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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创新与公共治理变革：

文献综述和理论探索

赵　 琦　 顾　 昕

【摘要】政府创新及其引发的政策创新不仅是中国新时代改革与开放的重大
实践问题，而且也是公共管理学的重大理论问题。论文围绕政府创新的研究概
况、内涵外延、行动层级、行动类型、政策领域和理论建构等议题，对１９９０—
２０２１年间发表的５８４篇关于中国政府创新的中英文文献进行了系统性的回顾，
并探索其理论意涵。研究发现：（１）研究取向和方法有所偏倾，以规范研究和
定性研究为主。（２）政府创新定义相对模糊，在行动类型上偏重风险性小的渐
进型创新。（３）注重市级创新，不大重视基层创新，也相对忽视省级、国家级和
跨国的重大创新。（４）政策领域较为单一，忽视了跨领域的变革力量。（５）理
论探索虽有一些成果，但对治理变革的理论缺乏贡献。基于此，论文提出，未
来中国政府创新研究的深化，除了在取向和方法上发展多样性之外，还应引入
创新经济学中“创造性破坏”思想和治理理论前沿的协作／互动治理视角，进一
步挖掘和归纳中国实践对公共治理变革的意涵，讲好政府创新的中国故事，为
国际学界业已出现的“协作性政府创新”理论的拓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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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政府创新（及其必然引发的政策创新）成为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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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以及政策科学研究中兴起的一个重要议题。政府创新意指政府或公共部
门采用其没有采用过的新项目、新政策和新模式的过程（Ｗａｌｋｅｒ，１９６９）。改革
开放后，中国政府通过大量政策创新或政策试点，推动了政府职能的重塑，克
服了治理困境，实现了经济增长的奇迹。中国丰富的实践激发了相关研究的增
加，大量学术文献从经验总结开始，从新公共管理、新公共治理、治理数字化
等全球性政府改革视野，对我国政府创新的制度背景、变革逻辑与改革成果进
行了归纳。尤其是基于对政府创新奖获奖项目的考察，中国政府创新研究逐渐
与国外政府创新研究接轨（吴建南等，２０１１），就创新的采纳与扩散进行实证研
究。但是，既有中国政府创新研究考察了哪些重要的议题，这些议题之间又有
何关系？对公共治理变革的理论有何贡献？未来可能的深化方向为何？对这些
问题的回顾与反思，将有助于我们厘清政府创新的基础概念、分析框架与理论
意涵，从而为未来的研究开辟新的道路。

实际上，已有国内学者对国内外政府创新研究进展进行了一些评述（刘遥、
张攀，２０１９；王猛，２０２０），为本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既有学术梳理总
结存在以下缺环，即仅覆盖一部分既有文献，未详细对比中外政策创新研究差
异，对研究趋势的整体性介绍较多，对研究内容的具体分析较少。尤其是，既
有综述性文献对中国政府创新研究理论意涵挖掘的深度和广度都有不足。一方
面，并未从文献中探究出中国政府创新及其研究的根本性特点；另一方面，也
未能在此基础上提出理论创新的新方向。基于此，本文将专门针对中英文文献
中的有关中国政府创新文献，进行内容编码和分析，在对中国政府创新研究情
况开展系统性的梳理和回顾的基础上，对比中外研究状况，从而针对性地找寻
到理论开拓点。

众所周知，创新研究始于对私营企业的研究。这一研究领域的开创者熊彼
特将创新定义为将原始生产要素重新排列组合为新生产方式的过程，最终体现
为新工具或新方法在经济发展中的实际运用，这一过程需要大量的企业家行动
（Ｓｃｈｕｍｐｅｔｅｒ，１９４７）。在熊彼特的意义上，企业家行动不仅需要通过各种要素的
创新性组合以改变企业的生产函数，也要通过领导力和动员力的展现来推动经
济组织和制度的变革，从而在社会经济结构上产生“创造性破坏”。但是，熊彼
特的创新研究仅限于私人部门，并不涉及公共部门的变革（Ａｎｄｅｒｓｅｎ ＆
Ｊａｋｏｂｓｅｎ，２０１８）。１９６２年，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乡村社会学助理教授罗杰斯出
版了《创新的扩散》（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一书，从社会交流和信息传递的
角度细致而系统地介绍了创新在不同政策领域扩散的过程，其中论及政府创新
或政策创新。公认将创新概念从私人企业引入政府部门从而开创政府创新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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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领域的先驱者，是美国密歇根大学政治科学学部主席、政治学系教授沃克
尔，他１９６９年在政治学顶级学刊《美国政治科学评论》上刊发的《创新在美国
州与州之间的扩散》一文，开启了政府或政策创新研究的先河。两位先驱者都
将政府创新界定为政府部门重新组合政策方案和构成要素从而得到某种新政策
的过程（Ｒｏｇｅｒｓ，１９６２；Ｗａｌｋｅｒ，１９６９）。显然，政府创新并不应该仅仅等同于
公共部门内部对既有政策的渐进式改进，而更多的是公共部门内创新主体与外
部其他参与者互动的产物。换言之，政府创新本身是公共治理变革的组成部分。
这种开放性意味着我们必须深入探讨政府创新对公共治理变革的意涵，也为政
策创新本身的治理完善提供新的思路。

Ｄｅ Ｖｒｉｅｓ等学者曾对政府创新的国际文献进行过系统性综述（Ｄｅ Ｖｒｉｅ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但这篇综述不仅没有覆盖关于中国政府创新的中文文献，也较少纳
入研究中国政府创新的英文文献。可以说，中国政府创新的故事在公共管理学
界的非中国研究领域近乎被漠视。尽管覆盖面有所缺漏，但其分析思路值得加
以借鉴。这篇综述围绕如下四个问题进行梳理：（１）研究数量与方法。（２）政
府创新的层级与领域。（３）政府创新的内涵与类型。（４）政府创新的目的。同
样，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回顾与总结，本文对中国政府创新的中英文文献进行广
覆盖的分析，透视中国政府创新的特点，重新反思研究定义与研究范式，并与
非中国研究领域的既有理论进行对比与对话，指明未来研究的新的可行方向，
为发展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创新理论夯实基础。

二、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文全面审视从１９７９年１月到２０２１年１２月（最后一次搜索时间：２０２１年
１２月３１日）关于中国政府创新的中英文学刊文献，分别以ＩＳＩ Ｗｅｂ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和中国知网为搜索平台进行搜索。本文以“政府创新” “政策创新” “基层创
新”为搜索词对中文论文的标题、摘要和关键词进行搜索；以“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和“Ｃｈｉｎａ”为搜索词进行英文文献的主题
搜索。这些关键词整合了政府创新既有文献综述中所出现的关键词（Ｄｅ Ｖｒｉｅ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刘遥、张攀，２０１９）。为避免遗漏那些因为文章在标题、关键词、摘
要中没有包含所涉及的搜索词，但实际内容却是对政府创新的情况进行分析的
文章（如朱亚鹏，２０１４；丁辉、朱亚鹏，２０１７），本文选择了中英文公共管理、
政治学和社会学等领域的一些顶级学刊进行补充搜索。此外，笔者还请中国政
府创新的一些研究者对筛选出来的文献清单进行检查，确保没有遗漏重要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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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经过第一轮的搜索，共得到１０５３５篇中文文献和７３８２篇英文文献，删除掉
重复文献①后共计１１５５６篇文章，可以说囊括了绝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的话）
中国政府创新文献。

本文根据如下原则对第一轮搜索到的文章进行筛选，从而确定最终纳入分
析的文献库：（１）研究主题限定在公共部门的创新，且需关注政策创新的过程，
而非政策创新的内容本身，由此删除了针对诸如科技创新、自主创新、社会治
理创新等创新议题的纯粹说明性、单纯介绍性以及简要评价性的文章。（２）只
留下分析中国政府创新的论文，删除单纯国外经验介绍或国外文献综述的文章。
（３）只选择通过同行审议的学刊论文，删掉新闻报道、专栏导语、会议综述、
书评及政策解读等。经筛选，共计５８４篇论文纳入分析，这些文献按发表年份
排列的分布情况见图１。

图１　 １９７９—２０２１年中国政府创新研究的中英文献数量（篇）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对中国政府创新研究文献的覆盖面，是既有相关综述
类文献所不能比拟的。前文已述，Ｄｅ Ｖｒｉｅｓ等（２０１６）没有覆盖中国政府创新
的研究文献；刘遥和张攀（２０１９）运用文献计量法分析了１１６７篇文献，没有区
分中国研究和非中国研究，其中仅有２８９篇中文文献，而本文所覆盖的截至
２０１８年底的中文文献就有３２５篇；王猛（２０２０）的覆盖范围仅限于几十篇中文
文献和二十余篇英文文献。

如图１所示，中国政府创新学术文献的出现始于２００１年，并在２０１４年进入
了快速增长期。中文文献最早见于厦门大学黄永炎在《理论与改革》上发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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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创新行为的制度分析》（黄永炎，２００１）和山西省委党校王瑞娟在
《理论探讨》上发表的《论政策创新》（王瑞娟，２００１）；前者以中国的经济制
度改革为例对话了经济学上的制度变迁理论，后者则是经验总结式文章。英文
文献最早见于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塞奇（Ｔｏｎｙ Ｓａｉｃｈ）和
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杨雪冬在Ｐａｃｉｆｉｃ Ａｆｆａｉｒｓ上发表的以基
层自治选举改革为分析对象的案例研究（Ｓａｉｃｈ ＆ Ｙａｎｇ，２００３），其对话的是政
治发展理论。可见，在研究初期，中英文世界关于中国政府创新的研究在研究
取向和路径上并不相同。长期以来，中文学刊一直是中国政府创新研究的发表
阵地，但自２０１７年始，中国研究①学者利用丰富的经验材料，将中国政府创新
研究发表到英文学刊上，连续４年保持１０篇以上的发文量，在２０２１年更是多
达１８篇。

从研究取向来看，规范研究占有一定比重，占中文文献的３７ ７％，其内容
主要是基于经验总结的对策性分析，或者是对于相关经验的制度分析和理论探
究。但值得注意的是，英文文献都是实证研究。在实证研究中，研究方法以定
性案例分析为主（共２２６篇，占３８ ７％），其中，单案例分析１５６篇，占案例
研究论文的６９ ３％，多案例分析７０篇，占３０ ７％ （见图２）。与西方非中国政
府创新文献相比，尽管其研究也以案例分析为主，但主要采用多案例分析，比
例高达４９ ５％ （Ｄｅ Ｖｒｉｅ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远高于中国研究中使用多案例研究法的
比例。此外，中国政府创新文献中，定量研究方法的使用也相对较少，占总发
文量的２０ ２％。另有一篇英文经济学文献采用数理建模方法对于地方决策者在
何种情况下会进行政策创新开展演绎性分析（Ｘｉｅ ＆ Ｘｉｅ，２０１７），实质上提出了
一些实证研究的假说。

总体而言，尽管近年来中国研究更多采用了实证研究的方法，缩小了中外
研究的差距，但在研究方法运用上的一些缺失，不利于中国政府创新实践和理
论的提炼与发展。除一般性的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之外，一些新研究方法的使
用在中国研究论文中寥寥无几，而且也都出现在英文论文中，比如用社会网络
分析的有３篇（Ｈｕ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Ｙ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Ｅｌｌｉｏｔｔ ＆ Ｚｈａｎｇ，２０１９），采
用实验分析法的有１篇（Ｄａｎｉｅｌｌ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可见，在方法上，中国政府创新
的研究还需要更多的创新，但本文的核心关注点不在于此，因此本文对这一点
不予详论。

·６７１·

◆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２２·２

① 沿用国际文献中常见的概念，本文用“中国研究” （Ｃｈｉｎａ ｓｔｕｄｉｅｓ）来指称以中国事
务为对象的研究，不论研究者是否是中国人，也不论研究成果是以何种语言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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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政策创新发文的研究方法统计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三、文献分析的结果

（一）政府创新的内涵

明晰政府创新的含义是此领域学术研究的前提和基础。但是，无论是中文
文献还是英文文献，无论是否属于中国研究的领域，对于政府创新内涵和外延
的把握仍然是相对模糊的。究竟多大程度的创新和什么样的创新属于政府创新，
其边界仍然不甚明晰。在纳入本文分析的文献中，４４％ （２５７篇）对于政府创
新或政策创新的定义没有说明。

中国政府创新研究借鉴了企业创新研究的一些睿识。一定比例的文献（３５
篇，占比６％）提及了熊彼特在创新研究领域的开创者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在
熊彼特那里，创新和发明并不等同，创新是服务、技术、方法等的重新组合，
从而实现对于组织和制度的“创造性破坏”，这种创造性破坏可能会影响到企业
组织的价值系统，或现有的组织层级体系，从而对产业结构乃至更大的经济结
构变革产生深刻的影响（Ｓｃｈｕｍｐｅｔｅｒ，１９４７）。美国人文与科学学院院士、哈佛
大学教授威尔逊在其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的经典论著《官僚机构》一书中曾以
类似的方式区分了创新与变化。在他看来，真正的创新意味着重新界定组织的
核心任务，从而带来组织职能和文化的变革；而一般性的变化或改善只不过是
增加或改变一下组织任务，通常是组织对环境或需求变化的一种适应性行为。
尽管承认官僚机构中也有致力于创新的主管人员，也存在着企业家行动，但从
官僚组织的特性出发，威尔逊认为公共部门由执行任务的官僚层级组织组成，
无法像私人部门一样能通过以重组组织核心任务与职能的方式实现重大变革。
尽管公共部门的服务目标之一是推动经济社会的创新，但公共部门组织结构上

·７７１·

中国政府创新与公共治理变革：文献综述和理论探索◆



的等级化以及创新对于层级制本身的破坏，构成了对公共部门创新的一种限制。
因此，威尔逊断言，公共部门中难以出现像在私人部门中涌现的创新（威尔逊，
２００６），他甚至对政府创新领域前述的经典文献（如Ｗａｌｋｅｒ，１９６９）不加引证。

然而，政府或公共部门创新是实实在在发生的现象，尽管并非层出不穷，
但也绝不罕见，对此，威尔逊显然是低估了。２０世纪６０ － ７０年代后，政策科学
的兴起和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推进，促使更多的研究者从实然而非规范性的角度
研究政府创新，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对威尔逊断言的挑战和超越。西方学界围
绕政策的“创新”（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与“发明”（ｉｎｖｅｎｔｉｏｎ）展开了对政府创新的相
关研究。基于此，政策创新包含两种主要研究取向，其一是关注地区政治、经
济、社会等因素是如何促进政府发展与创造新的施政理念、实践与模式的，该
路径着重关注地区自身因素对政策发明的影响；另一种路径关注政府之间的互
动与影响，认为只要引进了对于政府来说有效的新理念、新实践、新模式，那
么这种行为就可被判定为政府创新或政策创新（Ｋａｔｔｅｌ ＆ Ｍａｚｚｕｃａｔｏ，２０１８）。创
新是对改革与发明的“落地”（Ｂｅｒｒｙ ＆ Ｂｅｒｒｙ，２００６），着重研究政府间的互相学
习（ｐｏｌｉｃｙ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与借鉴（ｐｏｌｉｃｙ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是如何影响某一政府主体采纳
（ａｄｏｐｔ）、微调（ｒｅｉｎｖｅｎｔ）与扩散（ｄｉｆｆｕｓｅ）政策以实现政府创新的。前一路径
与传统公共政策研究中的政府决策（ｐｏｌｉｃｙ ｍａｋｉｎｇ）、政策变迁（ｐｏｌｉｃｙ ｃｈａｎｇｅ）
有相当的重叠，而后一路径随着政策创新开创者Ｗａｌｋｅｒ和Ｒｏｇｅｒｓ的探索而成为
政策创新研究的主流路径（Ｒｏｇｅｒｓ，１９６２；Ｗａｌｋｅｒ，１９６９）。但是，这两种路径是
互相交融与借鉴的，任何政府创新的发展都离不开内外因素的影响，不能顾此
失彼（Ｂｅｒｒｙ ＆ Ｂｅｒｒｙ，２００６）。目前大部分政府创新研究并没有处理好这两种研
究路径的关系，直接模糊掉创新与发明的界限，将包含着政策发明、政策采纳、
政策变迁及政策创造等丰富意涵的政策创新概念仅仅收缩在了政策采纳与扩散
中，在概念界定上有欠宽泛，在学术探究上又有欠狭窄。尤其是，采用这一研
究路径的文献未能深入探究政府创新对公共治理的变革性意义，当然也未能挖
掘公共治理创新对政府创新的促动性意义。

正因如此，绝大多数政府创新研究文献并没有将熊彼特“创造性破坏”思
想中所蕴涵的对于旧范式的破坏与变革引入到对公共政策和公共治理的研究中。
即便有不少文献提到熊彼特的经济创新定义对政府创新研究的借鉴作用，并区
分了创造性政策创新与一般性政策变化（ｐｏｌｉｃｙ ｃｈａｎｇｅ），但这些文献并没有重
视并借鉴“创造性破坏”思想。由于对“创造性”概念的认知仍然相当模糊，
因此，政策创新更多意味着“新的政策的采纳、应用与扩散”，并不强调政策范
式变更所带来的转变性变迁（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ｃｈａｎｇｅ）。即便有些文献所论及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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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创新触及到公共治理变革，但一般不涉及国家基本政治制度框架的变革，后
一种变革在文献中被称为“政治创新”。

在中国的研究文献中，政府创新的内涵更为模糊。有文献认为政府创新是
“公共部门为了增进行政效率和公共福利而进行的创造性改革”（俞可平，
２００５），也有文献认为政府创新是对周围环境与危机的有效回应（孙柏瑛，
２００４）。如前所述，后一种界定很可能将创造性政府创新与一般性政策变化混为
一谈。在所分析的中文文献中，６ ２％的文献对政府创新概念没有直接的说明，
而是直接使用试点、政策试验、适应性创新等过程性概念来指称研究内容，强
调政策出台的特殊过程，突出了政策试点的重要性。显然，如果仅仅认为运用
新理念、新技术、新服务就是政府创新或政策创新，那么就容易陷入对于创新
类型不加细究的研究陷阱。所分析文献中，Ｗａｌｋｅｒ和Ｒｏｇｅｒｓ给出的宽泛的政府
创新定义最常被引用（占２０ ６％）。只有７篇文章反思了政府创新的内涵，呼
吁学界对“伪创新”（即没有多少创新性可言的“创新”）加以关注（金太军，
２００８；Ｓｈｉｎ，２０１３；尚虎平，２０１４；Ｔｅｅｔｓ，２０１５；Ｓｈｉｎ，２０１８；姜晓萍、吴宝家，
２０２１；张晨、刘育宛，２０２１）。这些文献指出，正如一项新政策的出台并不一定
能够达成其目标一样，颇有一些“创新”其实只是政府官员的面子工程，可能
会损害经济效率和公共福利。然而，这些犀利的批评，依然是空谷足音。

（二）政府创新层级与领域

在实证分析的文献当中，一个显著的关注点是政府创新发生的层级与新政
策所在的领域。就层级而言，地方政府成为关注重点（占文献总量的６５ ４％）；
其中，市级政府最受关注，而县级及县级以下政府（在中国语境中通称“基层
政府”）尽管在实践中是政府创新所集中的层级，占比一度高达５４ ４％ （吴建
南等，２０１１），但研究文献的占比仅为１７ ６％。由此可见，对于基层政府创新
发生机制与发展情况的研究仍需强化。

纳入分析的绝大部分文献都是对中国国内政策创新的研究，而对于新政策
跨国扩散的研究仅有７篇，其涉及的政策领域包括绿色金融、反洗钱、碳排放
交易、环境协作、劳资集体谈判、自由贸易区及行政管理改革（Ｆｏｓｔｅｒ，２００６；
Ｈｅｉｌｍａｎｎ ＆ ＳｃｈｕｌｔｅＫｕｌｋｍａｎｎ，２０１１；曾云敏、赵细康，２０１４；田野，２０１４；叶
静，２０１４；Ｃｈｕ ＆ Ｌｅｅ，２０１９；Ｅｌｌｉｏｔｔ ＆ Ｚｈａｎｇ，２０１９）。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的许多新政策学习和借鉴了外国，但这一点在政府创新研究中并未得到充
分体现，对于中国借鉴了哪些国外政策实践、如何借鉴以及借鉴结果的研究仍
相当缺乏。学术上，跨国性“政策转移”（ｐｏｌｉｃｙ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的研究视角和研究领
域在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尚未扎根。其实，政策创新和科技创新是一样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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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如果仅仅是拿来主义，不仔细分析借鉴创新的过程，那么我们将难以理解政
策发展的内部逻辑，这将严重阻碍我们对政策的“借鉴后创新”或“再创新”。

另外，将中国和其他国家进行国际比较的文献仅有１２篇。在这些文献中，
中文论文主要集中在对于中外政策创新类型、创新内容、动力机制等的宏大叙
事，而对具体创新过程的比较研究仅有１篇（朱旭峰、张超，２０２０），该文指出
相比于美国政策试点过程的焦点集中在决策环节，中国则是在政策试点的执行
环节充满了央地间“讨价还价”。３篇英文论文对政策创新细节进行了中外比
较，分别比较了澳大利亚、保加利亚和中国的水资源政策创新过程的异同
（Ｄａｎｉｅｌｌ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中美政府创新获奖项目提名的类型差异（Ｈｅ，２０１６），
以及中韩儒家文化对于基层公务员创新行为的影响（Ｍｏ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

从政策领域来看，公共部门内部的改革，包括促进公民参与、政府绩效改
革、公共财政改革等是研究最多的领域，占比３２ ２％；而社会保障（教育、医
疗、养老、住房等）领域次之，占比２４ ６％。经济政策的改革，包括强化经济
监管、引进人才、兴办高新开发区等，体现了很多中国政府创新的特色，研究
占比列第三位，占比１７％ （见表１）。这些文献展现了中国政府的“大政府”特
点，在经济发展、社会保障、环境治理、农村发展和科技等领域不断推出新政
策，强化并改善政府对相关事务的行政管理。对这类政府创新的研究在所有文
献中的占比超过９０％。“解绑式”（司法或规制创新）或引入市场与社会力量的
政府创新（社会治理创新），研究占比仅９ ８％。

表１　 中国政府创新文献所分析的政策领域

数量 比例（％）
行政管理改革 １１９ ３２ １６

社会保障 ９１ ２４ ５９

经济政策 ６３ １７ ０３

生态环境 ３９ １０ ５４

社区治理 ３５ ９ ５０

农村部门 １３ ３ ５１

科技部门 ５ １ ３５

交通政策 ２ ０ ５４

文化部门 ２ ０ ５４

司法创新 １ ０ ２７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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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府创新的类型

分类是研究的基础，因此，政策科学家们对政府创新或政策创新进行了多
维度的分类（Ｍｏｏｒｅ ＆ Ｈａｒｔｌｅｙ，２００８）。现有研究中，创新阶段、创新动机、创
新文化与创新内容是最常用的分类维度。从创新阶段来看，政府创新分为初创、
采纳、实施、制度化和扩散等阶段，基于此，政府创新可分为突破性创新和持
续性创新（Ｍｏｏｒｅ，２００５），或整体型创新、扩散型创新、进化型创新和发展型
创新（Ｗａｌｋ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２）。从创新动机和组织文化来看，政府创新分为反应
型创新、积极型创新、必需型创新、强制型创新和购入型创新（Ｇｌｏｒ，２００１）。
就创新内容而言，创新分为战略创新、产品创新、服务创新、顾客创新、技术
创新、管理创新和协作创新（Ｈａｒｔｌｅｙ，２００５）。

基本上沿用Ｈａｒｔｌｅｙ （２００５）的分类维度，吴建南等（２０１１）将中国政府创
新分为服务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治理创新以及协作创新。管理创新指
政府组织结构的调整和管理过程的改变，包括政府工作流程再造、行政审批制
度改革等；技术创新指政府新技术对行政管理系统进行改造或更新以提升服务
效率；服务创新指政府新服务或产品的提供；治理创新主要体现为政治改革，
包括发展改善乡村治理机制、推进基层民主选举、行政授权等；协作创新体现
为不同组织共同进行创新，可以是伙伴关系、联盟、合作生产等组织间合作，
也可以是不同层级的公共部门组织合作。可见，无论是Ｈａｒｔｌｅｙ （２００５）还是吴
建南等（２０１１）的分类，协作创新与其他各种创新并不是平行的类别，前者刻
画的是创新主体间的关系，而其他刻画的是创新的内容。

作为对非中国研究的文献综述，Ｄｅ Ｖｒｉｅｓ等（２０１６）缩减合并了创新内容的
类型，将政府创新分为管理过程创新、技术过程创新、服务产品创新、治理模
式创新和概念理念创新。其中，治理模式创新包含了前述“协作创新”和“治
理创新”概念所蕴含的内容，聚焦于治理变革方面的政府创新。概念理念创新
则是一项新的补充，指的是在政府行动中新概念、新范式、新理念的引入，例
如绿色金融、低碳城市、智慧治理等。同时，针对国外政府创新的文献综述用
“其他”这一编码指那些跨领域的综合性政策创新，以区分出单层次小范围的单
独创新和多层次大范围的多重创新。针对中国政府政策创新的研究则采用重复
编码的方式，并没有设置“其他”这一编码项。在此，为了方便中外对比并区
分政府创新的层次和范围，本文将继续借鉴Ｄｅ Ｖｒｉｅｓ等学者的分类，以中国政
府创新为例展现其内涵（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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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不同类型的政府创新的内涵及其中国实例

创新
类型 类型内涵 实例 实例的文献来源

管理过
程创新

创造新的组织形式、介
绍新的管理方法或者技
术和新的工作方法

“最多跑一次”的政策
创新、新型行政审批制
度改革

（朱旭峰、张友浪，２０１５；
刘佳、刘俊腾，２０２０）

技术过
程创新

在组织内创造或使用新
的技术，以为使用者或
公民提供更好的服务

电子化税务系统、电子
政务平台建设 （马亮，２０１３）

产品服
务创新创造新的服务或产品 提供新的公共服务，如

共享单车等 （Ｍａ，２０１７）

治理模
式创新

发展新的形式或过程，
以解决特殊的社会问题 政府购买服务上的创新 （管兵，２０１８）

概念理
念创新

引入新概念、新框架或
新范式，以帮助重新构
造特定问题的性质及其
可能的解决方案

低碳城市、绿色金融、
智慧城市建设项目

（Ｅｌｌｉｏｔｔ ＆ Ｚｈａｎｇ，２０１９；陈
宇、孙枭坤，２０２０）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在下表３中，本文总结了现有的中国政府创新研究实证文章的研究类型。总
的来看，中国和非中国政府创新的研究一样，由于受到新公共管理运动对于效
率追求的影响，更加关注政府内部的组织过程创新，包括重整内部流程以提升
效率的创新。针对管理过程创新的研究在所有实证研究中是最多的，占大约１ ／ ３
的比例。提供顾客导向的公共服务、增强民众的满意度也是新公共管理与新公
共服务运动的取向之一，产品与服务创新则代表着服务型政府取向的强化，因
此亦是政府创新的重要内容，相关研究占大约１ ／ ５的比例。

表３　 中国政府创新的类型

创新类型
中国政府创新实践 中国政府创新研究 非中国政府创新研究
数量
（篇）

占比
（％）

数量
（篇）

占比
（％）

数量
（篇）

占比
（％）

管理过程创新 ７９ ６９ １２１ ３３ ８９ ４０

产品服务创新 ４８ ４２ ８１ ２２ ４９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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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类型
中国政府创新实践 中国政府创新研究 非中国政府创新研究
数量
（篇）

占比
（％）

数量
（篇）

占比
（％）

数量
（篇）

占比
（％）

技术过程创新 ２４ ２２ ５４ １４ １６ ７

治理模式创新 ９７ ８５ ４７ １３ ２９ １３

概念理念创新 — — ３２ ９ ４ ２

其他 — — ３５ ９ ３５ １６

注：中国政府创新数据源于吴建南等（２０１１）。其中，由于一个政府创新项目可以属于多
个政府创新类型，因此频数加总大于样本量，累积百分比也高于１００％；非中国政府创新的研
究数据来源于Ｄｅ Ｖｒｉｅｓ等（２０１６）。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从表３可以看出，中国研究和非中国研究的最大差别呈现在对技术过程创新
的关注方面。中国近年来在政府行动或公共服务中积极引入新的数字治理技术，
例如开通微博、微信公众号、云直播等，其实践在各类政府创新中的占比较高。
丰富的实践开拓了技术过程创新的研究空间，导致这一关注在中国研究文献中
的占比高达１４％，远高于非中国研究文献的７％。此外，就概念理念创新而言，
中国研究文献的关注也较高，智慧城市创新是其中最重要的研究对象。其实，
在很大程度上，智慧城市创新属于技术过程创新的范畴，由此可见，技术过程
创新在中国政府创新实践和研究中都占据重要地位。

此外，尽管我国在政府创新的实践中有引入市场或社会力量参与从而改变
治理体系和治理过程的情形，在实践中占了非常大的比例（８５％），但是，对政
府创新过程中治理变革的研究却仅占所有文献的１３％。由此可见，中国政府创
新的研究未能重视对政府－市场－社会关系变革的考察，也未关注行政、市场
和社群治理机制在政府行动中作用的变化。简言之，治理变革这一重要事项或
论题，在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遭到了不应有的忽视。

根据吴建南等（２０１１）的统计，中国政府创新实践分类加总共计２１８％，
这意味着包含非单一创新内容的综合性创新在创新总数中约占一半，但在目前
的文献中，以综合性创新为对象的研究占比仅有９％。综合性创新需要调动多方
资源，改变的层级更多，创新的内容更丰富，涉及的领域更广泛，例如社会治
理、精准扶贫、国际旅游岛建设、自由贸易区建立及数字经济中新劳动关系的
形成等。这类创新一般来说都会包含许多子创新，也更容易涉及治理模式和理
念范式的转变。但是，现有研究与实践的巨大落差展现了当前研究对于中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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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创新中治理变革因素关注的不足。如下文即将论述，这与中国政府创新研究
的治理理论探索不足有极大的关系。总体来看，当前中国政府创新研究更加关
注的是政府部门内部的创新，而对于跨部门合作、跨主体合作的研究仍然相对
不足。未来的中国研究仍需充分利用好本土丰富的治理创新实践，着重关注市
场和社会与政府部门的互动与合作，方可在国际政府创新研究领域弯道超车。

值得注意的是，强化行政力量或行政机制的作用在中国政府创新中占据了
非常重要的位置，许多政府创新均旨在强化政府监管或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能，
例如住房限购、高考招生标准改革、青年人才计划、干部外派挂职交流等，都
有“强政府”的影子（Ｌｅｅ ＆ Ｈｅ，２０１４）。显然，这些创新都属于增强政府权力
而非弱化政府权力之举，不涉及利益的重新分配，并不涉及政治风险。可是，
一些文献提到政府或政策创新给地方官员所带来的风险，并将有无政治风险视
为衡量政府创新与否的一个重要指标和依据（王猛，２０２０），但这一点在其他文
献中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本文认为，有必要对中国政府创新中所涉的政治风险重新加以考察，并据
此对政府创新加以分类。按照创新发起者和政治风险度的不同，政府创新可分
为中央主导型创新、地方回应型创新和地方自主型创新。中央主导型创新是中
央政府出台了明确的顶层设计，并选择了相应的试点地。就这种创新而言，中
央不仅在态度上积极，也可能会向创新试点地倾斜资源。地方回应型创新与中
央主导型创新的差别在于，中央对于创新只给出方向和框架并呈现积极推进的
态度，但却没有提供相应的资源，只是允许甚至鼓励地方政府进行自由的探索。
例如，中央提出了“放管服”改革的政策方向和框架，浙江省政府在其指引下，
推出了“最多跑一次”改革的具体实施方案（郁建兴、黄飚，２０１９），并在其
他地区得到扩散（刘佳、刘俊腾，２０２０），为各地政府管理过程创新提供助力。
地方自主型创新则不同，其政策议程和顶层设计尚未形成，中央态度也不明晰，
推动这种类型的政府创新，地方政府的政治风险及与之相关的行政风险都较大。

在中国研究文献考察的政府创新中，地方自主型创新仅占２５％，而中央主
导型创新和地方回应型创新占比４６％，这两类创新实际上没有什么政治或行政
风险可言；此外，有相当一部分文献（２９％）没有提及风险这一变量。一方面，
这展现了我国政策创新在宏观上仍然制度空间有限的事实：体现了相比于国外
“法无禁止即可为”的创新空间，中国式政府创新中“法无规定则禁止”的约
束性条件更多，不管是放权式政策创新还是增权式政策创新，都受到了一定的
政治约束。另一方面，学者们亦有必要进一步反思政策创新风险的真正含义，
区分不同类型的政策创新的激励与约束，方能进一步理解中国政府创新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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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政府创新的目的与相关研究的理论探索

政府创新的目的是引领政策创新，考察目的是关注并分析结果的基础。在
现有的文献中，近四成没有对政府创新的初始目标进行说明，这可能是由于既
有研究大多关注政策过程而非创新本身，也可能是政府创新过程“黑箱”没有
完全被打开，了解政策创新的目的存在一定困难。在那些对创新目的有所说明
的文献中，解决当下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是最主要的目的，３２％的实证文献中提
到了这一点，例如解决农村贷款难的问题、环境污染问题、稳定劳动关系、解
决城市居民出行难题等。这一点体现了我国政府创新中的实用主义或现实主义
导向（见表４）。

表４　 中国政府创新的目的
文献数量（篇） 占比（％）

对目标无说明 １５４ ４２

解决当下问题 １１９ ３２

落实中央有关精神 ２１ ６

提升政策执行效率 ２１ ６

提升政策有效性 １９ ５

促进市场化改革 １６ ４

增加顾客满意度 １２ ３

政府转型 ３ １

其他 ５ １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政府创新是由公共组织完成。公共组织的运作逻辑被分为效率逻辑和生存
逻辑（Ｍａｒｃｈ ＆ Ｏｌｓｅｎ，２０１０）。以政府创新来提高政策执行效率与政策有效性是
组织效率逻辑的体现（Ｂｒｅｔｏｎ ＆ Ｗｉｎｔｒｏｂｅ，１９８２），而组织的生存逻辑则要求组
织遵循公共部门的使命与文化。非中国政府创新研究的大量文献显示，大量创
新旨在寻求增强政府的合法性和回应公民诉求以增强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因此
许多政策创新会寻求增加公民参与以回应新公共管理运动的顾客导向而非单纯
追求效率的提升（Ｈｏｏｄ，１９９１）。换言之，政府创新的目的是改善治理，甚至变
革既有的公共治理体系。但是，在中国的政府创新中，增强政策有效性、增强
民众满意度、促进市场化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等促进治理变革的目的仅占所有
提及创新目的的研究的２６％；而解决工作问题、落实中央精神、推动试点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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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实用主义目的则占了７４％。由此可见，中国政府创新的主要目的仍然遵循公
共组织的生存逻辑，基本上属于自上而下行政治理机制的运作，并不触及治理
完善，更谈不上治理变革。这一观察也与上述政策创新的类型分析是一致的。

在中国政府创新的理论发展方面，既有研究呈现了较为多样的视角，但基
本上集中在政策科学领域。整体来看，政府创新的过程、激励、扩散是西方非
中国政策创新研究最重要的三大研究焦点（Ｂｌｏｃｈ ＆ Ｂｕｇｇｅ，２０１３），为中国政府
创新研究所积极借鉴与对话。其中，创新扩散是最为成型的研究视角，被中国
政府创新的研究文献成功运用到了种类繁多的政策领域当中。该视角主要关注
政府创新扩散的四种路径，包括强制、竞争、模仿与示范，以及四种路径的制
度、组织以及激励结构（可见图３中连线最紧密的是以政策扩散为中心的区域
网络）。政策过程理论关注的是细化政府创新的过程与环节（见图３左下角），
将创新型政策与一般性政策决策、执行、评估、反馈或终结等环节进行对比，
探寻政策创新发生与发展的不同模式。该视角主要关注政策创新的国家行动者，
是中国实证研究的重要理论依据。

近年来，国际非中国政府创新研究在挖掘政府创新的激励结构方面不断深
化。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发展以公共治理变革理论为核心的知识网络，更
关注政府外的主体，包括市场、公众、社会等不同主体对政府创新的影响，以
及政府创新对于非国家行动者行动的回应，由此发展出了开放创新（ｏｐｅ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或协作性创新（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的新研究范式（Ｂｅｋｋｅｒｓ ＆
Ｔｕｍｍｅｒｓ，２０１８）；二是引进其他学科的视野，如管理学和法学，从组织激励、
个体动力、法律环境等角度不断拓展政府创新的动力和约束因素的研究（Ｇｏｗ，
２０１４）。相对来说，中国研究忽视前者而重视后者。尤其是管理心理学视角在近
年来的中国研究中受到关注，有学者引入领导力理论、公共服务动机、个体创
新人格特质等心理学视角，基于调查数据分析，对中国政府官员的创新动机开
展研究（Ｍｉａｏ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拓宽了政府创新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视野。

与非中国研究形成对比，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不大关注市场和社会主体在政
府创新中的作用，而是坚守“以国家为中心”的思路，形成了以府际关系和政
策实验为核心的研究视角（可见图３图标最大的两个节点）。该视角以中央与地
方政府间关系为基础，探讨中国政府创新从试点到扩散的模式。一方面，在行
政分权化的政治结构中，中央政府的行动与态度对地方政府创新行为产生了巨
大的影响，二者之间的互动存在着组织间激励、信息流动与注意力分配等问题
（陈家喜、汪永成，２０１３；陈思丞，２０２０）；另一方面，在晋升锦标赛的制度背
景下，地方政府存在广泛的竞争性创新或执行异化性政策创新。地方政府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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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扩散通过政策学习与模仿、官员流动、知识扩散等机制发生作用（朱旭峰、
赵慧，２０１６）。此外，由于不少地方政府创新存在“人走政息”问题，政府创新
的可持续性亦受到关注（朱旭峰、张超，２０２０）。从央地关系视角对政府创新进
行研究，除了有助于加深对政府创新激励的了解之外，也为府际关系和地方治
理的研究奠定了经验基础（孙柏瑛，２００４；郁建兴、黄飚，２０１７）。但在一定程
度上，这一视角的研究成果对政府间关系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贡献，要远大于对
公共治理变革研究的贡献。

须注意的是，图３左侧是针对中国政府创新发展出来的一些有特色的理论视
角。除了政策试验和创新可持续性的视角被相关文献所采纳外，其他一些视角
则游离在文献网络的边缘。许多总结中国特色实践而发展出的视角，包括创新
路径学、创新动力学、合意性理论、地方干部视角、行政生态学等，处在零散
探索的阶段，而且这些视角所关注的因素亦没有超出西方政策创新与扩散研究
范式中的因素。因此，中国政府创新研究如何通过挖掘细化的、具有中国色彩
的理论要素，并与非中国政府创新研究的理论发展对话，依然是未来相关学术
发展的重中之重。

图３　 中国政府创新研究对话理论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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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总结与反思：将治理变革找回来

本文采用文献分析法对关于中国政府创新的５８４篇中英文学刊文献进行了
系统性的回顾，有如下发现：（１）中国政府创新研究在近年来有了长足的进展，
成为公共管理领域重要的研究议题，但研究方法较为单一，以规范研究和定性
研究为主。（２）无论是中国研究，还是非中国研究，对于政府创新的内涵把握
仍然相对模糊，容易将引发治理转型的重大创新与一般性的政策变化混为一谈。
（３）大部分的中国政府创新研究集中在对省级以下的地方政府创新的研究，其
中，市级层面的研究是最受关注的，而国家级和基层政府创新的研究则较少。
（４）从政府创新的类型来看，更加关注的是政府部门内部的创新，而对于国家、
市场、社会多方主体协作创新的研究仍然相对不足，致使中国政府创新研究更
多地体现了国家中心主义的“大政府”色彩。（５）从目的来看，中国政府创新
主要遵循组织的生存逻辑，强调执行上级任务的完成度。（６）中国政府创新研
究已经基本形成了以政策扩散、政策试验和府际关系为核心的理论视角，但相
对忽视政府创新对于公共治理变革的理论意涵。

基于此，中国研究除了紧跟国际研究的发展趋势，在采用多样化研究方法
和增强跨国、跨部门的比较研究之外，仍可在如下两方面强化对中国经验的挖
掘和中国理论的提升拓展，为中国政府创新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构筑强大的
学术根基。

第一，引入熊彼特“创造性破坏”的思想，聚焦那些对公共治理体系变革
有重大影响的政府创新，从而克服既有文献中政府创新内涵界定模糊的问题。
Ｂｅｈｎ （１９９７）曾反对将政府创新与政策变化或改进不加区分，并呼吁将政府创
新限定在那些新颖、具有破坏性，并从根本上改变了组织核心目标的变革。
Ｍｉｎｔｒｏｍ和Ｎｏｒｍａｎ （２００９）提出应该将政策创新以及政策企业家的研究聚焦于
那些对既有行事方式给予打断或终止的重大政策变化而不是渐进增量型政策变
化。但是，这类倡议并未得到其他学者的广泛响应。因为有学者认为，这种限
定性的政策创新界定会将大部分基层政府创新排除在外，而这些微小改良可能
正是下一次实现突破性创新变革的基础（Ｂｏｒｉｎｓ，１９９８；Ｇｏｗ，２０１４）。实际上，
在经济学或工商管理领域，企业创新研究亦存在着核心概念泛化的情况
（Ａｒｒｉａｇａ ＆ Ｌóｐｅｚ，２０１８）。创新经济学家一般都试图通过弘扬并拓展熊彼特传统
以解决该问题，即并不否认企业层次和产业层次上发明的重要性，但更注重
“创造性破坏”，并注意到创造性破坏是既有产品、既有模式、既有组织、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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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的创新以实现充分竞争、互动和学习的意外结果（Ｄｏｓｉ ＆ Ｎｅｌｓｏｎ，２０１０）。
因此，非范式变革层面的发明与范式转型层面的创造性破坏，构成一个完整的
创新过程（Ａｎｄｅｒｓｅｎ ＆ Ｊａｋｏｂｓｅｎ，２０１８）。当然，无论是经济生活还是公共管理，
所有范式级重大变革均以渐进增量型改革为基础。对政府创新的研究不仅需要
从政府间关系角度探寻创新落地和扩散的因素，还需要关注组织间网络系统的
互动对创新生成的影响。因此，在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需要基于渐进增量型
改革深入探究范式级政府转型的过程，而范式级政府转型均与公共治理体系的
变革相伴随，由此可引出如下思考。

第二，中国政府创新研究需要纳入国际公共管理理论前沿上协作／互动治理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的分析思路（Ｄｏｎａｈｕｅ ＆ Ｚｅｃｋｈａｕｓｅｒ，２０１１；
Ｔｏｒｆｉ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挖掘中国政府社会治理施政理念的理论要素。协作／互动
治理的理念早已出现在私营部门的创新成果中。创新经济学家认为，创新并非
单个企业研发突破的结果，而是政府、产业、消费者等多种相关利益主体互相
学习和互动，从而实现有效的知识共享、专业互促、能力提升与组织变革，并
最终推动产品的改进、技术的变革和产业的升级（Ｌｕｎｄｖａｌｌ，２０１０）。既然私人
部门能够利用协作治理的理念动员起组织内外部的不同力量，克服官僚层级制
所带来的组织惰性、利益再分配的困难等创新障碍，公共部门同样有可能通过
协作互动型治理变革推动政府创新和政策创新（Ｈａｒｔｌｅｙ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实际上，
在政府创新的理论研究文献中，国际学界已经形成了以共同创造（ｃｏ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协作性创新（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和开放创新（ｏｐｅ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为旗号的新
理论范式。这些理论以合作治理（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和互动治理（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的一般性治理理论为基础。这些新理论范式关注来自国家、市场和
社会不同领域和部门的行动者通过制度化的密切互动，推动政府创新以解决共
同面临的政策问题或达成共同的政策目标（Ｂｅｋｋｅｒｓ ＆ Ｔｕｍｍｅｒｓ，２０１８；Ｔｏｒｆｉｎｇ，
２０１９）。这种新研究范式，尽管远未成熟，但从过程和结果两个方面突破了既有
政府创新研究的局限。一方面，对创新主体的关注不再局限于国家行动者，而
是关注到市场和社会行动者的专业知识和能力，考察了政策创新及扩散中多主
体间的互动学习过程（Ｃｉｎａ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９）；另一方面，重新审视与反思了政府
创新对治理体系以及参与其中的多方主体的影响。作为一种面对问题的解决方
案，政府创新并非对所有利益相关者都天然有益，很多政府创新可能产生意想
不到的外部负效应（Ｏｓｂｏｒｎｅ ＆ Ｂｒｏｗｎ，２０１１），因此对创新不加区分的倡导可能
忽视某些社会主体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利益。有鉴于此，通过协作／互动治理的制
度化，多方行动者们凝聚价值观，建立社会信任，建构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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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更有可能达成让各方基本满意的治理效果，从而真正实现政府创新的公
共价值（Ｔｏｒｆｉｎｇ，２０１９）。

对于协作创新的新研究范式及其在协作／互动治理理论中的定位，以及中国
政府在治理理念和治理实践上的创新如何有可能对政府创新乃至公共治理理论
的创新有所贡献，笔者将另文详述。在这里，我们仅强调一点：在中国，以多
方主体共建共治共享为内涵的“社会治理”从学界理念上升为国家战略并成为
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核心，已有多年历史（郁建兴、任泽涛，２０１２）。
这一施政理念实际上与公共管理学界对协作／互动治理的全球性探索相契合（顾
昕，２０１９）。社会治理、合作治理、协同治理、协作治理等理念已被运用到了与
跨域环境治理、社区治理、基本卫生保健、政府－非营利组织关系等不同的政
策领域的研究当中，但这些研究大多将原本意涵丰富的协作／互动治理收缩于特
定的政策决策与执行环节之中，没有充分挖掘多元行动者的互动对于政府创新
方案的提出、采纳、扩散和解决公共问题的作用。

总之，协作／互动治理的理论视角尚未充分应用于中国政府创新的研究之
中。中国政府提出的社会治理施政理念及其在各层级政府创新中的实践，尚未
对政府创新领域中协作性创新范式以及公共治理领域中协作／互动治理理论的国
际学术研究产生影响。深化中国政府创新的研究，不仅需要在研究方法、研究
领域和研究内容上有所开拓，更需要在理论高度上进一步挖掘和归纳中国政府
创新的内涵。片面强调推进公共管理理论本土化，并不利于在国际上讲好中国
政府创新的学术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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