词，它更多地与“人情”、“后门”、“裙带”、
“利害”相关。
　　人情关系发生作用的基本特点就是把人情、关系看得过于重要，只讲人情、关系，而不讲是非、
原则。
人情关系对政策执行的影响是十分普遍的，如执法系统有“人情办案”，组织部门有“关系提干”等
。
又如，现行高校毕业生“供需见面、双向选择”的就业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反倒为不正之风开了方便之
门，才学平平者凭人情、关系照样可以进好单位、找好工作；而许多真才实学者却因没关系、缺路子
而难以“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传统社会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顽强的社会惯性：最有效的趋利避害手段不是讲道理、守法规、凭才识
，而是买人情、找关系、摸门路，这一点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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