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院社会政策比较研究是改善治理体系尧提升治理能力的重要手段遥 关于如何推

进社会政策比较研究袁学者众说纷纭遥但政策认知尧政策移植尧政策原创是社会政策比较研

究必须经历的三重维度遥 在这其中袁认知是前提基础尧移植是一般目标尧原创是根本目标袁
此三者相互联系尧相辅相成袁共同推动了社会政策比较研究遥改革开放以来袁我国在社会政

策比较领域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袁但受经济社会发展失衡尧政府信任危机以及竞争性因素

的影响袁也出现了如贫富差距扩大尧群体性事件频发等问题遥 这就突显了我国社会政策创

新和发展的紧迫性遥因此袁促进我国社会政策比较研究尧推行治理能力现代化势在必行遥但
其在进行的过程中却遭遇了一些困境和阻碍袁如人类理性的困境尧理论通往实践的困境尧
提升政策创新能力的困境等袁这就需要通过改善政策主体创新能力尧优化政策系统环境予

以破解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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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报告中提出了野加快和创新社会管理冶尧野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冶等目标袁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叶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曳中又明确提出院
野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遥 冶显而易见袁这些目标的提出无疑指出了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尧健全治理体

系和提升治理能力是当前全面深化改革阶段亟需解决的重大问题遥 由此袁治理能力和治理体

系等问题开始成为学界和政府研究的热点遥 然后袁从政策学理论的角度来看袁完善制度尧健全

和提升治理体系与能力都是以某项社会政策为具体表现的袁 其实质都是社会政策在某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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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的创新和发展遥 因此可以说袁如何推进社会政策比较研究袁实现社会政策创新是实现健

全和提升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一个有效途径遥 对此袁国内外学者无疑有着很多讨论袁如政

策移植尧扩散尧学习以及原创性发明等遥 但正如学者熊跃根所言袁社会政策比较研究的前提在

于野理解和分析中国的福利体制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福利体制的差异冶袁其目标是更好地认

识自己的国家和促进自身的发展[1]遥 这就意味着深刻认识和掌握本国和其他国家社会政策是

展开比较研究的基础袁同时还要通过移植和借鉴有利尧有益的野差异冶来实现本国社会政策的

创新遥 为此袁我们试图将社会政策比较研究的内容划分为认知尧移植和原创三重维度袁讨论这

三者之间的关系与作用袁并同时立足于我国现状袁探讨当前我国社会政策比较研究的动力尧
困境及其破解遥

一尧认知维度院比较研究的前提基础

通过比较袁可以更好地认识某一特定事务遥 根据系统论的观点袁社会政策内嵌于一定的政

策系统之内袁即社会政策的产生尧发展和终结均无法脱离当时的社会情境而单独存在遥 所以袁
政策内容以及产生环境是比较研究的重要内容袁也是更好地认识不同国家社会政策的基础遥

渊一冤政策主体

政策主体是指能够野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政策的制定尧执行尧评估和监控的个人尧团体或组

织冶遥 [2]9 即对政策的各个环节施加影响的各种力量的组合遥 在社会治理成为全球趋势的背景

下袁政府不再是政策制定的唯一主体袁社会力量参与政策制定袁分享政策影响力已成为共识遥
在这其中袁不同主体之间相互博弈袁共同影响政策制定尧执行以及效果遥 然而袁其在带来一定优

势的同时袁也意味着行动力量的多元化袁容易出现野政出多门冶尧野九龙治水冶等问题袁妨碍政策目

标的实现遥 因此袁认知政策主体及其关系对比较研究的进行具有重要作用遥
渊二冤政策客体

政策客体是指野政策所要处理的问题及其发生作用的对象冶遥 [3]当前我国大部分社会问题呈

现出动态性尧综合性和联动性特征袁其产生原因的复杂化和深层化更是提高了客体认知的困难

度遥而政策客体认知不清或认知错误会影响到社会政策的正确构建袁妨碍到社会问题的解决袁带
来极大的社会成本遥 因此袁政策客体的认知对社会政策构建和政策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影响遥

渊三冤政策环境

政策环境是指野影响政策产生尧存在和发展的一切因素的总和冶遥 [2]52 其中袁诸如经济尧政治尧
文化等社会环境对政策的目标尧内容以及理念等具有重要影响遥 例如袁经济环境状况就会制约

社会政策的运行和目标的选择遥 一定社会生产力前提下的社会政策可利用的资源数量和质量

都是有限的遥 因此袁社会政策目标的选择就要符合一定的经济条件袁否则就会失败遥 而文化环

境也会对社会政策的目标选择产生一定的影响袁尤其是政治文化遥 如新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

主义就深受不同政治文化的影响遥 新自由主义崇尚市场力量袁倡导国家只应保障困难群体的

基本生活需求曰而社会民主主义则认为国家应在社会福利方面发挥主导作用袁提倡全民的尧高
水平的福利政策遥 由此袁不同社会环境造就不同的社会政策目标尧内容以及理念袁影响着不同

国家或地区的政策选择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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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四冤政策系统的运行

政策系统运行是指野由政策制定尧政策执行尧政策评估尧政策监控和政策终结等环节所组

成的过程冶袁是实现政策目标的具体步骤袁对深入认知社会政策具有重要意义[2]68遥 一方面袁认知

政策系统运行能提供完整的政策运行脉络遥 不同环节的划分其实质是认知政策的一种技术方

法袁通过把复杂的社会政策划分为不同的阶段并考察其运行情况袁以此来获取社会政策运行

的具体状况遥 另一方面袁认知政策系统运行能深入剖析各种力量对政策的影响遥 不同力量对政

策的影响可以说是贯穿其始终袁但其纷繁复杂袁影响程度不同袁因此袁很难进行具体鉴别遥 然而

通过系统环节的划分袁就能够深度剖析政策主体尧客体以及环境对不同政策阶段的具体作用袁
获知不同力量对社会政策的具体影响遥

由此袁通过对政策主体尧客体尧环境以及系统运行的比较袁能对本国或其他国家尧地区的政

策系统有着深入的了解和认知遥 这就为社会政策比较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袁其原因在于了解

与熟悉一国或地区的政策系统的各个方面袁就能找出二者之不同尧二者之差距袁就能学习其先

进的理念尧制度尧具体措施或其经验教训等袁为自身社会政策的创新和发展提供养分和动力遥
因此袁认知维度虽说处于社会政策比较研究的基础层次袁但却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遥

二尧移植维度院比较研究的一般目标

社会政策比较研究的第二个维度就是政策移植遥 所谓政策移植袁就是野一个政策借用国

渊borrowing country冤采纳其他国家的公共政策尧行政体制尧制度及思想等来解决本国所面临的

政策问题遥 冶[4]即通过比较研究袁不仅可以加深对不同社会政策模式的认知袁而且可以在政策认

知的基础之上袁将其他国家先进的政策理念尧制度等借鉴过来袁嵌入到自身的政策系统之内并

期望产生和其他国家同等的政策效果遥 可见袁政策移植具有野它山之石袁可以攻玉冶的内涵本

质袁对创新社会政策以及社会政策比较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遥
渊一冤创新理论范式袁解决社会问题

一般来说袁社会政策秉持着某种理论范式袁用于指导实践遥 政策移植的出现更新了政策借

用国原有的政策理念和方法袁带来了自身不具备的理论尧方法或措施遥 因此袁无论政策移植的

是何种内容袁其都会改变原有政策系统所秉持的理论范式袁并解决原先所不能解决的社会问

题遥 需要指出的是袁理论范式的借鉴在政策移植中处于核心地位袁这是因为任何社会政策的具

体内容都是以某种理论为指导原则遥 理论范式的借鉴会带来自身政策系统中目标尧方法以及

理念的连锁转变袁对一国政策系统的运行具有重大影响遥 如治理理论的移植在突破政府与市

场二元管理理论的同时袁也带来了其他改变袁如多元主体参与尧运用社会化和市场化工具提供

公共物品等遥
渊二冤缩短政策创新时间袁促进社会发展

当前由于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进程加快以及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袁许多国家都面临一

些相似的社会问题袁产生了治理方式上的趋同袁这为政策移植提供了一定的基础遥 在这其中袁
一些国家在解决相似社会问题的成功或失败的案例袁均能被政策借用国所吸收和借鉴袁这就

为自身界定社会问题尧探索政策方法提供了便利袁有利于缩短政策创新时间和促进社会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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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市场经济是被世界范围内的大多数国家所认可和接受的袁在促进经济发展尧提高社会生产

力尧改善民众物质生活水平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遥 我国现阶段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实质上就是吸收了有关市场经济的相关政策和理论袁在缩短我国政策创新时间的同时袁也来

带了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遥
渊三冤优化资源配置袁改善政策系统

国外学者认为政策目标尧内容尧制度尧理念以及经验教训等是政策移植的主要内容[5]遥 一般

来说袁不同社会政策的产生就来自于上述要素的不同组合遥 因此袁政策移植通过将不同的政策

环节或内容嵌入到自身的政策系统之内袁就打破原有政策资源的配置方式袁带来新一轮政策

资源的整合和优化袁改善政策系统遥 如当前政策领域中市场化工具的运用就带来了政策资源

的不同组合遥 简单说来袁市场化工具的运用就是将部分政府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的具体内容

通过合同外包尧民营化等方法交予市场组织去提供袁以此提高政府服务的质量和效率遥 这种工

具化的运用就带来了政府职能的重新界定尧分权与放权等一系列改革措施遥 同时也带来观念

上的转变袁即市场有时比政府更有效遥
可见袁政策移植是社会政策比较研究的重要维度袁具备创新政策理论范式尧缩短创新社会

政策时间以及优化政策资源配置等优点遥 但其只是社会政策比较研究的一般目标遥 究其原因

在于袁在带来上述正向功能的同时也给社会发展带来一定风险遥 具体来说院一是政策移植失灵

的风险遥 移植是将发源于其他政策系统的知识尧制度尧工具以及价值观念等放入到另一个政策

系统之内遥 因此袁本土化就成了政策移植最为关键的因素袁而一旦本土化过程失败袁社会将要

承受更大的风险遥 二是政策移植的短视效应遥 政策移植也可以说是政策制定者在追求社会政

策与社会实践相契合的过程中出现的遥 此间袁政策制定者受到来自政策系统外部和内部的种

种压力袁或自主或被动的追求政策移植所带来的短期效益遥 如野形象工程冶和野面子工程冶等遥 而

这种短视效应则会野带来政策结构变迁的不合理性袁甚至会使具有重大意义的政策体系的变

革陷入锁定状态遥 冶[6]三是对移植主体和原创主体的抑制遥 政策移植使得政策借用国不必像原

创主体一样承担大量的风险就可以实现自身政策的创新遥 这就使得政策原创的收益率下降袁
因而抑制了原创主体的创新精神遥 同时对于政策移植主体来说袁不断地政策移植也未必是好

事遥 其原因在于袁一味的政策移植会磨灭自身原有的创造性的精神袁无法建立自身的政策创新

自信袁无法走出适合自身的特色道路遥
三尧原创维度院比较研究的根本目标

社会政策比较研究的最后一个维度就是政策原创遥 政策原创与政策移植都属于政策创新

范畴遥 不同的是政策移植是一种通过学习尧借鉴其他社会政策并将其本土化的创新方法袁而政

策原创侧重于政策的内生性的创新遥 具体而言袁通过社会政策比较研究袁可以分析不同社会政

策模式发生作用的逻辑和原因袁得出促进政策科学化的基本原理袁这就可以为政策原创提供

智力资源遥
渊一冤政策原创利于实现政策本土化袁规避野水土不服冶
政策原创是政策的发明和创造袁是一种野土生土长冶的社会政策遥 因此袁在政策与现实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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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程度上拥有政策移植所不具备的优势遥 其原因在于袁带有其他政策系统烙印的政策移植在

嵌入自身政策系统中无疑要对其进行改造袁使其符合本土环境袁否则就会出现政策移植失败

的后果遥 而对于政策原创来说袁其在进行政策资源或要素的重新组合时袁是基于自身现实的一

种突破袁无论是何种程度的原创袁如理念尧目标尧工具或制度等都是对客观现实的一种反应遥 同

时在原创的过程中袁原创的内容并不具备其他政策系统的烙印或色彩遥 如我国家庭联产责任

承包制的实行就是一种政策原创袁其内容并不具备其他政策系统的烙印或色彩袁并且反映了

当时解放社会生产力的需求和几千年来民众对自身土地占有的渴望遥 同时事实也证明此项政

策的实施确实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遥 因此袁政策原创确实有利于实现政策的本土化遥
渊二冤政策原创带来社会问题解决方式的变化袁具备主动搜寻问题的意识

政策移植发生的条件无非是因为政策与现实之间的脱节袁 需要更新现有的理论范式尧制
度尧体制或工具遥 可见袁政策移植是一种由野问题冶促动的解决方案袁具有一种被动性的色彩遥 而

政策原创在其动因方面也可能与政策移植较为相像袁即由野问题冶促动式袁但其在解决问题时

却具备主动精神遥 也就是说由野问题冶促动的政策移植仅仅是基于现实而对社会政策进行的一

种创新袁却忽视了社会政策本身作为一种理论也具备创新的需求遥 而政策原创更注重理论创

新以规避潜在风险遥 如当前野二胎冶政策的实行袁就是基于未来人口的年龄和性别比例以及未

来适龄劳动力等问题而实施的遥 这样就会在问题还没有产生巨大影响之前就予以解决袁防范

了很多潜在的风险遥
渊三冤政策原创是民族和国家发展的不竭动力袁是一种战略思维模式

政策原创对于政策主体来说袁是其能动性发挥的具体体现遥 而对于一个民族和国家来说袁
则是一种战略思维的模式遥 这是因为袁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袁一个富有创新性和创造性

的民族尧国家或者政府必定能够引导社会向前发展遥 相反袁一个屈于传统尧不知变通尧因循守旧

的民族尧国家或政府必然会使得社会逐渐走向衰弱[2]539遥我们中华民族能够屹立至今袁在世界中

大放光彩袁也正是由于具备创新精神的原因袁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道路更是中华民族创新性

精神的集中体现遥 正是这种创新精神使我们有了自己的道路方向袁不必遵循和模仿其他国家

的政治制度袁这对维护社会秩序尧实现社会主义理想来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遥
综上所述袁社会政策比较研究大体可以分为认知尧移植和原创三重维度遥 可以说袁这三重

维度是推动社会政策创新发展的重要途径袁 也是改善治理体系和提升治理能力的重要手段遥
在这其中袁认知维度是社会政策比较研究的前提基础袁是移植和原创都无法抛弃的现实境况遥
而移植和原创则是认知的升华袁都属于创新层次遥 所不同在于袁政策移植是野他山之石袁可以攻

玉冶袁政策原创则是野别创一格冶袁并更侧重于政策的发明和创造遥 这三重维度相互联系尧相互促

进尧相互制约袁共同推动了社会政策比较研究遥
四尧关于我国社会政策比较研究的思考

我国历来重视社会政策的创新和发展袁并在社会政策比较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袁如城

乡低保制度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等遥 然而袁在看到成就的同时袁我国社会政策比较研究还

存在一定的问题和不足袁尤其是当前贫富差距扩大尧群体性事件频发等问题都突显了社会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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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创新和发展的紧迫性遥 因此袁剖析我国社会政策比较研究的动力尧困境及其破解之道对实现

经济和社会和谐发展袁顺利渡过转型期具有重要作用遥
渊一冤我国社会政策比较研究的动力

社会政策比较研究的过程也是理论与现实寻求契合的一个过程遥 因此袁现实情况的改变

是社会政策比较研究的直接动力遥 具体来说包括三个方面遥
1. 经济社会发展的失衡

改革开放以来袁我国经济取得快速发展袁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遥 然而从总体上看袁
我国社会发展落后于经济发展袁即野经济发展并没带来相应程度的社会进步冶[7] 遥 主要表现在院
一是投入于社会发展的财政资金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得到显著的增长遥 其中仅以社会保

障与就业支出为例袁如表一淤遥
表一 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总额占国家财政收入总额比重

可见袁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总额占国家财政收入总额的比重始终维持在 11%的水平遥 而

这野稳定冶的比重数值明显制约了社会事业的发展遥 二是我国相关社会政策的发展缓慢遥 以社

会保障为例袁我国有关社会保障的政策不仅在内容上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框架袁更在法

律体系上有着严重的缺失和空白遥 现行的社会保障政策虽说在种类上较为齐全袁但在内容上

却受到城乡二元体制以及地区经济发展差异的严重制约袁表现最为明显的就是地区和城乡之

间社会保障投入和需求之间的差别袁以及提供数量和质量的不同遥 而关于社会保障政策的法

律体系问题袁学者郑功成指出院野迄今还没有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法律在规范着现行制

度冶[8]99袁所以袁这种野畸轻畸重冶的发展态势已经成为当前许多矛盾的深层原因之一袁如看病贵

看病难尧上学贵尧买房难等野社会共识冶都是与这种失衡发展有关遥 因此袁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失

衡亟需创新社会政策遥
2. 政府的信用危机

政府信用是野政府认真恪守并有效地履行其法定职责及其对公众的承诺而赢得公众信任

的状况冶遥 [9]即民众对当权政府的目标和行为的评价与认可的程度遥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逐步建立以及西方现代理论的传入袁我国民众开始愈发重视自我利益的表达和满足袁即监督

政府行为尧参与政策制定以及分享政策影响力等[10]遥 但问题在于袁当前政府在政策决策的连续

性尧科学性尧透明性等方面存在问题袁而民众则在参与政策制定尧分享政策影响力方面缺乏完

善的体制保障[11]遥这就造成了政策需求和政策供给之间的不平衡袁自然也就影响民众对政府的

评价和认可程度尧降低了政策执行效果袁不利于社会秩序稳定遥 因此袁政府的信用危机亟需创

新社会政策遥
3. 竞争性因素的影响

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竞争是创新社会政策的重要诱因遥 在国与国之间袁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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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成为影响综合国力的重要因素之一遥 而当前袁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失衡的负面效应已经

开始突显袁如社会秩序失范尧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逐渐成为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制约因素遥 而在

国内各地区之间袁不同地区发展程度所带来的压力以及我国官员评价中经济与晋升之间关系

等都成为了创新地区社会政策的助推力遥
渊二冤我国社会政策比较研究的困境

当前我国各种利益矛盾突显尧群体性事件频发亟需创新社会政策来解决社会问题遥 然而袁
一些困境却在制约着我国社会政策比较研究的发展遥 具体来说三个方面遥

1. 人类理性的困境

做出最符合人类理性的决策一直是人类追求的完美境界袁但野知识的不完备性尧预见未来

的困境以及备选行为范围的有限性冶[12]180 决定了人的决策始终是野有限理性冶遥 这就给正确的决

策带来一定的风险袁尤其对于我国来说更是如此遥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失衡尧民众行为方式

和价值观念的转变以及利益诉求的冲突等都使我国社会矛盾呈现出一种新旧并存的局面遥 同

时社会矛盾的产生又以一种连带性的方式出现袁即极易形成一个野问题集群冶遥 这就加深了社

会问题的复杂性和认知社会问题的困难程度袁制约了政策的正确制定遥
2. 理论通往实践的困境

一般来说袁野从真理出发袁有时也会导致实践的失败冶[13]遥 这是由于理论通往实践的曲折性

和复杂性所决定的遥 换句话说袁要实现政策创新的预期效果袁除了要创新理论之外袁还需要一

定的物质基础遥 而我国在这些方面显得略微薄弱遥 一方面袁某些社会政策不遵循科学理论指

导遥 以我国社会救助政策为例袁学者郑功成在 2008 年就曾提出袁应在 2008 年至 2012 年实现

野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由相互分割到制度统一袁 同时制定 叶社会救助法曳冶遥 [8]248 而国务院在

2014 年才颁布叶社会救助暂行办法曳袁并且低保制度分割现象依然存在遥 另一方面袁某些社会政

策目标的实现缺乏一定的物质支持遥 以城乡低保制度为例袁如表二于遥
表二 城乡低保支出总额占国家财政收入总额比重

可见袁近年来城乡低保支出占国家财政收入总额的比重始终维持在 1.2%左右袁这明显无

法满足低保政策的目标遥 因此袁科学理论的缺乏以及物质基础的薄弱严重制约着我国政策创

新效果的实现遥
3. 提升政策创新能力的困境

所谓政策创新能力袁是指野政府对政策要素的重新组合能力冶袁[14]即政府实现政策创新的内

外部条件遥 当前我国提升政策创新能力的困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遥
一是主体困境遥 政策主体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尧知识水平以及个人素质等对实现政策创新

具有重要影响遥 当前我国层级制政府的构架压制了政策主体主观能动性的发挥遥 同时将任期

内的经济发展速度作为官员评价体系的重要指标袁又使得一部分政策主体发挥了野错误冶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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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能动性袁这就给创新社会政策的实现带来了负面影响遥 二是政治文化困境遥 野政治文化是一

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制度尧信仰和情感冶袁影响着政策角色尧目标尧态度等[15]遥 在我

国的文化中袁虽然有野明者因时而变袁知者随事而制冶以及野天行健袁君子以自强不息冶等倡导人

敢于创新的积极成分遥但野以和为贵冶尧野不求有功尧但求无过冶尧野穷则独善其身冶等保守和中庸的

思想一直以来都是中国政治文化的基本要素遥 具体到社会政策上来就是下级政府对上级的惟

命是从以及带有一种传统野臣民冶色彩的政策制定和执行袁这就束缚了社会政策创新的实现遥
三是体制困境遥 政策的产生需要遵循一定程序和规则袁即相应的体制或路径支持遥 当前袁我国

有关社会力量参与决策袁分享政策影响力的体制机制并未完善袁政策制定中依然存在政府野我
行我素冶的现象遥这就容易造成政策难产尧政策偏离袁不利于社会政策创新的实现遥如 2014 年 3
月广州茂名 PX 事件袁就是因为缺乏制度化的参与机制而导致的遥

渊三冤我国社会政策比较研究困境的破解

政策困境即政策逆境袁因为野只有极大地改变政策制定系统乃至整个统治系统的有关组

织尧过程及其构成要素的主要特征冶袁才能突破逆境[12]258-260遥 因此袁政策主体创新能力以及政策

系统环境是破解困境的关键因素遥
1. 改善政策主体创新能力袁优化其各项素质

首先袁树立野以人为本冶的工作理念袁积极进行政策创新遥 公众是否接受政策及其接受程度

是影响社会政策成功与否的关键要素遥 因此袁我国政策主体亟需变忽视民众意见尧政府专断独

行的政策制定观念为野尊重民众参与尧发挥群策群力冶的工作理念遥 也就是说袁应将自己视为民

众利益的实现者和服务者袁在积极探索社会政策创新的过程中实现野为人民服务冶遥 其次袁优化

政策主体智力结构遥 一方面袁优化政策制定者个人的知识结构水平遥 应在工作当中着力优化和

培养政策制定者的理论基础尧知识水平袁使其掌握一些基本的和较为前沿的理论问题与解决

方法遥 另一方面袁优化团队建设和信息技术支持遥 一个智力结构合理的智囊团队能以其丰富的

学识背景尧独特的分析能力为一些重大的政策问题提供有益的智力支持遥 同时信息技术的发

展也能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充分的决策信息遥 最后袁培养个人的创新勇气遥 创新社会政策会遭到

以往既得利益者的反对袁有时还要承受创新失败的考验遥 这些都说明了创新是一个充满挫折

和痛苦的过程遥 这就需要政策制定者拥有坚强的意志尧百折不挠的勇气和过人的胆识袁使其敢

于挑战旧权威尧打破旧传统袁实现政策创新遥
2. 改善政策系统袁提供创新的路径支持

首先袁转变政治文化观念袁强调责任意识袁培养积极创新的文化氛围遥 这就要求在政治文

化中变传统野臣民冶色彩的政治文化为敢于打破常规尧挑战旧权威以及对人民负责的文化理

念遥 具体到工作上来袁就是要培养自身的责任意识袁急群众之所急尧想群众之所想尧办群众之所

需袁在为人民服务的过程中实现政策创新遥 其次袁构建和畅通利益诉求表达机制遥 这就要求建

立科学化和制度化的社会政策决策机制袁为民众尧大中专院校以及一些科研院所等参与决策

和分享政策影响力提供制度化的保障机制和一定的路径支持袁以此实现群策群力袁创新社会

政策遥 最后袁加大社会事业投入袁支持社会组织发展遥 政策创新效果的最终实现需要一定的物

质支持遥 因此袁应加大社会保障资金投入袁减少由体制或经济分割带来的投入不同现象遥 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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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准入机制尧 能力培养以及资金支持等方面加大对社会组织的倾斜力度袁 提高其参与治理能

力袁最终取得政策创新的预期效果遥
五尧结 语

总之袁推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始终离不开社会政策比较研究这一有效途径遥
而比较研究的开展必须包括政策认知尧政策移植和政策原创三种维度遥 当前袁我国在社会治理

领域确实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一定差距袁其成功的案例和经验尧先进的理论发展确实能为我国

实现深化改革目标提供有益的启示遥但这并不意味着发达国家的经验与理论就是野普世准则冶尧
野金科玉律冶袁在学习和借鉴的过程中必须要立足于我国现实基础之上袁并最终走上中国特色的

现代化治理道路遥因此袁政策认知是前提袁政策移植是一般目标袁而政策原创才是社会政策比较

研究的最终目标遥
当前人类理性的困境尧理论通往实践的困境尧提升政策创新能力的困境等问题依然束缚着

我国社会政策比较研究的发展袁带来了经济社会发展失衡尧政府信用危机尧发展动机失当等风

险遥 这已与社会治理对政策创新的需求不相符遥 因此袁破解我国社会政策比较研究困境的措施

要从政策主体和政策系统两个方面入手遥 一方面袁要在政策主体的个人理念尧能力以及团队建

设上予以改善和建设遥 另一方面袁要在转变政治文化尧畅通利益表达渠道和培育社会力量参与

上加大重视力度遥 只有这样袁才能更加顺利地开展我国社会政策比较研究袁满足当前创新社会

治理的需求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和治理能力的提升遥

注释院
淤资料由叶中国统计年鉴曳整理得出袁其中仅测算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一项袁并不涉及保障性住房等

其他项目遥
于资料由民政部叶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曳整理得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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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al policy are the three dimensions that the study must undergo. Here, cognition is the premise foundation,
transplantation is the general goal, and originality is the fundamental goal. The three are interrelated,
complementary and together promote the social policy comparative study. Since China爷s reform and opening
up, some goals have been attained in the field of society policy. However, it also brings some problems, for
examples, the gap is expanded between the rich and poor, the group events arise frequently because of China爷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mbalances, government credit crisis and the impact of competitive factors.
These problems highlight the urgency of society policy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Therefore, it is imperative
to improve China爷s social policy comparative study and develop governance capability modernization.
However, in this course, some difficulties and obstacles appear, such as the dilemma of rationality, combining
theory with practice, and improving policy innovation capability, which needs to be cracked through improving
the policy subject innovation ability and optimizing the policy system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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