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积
”

的不良倾向
。

美国学者 Ke n n et h
.

G
·

I
』

e ib e t rh i a认为从中国的公共政策决策过

程来看
,

西方的
“

机构模式
”

比较接近

中国
。

中国的实际情况不同于西方
,

不

论从国体政体
、

政党结构
、

政府机构
,

还

是人 员素质
、

技能及组织文化等方面都

同西方有很大的差别
。

所以如何构 建适

合我 国实际的模型理论体系
,

成为众多

公共政策研究专家们所探讨的一大热点
。

三
、

中国政策制定模型的调整

思路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
,

竟争 日益激

烈
,

利益 日益多元化
,

中国的发展不能

是保守的
,

而应是抓住机遇迎接挑战
,

推

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
。

但是发

展不是无 策的发展
,

更不能退回去重复

西方国家的历 史进程
。

有学者认为 中国

基本上采用的是渐进决策模式
,
我 国著

名学者胡伟认为中国实行渐进决策所需

要的条件并不全部具备
,

中国的决策主

要是权力精英决策
.
现今最有利于国家

发展的政策类型就是决策模型和环境 相

匹配的
“

多种模型适时利用模型
” 。

也就

是说政策制定要与时俱进
,

要时刻根据

客观环境和政 策的要求
,

灵 活采用 决策

模型
,

遇到创新型政策
,

还可以再创新

新的政策制定模型
。

(一 ) 针对总政策等采取渐进决策模

型

因为总政 策和基本政策是对一 个国

家的 宏观指导原则
,

规定国家和地区发

展的大方向
,

这个大方向引导国家在稳

定中求前进
。

一般情况下
,

一个国家的

总政策和基本政策是经过无数专家通过

收集大量信息 (历史和现代的 )
,

并对未

来发展情势作了精确估计后对一个国家

进行的未来数年的一 个蓝图规划
,

这个

蓝图规划一旦确立 了要实现的 目标
,

该

目标一定是理性的
。

除政府更迭外
.

这

些政策是不会有很大改变的
。

但是随着

时间的推移
、

科技的 发展
,

此类政策会

有些许预计偏差
,

政策在执行过程中
,

需

要修修补补
,

因而要采用渐进决策模型
。

如邓小平同志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

设计 了
“
三步走

”

的社会经济 发展战略

目标
,

党的十二大确立了从 1 9 8 0 年起到

2 0 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
、

人民生

活从温饱达到小康水平的战略 目标
。

党

的十三大确立了从 2 0 世纪 8 0 年代到 21 世

纪 5 0 年代
,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

发达国家水平的战略 目标
,

人民生活 由

小康逐渐向走 向富裕
,

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逐渐向中级
、

高级迈进 … … 我国经济

建设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

1 9 9 5 年召

开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和 1 9 9 7 年召开的党

的十五大对
“

三步走
”

中的第三步又 作

了具体规划
,

规定在
“

第 三步
”

中再分

为三个小阶段
。

现在
,

已然是 2 1 世纪了
,

我国部分地区实现了小康社会
,

但从国

家整体来看
,

仍有部 分地 区很贫困
,

尤

其是农村
。

而且现在达到小康的还 是低

水平的
、

不全面的
、

发展很不平衡的小

康
。

所以党的十六大仍在坚持
“

小康社

会
”

的大 目标 卜
.

提 出了要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
。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也把
“
三

农
”

问题放在政府工作的首位
。

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 卜一个五年规划中提出

要全 面深化农村改革
,

积极推进城 乡统

筹发展
,

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
,

建设

社 会主义新 农村
。

可 见我们所要达到的

终极目标没变
,

只不过是在原有政策的

基础上作了修改
,

在迁 回中前进
,

走螺

旋式上升的道路
。

这种对关系国家整体

和 前途的宏观政策
,

采用渐进决 策模型

风险最小
,

是对国家对人民 最有利的理

性选择
。

(二 ) 针对具体政策等采取
“

多种模

型适时利用模型
”

在政策制 定时要考虑尽 可能 多的信

息
,

既要考虑环境对政策制定的 巨大影

响
,

又 要看原政策是否还具有存在的合

理性
。

如果原政策还能发挥主导作用
,

只

是有个别问题
,

那 么修改调节一下以保

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

如果该政策

不能带来预想的效果甚至阻碍公 共利益

的实现
, 一

定 要摆脱
“

路径依赖
”

的弊

端
,

大胆尝试 创新政策
。

例如
,

我 国从计划经济 向市场经济

转轨过程中的初始阶段
,

人们的价值观

和判断标淮仍然是计划经济下的那一套
。

再者我国疆域广阔
、

人 口 众多
,

如果贸

然把全国 一 F子 从 计划经济推向市场经

济
,

必然会带来大的混乱
。

所以我国政

府就先设了几个经济特 区和沿海城市进

行试点
,

然后通过示范作用 自然 而然地

引 导人们转变观念
,

把 市场经 济逐步向

全国铺开
。

旦市场经济深入 人心后
,

对

于那些在市场 经济向纵深推进过程中出

现的复杂顽固 性问题
,

再采取修修补补

的决策模型就会阻碍中国市场经济向前

发展
,

这时则应毫 不犹豫地 抛弃渐进决

策模型
,

锐意创新
,

激烈变革
,

创新是

一 个民族发展的 灵魂
,

是 一 个国家兴旺

发达的 不竭动 力
。

②

(作者 单位 郑 州 大 学城 市学 院 )

擅权滥权不经请示 花甲之年两罪并罚
6 月 1 2 日

,

扶沟县某乡原基金会主任肖某因犯滥用职权罪

与六年前犯的挪用公款罪两罪并罚
,

被扶沟县人民法院决定执

行有期徒刑四 年零六个 月
。

现已愈花甲之年的肖某在 1 9 9 2 年 1 0 月受扶沟县某 乡党委

任命为该乡基金会主任
,

1 9 9 6 年至 1 9 9 9 年 5 月
,

肖某违犯基金

会章程规定
,

未经基金会理事会讨论同意
,

超越职权
,

将基金

会的资金分十笔贷给他人做生意使用
,

这些贷款除部分人归还

2 0
.

3 万元外
,

下剩 1 0 5
.

2 万元因贷款人死亡或无力偿还而无法

收回
,

致使公共财产遭受重大损失
,

情节特 别严重
。

另外
,

肖

某在任职期间
,

不办理书面手续
,

利用职 务上的便利
,

擅 自将

本基金会的公款几十万元拆借给他人做生意营利
,

被扶沟县法

院于 2 0 0 0 年 6 月 2 9 日以犯挪用 公款罪判处三年有期徒刑
,

宣告

缓刑五年
。

扶沟县法院在审理 肖某滥用职 权的犯罪事实时认

为
,

肖某在缓刑考察期内被发现漏罪
,

应当撤销 2 0 0 0 年 6 月 2 9

日所宣告的缓刑
,

实行数罪并罚
,

犯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

三年
,

与犯挪用 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合并
,

决定执行有期

徒刑四 年零六个月
。

本该享受天伦之乐的肖某因自己工 作期间

的读职行为吞尝了苦果
。

(玉琴 单 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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