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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制度外政策参与是政治发展和制度演进的重要过程，广泛存在于各种社会形态之中。
当前中国面临着体制改革和文化自强的双重任务，正式规则的建设远落后于社会发展。
当主体由于具体制度的约束而产生相对剥夺感时，主体便寻求制度外的利益表达。
目前，对制度外政策参与的研究更多是一种现象的概括和总结，在学理上的探讨并不深入。
选择这样一个题目进行研究是需要一定勇气的。
《制度外政策参与转型中国研究》写作和说理论证中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1.历史与现实的结合。
《制度外政策参与转型中国研究》从制度外政策参与这一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入手，视野比较开阔，
对中国历史上政治权力运行中存在的制度外政策参与行为进行梳理，与现阶段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进行比较分析。
在此基础上，对制度外政策参与的类型、功能、特征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思考和学理探讨。
　　2.政治学与经济学的结合。
在研究方法上，本书既借鉴了政治学“权力、利益、民主”等核心概念和研究视角，又借鉴了经济学
上的演化博弈论分析方法，在对模型的分析中，探讨真正能对具体制度产生范式影响的制度外政策参
与形式。
　　3.解构与建构的结合。
学术问题的研究就是一个不断解构的过程，并从中梳理出事物发展的脉络和内在的运行机理。
《制度外政策参与转型中国研究》作者基本做到了解构与建构并重，并对制度设计和政治体制改革的
进一步发展提出了一些设想。
制度外政策参与的发展方向取决于现行体制的制度化能力。
在本书结论部分，作者对制度外政策参与的发展提出三点建议，包括确立用民主制约权力的理念、政
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和社会认同的重塑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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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懂棋，博士，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讲师。
毕业于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理论专业。
　　研究领域为政策学、领导学。
主要研究方向为政党议程设置、基层组织建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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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参与的行动分析（一）匿名性对抗式政策参与（二）匿名性非对抗式政策参与（三）非匿名性非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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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表现方式二 制度建立过程中，需要一段时间逐步发现制度运行的环节和要素体系。
以公共政策中的具体制度为例，政策出台过程中首先容易发生信息失真的问题。
朱镕基曾经提到从信访中发现制度的运行环境和内在要素。
“好多事情一级到一级，就像过筛子一样，一个筛子比一个筛子细，过滤到你这里也就不多了。
很多时候看到的不是那么真实的情况，特别是我们下去考察的时间又很短，所以有很多情况不了解，
或者不能完全了解。
”“政策出台以后引起什么反响？
你往往只听到一级一级的干部表示拥护中央的英明决策，而他们是不是都深入到群众中去了解这些政
策的执行情况了？
不一定。
这些政策，特别是经济政策，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他们感受最深，一觉得不对头，马上
就会通过信访来反映了。
因此，从信访工作里面就可以看出我们的政策究竟是正确还是不正确、全面还是不全面，这是及时的
反馈。
”　　以笔者在北京市朝阳区调研的情况来看，朝阳区政府对促进社会组织的发展形成了一套行之有
效的方法。
但是随着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住房私有产权的日益重视，原有的一套制度面临瓶颈。
在问卷调查中，有44.9%的居民希望成立一个维护共同利益的组织（业主委员会）；14.4%的居民希望
成立互帮互助型的邻里互助组织；12.9%的居民希望有一个追求共同兴趣的组织。
这与原有社会组织格局形成鲜明对比。
在原有格局中，以兴趣为结合的互益性组织占总数的57.1%，而维护共同权益类组织（如业主委员会
）、互帮互助类组织（如邻里互助组）、向居民宣传自身权利类组织（如选举权、公民权、消费者权
益）的比例只占总量的16.1%。
在社区共同生活中，社区居民越来越发现需要一个社会组织维护居民的权益，处理因房屋维修、周边
环境等社区公共事务引起的纠纷，维护居民的利益并协调相关事务。
但是业主委员会在其组织活动过程中往往遇到了行政力量的牵制，存在成立难和生存难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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