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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作为东北大学科技政策研究的重要成果，科技政策博士文库终于付梓并将与读者见面了。
在这批著作出版之际，回顾东北大学科技政策的研究历程，不禁心生感慨。
　　东北大学科技政策研究的开端是在1993年设立了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授权点之后，我们开设了
科技政策研究方向。
十几年来，我本人和我的博士生以及行政管理系的诸位同仁在承担繁重的教学任务的同时，共完成了
国家、省、市几十项科研课题，出现了一大批理论与应用性成果，并一直致力于将这个研究方向做出
东北大学的特色。
尽管这一过程充满了苦辣艰辛，但是有那么多人愿意跟着我从事科技政策的研究，我一直心存感激，
因为孤掌难鸣，只有结伴同行，我们才能走更远的路。
　　在学术研究队伍比较完善和积累多年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们组建了东北大学科技政策研究中心
，学校为支持这个中心投入了110万元的学科建设经费，这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东北大学历史上是第一次
对文科的发展给予了这么大的支持力度。
很快，在沈阳市科技局的支持下，2003年年底成立了沈阳科技政策研究中心，2004年科技部又批准成
立了国家科技政策东北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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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政策转移是各国政策实践中一个久已存在的现象，它是世界各国由封闭走向开放的产物。
伴随着世界范围的全球化、市场化与信息化浪潮的进一步涌动，政策转移的发生更具普遍性，大有政
策转移全球化之势。
政策转移已经成为民族国家学习别国的政策经验、吸取别国的政策教训，融入现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的政策选择路径之一。
中国早在近代就开始了政策转移的历史进程。
本书选取了新中国成立后的整个历史时期作为政策转移研究的时间断限，通过对历史与现实的研究与
反思，对这一整个历史时期的政策转移作出了描述性和规范性的研究。
全书主要研究了以下问题：一是概述了政策转移的基本问题。
主要辨析了政策转移及其相关概念，介绍了政策转移研究的缘起，概述了政策转移的性质、功能与作
用以及政策转移的一般特点，回顾了政策转移的历史，分析了政策转移的理论与现实基础。
二是阐述了政策转移的基本理论问题。
论述了政策转移与国家主权，政策转移与国家意识形态，政策转移与中国公共政策的本土资源，政策
转移与公共政策成本，政策转移与公共政策发展，政策转移与中国公共政策的国际趋同化，政策转移
与法律、制度及体制的关系。
三是论述了政策转移的变量、结构与过程。
阐述了西方学者关于政策转移的构成要件、政策转移的分析框架、政策转移的连续统、政策转移的结
构、政策转移的过程模型以及对政策转移研究的学术批判等内容。
四是介绍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公共政策转移的历程。
描述了这一时期中国公共政策转移发生的背景、政策转移的前导、政策转移的过程，分析了政策转移
的特点与政策转移的效果。
五是描述了转型时期的中国公共政策转移过程。
描述了转型时期中国公共政策转移的内外环境、转型时期中国公共政策转移的发展历程，分析了转型
时期中国公共政策转移的特点，概述了转型时期中国公共政策转移的深远影响。
六是系统分析评价了中国公共政策转移的变量及过程。
运用西方学者提出的政策转移的分析框架理论分析了中国公共政策转移的变量及关系；反思了中国公
共政策转移的历史过程，分析了政策转移的历史逻辑、论证了政策转移的经验、政策转移的问题及政
策转移问题产生的根源。
七是论述了全球化时代中国公共政策转移的策略选择。
立足历史与现实，面向未来，分析了全球化时代政策转移的特点、动因及意义；指出政策转移是全球
化时代中国公共政策发展的现实诉求；提出了全球化时代中国公共政策转移的取向、理念与原则；最
后指出了全球化时代中国公共政策转移的行动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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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因此，公共政策制定已经难以摆脱外在因素的影响。
从此种意义上说，公共政策转移在世界政治体系范围中发生已经是很自然的事情。
政策转移也是发展市场经济的需要。
市场经济具有同构性。
尽管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市场经济会有一些不同的特点，但它运行的基本规律，如价值规律、供求规
律、优胜劣汰的规律是相同的，资源配置的效率原则、公正原则、诚信原则等也相同。
这就决定了一个国家在建构自己的市场经济体系的过程中必须而且有可能吸收和采纳市场经济发达国
家的政策经验。
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导致了政策问题的全球化。
在全球化的环境中，各国面临着许多类似的政策问题，有些问题甚至是共同的，如环境污染、能源短
缺、人口膨胀。
相似的问题可以由相似的政策来解决，这或许是政策转移增多的主要原因之一。
此外，技术的飞速发展也给政策转移创造了便利条件。
由于通讯与电信技术的发展，使各国在信息的沟通与联系方面异常迅捷，从而为政策转移提供了技术
基础。
　　政策转移现象的迅速增加既给各国政策的发展带来强大的动力，也使其面临政策发展道路的战略
选择问题：是借鉴、转移外来政策中科学、合理的因素，还是固守本国传统的政策因素并从中吸取本
土资源中的合理因素？
这些问题亟待研究解决。
　　由于政策转移的发生不可避免，且日益广泛，特别是公共政策作为国家统治与治理的工具，对于
社会稳定与进步至关重要，因此，对政策转移的研究既有实践层面又有学术层面的意义。
　　从实践层面上来讲，随着区域性统一市场越来越要求融合和标准化，对地区事务的研究也显得越
来越重要了。
世界各地区域性的社会力量，像现在的亚太经合组织就代表了当今区域论坛对于地区内和地区外的政
策转移的关注。
重要的是，政策转移不仅在跨国的层面发生，也在次国家层面发生，在联邦体制的州之间和跨地方政
府和自治市、自治的区之间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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