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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转型期地方政府政策移植研究》采用“制度—行为”的研究方法，将行为主义、理性选择
理论与新制度主义三种研究视角综合起来开展，补充了公共政策研究的常用方法，而且也丰富了对政
府行为的研究。

《中国转型期地方政府政策移植研究》在对地方政府之间政策移植或政策传播变量的探讨中从中央需
求与辖区民众需求两方面的力量博弈来探讨政策移植的发生，并建构复合邻近性模型来解释政策移植
的发生，将政策移植分为政绩驱动型与辖区利益导向型两种模式，并探讨两种模式在内容、路径、不
同区域以及不同层级之间的差异。
第一次提出了政策移植失灵的概念，并将其分为政绩诱致型政策移植失灵、利益失衡型政策移植失灵
以及技术缺失型政策移植失灵，从而探讨政策移植失灵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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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5.政策移植与政策过程 　　这是将政策移植看做一种自变量来解释政策发展与变迁。
西方关于公共政策的研究大多都明确或者含蓄地认为政策移植提升政府运行有效性是理所当然，特别
是在关于教训吸取的早期工作中体现得更为明显，可能是因为“学习”一词内在地包含着这种积极、
进步的意义。
但也有一些学者注意到了政策移植失灵的问题，如多罗维茨和马什指出，政策移植并不一定带来政策
成功，他们总结了政策移植导致政策失灵的三种情形：不完全信息移植，指植入国可能对政策或制度
以及其在原生国的运转情况的信息了解不充分；不完全政策移植，指虽然移植发生了，但可能使得政
策或组织结构在原生国成功的关键因素没有被移植；不适当政策移植，对于转移国与被转移国的经济
、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背景的差异可能没有给予充分重视。
Schwerin与Werker也谈到了对政策创新的学习可能带来失败。
在学习政策时出现政策失败并非难以预料。
Otto Kroesen等在对《知识、技术与政策》2007年冬季号所刊登的文章进行总结时指出，某一特定政策
移植的成败不仅取决于政策效率和看上去的好处等等，而且依靠人的因素以及政策所产生的社会一文
化价值，参与其中的行动者之间的交流质量通常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可见，学术界注意到了政策移植效果的复杂性，政策移植并不等同于政策成功，也可能带来政策失灵
。
 　　政策移植或者政策扩散可能带来政策趋同，贝内特为解释政策趋同的不同原因将政策移植过程划
分为几种情况：由技术导致的趋同，即技术性要求指导决策精英采用同样的解决方案；由模仿导致的
趋同，即现实情况下解决问题的选项很有限，因此模仿是常见的手段；由调和导致的趋同和由侵入导
致的趋同。
以后的学者在此基础上继续研究，布什与乔根斯提出了政策趋同的三种路径：（1）对国内实践进行
的合作协调化，由于遵守国际法律协定或者超国家法律；（2）强制性实施某一政治行为，通过经济
、政治或者甚至是军事的威胁、干涉或者制约的方式进行；（3）相互依赖但非一致的行为扩散，通
过跨国的模仿、仿效或者学习进行。
美国学者迪玛乔和鲍威尔区分了制度性趋同的三种机制：（1）强制性趋同，源于政治影响和合法性
的要求。
例如组织必须遵守政府制定的法律、法规以及企业组织同盟所制定的行业规范等。
（2）模仿性趋同，源于对环境不确定性的反应。
这种模仿行为不同于竞争压力下的模仿，是一种制度化的模仿行为。
（3）规范性趋同，与专业化程度的增强有关。
即当进入某些专门领域时组织需要满足一些专门的条件，这些条件就是一种规范性的力量，当它们被
制度化之后，对这些规范的遵从就会导致组织间的趋同现象的产生。
实际上这些提法具有一定的类似性，都基于自愿、强制与限制三方面提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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