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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政策方案的规划与抉择 

第一节 公共政策目标的确定 

一、政策目标的含义与特征 

（一）政策目标的含义 

政策目标就是有关公共组织特别是政府为了解决有关政策问题而采取的行动所要达到的目的、指

标和效果。 

（二）政策目标的特征 

1、问题的针对性 

2、未来的预期性 

3、目的的多元性 

二、政策目标的分类 

（一）政策目标的类型划分 

（1）根据政策目标所着眼的时间范围，可划分为长远政策目标和近期政策目标以及其他的政策目

标（如一些中长期政策目标和中短期政策目标）。 

（2）根据政策目标所服务的地域或空间范围，可有全国性政策目标和地方性政策目标，国内政策

目标和对外政策目标，全局性政策目标和局部性政策目标等。 

（3）依据政策本身所属的社会领域，可有政治统治性和管理性政策目标、经济政策目标、文化政

策目标以及社会政策目标等；与此相类似的则是，依据政策目标本身所属的社会领域，可有政策的政

治性目标、经济性目标、文化性目标和社会性目标。 

（4）依据政策所服务的主体是普通社会大众还是社会少数人群体，可有公益性政策目标和特殊性

政策目标。 



2 咨询电话：400-678-3456 环球网校学员专用 

三、确定政策目标的意义与原则 

（一）确定政策目标的意义 

确定政策目标的价值意义主要体现在两点： 

（1）它能为制定政策方案提供方向性指导 

（2）它能为政策方案的规划和实施提供核心的评估标准。 

（二）确定政策目标的原则 

1、实事求是 

2、面向未来 

3、系统协调 

4、明确具体 

5、伦理考量 

第二节 公共政策方案的规划 

一、政策规划与政策设计 

（一）政策规划的含义及其特点 

1、政策规划是指在建立有关政策议程后，为了实现一定的政策目标，公共权力机关组织力量草拟

政策方案与行动步骤的过程。 

2、政策规划的特征 

①从政策规划的主体来说，多元化和政府主导并存。 

②从时间进程上来看，政策规划主要存在于政策目标的确定与政策抉择之间。 

（二）政策设计的含义及逻辑结构 

1、政策设计的含义 

政策设计：是政策分析人员有系统地探讨政策问题，并组合解决问题的相关政策要素，产生政策

方案，使各政策要素间具有一定关系，并符合现实环境，以达成政策问题能够解决的一种不断调整的

动态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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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政策设计的逻辑结构 

从结构上看，政策设计包括通过一定的内在机制联系起来的各种要素及其结构逻辑。它主要包括

两大组成部分： 

①方案设计的基本要素； 

②这些基本要素间的联系机制。 

（1）方案设计的基本要素包括四个方面： 

①结果。方案设计中的结果包括两层含义： 

一是指在制定政策方案时，政策制定者所预期产生的结果； 

二是指政策本身所产生的实际结果。 

②目标人群。目标人群是公共政策所直接或者间接影响到的团队和个人，政策制定者期望通过公

共政策引导、改变和规范目标人群的行为。 

③执行机构。执行机构是指具体执行政策方案的相关政府机关或其他机构。 

④法规。法规是指政策方案所依据的法律基础，也就是说政策方案从内容到程序都应当符合各种

法律的规定。 

（2）政策方案的要素之间需要一定的机制相互联系。政策的联系机制分别由规则、工具和假定构

成。 

①规则。在政策设计中，政策制定者、目标人群以及执行机构等都要遵循社会的规则。 

②工具。工具是指促使政府和目标人群遵守政策方案的各种政策措施，即将政策目标转换为具体

政策行动的各种工具和机制。 

③假定。假定是指对政策因果关系的各种陈述，包括技术假定、行为假定和行为假定。 

二、政策规划的主体 

介入政策规划的主体包括行政机关、立法机关、研究机构和利益团体四类。 

（一）政策规划的政府主导化 

政策规划中的政府主导主要体现在规划的组织和管理方面，并不是说政府的规划方案必须占主导

地位。 

（二）政策规划的主体多元化 

政策规划主体既可以是单一式的，也可以是多元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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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式规划主体的优势在于政府政府对有关问题有具体详细的了解，对问题能从全局上进行考量。 

多元式规划主体中除政府以外的其他主体虽然可能对实际情况缺乏深入、全面的了解，也可能会

从局部利益出发，规划失之片面，但它们的参与毕竟可以对政府规划起到制约，补充等作用，既有利

于克服各方的自利性，保障社会公正，也有利于汇聚各方智慧并反映各方利益需求，以保障政策规划

的科学性和民主性。 

三、政策方案的设计原则 

（一）紧扣政策目标 

（二）规划多重方案 

一般而言，五个左右的政策方案通常就已基本满足多重方案的原则要求。 

（三）方案彼此独立 

方案彼此独立，就容易产生多种方案供评估和选择。 

（四）方案要有创新 

重视方案的创新性，并不意味着不要任何已成功的经验和办法，或者是单纯为创新而创新。 

（五）方案切实可行 

目标要可行，实现目标的方案也要可行。 

四、政策规划的模式与参考框架 

公共政策学者的政策分析框架为实际决策者的规划活动提供了理论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政

策规划所应遵循的步骤和方法。 

（一）韦默和维宁的政策分析框架 

主要将政策分析过程分为两个阶段： 

问题分析和解决方案分析。 

1、问题分析 

这个阶段由三个重要步骤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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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理解问题； 

②选择和解释目标与约束； 

③选择解决办法。 

2、解决方案分析。这个阶段分为四个步骤： 

①是说明相关标准，也就是确定备选政策方案的评估标准，并依据这些标准评价备选方案对于目

标的影响。 

②详细说明能够潜在推进政策目标的备选政策方案。 

③是用每一种衡量标准来评价每一种备选政策方案，预测其可能产生的影响。 

④是推荐一种备选政策方案，并提供选择的依据。 

（二）帕顿与沙维奇的政策分析框架 

政策分析的六个步骤： 

1、认定和细化问题 

2、建立评估标准 

3、确认备选方案 

4、评估备选政策 

5、展示和区分备选政策 

6、监督和评估政策实施 

五、政策学习与政策移植 

（一）政策学习及其类型 

1、政策学习是集体学习的一种形式，因为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都是由组织来进行的。 

2、从学习的内容以及程度上，政策学习分为三类： 

工具学习；概念学习或者问题学习；社会学习 

①工具学习：是指学习的内容主要是技术、政策制定、过程以及政策工具等。 

②概念学习或者问题学习是指在政策制定中从一个不同的评价角度来看待事物。 

③社会学习是指决策者学习有关政策价值以及规范、目标、责任等其他深层次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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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策移植及其类型 

1、政策移植：是一个政策借用国采纳其他国家的公共政策、行政体制、制度及思想等来解决本国

所面临的政策问题。 

一个国家对其他政治体系的政策借鉴，不可能或是完全照搬，或是完全拒绝两种形式，而是存在

不同之处： 

①复制，指政策文本直接的完全的转移； 

②效法，即借鉴他国公共政策背后的思想观念。 

③混合，即针对同样的政策问题混合各有关国家的公共政策； 

④启发，即其他国家的政策可能引发本国的政策变化。 

2、政策移植的类型 

从政策制定者的意愿角度，可以简单地将政策移植分为自愿的政策移植和被迫的政策移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