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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制度环境、政策扩散与创新

专栏导语

叶　 林

“创新”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被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Ｊｏｓｅｐｈ Ａｌｏｉｓ Ｓｃｈｕｍｐｅｔｅｒ）
定义为“创造性破坏”（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的过程。创新活动囊括了产品、技
术、组织等方面的革新，是经济增长的驱动力（Ｓｉｍｍｉｅ，２００１）。在新时期，公
共治理面临日益复杂的环境和挑战，政策创新成为回应治理挑战的有力工具。
特别是在我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双创”战略下，政策创新成为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工具（朱亚鹏、丁淑娟，２０１６）。

政策创新的一项重要特征是流动，包括政策决策和实行过程中的人员、资源和
制度流动。比如，从空间概念上分析，创新活动在区域创新体系中，将促进合作关
系（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非交易相互依赖性（Ｕｎｔｒａｄｅｄ Ｉｎｔｅ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ｉｅｓ）、溢出
效应（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以及衍生效应（Ｓｐｉｎ － Ｏｆｆ Ｅｆｆｅｃｔ）等复杂关系的形成
（叶林、赵旭铎，２０１３）；进而，通过区域集群效应，推动创新的发展（Ｐｏｔｔｅｒ ＆
Ｍｉｒａｎｄａ，２００９）。从政策决策者的角度，政策企业家的流动对推动政策创新和政
策扩散产生显著的影响（张克，２０１５）。不同类型的资源的流动也将带动政策的
创新，从而影响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趋势，乃至带来全球范围的变化（Ａｃｓ，
２００２，２００３）。人员、资源和制度流动，将进一步地促进不同政策的扩散，在内
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推动纵向政府之间和横向行政区之间的政策
创新行为，促使政府做出理性选择，提高公共政策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可行性。

本专栏的两篇文章围绕政策扩散与创新中的决策者身份转变及影响因素分
析展开讨论。周凌一和李朔严的文章《跨体制流动与政策创新：制度环境约束
下政策企业家的身份选择———以西南省公益金融创新为例》主要关注政策企业
家如何通过主动的身份选择来应对制度环境障碍，进而推动政策创新。由于我
国的政府、社会、市场关系尚在转型过程，存在“体制内”和“体制外”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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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系统。这篇文章通过考察西南某省政策企业家方先生推动公益银行的实践，
提出了当政策企业家的身份从体制内转变为体制外时，其面临的环境约束会显
著改变，体制外的社会组织通过改变权力结构、激励机制以及社会网络性质为
政策企业家释放更多的行动空间，进而提高其推动政策创新的能力。此文的研
究发现对在我国现有制度环境下政策企业家如何推动政策创新提出了一种选择
策略。诚然，文中分析的案例可能具有“天时地利人和”等各方面因素，但不
失为为此领域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政策创新在不同地区、不同政府间的差异是朱多刚和郭俊华的文章《专利
资助政策的创新与扩散：面向中国省份的事件史分析》研究的重点。本文从内
部决定和外部影响两个方面分析了科技创新资源、换届选举、面临问题的严峻
性以及外部影响机制对专利资助政策扩散的影响，试图回答为什么有些地方政
府更倾向于政策创新和为什么不同的地方政府会采纳相同的政策的问题。基于
中国省级政府的实证分析发现，科技创新资源拥有量和面临问题的严重性都不
同程度地影响专利资助政策在省份之间的扩散，而以换届为标志的政治周期对
专利资助政策的扩散影响并不显著。在外部影响因素中，国家层面的重大战略
决策事件对专利资助政策的扩散产生冲击，而邻近效应和全国扩散模式表现并
不明显。这些因素分析为我国的政策创新推广模式提供了深入的思考。

我国乃至全球范围的公共治理都已进入数字时代，新技术革命对公共治理
提出的挑战更在深层次上要求了治理模式和公共政策的创新。一项新的公共政
策的出台、试点、执行和推广，需要人员、资源和制度的合理性流动，需要内
外部因素的综合协调，推动政策扩散，促进政策创新。本专栏的两篇文章是我
国学者在政策扩散和创新领域的最新研究，以扎实的实证为基础，得出了合理
的结论，指明了未来的研究发现。特此结集发表，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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