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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现代社会中，政策过程中的科学以及科学工作者的作用越来越大，专家的地位及其权力也大幅度
上升，拉斯韦尔认为，所谓的世界革命已从阶级斗争转向技能斗争。
社会运营所需的基本的重要知识都呈现出专业化发展状态，而愈来愈不为人们所共有。
提供专门知识和技术的专家常常处理大部分人不能理解的问题，专家可以利用自己的知识谋取更多的
权力，而非专家的大众却因缺少高度专业化的知识时时被置于不利的位置上。
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政策分析的伦理成了问题，政策分析的社会责任也成了问题。
责任是知识和力量的函数，政策分析中的强势人物诸如分析家、技术官僚、统治者等，由于他们掌握
了知识或特殊的权力，他们的行为会对他人、对社会、对自然界带来比其他人更大的影响，因此他们
应负更多的伦理责任，需要有特殊的规范来约束其行为。
政策分析的社会责任可以划分为两种，即对理性的责任和对民众的责任。
要落实对理性的责任首先又是个伦理问题。
因为政策分析的原动力在于为人类社会状态的改善做出贡献，这里所说的贡献必须是以关于社会健康
的明确概念，换言之以伦理的基准导入的。
这意味着负责任的政策分析是无法回避伦理分析的，舍此政策分析则缺少基本的知性指导；要落实对
民众的责任首先是个民主问题。
知识和技能是为少数人的利益驱使还是为大多数人的利益服务，最终影响决策的知识来源于单一的渠
道还是更广泛的渠道，类似问题可以考验并检验专门知识与活动的大众的责任关系的深度。
　　托格森认为，政策分析存在三种形式。
第一种形式是知识置换政治，第二种形式是政治利用知识。
实证主义的政策分析是技术专家取向的，在实践中倾向于以知识置换政治。
启蒙主义理想的阴暗面表现在技术官僚统治下，则是知识的退避和权力隐蔽放纵。
后实证主义政策分析致力于在批判传统政策分析的基础上进行重新构筑公共政策分析基础的尝试。
这是公共政策分析的第三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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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政策分析的社会责任可以划分为两种，即对理性的责任和对民众的责任。
要落实对理性的责任首先又是个伦理问题。
因为政策分析的原动力在于为人类社会状态的改善做出贡献，这里所说的贡献必须是以关于社会健康
的明确概念，换言之以伦理的基准导入的。
这意味着负责任的政策分析是无法回避伦理分析的，舍此政策分析则缺少基本的知性指导；要落实对
民众的责任首先是个民主问题。
知识和技能是为少数人的利益驱使还是为大多数人的利益服务，最终影响决策的知识来源于单一的渠
道还是更广泛的渠道，类似问题可以考验并检验专门知识与活动的大众的责任关系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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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国家机关的公共政策权力　　国家机关是居于国家规定的法权地位，享有法定的公共权威以制
定与执行公共政策的机构。
在我国，行使公共政策权力的机关主要包括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人大系统、作为国家执行机关的政府
系统和作为国家司法机关的法院与检察院系统。
　　（1）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立法机关的人大系统的公共政策权力。
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它的常设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
”①人大机关在公共政策过程中的权力主要有：立法权一包括全国人大制定与修改宪法和基本法律的
权力即元政策与基本政策的权力，。
以及地方各级人大制定与修改本辖区内法律、政策的权力；选举、罢免权——通过人事间接控制公共
政策的制定与执行；监督权——监督其它国家机关制定与执行政策情况；全国或地区性重大事项的决
策权，如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和决算等重要政策问题。
　　（2）作为国家执行机关的政府系统的公共政策权力。
我国政府在整个国家权力体系中拥有的公共政策权力主要包括：行政立法权，即有权根据宪法和法律
制定具体公共政策，包括行政法规、行政规章、行政决定、行政命令等；行政领导与管理权，即通过
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来管理社会各项公共事务的权力；行政保护权，即通过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
与监督来保护国家利益、公民权益尤其是少数民族、妇女的权益；人事行政权，即通过任免、培训、
考核和奖惩公务员来间接影响公共政策过程的权力。
　　（3）作为国家司法机关的法院与检察院系统的公共政策权力。
我国的法院和检察院主要是通过行使审判权和法律监督权对违背公共政策意图的事情及相关人员做出
法律裁判和监督，其公共政策权力与权力机关、行政机关相比是消极性的权力。
　　（4）中央与地方的公共政策权力划分。
在中央与地方的公共政策权力划分中，一是确保中央政府的统一领导，坚持地方服从中央、下级服从
上级的原则；二是在中央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第三，实行民族
区域自治和特别行政区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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