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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政府创新奖项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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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中 美 两 国 国情 差异极大 ，在 历 史文化 、政治体制

、
经济发展等 方面迥异 。 本 文采用 ２０００

－

２０ １２ 年 中 美政

府创新奖获奖案例
，
通过文本分析

，

从创 新的动 因 、主体 、 内 容 、
方式和绩效五 方面对政府创新的全球性与 本土化

特征进行 了探讨 。 研 究表明 ，
创新方式等政府创新的技术属性呈现较强 的全球性 ，

但创新的 内容 、绩效等价值属

性整体表现为 本土化 。 进一步比较发现 ， ｔ美政府创新都呈现 出 高度的 问题导 向
，

处 于行政 中 间层级政府 的创

新性较 高 ， 管理创新和服务创 新为主要的创新类型 ， 整体性 、新的 管理理念 、新技术的 引入 与 强化是政府创新的

普遍方式 ，

一

般公众和政府机构及工作人员是政府创新共 同 关注的 目 标人群 ，
效率 、服务质量是政府创新着重改

进的绩效维度 。 与 美 国相 比
，
中 国政府创新亦呈现 出 个性

，
突 出体现为 治理创新是 中国 的 大趋势 ，

关注农民工融

入与发展以及项 目 试点是 中 国的特 色
，
对参与 、 造明 、满 意度等绩效维度的 改进是 当 前政府创新 的 主要方 向 ，

但

经济性和回应性有待加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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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异的中 国与美 国 ， 政府创新的 比较研究显得尤为

战略 ，而实现创新驱动发展不仅需要技术创新 ，而重要
［
８

’

１ ２
’

１ ５＾ ６
］

。 本 文借鉴 Ｂｏｒｉｎｓ 的做法
，
结合政

且需要政府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
［ １ ］

。 政府在试图府创新比较框架分析 中美创新奖获奖项 目的文本

解决问题时 ，传统 的管理方式往往面临失效
［
２

］

，被材料 ，探索中美政府创新的全球性与本土化特征 。

认为新公共管理和政府再造运 动核心要素的公共
＿

、研究综述与分析框架

部 门创新已经成为政府解决问题 、改进绩效的重（

一

） 研究综述

要抓手
［
３ １°

］

。 在实践中
，
作用 日益凸显的政府创新创新不同 于发 明 ，是指

一

种对于采纳者 而言

亦越来越受到美 国 、
加 拿大

、
英国 、

新西兰等 国 家新的事物
［ １ ７￣ ］

。 然而 ，就政府创新的定义而言 ， 国

的关注
［
８

’
＂ ＿

１
２

］

，他们纷纷设立 了 政府创新奖 以鼓内 目前尚无统一认识 。 陈家刚
［
２°

］

认为政府创新就

励政府创新 、推动创新经验扩散 。是政府部 门将新的观念和方法诉诸实践 ，
从而改

六十 多年前 ，
管理领域 的

一

位著名 学者提醒变原有政府结构 、增强政府效能 、提高政府绩效的

我们公共管理学科发展成熟需要三个条件 ：
１ ） 明创造性实践 ；杨雪冬

［
２ １ ］

指 出所谓 的政府创新就是

确的规范价值 （
ｎｏｒｍａ ｔｉｖｅｖａ ｌｕｅ ｓ

） ；
２

） 充分认识公政府部门所进行 的 、 以 有效地解决社会经济政治

共管理领域的人性 （
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ｅｏｆｍａｎ

） ，
并且准确等问题 ，

完善 自 身运行 ，
提高治理能力为 目 的的创

预测人们的行为 （ ｃｏｎｄｕｃ ｔ
） ；

３ ） 发现
一

些穿越 国界造性活动 ；俞可平
［ ２２ ］

认为政府创新就是公共权力

和特定历史 经验 的 原 则 和 定律 （ ｐｒｉｎｃ ｉｐｌ ｅｓａｎｄ部门为增进公共利益而进行的创造性改革 。 尽管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ｔｉｅＳ
）

［
１ ３

］

。 基于此 ，
比较不同经济 、体制背景他们对政府创新的定义各异 ， 但概括而言 ，

至少可

下的政府创新不仅对于探索其跨越国界的全球性从以下三个方面理解政府创新 ： 首先 ，政府创新的

规律大有裨益 ， 同时也是 比较行政研究亟待 深化主体是政府部门或者公共权力部 门 ；
其次

，
政府创

的领域
［Ｗ ］

。新以增进公共利益为 目 的 ；最后 ，政府创新是
一

种

运用美国 、 加拿大 以 及其他 ＯＥＣＤ 国家的政创造性的活动 ，与改革有着天然的联系 。

府创新奖项 目 ，
Ｂｏｒｉｎ Ｓ

［
ｎ ￣

１ ２ ］

研究发现政府创新的那么创新是如何发生 的呢 ？ 通常认为创新发

特征在多个国家是相似的并呈现 出 以下全球性特起的 动 因 有 两 种 ：

一

是绩效 差距 （ ｐｅｒｆｏ ｒｍａｎｃ ｅ

征 ：
１ ． 公共组织创新的典型特征是整体的 ，

运用新ｇａｐ ） ， 即公众期望与组织绩效之间 的落差 ，

二是政

技术 ，强调流程改进 、授权 、 新的管理理念及 与 私治领袖和政府外精英的
“

战略
”

［

２３
］

。 有学者通过

人部门 的合作关系 ；

２ ． 公共组织创新的主要创新案例研究发现 民众不满所导致的结构性权威危机

者是地方的中 层和基层公务员 ；
３ ． 创新通常是整以及由于行为不当所导致的功能性权威危机是导

体计划 和渐进摸索的共 同结果 ；
４． 创新的动 因通致政府创新的主要原因

［
２ ＜ ）

］

；吴建南等
［

１５ ］

也指出尽

常源于 内部的问题 ；
５ ． 创新 的结果通常是增加了管每个创新项 目所面临的具体动 因有所不同 ，但

需求 、降低了成本 、改进 了服务及生产力 。 但是十是环境所迫 、 内在和外在 的种种压力是地方政府

余年后 ，
当全球化在各方面逐步渗透的背景下 ，

政进行改革和创新的首要原因 ； 陈雪莲和杨雪冬
［
２４

］

府创新是否依然具有跨越国 界 的特征 ， 尤其是在在问卷调查中发现中 国地方政府部门 内 部的工作

政治体制 、社会文化 、经济背景等方面存在显著差人员是地方政府创新的主要推动者 ，而创新发起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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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初 目 的主要在于解决工作 中所 出 现的 问题 ；
洁等是其要实现的九个主要 目标

［
２２

］

，
问责性 、 回应

Ｂｏｒｉｎｓ

［ ｎ
－

１ ２
］

对美国和加拿大等政府创新的研究发性在未来政府绩效评价的需求度较高 ， 而满意度

现 ，
创新多数情况下是 内部 问题和外在危机 的作和效果在未来使用的可行性较高

［
３

１ ］

。 政府创新与

用结果 ，而他们的 主要推动者却是政府的基层工改革面对如此多维 的政府绩效 ，
是 否真能对政府

作人员而非相关领导 。绩效的提升产生积极作用呢 ？ 国外学者运用实证

就创新 的实施过程而言 ，
亦存在两条截然不数据探索 了管理创新与政府绩效的关系 ， 研究发

同的路径 ：

一是结合管理 目标 ，
通过事先的政策规现管理创新能够通过绩效管理的中介作用对政府

划和设计形成的创新 ，
称 为计划 （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 的途绩效改进产生重要作用

［
３２

］

；吴建南等基于 中 国政

径 ；另外一种是在初 始的创新想 法和政策 目 标的府创新奖的案例研究发现创新不仅能使地方政府

引 导下 ，在实践中不 断试错 、反馈 、 调整而摸索形提高工作效率 ， 也能推进公众参政 、议政和督政 ，

成 的 ， 称 为 摸 索 （ ｇ
ｒｏｐｉｎｇ ａｌｏｎｇ）

的 途 径
［
２

’
２５

］

。进而提升公民满意度
［ １ ５ ］

。

Ｂｅｈｎ
［ ２５ ］

认为尽管政府管理者会对 自身的使命有
一总体而言 ，

政府创新的 内涵 、动因 、 内容 、绩效

个清晰的认识 ，但他们从来不会明 确地知道如何等已经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 ， 但是 国 内外研究仍

实现 自 己 的 目标 。 因此 ，在 开始的时候管理者不主要局 限于单案例研究和单个 国家创新案 例分

可能制定 出完备的实施方案 ， 总是在不断的试错析
，
而对政府创新的跨国 多案例 比较研究不足 。

过程 中才知晓哪种举措更为有效 。 同时 ，
Ｂｏｒｉｎｓ

［
ｕ

］鉴于此 ，创新案例的跨 国 比较研究亟待突破 ，
同时

通过对加拿大和美国政府创新奖项 目 的 比较分析以往研究 中对于创新动 因 、
类型 、 目标人群 、创新

之后发现 ，多数情况下 ，计划 和摸索的策略通常是方式 、绩效等相关属性的探索 为此类研究的开展

被混合起来使用的 。奠定了重要基础 。

创新的内容是
一

个宽泛的概念 。 政府创新包（
二

）分析框架

括理论 、体制 、技术和人力资源四个层面
［
２６

］

。 有学要素是组成事物的基本单元 ， 亦是对事物进

者将中国政府创新划分为公共服 务类 （ 如服务特行分析的基本 出发点 。 借鉴吴建南等
［ １ ５ ］

对政府创

殊人群 、扶贫济困 等 ） 、政治改革类 （ 如 民主选举 、 新研究的分析框架
，
本文从 以下 五个方面对中美

民主决策等 ） 和行政改革类 （ 如改善监督 、节约成政府创新进行比较 ：

本
、绩效管理等 ）

［
２７

］

，而将美国政府创新划分为公政府创新的动因 （
Ｉｍｐｅ ｔｕｓ

） ： 即政府为什么创

共服务 、行政管理 、透明与监督 、法制与安全 、 民主新 ，什么导致了创新 。 通常政府创新的动 因表现

参与等 几 种 亦 有学 者结合 组 织创 新 类型为存在于政府内部和外部的危机和压力 。

说
［
Ｍ

］

、
政府创新类型说 （

Ｗａｌｋｅ ｒ
，２００７ ）

［
１ ８

］

及中 国政府创新 的主体 （
Ｉ ｎｉ ｔｉａ ｔｏｒ

） ： 即谁在推动 和实

政府创新的客观实践将 中 国政府创新划分为管理施政府创新 ，通常政府组织是最主要 的创新主体 ，

创新 、技术创新 、 服务创新 、
治理创新和合作创新但非政府非营利性组织亦有参与 。

五类 ，从创新类型 的 角 度 对创新 的 内 容 加 以 阐政府创新 的内 容 （ Ｃｏｎｔｅｎ ｔ
） ： 即政府创新的作

释
［ ８

‘
１ ９ ］

。 此外 ，
Ｂｏｒｉｎｓ

１＾ ２ １

在调查 美 国 和加拿大用对象的具体内容 。 政府创新调整了公共服务还

等国 的政府创新中则使用创新的 目标人群和创新是改变了管理方式 ？ 政府创新的作用对象是普通

手段来探索创新的 内容 。公众还是弱势群体 ？

已有研究表明 ， 国 际上 的政府创新致力于建政府创新 的方式 （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 ： 即政府创新通

设成本最小的 、高质量的和公正透明 的政府
［２６ ］

， 而过何种方式和手段进行 。 包括创新实施的策 略 、

参与性 、责任性和透 明性是全球政府改革与创新创新是首创还是采纳后创新等 。

的总体趋势
［
３°

］

。 对于中 国政府改革创新而言 ，
民政府创 新的绩效 （ Ｐｅｒｆｏｒｍ ａｎｃｅ ） ： 即政府创新

主 、法治 、 责任 、服务 、优质 、效益 、 专业 、 透明和廉实施后达到的效果 。 这些效果表现为对各维度政

５４



科技与社会 中 美政府创新奖项 的 比较研究

府绩效的改进 ， 如推动 了参与 、改善 了透明 、 提升表 １ 中 美政
５
创新奖 比较


了效；率 、增进了公平等 。美 国政府创新奖中国政府创新奖

二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中共中 央编译局 比较政治 与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 经济研 究 中心 、中 央党 校世

（

―

主办方 院艾什 民主治理与创新 界政党比较研究 中心和北 京

１９８６ 年 ，美国政府创新奖在福特基金 的资助ｆｕｉＳＳＳＳｉ）

下成立 ，该项 目 旨在识别和推进公共部门 的政府

備 ，通过推行政府 新 中的卓越项 目 来解决国Ｈｒ
糊麵膽共部ｎ 的 獅 、

交餅 复制地 方 政 府

家面临的公共压力问题 。 该项 目每届都会收到约
称

创新


的改革与创新


１５００ 个申请项 目 ， 目前已经收到了２７０００ 多个项初选
，
进 一步筛 选 ， 现賴

目 申请 。 经过 ２０ 余年的积累已经评选出约 ５００ 个
程序

■
人围奖＾

査 、终选

获奖项 目 。 收到项 目 串请后 ， 美 国政府仓！ １新奖选创新程度 、参 与程度 、 重要 程

拔委员会组织政府创新的相关研究者和政府创新标准
性 推广性

＇

度 、效益 程度 、 经济 程 度 、推

广程度

的 实 践 者 以 新 颖 性 （ ｎｏｖｅｌｔｙ ） 、 效 益 性


截 至 ２０ １３ 年
，
从 约 截至 ２０ １ ３ 年 ，

从 丨 ９ １ ３ 个申请

（
ｅｆｆｅｃ ｔｉｖｅｎｅｓ ｓ

） 、 重要性 （
ｓ 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 ｅ

） 和 推广 性产出２７０００ 个 申请项 目 中产 项 目 选 出 了６０ 个 优 胜项 目

（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ｂｉ

ｌｉ ｔｙ ）等四个标准来对 申请项 目进行评

＆部 〇〇馆麵 Ｂｌｎ ７９ ｇ ｉＡ Ｂ＿


审
，
每届会选出 １０ 项左右的优胜奖获奖项 目 和 １０奖金

优胜奖 丨 〇〇〇〇〇 美元 ，人 优胜奖 ５〇〇〇〇 元 人 民 币 ， 人
ｖ Ｍ ｊ ^ｎ Ｉ

Ｈ

围奖 １００００
美元围奖 １ ００００元人 民币

项左右的入 围奖项 目 ，获得优胜奖的创新项 目将


会获得 １ ０００００ 美元的奖金 ，而获得人 围奖 的项 目
创新奖主要借鉴美 国政府创新奖 的做法而设立 ，

将
；会获得 １００００ 美元的奖金 。其评选标准在借鉴美国政府创新奖评选的 四个标

２〇〇〇 年 ， 中共中央编译局 比较政治与经济研 准 （新颖性 、效益性 、重要性 、推广性 ） 基础上仅增

究中心 、 中央党校世界政党 比较研究 中 心和北京 加了参与程度 （ 即公众的参与 ） ， 表明 中美政府创

大学中 国政府创新研究 中心联合发起设立 了
“

中 新奖之间存在很强 的可 比性 （ 见表 １
）

［ ２ ８
］

。 其二 ，

国地方政府创新奖
”

。 该项 目 每两年举行
一次

，
秉中美政府创新奖是否会因历史悠久程度不 同导致

持非营利 、独立 、公正 和透明 的原则 ， 对来 自 全国两者在本 国 的影 响不 同 ， 进而使得在两 国参与 申

范围内 的 申请项 目 进行评选 ， 旨在发现地方政府报的政府创新项 目存在重大差异也是影响两者可

在制度创新 、机构改革和公共服务中 的先进事迹 ，

比性的关键 。 实际上 ，尽管中美政府创新奖的历

宣传 、交流并推广地方政府创新的先进经验 ， 同时史悠久程度不 同 ， 但两者都是世界创新 网 络的成

鼓励地方政府创新 。 凡是在中 国范围 内 在申请期员 ，在国际上都享有较高 的知名度
［
２８ ］

。 此外 ，尽管

限之前已经执行
一年 以上 ， 旨在促进社会公益的中国政府创新奖创 办较晚 ，但其在 中 国也拥有很

非营利性创新活动等都有资格参选 ，评审专家会大影响 ，这主要得益于三个因素 ：
１ ） 主办方 （ 中央

从项 目 的创新程度 、参 与程度 、 效益程度 、 重要程编译局 、 中央党校和北京大学 ）在 国 内 享有盛誉 ；

度 、节约程度 、
推广程度等六个方面对 申请项 目进２

） 中 国政府的高层领导参与到 中国政府创新奖颁

行评判 。 政府地方政府创新奖每届将会选出 １ ０ 个奖大会中 也使得 中 国政府创新奖评选备受关注

优胜项 目 ，每个优胜项 目将会获得 ５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 （ 如全国政协副主席罗豪才出 席第 四届 颁奖大会 、

的奖金 ， 截至 ２０ １ ３ 年底 ，该项 目 已经成功举办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副委员长韩启 德出 席第五届颁

届 ，从 １９００ 多个政府创新奖申 请项 目 中评选 出 了奖大会 ） ；
３ ） 中 国的政府创新奖评选设有专门 的门

６０ 个优生项 目和 ７ ８ 个入围奖项 目 。户网站
——中 国政府创新网 ，

且中 国 的重要媒体

要运用中美政府创新奖项 目进行比较研究 ， 都对中 国政府创新奖做过专题报道
［ ２ ８ ］

，
如人 民 日

首先要保证两者的可 比性问题 。 其
一

， 中 国政府报 、光明 日 报 、
经济 日 报 、人 民 网 、 新华 网 等 。 其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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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研究选取 ２０００

－

２０ １ ２ 年间 中美政府创新奖 表 ２ 中美政府创新的动 因


人围奖和优胜奖项 目 为分析样本 ， 资料主要为它 ｜美国中 国
—

们的创新奖 申报材料 ， 进
一

步提升 了分析时段的 ＾—－

比例 （ ％ ） ＾—－

比例
（２－

可比性
现存问题１ １ ６７５ ． ８８５６ １

． ６

°

潜在危机２８１
８ ． ３ １ ８

１
３ ． ０

（
二

） 研究料＾５ ４



＾
—

６



有学者提倡使用文档资料开展政府创新的相关±紐力



；



研究
［
３３

］

， 内容分析 （ ＣｏｎｔｅｎｔＡｎａｌ
ｙ
ｓ ｉｓ ）在分析文档资＾＼＾^

料时具有 明显优势
队３４

－

３５
］

。 本文将利用 ２０００ 年以＾＾^

来中美政府创新奖获奖项 目的 串 报材料
，通过文本注 ：

斯皮尔曼相关系数 为 ０ ．

６
， 在 ９５ ％水平上不显著 （ 双尾 ） 。

分析探索 中鎌細■的异 同 ，尽管有学者指出利
織为 〇 ． ６

，酿 ９５％ 的水平上并不显著 。 概括而
ｇ言

，
中鐵齡删

ｊ
醜分布存在歸差异 ，

但双

某些缺陷 難在 当絲件下 ’使臟奖项 目 Ｗ
方都呈现出问题导 向 的共同特点 。 錢国政府创

新的获奖项 目 中 ，
由管翻社会 中 的现存问题所

文本分析的綱过程如下 ： 首先 ， 结合以撕
弧酬顏 目为 １ １ ６ 项 ， 占到 ７ ５ ．

８％
， 中 国醜

允 ’
由二位作者共同讨论确定编码标准 ； 次 ’ 从

奖项 目则是 ８５ 项
，
占到 ６ １ ． ６％

；
由潜在危机所引

每届获奖案例中 随机
＾
取两个案例 ，

由二位作者
发的项 目錢国为 ２８ 项 ， 占到 １ ８ ．

３％
， 中 国 为 １ ８

比 文
项

，
占到 １ ３ ． ０％

；
由 未来机遇引 发的创新项 目在＃

化兀成对原始编码》＿正和兀善 ；最后 ’＿最３

终确定的编码标准 ，分别 由两位作者对 ２〇〇〇
－

２０ １２＋ 门 ｍ 曰 以Ｒ ｎ： ｌｂ主 田访

年 中美地方政府创新案例库 中的获奖项 目 进行＊口

＋ ｒ
＊

 ， ■＾ 八 ＋ｅｉ＋ ａ — 业 ， Ｔｎ 八
府创新呈现 出较大差异 。 具体而 目

，
上级压力 在

本文主要采腦述性统计分析探讨政府撕 ＝
不同属性的分布状况 。 在此基础上 ， 将采腦纟

尔曼等级相关 （ Ｓｐｅａ？
，

ｃ＿ ｌａ ｔ
ｉ〇ｎｃ〇ｅｆｆｉ ｃｉｅｎｔｆＯＴ

府工作 中遇到的潜在 困》未来风险 ’
如江苏省

ｒａｎ ｋｅｄｄａ ｔａ ）探索中美政府鑛顯分布差异 的显

著性 。 斯皮尔曼等级相关系数不同于皮尔逊麵
目是为了防止干群关系进

—

步恶化及群众对政府

相 关 系 数 （
Ｐｅ＿ｎｐｒｏｄｕｃ ｔ

－ｍｏｍｅｎｔｃ—￥策的抵触情绪 ； 现存＿＿是在政府工作 ＋

ｃｏｅｆｆｉｃ ｉｅｎ ｔ
） ，
并不要求数据必麵从正态分布

， ｆｉＢ经客观存在的难题 ，如河北省宿迁市政府的
“

新

却对两个变量醜测賴成对的等级评定韻或
酿村合傾疗搬

”

是为 了解决农 民看病贵 、看

者是由连续变量麵资料转化得到的 等级资料 ；
１４

病难及农民 因病致贫 、 因病返贫 的问题 ； 而机遇则

行分析以判断其是否存在 同步变化趋势时优势 日月

显 。 本研究酬 的 巾類酬政賴雜获奖项

目 在不同维度的频 数统计数据属于连续变量 ， 而
则是适应互联 网的快速发展 的机遇 ， 通过互联 网

我们更关心在每个分析维度上的每个类别 的频次
平台吸纳 民意而产生 的政府创新 。 总之 ， 政府管

分布的高低排序在 中美两 国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

理中 的现存问题和绩效落差是导致创新项 目 产生

因此采用斯皮尔曼等级相关进行检验十分恰 当 。的主要原 因 ， 因此 ，创新呈现出
一

种
“

被逼出来
”

的

三 、数据分析与结果特点 ［

１５
］

。 另
一方面 ， 机遇所引 发的政府创新项 目

（

一

）创新的 动 因较少 ，反映出公共部 门更倾向 于面临 问题时进行

中 国和美 国政府创新动 因 的斯皮 尔曼相关的被动创新 ， 而对管理机遇 的把握不足 。 以往研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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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指出绩效落差和精英的战 略是创新 的主要动出其在 中国治理中的现实弱势地位 。 需要特别说

因
［
２３

］

，
本文的发现支持了前种理论 ，

但并未找到精明 的是 ，在政府创新奖的参选 中虽然大部分主体

英驱动的证据 ，

一个可能 的解释是精英 的作用主是党 、人大和政府机构 ，但政府创新奖同样鼓励工

要体现在创新想法和方案的提出与设计环节 。会 、青年团和妇联等社团组织 的创新行为 ， 因为 中

（
二

）创新的主体国此类的非营利组织带有官方性质且具有很强的

美 国是立法 、行政 、 司法三权分立 的体制 ， 而公益性 ，如浙江省瑞安市人民 政府 的农村合作协

中国则是中央集权体制下的单
一

制 国家 。 根据两会 、广东省揭 阳市 总工会成立的 民间社团工会项

国政治体制 的特点 ，本 文对美 国政府创新主体 的目 、湖南省妇联主办的农村妇女参与村级治理项

机构类型按照立法机构 、
行政机构 、 司法机构 和非目等 。

营利性组织进行分类 ，对 中 国 政府创新 主体按照中 国和美国政府创新主体层级分布 的斯皮尔

党的机构 、政府 、人大和非营利组织进行分类 。 在曼相关系数为 〇 ■１ ４３
，但在 ９５％ 的水平上并不显

美国 ，
行政机构 和非 营利组织是政府创新奖获奖著 。 概括而言 ， 中美政府创新主体的层级分布存

较多的机构
， 而 中 国则是政府和党 的机构 。 该结在显著差异 ，但在两国 中处于 中间层级的政府的

果源于两方面因素 ：

一

、美 国的行政机构和 中 国的创新性都较强 。 美国政府创新奖获奖项 目最多的

政府机构直接 负责 日 常管理事 务
，

工作 中遇到的是州和市 ，
二者 的获奖 比例分别 占到 了３７ ． ９％ 和

众多问题与困境催生 了大量的改革和创新 ， 同 时 ，

２７ ．５％
，而中 国 政府创新奖获 奖项最多 的是地级

中国党国体制 （ Ｐａｒｔｙ
－

Ｓｔａ ｔｅ
） 亦决定 了党的机构 和政市和区县 ，

二者 的比例分别 占到了
４ １ ．３％ 和 ３７％ 。

府机构间的联合创新十分频繁
［

１ ５
］

；
二

、
相较美 国而美国实行联邦制 ， 州政府所拥有 的独立的行政权

言
，
中国非营利组织 的创新获奖项 目 占少数 ，

折射和部分立法权为州 提供 了充足的创新空 间
［ ２８ ］

，从

表 ３ 政府创新主体的组织类型分布目傲辱 細勺 喊Ｍ与 中 巾

美国中 国的省级政府的创新性 （
ｉｎｎｏｖａ ｔｉｖ ｅｎｅ ｓｓ ） 呈现 出显 著

频数 比例 （
％

）频数 比例 （
％

）的差异 。 同时 ，尽管美 国郡县和市级政府 的上下

立法机构２１ ． ３党 的机构４６３３ ． ３级关系与中国的情况正好相反 ， 但是 ，
市级政府在

行政机构 ８ １５ ２ ． ９政府１ ０ １７３ ． ２中美两国政府 的创新性呈现 出较高的相 似性 ，这

雕机构
＿＿＾＿＿＾＾＾ 是因为美 国的市级政府和中 国 的地级市及区县政

非营
－
组 １

＾＾－－

２９ ＇ ４ 非营利组织 』一＿ 府都处于行政体系 的中 间层级 ， 是连接上下级政
观测 观

， 二
８

ＬＰ府 的重要纽带 ，具有 吸收 和推广政府创新的重要
注 ：斯皮 尔曼 相关 系 数为 〇 ． １ ４３

，
在 ９５％ 水平上不 显 著 （ 双

尾 ） ；

－些获奖项 目是 由 多个不同类型 的机构联合 发起的 ， 所以 比作用 。 他们分别作为中 国和美国宏观和微观的结
＾＾Ｔ １ ００％ 〇

合部 ，其所面临 的众多发 展问题和压力催生 了大

表 ４ 政府创新主体的层级分布量的政府创新项 目
［ １ ９ ］

。 最后 ， 美 国的学区或专区

｜美国 Ｉ ｜中国成为了与 中 国政府创新项 目 的显 著区别 。 在美



雛

｜

比例 （
％

）


雛

｜

比例 （
％

＞国 ，学区是地方教育行政区域的统称 ，通常 由学校

＿竺芒＾＿＿＾＿＿中錄构
＿＿＼＾委员 会负责教育事务 ，

并享有教育行政权 以 及决

＿

ｎ


５８

＿＿

３＾ ９



１


１ ５

＿＿＾定和课征相关税收 的权力 ， 并独立于地方政府之
鲱７专区

——＾
夕卜 。 学区对区域教育的 自 治权使得其与地方政府管

郡／
县２ １１ ３ ． ７区／县 ５７４ １

． ３

＾

Ｘ
——－——————－－一—

＾ 理相分离 ，也为教育改革提供了制度保障 ， 如 ２００８

Ｔｐ４２２７ ． ５多 ／镇１ ２８ ． ７

＾２＾＾
￣

年美 国政府创新奖 中 的人 围项 目 Ｂｏｓ ｔｏｎＴｅａｃｈｅｒ

１ ５ ３ｉｏａ ｏ＾＾ｌ
ｏｏ ． ｏＲｅｓ

ｉ
ｄｅｎｃｙ 的创新项 目 就是波士顿学区的创新成

注
：
臓尔曼相关系数为 〇 ． １４３ ，在 ９５％ 水平上不显著 （ 双尾 ） 。果 。 因此 ，从某种意义上讲 ， 中美不同层级政府创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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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性的差异是两 国行政体制 的反 映 ， 而 由此产生监督项 目等 。 从表 ４ 可知 ，治理创新在中 国政府创

的创新制度空间的大小 以及管理和发展的压力可新项 目 中的较高比例使其成为 中美政府创新项 目

能是不同层级创新性差异的根本原因 。类型的显著差别 。 此外 ，就五种创新类型 的整体

（
三

）创新的 内容分布而言 ，美国政府创新中 管理创新 、服务创新和

中国和美国政府创新类型分布的斯皮尔曼相合作创新是最多的 三类 ，分别为 ５２ ． ３％
、
４ １ ．２％和

关系数为 〇 ． ８
，
但在 ９５％ 的水平上并不显著 ，

表明２６ ．１ ％
 ， 中国政府创新中管理创新 、合作创新和服

两 国的政府创新类型分布也存在差异 。 吴建南 务创新分别 以 ６６
．７％ 、

４７ ．
８％和 ３７％ 占据前三名 ，

等
［

１ ９
］

结合已有创新类型 的研究 ，提出 了服务创新 、

由此可得 ， 中美政府创新奖获 奖项 目 在创新类型

技术创新 、管理创新 、合作创新和治理创新五种类

型学说 。 其中 ，服务備是 向新用户 提供新服务 、

分布的异同
一

方面反映 出 ：面对 中 国社会民主相

向新用户提供已有服务獅现有用户提供新服乡
对 实 ， 当前中 国政府通过 众参与

的创新项 目 ， 如浙江省宁波市海 曙区政府的政府
来增进政治和社会民主的不断努力导致了治理仓１

Ｊ

购买居家养老服务麵项 目 ；
技术繼是采脑

巾

兴信息技賴棚纖 Ｊ卩测雜Ｍ Ｗ撤
酿翩冑＿撕 （姆雜細艘 、 彳７政賴

审批电子监察系统运用信息技术将核心电子监察
（＾＿ＡＡ￥ｎ ＇

平台 与视频监控系统结合 、 广西玉林市人民政肖
麟非营利组织作用 、政府间合作

ｆ
） 和

ｆ
务创新

的
“
－

站式
”

电子政务繊式则将政务电子系统进

行了整合 ；
麵備魏织结幢贼管纖程

财倾雜现政舰獅麵成倾酬新 中

ｉｔ 同关洋的隹 占

改进的创新实践 ， 如 江苏省沭 阳县首创干部任前ｒｆｒｒｒｉ
－

， 邮士 本 山

八
一

也１ ＃你丁从创新的 目标人群来看 ， 中 国 和美 国政府创
公不制度 、上海市徐汇区政府 的政府工作流程再ｍｉ＆

新分布的斯皮尔曼相关系数为 〇．２０３
，但在 ９ ５％ 的

造 ；合作创新则是在服务提供或管理中 跨越组织丁Ａ
－士

水平上并不显著 ， 表 明两 国政府创新所关汪的 目

动机制创新项 目酿立 了省份之 丨職动维护細
誠細织或政府工作人■鑛项 目较多 ，但

工权益的协议 ；
治理创新被定义为 是推进 民主制

— 
表 ６ 中美政府创新的 目标人群

度 、公众参与及反腐败的创新项 目 ，在中 国集 中体


—
—


美 国中国

现在政治改革领域 ， 如 四川 省 乡镇领导直选等基频数 比例 （ ％ ） 频数 比例 （ ％ ）

层民主选举创新项 目 、浙江
“

民主恳谈
”

等 民主决 普通公众＾＾６９

策创新项 目 、辽 宁省
“

民心 网
”

等公众参与 的 民主企业
￣

７４ ． ６４２ ． ９

̄

表 ５ 中美政府创 新的类型政府组织与１ ５９ ８３７２６８

｜



１



１



１

丁
．作人员

美 国中国 


＾



＾

非营利组织９５ ． ９２１
． ４

频数比例 （
％

）频数比例 （
％

）





儿童与青少年２６１ ７ ． ０３ ２ ． ２

服务创新６３４ １
． ２５ １３７



老年人４２ ． ６３ ２ ． ２

技术创新２７１ ７ ． ６２７１ ９ ． ６

＾ ＾ ＾



６＾
－


＾＾＾





农民工００４２ ． ９

合作创新４０２６ ．１６６４７ ． ８

ｍ



＾


＾ ＾
低收人人群 」



＾


＾


＾


＾


囚犯与保释者」＿＿Ｕ
Ｊ

〇



１１＾ ＾ ＾ １其他 １ ４９ ． Ｉ １ ３７ ． ２

注 ： 斯皮尔曼相关系数为 ０ ． ８
， 在 ９５％ 水平上不显著 （双尾 ） ；



—些获奖项 目可 以同时归属 于两种或 两种以上 创新类型 ， 所 以 比 Ｉ合计 Ｉ１ ５３ ｜１ ００ ． ０ｊ １ ３８ ｜１ ００ ． ０

例之和大于 １ ００％ 。注
：
斯皮尔曼相关系数为 ０ ． ２０３

，
在 ９５％ 水平上不显著 （ 双尾 ）

。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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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占比例呈现出较大差异 。 从弱势群体保护 的角活动进行 比较的研究发 现 ，
中 国特色的效能建设

度看 ，美 国政府创新奖获奖项 目 明显要优于中 国 ， 活动更加关注对政府 的规制 和限权 ， 而英美则 更

因为美国面向儿童和青少年 、 囚犯和保释者 、
低收加关注激励和放权 。 此外 ， 试点项 目 是 中 国创新

人人群 、残疾人等特定弱势群体的创新项 目 明显奖获奖项 目的
一大特色 。 中 国 的创新项 目 通常是

多于中国政府创新奖 中 的获奖项 目 。 然而 ， 由 于采用在小范围试验的基础上
， 观测现实效果 ， 然后

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期 以及城镇化急剧发展的基本再逐渐向较大范围 内铺开的模式 。 这种模式
一方

国情 ， 中 国创新奖获奖项 目 中对农 民工在当地社面充分发挥了在中 国集权体制下上级政府对下级

会的融入和发展 的重视则是中 国社会 的一大进政府具有较强控制权的优势 ； 另
一

方面 ， 这种独特

步 。 但是 ， 中 国对于其他弱势群体的关怀与 服务的政策实验的方式也能有效降低创新实施 的风

尚需要进
一步加强 ， 尤其是对儿童与青少年 、 囚犯险

［
３ ８

］

。 在具体的政府创新案例 中 ，
浙江省温州市

或保释者 、低收人人群的再教育与关怀等 ，这些工的效能革命创新项 目采用信息技术建立了 电子监

作不仅对实现社会公平大有裨益 ，亦能有效消 除察系统
，
开展并联 审批和制度建设 （首 问 负 责 、

一

社会不稳定的隐患 。次性告知等 ）进行流程改进 ，
通过招聘社会监督员

（ 四 ）创新的方式实现授权 ，构建效能考核体系强化激励机制 ，并因

整体而言 ，
中国和美国政府创新的创新策略多项举措的

“

组合拳
”

进而带有整体性的特征 ；河

分布的斯皮尔曼相关系数为 ０． ６３２
，
并在 ９５％ 的水北省石家庄市

“

少年儿童保护教育 中心
”

创新项 目

平上显著 ，表 明两 国 的创新策略存在很强 的
一

致成立 了兼有救助 、保护和教育多项功能为
一

体的

性 。 简言之 ，
整体的 （ 如采用多种手段 、

向 目 标人 流浪乞讨儿童保护教育机构 ，鼓励社会各界以
“

双

群提供多样化的服务 、协调 多个组织的活动 ） 、 新 休 日 父母
”

和志愿老师参与救助工作 ，
采用新的管

的管理理念 、 引进或强化新技 术 （ 尤其是信息技 理理念将救助 和教育相 结合 ，通过保障儿童 的生

术 ） 已经成为了政府管理中 的主要特征
［

１ １

＿

１ ２
］

〇 但存权和受教育权预防他们犯罪从而体现了采用志

是美 国政府创新奖则更加强 调采用激励的手段 ，

愿者 、新的管理理念和预防为主的创新策略 。

这主要得益于新公共管理运 动
［６ ］

。 吴建南等
［ ３７ ］从政府创新的创新性来看

，
中 国和美 国政府

通过将中国特色的效能建设和英美公共管理改革 创新分布的斯皮尔曼相关系数为 １ ．〇
，并在 ９５％ 的

表 ７ 中 美政府创新的策略７Ｋ平上显著 ，
表＿＿＿＿＿＿性Ｍ



＾


１是
一

致的 。 整体而言 ， 国 内首创的项 目 是政府创

频数比例 （
％

） 频数 比例 （
％

）新奖获奖项 目 的主体 ， 在 中美获奖项 目 中分别 占

整体的５２３４ ． ０６９５０到 ６ １ ．６％ 和 ７ ３ ．９％ 。 除了首创 ，学习 和模仿别人

弓 丨 进或强化２ ｜ ， ３７２３ ， ６７的创新项 目并对其进行合理改造也是很重要的创

 新方式
ｎ ５

］

，这启示政府管理者 ：

一

方面 ，应 当立足
麵程


９

— 于 自 身政府管理活动的需求 ， 进行合理改造和移
授权８５ ． ２ １ ３９ ． ４

＾７

—

＾１７

———

植
， 实现创新项 目 的本土化 ； 另

一方面 ， 也启 示
预防而非补救９５ ． ９

１
０７ ． ２

激励而非规制 １ ６ １ ０ ． ５２
１

． ４


表 ８ 中 美政府
１

创新
５
创新性


利用私人部门 ８５ ． ２９６ ． ５
＾

麵志愿者４２ ． ６
￣

８

￣

￣

５ ． ８雛
｜

比例 （
％「 臟比例 （

％
）

新 的管理理念３ ３２ １ ． ６５９４２ ． ８馳棚１ １
３



＾


＾


６
１

６

＾２
￣

３＾
￣

２
采纳后创新３ ８２４ ． ８３７２６ ． ８

观测数 １ ５ ３１ ３ ８Ｓ縣用
＼＾



＾
１ １ ６

注 ：斯皮尔曼相关系数 为 ０ ． ６３２
，在 ９５％水平 上显著 （ 双尾 ） ；Ｉ合计 １ ５ ３｜ １〇〇． 。｜１ ３ ８ 丨

１ ００ ． 。

一些获奖项 目 采用了多种创新策略 ，
所 以 比例之和大于 １０ ０％

。注
：
斯皮 尔曼相关 系数为 １

． ０
，
在 ９５％ 水平上显著 （ 双尾 ） 。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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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有创新项 目 的政府实践者应该促进创新项 目创新项 目为农村儿童与青少年 、 留守 老人 、农村妇

的交流和推广 ，
不仅 可以对 自 身的创新项 目进行女提供服务 ，通 过吸纳志愿者建立服务队伍增强

完善 ，还可 以 通过复制 ，进一步扩大创新项 目 的了参与性 ，对弱势群体的关注推进了公平性 ，并开

效应 。展农村社区矫治和康复服务 ，
增加了 服务数量 、改

（五 ） 创新的绩效进了服务质量 。 整体而言 ， 提高效率 、改进服务质

中国和美国政府创新绩效分布 的斯皮尔曼相量是 中美政府创新共 同关注的主要绩效维度 ， 但

关系数为
－

０ ． ０７ ７
，但在 ９ ５％ 的水平上不显著 ，

相两国政府创新在增加对公民需求 的 回应性方面都

关系数为负数表明两国政府创新所追求的绩效维明显不足 。 同 时 ，美 国政府创新较 多关注改进经

度存在很大差异 。 政府创新的根本 目 的是改进政济性和效果性
， 而中 国政府创新更 多追求促进参

府绩效 ，
增进公共利益 。 政府绩效是多维的 ， 不仅与和增加透明度 。 中 国传统的 ＧＤＰ 导向的绩效考

包括传统的 ４Ｅ 指标 （经济性 、效果性 、效率性和公核指标体系 以及当前全国范围 内普遍采纳的行政

平性 ） ，亦涵盖参与 、 透明 、信任 、 问责 、 满意度 、服审批制度改革 ， 导致了 中 国政府管理更关注于提

务数量等方面
［ ３ ７％

。 在具体的创新案例中 ，地方升发展和服务效率 ； 同 时 ，在当前 中国共产党
一党

政府创新项 目通常在 多个维度上改进政府绩效 ，

执政 、多党协商参与的体制下 ， 中 国政府管理活动

如江苏省徐州市贾汪区政府 的
“

公众全程监督政 亦受到治理理论的影响 ， 开始逐渐在政府管理中

务
”

创新项 目包括民 意咨询 、 民代参政 、 民众质询 引人公民 、企业等主体 ，
增强信息纸漏 ，使

＾

辱近年

和民调评价四个方面 ， 其 中 民意咨询提升了 对 民 来公众参与和透明度不断提升 。 相较而言 ， 美 国

众需求的 回应性 、 民代参政提升了公众参与性 、
民 则更加关注降低政府管理的成本和改进政府管理

众质询提升了决策 的透明 性和问责 、
民 调评价则 的效果 。 从中美异 同的结果可知 ，促 进参与和增

促进 了满意度的提升 ，
而 四种机制 同 时提升 了政 加透明度是当前 中 国 政府改革 的重 点 ， 对控制政

策决策的效果并进而提升 了公众的政府信任 ；
江 府成本 、

改进政府管理效果 以 及增 加 回应性是 中

西省万载县委县政府农村社会工作本土化的新模式国的努力方向 。

表 ９ 中美政府创新的绩效


｜本文利用 ２０００
＿

２０ １ ２ 年间中美政府创新奖获

频数比例 （
％

）频数比例 （
％

）奖项 目从创新的动因 、 主体 、 内容 、
方式与绩效等

改进经济性２７１ ７ ． ６ １ ７ １ ２ ． ４方面对政府创新的全球性与本土化特征进行 了探

提高效率３ 丨２０ ． ３６３４５ ． ７讨 。 研究发现 ，仅有 中美两 国 政府创 新的创新方

增加 回应性４２ ． ６１ ７１ ２ ． ４式 （如创新策略 、创新性 ）高度相关 ，呈现 出
一定 的

＿果
 ＾ 全球性 （ ｇｌｏｂａｌ

） ，但创新 的动 因 、主体 、 内容和绩效

— 却存在显著差别 ， 表现为本土化 。 创新方式体现
增加透
 政府创新 的 工具性 ，

可理解为创 新 的技术 属性
强化问 责１ ５９ ． ８２６１ ８ ． ８

職＆平
￣￣

２
￣￣一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 ，而创新的 动因 、主体 、 内容和绩效

“任



５



＾


＾



＾ 却体现了政府创新的价值诉求 ，
可理解为创新的

８＾＾价值属性 （
ｖａ ｌｕｅ

） ，他们则受到两国政治行政体制 、

增加 服务数 量１ ３ ． ７
￣

ｎ

￣

 ９ ． ４经济发展阶段 、社会组织发育成熟度 、
社会文化等

改进服务质 量４ ２ ２７ ． ５３ ５２５ ． ４的影响 。 该发现启示我们政府创新 的技术层面属

舰则数
Ｉ １ ５ ３Ｉ１ ３ ８性很大程度上是全球性 的 ，但价值层面 的属性却

注
：
斯皮尔曼相关系 数为 ＿ 〇． 〇７７

， 在■ 水平上 不显著 （ 双深深打着不 同国家 国情 的烙印 ， 呈现 出更强 的本
尾 些获奖项 目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绩效维度 方面对政府绩效进

Ｉ Ｈ Ｍ ＪＷ
－

ｒ
－

行了改进 ，所以 比例之和大于 〗 ００％
。土化 。

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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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中美政府创新的 比较 ， 本研究发现 中然而 ，本研究仍然存在
一些局 限 ：首先 ， 囿于

美两国的政府创新存在 以下共性特征并带有全球案例数量过多和文本资料的 限制 ，
本文 未对创新

性色彩 ：
１ ． 处于 中间层级的市级政府和 中 国 的区想法 的 提 出 者 、 创 新 的 过 程 （ ｇｒｏｐｉｎｇａｌｏｎｇｏ ｒ

县政府呈现 出较强的创新性 ；
２． 政府创新呈现 出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 、创新的障碍和应对策略等重要议题进

一定的问题导 向 ，而对于新机遇 的回应不足 ；
３ ． 管行分析 ，未来研究可通过 问卷调查方式进

一

步深

理创新和服务创新在政府创新项 目 中 占据 主体 ；
化

；其次 ，本文仅 比较了 中美政府创新 ， 未将英联

４
． 整体的 、新的管理理念 、引进或强化新技术是政邦共和国成员 国 ，

如英国 、加拿大 、新西兰 、澳大利

府创新项 目通常采用的创新策略
；

５ ．

—

般公众 、政亚等国家的政府创新纳入分析 ， 未来研究可在此

府机构及工作人员是中美政府创新和改革共同着方面拓展 ，
进一步探索政府创新跨越 国界的全球

重关注的 目标人群 ；

６ ． 提高效率 、
改进服务质量是性特征 ；最后 ，本文未能体现纵贯的时 间序列性 ，

中美政府创新共同追求的主要绩效维度 。未来研究可分时间段开展对比研究 。

此外 ，
中 美政府创新亦呈现 出

一定差异并带＃￣夂》 ＝

有本土化色彩 ，主要麵为 ：
ｉ ． 美酬政府 由于拥

有较大 自主权 ，呈现出 较强 的创新性 ，
但是中關 ＾＾

’
２

＾

２ （

ｔ

６ ） ：６＿

ｗ^
Ｌ
２

」
Ｇｏｌｄ ｅｎ０． Ｉｎｎ ｏｖａｔｉ ｏｎｉｎｐｕｂｌ ｉｃｓｅｃｔｏｒｈｕｍａｎｓｅｒｖｉ ｃｅｓ

对应的省级政府创新性较弱 ；

２ ． 与美 国相 比 ， 为了％
．

１

．

ｆｕ
．

，

， ，

ｐ
ｒｏ
ｇ
ｒａｍ ｓ

：Ｉ ｈｅｉ
ｍ
ｐｌ

ｉｃａｔｉ ｏｎｓｏｔｉｎｎｏｖａｔ
ｉｏｎｂ

ｙｇ
ｒｏ
ｐ

ｉｎ
ｇ

ａｌｏｎ
ｇ

在现有体制 下增进政治和社会民主 ，治理创新成 ［
Ｊ
］

． Ｊｏｕｒｎ ａｌｏｆＰｏ ｌｉ ｃ
ｙ
Ａｎａｌ

ｙ
ｓ ｉｓａｎｄＭａｎａ

ｇ
ｅｍｅｎ ｔ

，
 １９９０

，９ （ ２ ） ：

为了 中 国政府创新的未来趋势 ；

３
． 美国政府创新２ １ ９

－

２４８ ．

更加关注特定的弱势群体 ，尤其是儿童与青少年 、 ［ ３ ］ Ａｈ ｒ＿ｏｎＭＡ
，ＢｅｈｎＲＤ ．Ｔｈｅ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ｏｆＣｉｔ ｉＳｔａｔ

［
Ｊ

］
．

老年人 、罪犯与保释者等 ， 而中 国 由于城镇化加剧Ｐｕｂ ｌｉ ｃ：Ａｄｍｉｎｉ ｓｔｒａｔ ｉｏｎＨｅｖｉ
ｅｗ

，
２〇Ｇ６

，６６ （ ３ ） ：ＭＵ

和人 口流动 ， 政府创新项 目更加关注农 民工的融 ［４ １Ｈ ｏｏｄＧＡｐｕ ｂｌ
ｉｃｍ ａｎａ

ｇ
ｅｍｅｎｔｆＯＴａｌｌｓｅａ＿ ？１

？

合与发展 ；
４ ． 美国创新中使用激励举措的 比 例较

ａｄｍ
ｉ
ｎｉ ｓｔｍｔｋｍ

’１ ９９ １
’
６９ＵＨ １９ ＿

？

 ［５ ］ 
ＭａＬ Ｔｈｅ ｄ ｉｆｆｕｓ ｉｏｎｏｆｅｏｖｅｍｍｅｎｔ ｍｉｃｒｏｂｌｏｅｅｉ ｎｅ

 ：ｅｖ ｉ ｄｅｎｃｅ

高 ，而试点则是中 国创新的特色 ；

５ ． 美国创新更加ｆ
，

ｖ，

ｒ ｎ ｐ
，

， ．

Ｍ ｔ
ｔｒｏｍＣｈｉｎｅｓ ｅｍｕ ｎｉ ｃｉ

ｐ
ａ

ｌｐ
ｏｌ ｉｃｅｂｕｒｅａｕｓ

Ｌ
Ｊ

」
．Ｐｕｂ ｌ

ｉ ｃ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 ｔ

关注改进经济性和效果性 ， 而促进参与 、增 进公Ｈｅｖ ｉｅｗ
，２０ １３

，１ＶＵ８ ８． ．

平 、增加透明度和提升满意度成为中 国政府创新 ［
６

］
ＯｓｂｏｒｎｅＤ

，

Ｇａｅｂ ｌｅｒＴ． Ｒｅｉ ｎｖｅｎｔ ｉｎ
ｇｇ

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Ｈｏｗｔｈｅ

绩效追求的方 向 ，但改进经济性和增加 回应性在ｅｎｔｒｅ
ｐ
ｒｅｎｅｕｒｉａ

ｌｓｐ
ｉｒｉ ｔ ｉｓｔｒａｎｓ ｆｏｒｍｉ ｎ

ｇ ｔｈ ｅｐｕｂｌ
ｉｃｓｅｃｔｏｒ

［ 
Ｍ

］

．

中 国未来政府改革中需要加强 。Ｈｅａｄｉ ｎ
ｇ ，

ＭＡ
：
Ａｄｄｉ ｓｏｎ

－Ｗｅｓｌｅ
ｙ ，

１＂１

本研究对政府实践者具有重要启示 ： 首先
，
美 ［７ ］ Ｗａ ｌｋ ｅｒＲＭ

’Ａｖｅ
ｌｌ
ａｎ ｅｄａＣＮ

’Ｂｅｒｒ
ｙＦＳ＿ Ｅｘｐｌ

ｏｒｉ ｎｇ
ｔｈｅ

国州政府的案例告诉我们 ，要想鼓励创新和改革 ，

＾ｋａｌｉ ｔｉ ｅｓ
：

ａｔｅｓｔｏｆｔｈｅＢｅｒｒｙａｎｄＢｅｒｒｙｍｏｄｅｌ 「 Ｊ １
．Ｐｕｂｌ

ｉ ｃ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应当 给予地方政府
一

定 的创新空 间 ，避免规定过Ｒ
．

？ｍ ｉＲｅｖ ｉ
ｅｗ

，
２０ １ １

，

１ ３
（

１
） ：９５

－

１ ２５ ．

死而扼杀创新力 ；
其次

，
创新 以解决社会 中的 冋题

｜；
８

； ｜

ＷｕＭａ
ＵＹａｎ

ｇＹ ＿ Ｉ ｉｉｒＫｗａｔ ｉＭｉｉ ｎｔｈｅｅｈ ｉｎｅｓｅ
ｐ

ｕｂｌ
ｉ ｃ

为中心 ，
以满 足现实管理需要为基本 目 的 ， 不要为ｓｅｃ ｔｏｒ


：
ｔ

ｙｐｏｌ
ｏ
ｇｙａｎｄｄ ｉｓｔｒ ｉｂｕ ｔｉｏｎ

［ Ｊ ］
．Ｐｕｂｌｉ ｃＡｄｍｉｎ ｉｓｔｒａｔ ｉｏｎ

，

了赶时髦 、追潮流而创新 ；再次 ， 在政府管理改革２０ １３
，９ １ （ ２ ） ：３ ４７

－

３ ６５ ．

的过程中 ，除 了新技术 、新理念 以外 ， 地方政府管 ［ ９ ］
吴建南 ，

张 攀 ． 创新特征与扩散 ：

一个多案例比较研

理者还可以使用授权与放权 、激励 、 引人私人部门 究 ［
Ｊ ］

． 行政论坛
，

２〇ｗ （ ｉ
） ：

ｉ
－

７ ．

等多种策略进行创新 ；
又次

， 当前的政府管理舰
建南 ，

张 攀 ’
刘张立 ．

“

效雛设
”

十年扩散 ： 面 向

＝ａｍ 卞 、
， 丄中 国省份的 事件史 分析 ［

Ｊ
］

． 中 国行政管理 ，
２０ １４ （

１
） ：

弱势群体给予更多关注 ，促进社会公平与正义 ， 如
／ ０

－

〇 Ｚ．

儿童与青少年 、低收人人群 、残疾人等 ； 最后
■

，
政府

［
１

１

］ 
Ｂｏｒｉ ｎｓＳ．Ｗｈ ａｔ ｂ ｏｒｄ ｅｒ ？Ｐｕｂｌｉ ｃｍａｎａ

ｇ
ｅｍｅｎｔ ｉｎｎｏｖａｔ ｉｏｎ ｉｎ

未来改革 中也须强化对政府运行的经济性 、公众 ｔｈ ｅＵｎ ｉ
ｔ ｅｄＳｔａｔ ｅｓａｎｄＣａｎａｄａ

［ 
Ｊ

］
． Ｊｏ 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ｏｌ ｉｃ

ｙＡｎａｌｙ
ｓ
ｉ
ｓ

需求的 回应性等绩效维度的关注 。ａｎｄＭａｎ ａ
ｇ
ｅｍｅｎｔ

，
２０００

，１９ （ １ ）：４６
－７４ ．

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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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
］
Ｂ ｏｒｉ ｎｓＳ． Ｐｕｂｌ ｉｃｍａｎａ

ｇ
ｅｍｅｎｔｉｎｎｏｖａｔ ｉｏｎ ｔｏｗａｒｄａ

ｇ
ｌｏｂａｌ国地方政府创新奖

”

获奖项 目 的量化研究 ［
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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