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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政府如何评价养老服务供给者？
———一个层次分析法模型的建构与检验

彭　 婧　 杨　 桥　 肖　 帅

【摘要】为破解近年来频发的由于供给者选择欠佳导致养老服务质量低下的
难题，论文基于“３Ｅ理论”“３Ｄ理论”等一般评价理论，并运用层次分析法，
从承接能力、财务能力、组织建设与管理能力３个指标维度建构了供给者评价
模型，以期为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提供技术支持。为验证模型的适用性，论文
通过对Ｙ市政府购买养老服务实践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较强的服务承接能力
对成为优质供给者具有决定性作用，具备竞争力的社会组织在规模上和专业性
上各有所长，不同社会组织发展应有针对性措施。因此，政府对供给者进行有
效评价是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政府应强化评价责任并增加优质服
务供给者。论文对未来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是，不仅要提升政府对
供给者有效评价的能力，还需形成促进社会组织可持续发展、优化政社合作共
治的制度环境。

【关键词】政府购买养老服务　 供给者评价模型　 层次分析法　 高质量发展
【中图分类号】Ｄ６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 － ２４８６ （２０２４）０６ － ０１１８ － ２１

一、问题的提出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加快发展新
质生产力，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①。民政部、财政部等也先后提出要在养老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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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彭婧，北方民族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杨桥，宁夏职业技术学院助教。肖帅，中国科
学院科技创新发展中心管理学博士。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和编辑部的宝贵意见。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政府对新兴产业监管中的包容审慎评价模型研究”
（２１ＢＺＺ０７１），国家民委中青年英才项目“宁夏公共服务购买体系高质量发展评价与提升机
制研究”（２０２０），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决策咨询项目“党建引领社会服务机构‘共振式’
发展机制研究”（２３ＪＣＣ１１４），西北民族地区政府治理与社会管理研究中心项目。

新华社北京２月１日电，中共中央政治局２０２４年１月３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
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ｙａｏｗｅｎ ／ ｌｉｅｂｉａｏ ／ ２０２４０２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６９２９４４６． ｈｔｍ。



探索创新高质量发展方式（财政部，２０２３；民政部、国家发改委，２０２１；卫生
健康委办公厅，２０２０）。这一发展目标与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相耦
合。１９９６年以上海基督教青年会接受政府养老服务委托为标志诞生后，政府购
买行为相继在北京、南京、深圳等发达城市产生。至２００５年国务院扶贫办招标
购买公共服务项目，政府购买在全国范围内逐渐展开。“十一五”期间是政府购
买养老服务的“实践起步”阶段；２０１１年，中国政府购买以转变政府职能和促
进社会公平为目标开启制度性建构，“十二五”规划系统勾勒了养老等基本公共
服务的制度性安排，解决的是公共服务“买什么、向谁买”的阶段性问题，确
定了社会组织的承接主体地位（彭婧等，２０１４）；为更好地实现政府权威和市场
交换的优势互补，“十三五”期间则重点发力于承接组织的扶持和市场培育问
题，这在《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和《财政部关
于做好政府购买养老服务工作的通知》中均有所体现。民政部会同财政部开展
全国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投入中央财政资金５０亿元（民政部，
２０２０）。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全国各类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数增加约４ ２９倍，
养老床位数增加约２ ３倍，每千人拥有养老床位数增加约１ ６倍（见图１）。因
此，“十二五”和“十三五”期间是政府购买养老服务的“市场培育”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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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２０１１ － ２０２３年中国各类养老服务组织和设施情况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民政部网站历年统计公报、统计季报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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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大举扩张之后政府购买养老服务领域却普遍面临“低质”服务的现
实难题。《法治周末》在２０１９年到２０２３年间报道了多起养老服务机构“虐老欺
老”问题。２０２０年６月，四川某地养老服务机构承接了民政局委托的８１１６名老
人的养老服务，但在上门给老人提供服务时，人均１５０元的服务却出现了“５秒
钟洗脚”和“摆拍理发”等作秀场面。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２８日，天津市南开区政府
部门专门召开“政府购买服务领域不担当不作为问题”专项整治部署会。此类
政府购买养老服务领域的违规、服务有效供给不足、公众满意度低等情况暴露
了对服务供给者选择不当的问题。为解决此类问题，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
于建立健全养老服务综合监管制度促进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和卫健委
发布《关于开展医养结合机构服务质量提升行动的通知》为标志， “十四五”
期间养老服务的政策重点开始转向建立健全服务质量标准和评价体系（卫健委，
２０２０）。《“十四五”民政事业发展规划》明确提出，要健全“动态检测—定期
调度—中期评估—总结评估”的工作机制，创新监测评估手段（民政部等，
２０２１）。２０２３年１０月民政部专门出台了《关于推进养老服务评估工作的指导意
见》。可见，国家“十四五”养老服务规划和同期中央、部委层面出台的相关养
老政策均明确了在养老服务综合监管评价基础上促进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政
策要点。

综上，从“十一五”到“十四五”，政府购买养老服务在历经“实践起步”
阶段和“市场培育”阶段后，进入了“高质量发展”阶段，如何为政府购买部
门提供温和有效的实务评价模型，帮助其甄选优质养老服务供给者，不仅是政
府购买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问题，也是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和国家治理体系现
代化的基本路径。在此背景下，本文尝试优化政府购买评价工具，以回应当前
养老领域高质量发展需求与传统政府购买评价方式滞后的问题。

二、文献综述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各国为应对公共服务需求持续扩大和财政支出急剧增长

与效率低下的困境，先后开始探索多元化服务供给方式。在这场波及全球的新
公共管理运动中，政府购买成为最主要的政府职能改革并持续至今。养老服务
作为政府购买的主要形式得到有效推广后，学者们对于用效率和效益等企业价
值目标重塑政府部门管理机制效果的关注度始终未减。从政府购买与服务供给
者关系链条展开，研究涉及对合同的风险管理、政府与服务供给者的契约关系，
以及对政府责任、养老服务运营效率和性能测量值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句华，
２０１０）。总体上，以往强化供给者评价主题的研究既关注服务评价及指标界定问
题，又关注评价方法与工具选择问题，溯源于公共服务理念的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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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评价维度下公共服务理念流变
早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就涉足本领域的国外学者偏重理论框架的建构，试图

对供给者服务质量的差异性给出一个满意的解释（Ｇｒｏｎｒｏｏｓ，１９８３）。至８０年代
在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推动下，“供给者评价”真正进入公共服务购买领域，提升
政府购买供给者服务质量被视为西方国家政府的根本任务（Ｋｒｉｓｈｎａｎ ｅｔ ａｌ． ，
１９９３；Ｈａｌａｃｈｍｉ，１９９７）。我国学者在研究早期主要对养老等公共服务购买的内
容、范围、合同监管等方面进行了界定，明确了政府的角色为监管者而非养老
服务提供者，供给者评价问题也由此得到关注（杨宝，２０１１）。有学者提出评价
标准与质量要求构成了责任政府的理论基础（董建新等，２００４）。但政府购买过
程中存在着不容忽视的供给缺陷，这被认为阻碍了改革的进程（句华，２０１０）。
因此，强化政府购买中对供给者的评价已成为当代国内外政府公共服务的基本
理念。

（二）政府购买养老服务评价视角
国外学者以侧重产出的政府购买绩效评估为视角，对合同评估、非营利组

织管理、公民满意度、财政弹性等研究涉及了供给者评价问题（Ｈａｌａｃｈｍｉ，
１９９７）。在方法上，擅长运用多学科交叉建构评价模型，注重测定竞争与服务成
本、服务质量间的变动关系（哈拉契米，２００３），国内学者对公共养老服务购买
的评价研究主要从委托－代理关系、交易成本与公共价值等方面进行探讨（杨
倩文等，２０２１）。另外，在方法上还擅长以定性研究为主，分析个案问题，并总
结了独立开展第三方评估、立体化监督体系等经验（吴磊，２０１９）。一般认为，
缺乏竞争、监管缺位以及产出无形等情况会增加对养老服务供给者评价的难度，
但优化对供给者的评价技术聚焦于购买流程和组织结构等层面，缺乏多维度评
价模型的研究，这已成为抑制供给者评价效果提升的主因（牛倩，２０２２）。因
此，政府购买养老服务的评价研究业已展开，但评价方式的滞后导致国内缺
乏富有前瞻性的实证研究，尤其是基于优化供给者评价技术视角的测度研究
不足。

（三）政府购买供给者评价指标研究
基于Ｐａｒａｓｕｒａｍａｎ等人（１９８５）进一步提出的“服务质量认知连续带”的观

点。我国学者对政府购买养老服务供给者评价的研究在公共性方面进行了较为
丰富的内涵拓展，但主要停留在定性分析阶段（韩清颖等，２０１９）。有学者指出
主观评价指标存在诸多局限，公共部门服务质量评价应提升标准化和程序化水
平，跳出“可持续性困境”（周志忍等，２０１１）。但是，由于缺乏科学量化的评
价工具，评价难以准确衡量供给者的主观因素和非可量化因素，如承接能力、

·１２１·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政府如何评价养老服务供给者？◆



组织建设等对供给者服务提供具有重要影响的因素。因此，政府也不具备及时
跟进供给者绩效变化和适应市场变化的能力（李琼，２０２０）。现有研究虽已触及
政府购买供给者评价指标的不确定因素，但缺少跳出定性分析阶段的探索性混
合研究。

（四）供给者评价方法和工具研究
目前，关于层次分析方法的研究及实践成果显著，尤其国外广泛应用于政

府应急管理、企业战略制定、行业调整规划等重大复杂决策领域，并主要集中
于方案评价、方案选择和前景预测等主要方向（Ａｔａｎａｓｓｏｖ，１９８６；Ｂｕｃｋｌｅｙ，
１９８５）。在方案的评价与选择方面，主要应用于供给者选择、人员选择和资源优
化方案等（李梅，２０１７）。学术研究大致分为市场领域和政府领域两大类别：一
是运用层次分析法设计了企业供给者评价体系，并在关联测度、相似度测度等
方面趋于完善；二是建构了层次分析框架下的政府购买公众满意度测评模型及
就业服务供给者评价模型（刘静等，２００８）。这两类研究是层次分析方法的应用
从企业领域向政府领域延伸的重要创新。但现有评价工具与方法缺乏针对性，
公私部门的目标差异性在评价指标设计和模型适用性上体现不足，未能充分考
虑到养老服务的特殊性和差异性（张雨婷等，２０１７），有效处理不确定和复杂性
供给者评价信息的新型数学模型在政府购买养老研究视域的应用有待拓展。

综上所述，以往关于供给者评价的研究仅局限于少数公共领域的购买实践，
且多以问题描述、定性分析为主，缺乏交叉学科的研究视角，在公共养老服务
购买、优化供给者评价等要素间建构一个系统结构的研究甚少（周俊，２０１４），
尤其缺乏针对养老服务属性构建的供给者评价模型。因此，本文拟在既有研究
基础上，以提升养老服务标准化和程序化的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充分梳理一般
评价理论并运用多测度评价技术，建构有效的供给者评价模型以优化政府评价
过程。

三、理论基础

（一）供给者评价理论
政府购买服务也是一种采购行为，与企业采购有一定的相似性。政府部门

作为采购方参与市场活动，其采购行为即是市场行为。目前国内外涉及供给者
评价的理论模型包括“３Ｅ理论”、多属性决策模型等（邓国胜，２００４），每一
种理论均有其适用性与局限性（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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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供给者评价的一般理论与方法梳理
主要理论 主要内容及局限性

“３Ｅ理论” 从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三个角度对组织绩效进行评估，注重成本的节约
但易忽视服务质量提升、能力建设及问责

“３Ｄ理论” 从诊断、设计与发展三个阶段进行评估，以激励组织学习和完善，提升组织
的能力建设。但３Ｄ是定性评估加大了不同组织间比较与选择的难度

顾客满意度理论以顾客感受到的服务质量达到其期望值的程度作为评价标准，但将偏重企业
管理的评价指标运用到公共服务中时敏感度不足

“ＡＰＣ”评估理论从问责、绩效和组织能力三个方面对非营利组织进行评估，但静态评价难以
反映出养老服务供给者的可持续发展水平

数据包络分析模型通过构建包络面来评估政府或供给者的绩效和效率，但在有效识别和处理冗
余数据上须加强

多属性决策模型
将层次分析法（ＡＨＰ）、直觉模糊综合评价法等运用到政府购买供给者评价时
评价指标作为决策属性，通过对不同属性的权重和得分进行综合评估得出最
优的供给者选择，目前在养老领域仍缺乏针对性设计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文献资料整理归纳。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实践既是市场行为，也因其公共属性而具有特殊性。因

此，供给者评价理论在政府购买养老服务领域的应用，更应关注政府购买服务
与企业采购存在的明显差异：一是可供政府选择的养老服务供给者数量有限；
二是养老服务质量、数量具有模糊性，存在信息不对称风险，难以准确评价；
三是官僚政治会对政府购买产生影响。因此，在建构供给者评价指标体系时，
在确立以“３Ｅ理论”为基础包含经济性指标、效率性指标和效果性指标的财务
指标基础上，还需结合我国国情和政府购买养老服务属性进行调整和改进，涵
盖社会组织承接能力、组织管理与建设能力评价指标。

在具体的评价方法上，以往采用数据包络分析、多属性决策所构建的模型
局限性较大，需借鉴学界运用较为成熟的顾客满意度评价、层次分析法等评价
工具与方法进行综合评估以得出最优的供给者选择模型。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
甄选最优供给者，属于典型的多指标综合评价问题，常见的多指标综合评价方
法有主观赋权评价法和客观赋权评价法两类。其中，主观赋权评价法是采用定
性的方法，由专家根据经验进行主观判断而得到指标权数，如层次分析法、模
糊综合评判法等。客观赋权评价法是根据指标间的相互关系或各项指标的变异
系数来确定权重，如灰色关联度法、ＴＯＰＳＩＳ法、主成分分析法等（虞晓芬等，
２００４）。通过理论研究和实证比较，学界一般认为在综合评价中确定权重向量的
几种方法中，在样本数据完整的情况下，应采用如熵值法之类的客观赋值类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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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方法；在缺乏样本数据且含有大量定性指标的情况下，应采用层次分析法
（ＡＨＰ法）；当含有大量模糊指标且同一层次指标个数较多时，应采用模糊综合
评价法（王靖等，２００１）。由于我国政府购买养老服务项目的可查数据相对有
限，考虑到模糊综合评价法在多目标评价模型中需要对每一个指标确定隶属度
函数，这一过程烦琐且实用性不强，因此本文认为政府购买养老服务评价模型
采用层次分析法最为适用。

（二）层次分析法
１ ． 根据评价指标体系构建评价指标向量
假设评价体系包括四层结构（见表５）。根据各层包含的指标数量，该评价

体系可转换为向量１ １、向量１ ２和向量１ ３。如下所示：
Ａ ＝（Ｂ１，Ｂ２，Ｂ３） １ １

Ｂｉ ＝（Ｃｉ１，Ｃｉ２，…，Ｃｉｎ） １ ２
Ｃｉｎ ＝（Ｄｉ１，Ｄｉ２，…，Ｄｉｍ） １ ３

其中，ｉ ＝ １，２，３，ｎ ＝ ３，３，５，４，３，２，３，３，１，２，４。
２ ． 构造判断矩阵
通过问卷访谈，采用模糊量化的方式，根据判断矩阵重要性标度对照表

（见表２），依次比较每层中两个指标的相对重要性程度，以此构建判断矩
阵１ ４。

表２　 判断矩阵重要性标度对照
重要性标度 含义
ａｉｊ ＝ １ 表示ａｉ和ａｊ同等重要
ａｉｊ ＝ ３ 表示ａｉ比ａｊ稍微重要
ａｉｊ ＝ ５ 表示ａｉ比ａｊ明显重要
ａｉｊ ＝ ７ 表示ａｉ比ａｊ强烈重要
ａｉｊ ＝ ９ 表示ａｉ比ａｊ极端重要

ａｉｊ ＝ ２，４，６，８ 表示两相邻判断的中间值
１ ／ ａｉｊ １ ／ ａｉｊ ＝ ａｊｉ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其中，ａｉｊ表示两个指标的相对重要性，即同一层中，第ｉ个指标相对于第ｊ

个指标的重要程度。重要性程度采用１ － ９标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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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矩阵： Ａ

ａ１１ 　 ａ１２ 　 …　 ａ１ｎ
ａ２１ 　 ａ２２ 　 …　 ａ２ｎ
　 　 　 
ａｎ１ 　 ａｎ２ 　 …　 ａ













ｎｎ

＝（ａｉｊ）ｎ × ｎ １ ４

３ ． 计算排序权重向量及其一致性检验
计算排序权重向量的方法较多，常用的方法为特征根法。具体计算步骤

如下：
设判断矩阵Ａ的最大特征根为λｍａｘ，相应的特征向量为Ｗ。
第一步，计算判断矩阵每一行元素的乘积Ｍｋ，计算公式如下：

Ｍｋ ＝
ｎ
ａｋｉ，（ｋ ＝ １，２，…，ｎ） １ － １

第二步，计算Ｍｋ的ｎ次方根，计算公式如下：
珡Ｍｋ ＝

ｎ Ｍ槡ｋ，（ｋ ＝ １，２，…，ｎ） １ － ２
第三步，方根向量归一化的排序权重向量，计算公式如下：

ｗｋ ＝
珡Ｍｋ

∑
ｎ

ｊ ＝ １
Ｍｊ
，（ｋ ＝ １，２，…，ｎ） １ － ３

特征向量Ｗ ＝（ｗ１ 　 ｗ ２ 　 …　 ｗｎ）Ｔ即为该层各指标的权重向量。
第四步，计算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值，计算公式如下：

λｍａｘ ＝∑
（ＡＷ）ｉ
ｎｗｉ

１ － ４

第五步，检查判断矩阵的一致性，计算公式如下：
ＣＩ ＝

λｍａｘ － ｎ
ｎ － １ １ － ５

ＣＲ ＝ ＣＩＲＩ １ － ６

其中，ｎ代表元素个数，ＲＩ代表一致性检验值。若ＣＲ小于０ １，则矩阵具有
满意一致性，通过一致性检验；若ＣＲ等于０，则矩阵具有完全一致性，通过一致
性检验；反之，重新调整判断矩阵，ＲＩ值可根据对比判断指标数量（见表３）。

表３　 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

指标数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ＲＩ ０ ０ ０ ５８ ０ ９０ １ １２ １ ２４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若矩阵通过一致性检验，则特征向量Ｗ ＝（ｗ１ 　 ｗ２ 　 …　 ｗｎ）Ｔ即为该层各指

标的权重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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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模型构建

（一）政府购买养老服务供给者评价主体的确定
基于政府购买养老服务的文献综述、政策规定、理论基础上，本文选择民

政部门中负责政府购买事项的公务员、具有多次提供养老服务实践经历的资深
社会组织从业人员、参与政府购买绩效评估的第三方评估机构从业人员，以及
从事社会组织研究和政府购买研究的学者作为政府购买养老服务的供给者评价
主体（见表４）①。

表４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相关法规及制度
序号 法律规章和办法名称 颁布部门 时间

１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全国人大 ２００２年６月

２ 《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 国务院办公厅 ２０１３年９月

３ 《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暂行）》 财政部、民政部等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

４ 《关于加强社会组织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试行）》 中共中央办公厅 ２０１５年９月

５ 《社会组织信用信息管理办法》 民政部 ２０１８年１月

６ 《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 财政部 ２０２０年１月

７ 《关于做好２０２３年政府购买服务改革重点工作的通知》 财政部 ２０２３年３月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二）政府购买养老服务供给者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与优化
首先，初步构建政府购买养老服务供给者评价指标体系。基于相关理论、

政策法规，结合访谈情况，政府购买养老服务供给者评价指标的选择遵循客观
性、可测性、全面性、以评促建的设计原则，本文从承接能力、财务能力、组
织建设与管理能力３个维度构建了四级供给者评价指标体系（见表５）。

·６２１·

◆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２４·６

① 由于本研究指标体系建构过程中已将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购买服务历年成效作为重要
参考指标之一，受众满意度在其中有所体现，故此不再将服务对象重复纳入评价主体。



表５　 政府购买养老服务供给者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权重三级

指标 权重 四级
指标

重要性
得分平均值权重

政
府
购
买
养
老
服
务
供
给
者
评
价
指
标
体
系

承
接
能
力
指
标

０ ６０

基本
条件 ０ ２８５２

社会组织评估等级 ４ ４７３７ ０ １４２９
安全事故防范水平 ４ ４７３７ ０ ４２８６

突发事件处理和舆情管控情况 ４ ４２１１ ０ ４２８６

业务
开展
能力

０ ４２６４

人力资源 ４ ６８４２ ０ １０９５
合同管理水平 ４ ３１５８ ０ ３０９０

传统服务（优化后剔除） ３ ８９４７ ０
政府购买服务 ４ ４２１１ ０ ５８１６

社会
影响力０ ０９２６

与政府沟通情况 ４ ４２１１ ０ ３４１４
与公众沟通情况 ４ ５２６３ ０ ２１５４

与社区、社工沟通情况 ４ ６３１６ ０ ０７２９
品牌形象 ４ ４７３７ ０ ２５８８

宣传途径与方式 ４ ２１０５ ０ １１１４

项目
匹配
能力

０ １９５８

承接项目是否在组织专业工作范围内 ４ ５２６３ ０ ３２２９
组织相关专业人才是否满足承接项目要求４ ６３１６ ０ ２４５３

专业水平 ４ ６３１６ ０ ２４５３
方案 ４ ４７３７ ０ １８６４

财
务
指
标

０ ２０

经济性
指标 ０ ６５８６

预算资金安排情况 ４ ５２６３ ０ ６０００
公共服务价格水平 ４ ４２１１ ０ ２０００
人均服务成本水平 ４ ２１０５ ０ ２０００

效率性
指标 ０ １５６２

服务对象覆盖率水平 ４ １５７９ ０ ５０００
每万元预算资金服务人数水平 ４ １０５３ ０ ５０００

效果性
指标 ０ １８５２

服务对象满意度 ４ ６８４２ ０ ４２８６
购买主体满意度 ４ ４２１１ ０ １４２９
社会效应 ４ ５２６３ ０ ４２８６

组
织
建
设
与
管
理
能
力
指
标

０ ２０

组织
宗旨 ０ ３１７５

是否以公共利益为前提 ４ ４２１１ ０ ６０００
组织宗旨是否明确 ４ １５７９ ０ ２０００
组织人员是否了解 ４ ３１５８ ０ ２０００

党建
情况 ０ ０９１６

是否成立党组织或开展党的工作 ４ １０５３ １ ０００
党建工作开展情况（优化后剔除） ３ ９４７４ ０

组织信
用信息０ ２９５４

社会组织信用信息情况 ４ ７３６８ ０ ２５００
承接政府购买服务行为信用记录 ４ ７８９５ ０ ７５００

组织可
持续发
展水平

０ ２９５４

资金获取能力 ４ ３６８４ ０ ３９５０
人力资源建设情况 ４ ５２６３ ０ １７３３

组织发展资金使用情况 ４ ３６８４ ０ ３００１
组织学习水平 ４ ３１５８ ０ １３１７

注：根据问卷统计结果，“传统服务”经过指标优化后不再保留；“是否成立党组织或开
展党的工作”和“党建工作开展情况”两项指标内容交叉重复，只保留前者。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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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对初步建立的供给者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优化。笔者邀请１９位专家参
与了政府购买服务供给者评价体系优化访谈问卷。访谈对象为与政府购买工作
相关的民政部门业务主管和工作人员、高校学者、国内社会组织工作者和第三
方研究机构专家。被邀请的专家学者根据工作经验和理论常识对每个四级指标
赋值打分。指标体系内每项指标按照“非常重要”“重要”“一般”“不重要”
和“非常不重要”五个层次，分别对应５分、４分、３分、２分、１分（见表
６）。访谈问卷的统计结果在表５ “重要性得分平均值”一栏所示。

表６　 被访谈专家对照指标重要程度赋值打分对照表

序号 指标重要程度 赋值分数

１ 非常重要 ５

２ 重要 ４

３ 一般 ３

４ 不重要 ２

５ 非常不重要 １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按照评价指标剔除原则，平均分低于３ ５分的指标和重要程度较低的指标
将被淘汰。从问卷统计结果看，“传统服务”与“党建工作开展情况”两项指
标的平均分数相对于其他指标较小，说明受访对象认为这两项指标与研究主题
的关联程度低于其他指标。另外，根据访谈专家意见，我国社会组织在很大程
度上甚至完全依托承接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存活，因此，“社会组织开展传统服
务”这一指标不具普适性，故不建议考虑将其纳入政府购买服务供给者评价指
标体系。此外，“是否成立党组织或开展党的工作”和“党建工作开展情况”两
项指标的选择上采纳专家建议合并保留前者。

（三）政府购买养老服务供给者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
在２０２１年４月至５月，笔者邀请９名高校学者、民政部门工作人员、社会

组织从业者进行了结构性访谈，并采用１ － ９比例标度法，对各层级之间的指标
依据重要性进行两两比较打分。根据访谈问卷处理结果，得到各级指标层判断
矩阵（详见表７至表２０）。在此基础上，依次按照公式１ － １至公式１ － ６计算，
确定各层级相关指标的权重。将Ｅｘｃｅｌ引入层次分析法的计算过程是处理同类问
题的一种较为普遍的方法（宋祖红，２０１２），本文采用Ｅｘｃｅｌ计算各级指标权
重。经过计算，所有矩阵均通过一致性检验，故特征向量为该层各指标的权重
向量，最终得出政府购买养老服务供给者评价体系（见表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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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 计算二级指标的相对权重
表７　 Ａ － Ｂ对比矩阵

Ａ Ｂ１ Ｂ２ Ｂ３
Ｂ１ １ ３ ３
Ｂ２ １ ／ ３ １ １
Ｂ３ １ ／ ３ １ １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２ ． 计算三级指标的相对权重
表８　 Ｂ１ － Ｃ对比矩阵及各指标权重值

Ｂ１ Ｃ１１ Ｃ１２ Ｃ１３ Ｃ１４
Ｃ１１ １ １ ３ １
Ｃ１２ １ １ ５ ３
Ｃ１３ １ ／ ３ １ ／ ５ １ １ ／ ２
Ｃ１４ １ １ ／ ３ ２ １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表９　 Ｂ２ － Ｃ对比矩阵及各指标权重值

Ｂ２ Ｃ２１ Ｃ２２ Ｃ２３
Ｃ２１ １ ５ ３
Ｃ２２ １ ／ ５ １ １
Ｃ２３ １ ／ ３ １ １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表１０　 Ｂ３ － Ｃ对比矩阵及各指标权重值

Ｂ３ Ｃ３１ Ｃ３２ Ｃ３３ Ｃ３４
Ｃ３１ １ ４ １ １
Ｃ３２ １ ／ ４ １ １ ／ ３ １ ／ ３
Ｃ３３ １ ３ １ １
Ｃ３４ １ ３ １ １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３ ． 计算四级指标的相对权重
表１１　 Ｃ１１ － Ｄ对比矩阵及各指标权重值

Ｃ１１ Ｄ１１１ Ｄ１１２ Ｄ１１３
Ｄ１１１ １ １ ／ ３ １ ／ ３
Ｄ１１２ ３ １ １
Ｄ１１３ ３ １ １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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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２　 Ｃ１２ － Ｄ对比矩阵及各指标权重值
Ｃ１２ Ｄ１２１ Ｄ１２２ Ｄ１２３

Ｄ１２１ １ １ ／ ３ １ ／ ５

Ｄ１２２ ３ １ １ ／ ２

Ｄ１２３ ５ ２ １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表１３　 Ｃ１３ － Ｄ对比矩阵及各指标权重值

Ｃ１３ Ｄ１３１ Ｄ１３２ Ｄ１３３ Ｄ１３４ Ｄ１３５

Ｄ１３１ １ ２ ５ １ ３

Ｄ１３２ １ ／ ２ １ ３ ２ １

Ｄ１３３ １ ／ ５ １ ／ ３ １ １ ／ ５ １

Ｄ１３４ １ １ ／ ２ ５ １ ３

Ｄ１３５ １ ／ ３ １ １ １ ／ ３ １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表１４　 Ｃ１４ － Ｄ对比矩阵及各指标权重值

Ｃ１４ Ｄ１４１ Ｄ１４２ Ｄ１４３ Ｄ１４４

Ｄ１４１ １ １ １ ３

Ｄ１４２ １ １ １ １

Ｄ１４３ １ １ １ １

Ｄ１４４ １ ／ ３ １ １ １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表１５　 Ｃ２１ － Ｄ对比矩阵及各指标权重值

Ｃ２１ Ｄ２１１ Ｄ２１２ Ｄ２１３

Ｄ２１１ １ ３ ３

Ｄ２１２ １ ／ ３ １ １

Ｄ２１３ １ ／ ３ １ １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表１６　 Ｃ２２ － Ｄ对比矩阵及各指标权重值

Ｃ２２ Ｄ２２１ Ｄ２２２

Ｄ２２１ １ １

Ｄ２２２ １ １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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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７　 Ｃ２３ － Ｄ对比矩阵及各指标权重值
Ｃ２３ Ｄ２３１ Ｄ２３２ Ｄ２３３

Ｄ２３１ １ ３ １

Ｄ２３２ １ ／ ３ １ １ ／ ３

Ｄ２３３ １ ３ １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表１８　 Ｃ３１ － Ｄ对比矩阵及各指标权重值

Ｃ３１ Ｄ３１１ Ｄ３１２ Ｄ３１３

Ｄ３１１ １ ３ ３

Ｄ３１２ １ ／ ３ １ １

Ｄ３１３ １ ／ ３ １ １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表１９　 Ｃ３３ － Ｄ对比矩阵及各指标权重值
Ｃ３３ Ｄ３３１ Ｄ３３２

Ｄ３３１ １ １ ／ ３

Ｄ３３２ ３ １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表２０　 Ｃ３４ － Ｄ对比矩阵及各指标权重值

Ｃ３４ Ｄ３４１ Ｄ３４２ Ｄ３４３ Ｄ３４４

Ｄ３４１ １ ３ １ ３

Ｄ３４２ １ ／ ３ １ １ １

Ｄ３４３ １ １ １ ３

Ｄ３４４ １ ／ ３ １ １ ／ ３ １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四）政府购买养老服务供给者评价模型的应用说明
该政府购买养老服务供给者评价体系在政府购买服务供给者选择过程中的

应用步骤如下：
第一步，收集各参与承接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的社会组织的相关资料；
第二步，专家组依据收集的资料，对照政府购买服务供给者评价体系逐一

进行打分；
第三步，计算每一个供给者的综合得分。

·１３１·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政府如何评价养老服务供给者？◆



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设Ｗ为指标权重向量，Ｇｉｊ为专家打分向量，则其具体形式为向量１ ５和向

量１ ６，如下所示：
Ｗ ＝（ｗ１ 　 ｗ２ 　 …　 ｗｎ） １ ５
Ｇｉｊ ＝（ｆ１ 　 ｆ２ 　 …　 ｆｎ）Ｔ １ ６

其中ｗｎ为供给者评价指标体系中每一层级的每个指标的相对权重值，ｆｎ为
第ｉ个专家对第ｎ个指标的打分，ｎ为政府购买服务供给者评价体系指标数量。
则第ｉ个专家给第ｊ个供给者的综合评分为Ｚｉｊ。计算公式如下：

Ｚｉｊ ＝ Ｗ·Ｇｉ ｊ １ － ７
在完成上述步骤后，求平均值，得出第ｊ个供给者的综合得分Ｚｉｊ，计算公式

如下：

Ｚｊ ＝

ｍ

１
Ｚｉｊ
ｍ １ － ８

其中，ｍ为参加打分的专家人数。
在此基础上，对比各供给者的综合得分，进行排序。选择综合得分值高的

供给者作为政府购买服务项目承接对象，政府购买服务的有效性更容易得到保
证（杨桥，２０２１）。

五、模型应用

（一）Ｙ市政府购买养老服务的基本情况
Ｙ市为西北某省会城市，截至２０２２年１２月，下辖６个区县，２１个镇，２５

个街道办事处，２５８个居委会和２９１个村委会，人口约１４８万。Ｙ市政府购买公
共服务实践起步较晚，社会组织数量、规模等与东南沿海城市差距较大。近５
年，Ｙ市的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逐年增多，一般公共服务支出也呈逐年
增加趋势，且在养老领域广泛开展政府购买服务改革试点工作。Ｙ市政府部门
对于养老服务供给者评价主要采用第三方评估模式，侧重于对供给者承接项目
的过程评价和结果评价。在政府购买养老服务项目实施过程中，政府委托的第
三方评估组织和购买养老服务的政府部门定期巡检相关项目实施情况，并根据
实际情况对相关社会组织打分。结项验收时，累加前期打分，并结合服务对象
满意度和社区满意度综合得出评价结果。

（二）Ｙ市政府购买养老服务中的供给者评价
为了验证评价模型的有效性，笔者选取Ｙ市民政局购买“特殊困难老年人

养老服务项目”进行供给者评价。参与竞标该项目的供给者是三家社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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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均为民办非企业单位，基本情况见表２１。
表２１　 参与Ｙ市民政局政府购买养老服务项目竞标供给者的基本情况

社会组织Ｃ 社会组织Ｆ 社会组织Ｙ
成立时间及注册资本 ２０１５年（３０万元） ２０１６年（５万元） ２０１１年（３万元）

主要业务范围

为老年人提供生活信
息、文化交流、精神
慰藉、生活筹划、健
康、出行、陪护、代
办、家政、托老、便
利和其他居民服务；
社工培养、社会组织
孵化及第三方评估等

承接困难人群社会
工作服务项目；社
区公共安全与培
训，减灾防灾与救
援工作；为社会和
企业提供专业化社
会工作服务

探索“社会企业＋公益组
织”的相融共生模式，承接
政府购买服务项目；自主研
发社会服务和志愿服务项
目，整合社会资源开展扶
老、助残、爱幼、济困、环
保、文艺、科技、应急救援
等志愿服务

规模

服务涉及Ｎ省２００余
家社会组织，１６０多个
社区

累计资金总额超过
１３５万元，服务人
数超过５０００人

５Ａ级，设有５个地级市工
作站，１个县级工作站及１
个残疾人义工工作站。聘有
各类专业顾问社工３０余名，
已实施８０多个自主研发项
目和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先
后获３０多项省级以上荣誉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社会组织网站及微信公众号资料整理归纳。
笔者依据前文所建构的评价模型邀请Ｙ市民政局相关专家对参与的三个社会

组织打分。其中“社会组织评估等级”一项，按照５Ａ级１０分、４Ａ级８分、３Ａ
级６分、２Ａ级４分、１Ａ级２分的规则打分；“党建情况”按照建立了党组织１０
分、未建立党组织０分的规则打分。其他各项依据社会组织历史工作绩效、现实
表现及其他各类材料打分，每个指标满分１０分。在获取专家对社会组织的打分情
况后，导入建构的政府购买供给者评价模型中，得出这三个社会组织的政府购买
供给者评价指标体系中的三级指标计算结果。在三级指标结果的基础上，进而得
出这三个社会组织政府购买供给者评价指标体系中的二级指标计算结果，从最高
分到最低分的社会组织依次为Ｙ、Ｃ、Ｆ （见表２２）（杨桥，２０２１）。

表２２　 Ｙ市民政局政府购买养老服务供给者评价得分情况
社会组织名称 社会组织Ｙ 社会组织Ｃ 社会组织Ｆ
承接能力 ８ ４５５２ ７ ８３４８ ６ ７１５０

财务能力 ７ ６６００ ８ ８４２７ ７ ０００１

组织建设与管理能力 ８ ２５５３ ８ ０６４０ ７ ４２９０

综合得分 ８ ２５６２ ８ ０８２２ ６ ９１４８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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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Ｙ市养老服务供给者评价结果分析
１ ． 社会组织Ｙ由于具备较强的服务承接能力使其成为优质供给者
经评价模型测度，社会组织Ｙ在承接能力和组织建设与管理能力上均得分

最高，因承接能力指标权重较大，社会组织Ｙ总体评价得分最高，成为优质供
给者。因此，在养老服务市场的初级建立阶段，社会组织在承接能力、财务管
理能力和组织建设与管理能力上差距较大，供给者应将承接能力建设作为提升
养老服务市场中竞争优势的首要途径。这一评价结果与当地政府部门对于相应
社会组织服务满意度的综合评价相一致，验证了该评价指标体系的有效性。
２ ． 社会组织Ｃ更加注重资金运营效率使其在财务能力上表现突出
在财务能力方面，社会组织Ｃ得分最高，表明其具备更好的财务管理能力。

社会组织Ｃ财务能力较强主要在于其关注资金运营效率，注重资金的投入产出
比。因此社会组织Ｃ的项目经济性指标、效率性指标和效果性指标都较为突出。
但由于财务能力在该评价体系中所占权重小于承接能力，社会组织Ｃ的综合评
分并不突出。在实践中，如果需要甄选出财务管理能力最佳的社会组织，则可
以选择社会组织Ｃ。
３ ． 具备竞争力的社会组织在规模上和专业性上各有所长
从评价结果来看，具备竞争力的是社会组织Ｙ和社会组织Ｃ。社会组织Ｆ则

由于其在承接能力、财务能力、组织建设与管理能力三个方面都处于劣势而不
具备竞争力。社会组织Ｙ成立时间最长，规模较大，社会资源广泛，更加注重
基础投入和社会营销，在争取政府支持上市场经验更为丰富。社会组织Ｃ规模
比较小，但是专业性比较强，对于社会资源的动员能力比较弱，所以更注重项
目的性价比和成本控制。
４ ． 不同社会组织应有针对性提升组织发展短板
综上所述，社会组织Ｙ在承接能力和组织建设与管理能力上占有优势，社

会组织Ｃ在财务能力方面占有优势，而社会组织Ｆ各方面均不占优势，且偏好
压缩成本与其服务质量不高有相关性。社会组织Ｙ在今后的发展中，应加强组
织财务能力提升，社会组织Ｃ应注重承接能力和组织建设与管理能力的提升，
社会组织Ｆ应该综合提升组织承接能力、财务能力和组织建设与管理能力。

六、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３Ｅ理论”“３Ｄ理论”等一般评价理论并运用层次分析法建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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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购买养老服务供给者评价模型，并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模型的有效性。研
究发现：第一，政府对供给者进行高质量评价进而甄选出优质供给者是养老服
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经模型测度，评价结果与当地社会组织服务满意度
评分相一致，验证了该评价指标体系的有效性。多测度评价指标的构建能够正
向促进供给者甄选的标准化、程序化，综合提升政府对供给者有效评价的能力。
第二，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存在着供给者在服务提供时从成本考虑、偏好减
少开支的服务项目和人员派遣的风险。政府应强化评价责任，充分考虑公私部
门的目标差异性，避免服务质量受损。第三，优质供给者在服务质量、服务能
力、市场认知等方面高于一般供给者。他们更能够及时捕捉公众偏好信息，及
时调整服务供给方式以迎合不同群体的需求，具有更高的服务成本投入率。

（二）研究贡献
本文尝试在公共养老服务购买、优化供给者评价、层次分析法等要素间建

构一个系统结构的研究，尝试跳脱以往研究中的“可持续性困境”，为政府购买
部门甄选优质养老服务供给者提供有效的实务评价工具。具体来说：首先，本
文梳理了养老领域创新高质量发展方式与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的
耦合关联性，对政府提升供给体系质量，进而实现政府职能转变、改善社会治
理现状提供研究的新思路。其次，本文丰富了目前公共服务购买供给者评价研
究中所缺少的系统深入的实证研究，结合我国政府购买养老服务属性，并运用
层次分析法重新定义了供给者评价模型，有助于丰富公共服务购买理论体系。
最后，公平、优化的评价过程和结果有助于以社会组织为主的供给者调整其发
展方向，化解以往行政化色彩突出、社会认可度不高的顽疾，有助于政府进行
社会治理方式和方法的创新，提升政府公信力。

（三）政策启示
政府购买服务改革是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的一项重要改革工作。２０２２年全

国政府购买服务支出规模近５０００亿元（财政部，２０２３）。未来，为持续深化政
府购买服务改革，政府对供给者实现高质量评价，除了破解以往评价模型有效
性不足的困境外，政府还应加大力度培养社会组织，并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加强与社会组织合作，以增加优质供给者数量，最终实现养老服务业的高质量
发展。具体来说，还需关注以下３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强化政府购买服务中的责任关系。根据委托－代理理论，政府购买
养老服务本质上是一个行政行为中同时存在“老年人和政府”“政府与服务供给
者”两层代理关系，政府购买强化了存在利益冲突的个人或部门之间的竞争，
委托－代理的复杂性不但呈指数递增，且对公平竞争有着更高的要求，传统政
府服务供给责任关系发生了转变。政府身居“原代理人”角色，应建立起将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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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对象置于服务提供中心位置的公共服务责任机制。
第二，促进社会组织可持续发展。我国社会组织作为最主要的养老服务供

给者，其公共性、可持续性发展取向不强。政府购买养老服务竞标过程更多关
注标书文案和经济成本，这导致很多社会组织在投标过程中花费更多精力在标
书制作与成本控制方面，忽视了人力资源建设、组织学习水平等组织可持续性
成长的要素，导致养老服务市场高质量发展失去根基。

第三，优化政社合作共治的制度环境。政府购买服务作为新公共管理运动
的产物，运用市场方式使社会组织承接了部分政府职能，有效解决了政府服务
供给能力不足的难题。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强化社会组织的自主行
动能力，未来政社关系的变迁应该是政府通过制度和资源激活并引导组织自主
管理，并与政府形成合作共治的良性互动和有效衔接。这有赖于较高层级的治
理主体强化规范管理，构建一个激励相容的制度环境。

（四）研究不足与展望
首先，本文以政府购买养老服务供给者为研究对象，选取了若干非营利性

质的社会组织为分析单位，排除了参与竞争购买活动的营利性组织及私人团体，
这是本文的重要缺憾之一。其次，本文拟定以政府评价购买服务质量的多维度
指标———承接能力、财务能力、组织建设与管理能力作为贯穿整个研究的资料
观测点和分析概念，在运用定量分析与遵从公共价值的平衡上有待进一步深入
探讨，这也是未来研究需要拓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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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ａｎ ｂｏｏｓｔ ｔｈｅ ａｄｏｐｔｉｏｎ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ｃｉｖｉｌ ｓｅｒｖａｎｔｓ；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ａｔａｄｒｉｖｅ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ｒ ｄａｔａｄｒｉｖｅｎ ｒｅｓｕｌｔ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ａｎ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ａｄｏｐｔｉｏｎ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ｃｉｖｉｌ ｓｅｒｖａｎｔｓ． Ｓｅｃｏｎｄ，ｄａｔａｄｒｉｖｅｎ ＸＡＩ ｃａｎ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ｃ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ａｄｏｐｔｉｏｎ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ｔｓ ｍｏｒ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ｈａｎ ｒｕｌｅｄｒｉｖｅｎ．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ｄａｔａｄｒｉｖｅｎ 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ｂｌｅ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ａｎ ｈｅｉｇｈｔｅ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ｃｙｓ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ａｉｒ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ｔｒｕｓｔ ｉｎ ｔｈｅ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ｔｈｅｒｅｂｙ ｍ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ｍ
ｍｏｒｅ ｉｎｃｌｉｎｅｄ ｔｏ ａｄｏｐｔ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ｃ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Ｔｈｅｓｅ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ｉｍｐｌｙ ｔｈａｔ 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ｃ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ｔ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ｂｌｅ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ｔｏ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ｔｓ，ａｎｄ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ｆａｖｏｒａｂｌｅ ｈｕｍａｎｍａｃｈｉｎ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 ｔｈｅ ｓｍｏｏｔｈ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ｃｔｏｒ．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ｃ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Ｍａｎｍａｃｈｉｎ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ｃ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ｃｙ；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Ｃｉｖｉｌ Ｓｅｒｖａｎｔ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Ｗｈｙ Ａｍｂｉｇｕｏｕ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ｓ Ｕｎａｂｌｅ ｔｏ Ｂ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ｆｅｔ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ｆ Ｇａｓ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Ａ Ｃｉｔｙ

Ｚｈｅ Ｚｈｕ，Ｊｉｅ Ｌｉ，Ｑｉｎｇｊｕｎ Ｚｈｕ ＆ Ｍｅｉｌｉａｎ Ｚｈａｎｇ
!!!!!!!!!!!!!!!!!!!!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 ａ ｒｉｓｋ ｓｏｃｉｅｔｙ，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ｈｏｗ ｔｏ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ａｍｂｉｇｕｏｕｓ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ｉｓ ａ ｃｒｕｃｉａｌ ｉｓｓｕｅ ｆｏｒ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ｈａｓ ｆｏｃｕｓｅｄ ｏｎ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ａｍｂｉｇｕｏｕｓ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ｉｎ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ｓ ｂｕｔ ｈａｓ ｐａｉｄ ｉｎ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ｉｒ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ｒｉｓｋ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Ｕｓ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ｔｒａｃｉｎｇ，ｔｈｉｓ ｓｉｎｇｌｅ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ｅｘｐｌｏｒｅｓ ｔｈｅ ｆａｉｌｅ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ａｆｅｔ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ｆｏｒ ｕｒｂａｎ ｇａｓ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ｎ Ａ Ｃｉｔｙ． Ｔｈｅ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ｒｅｖｅａｌ ｔｈａ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ｍｂｉｇｕｉｔｙ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ｓｔｒｏｎｇ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ｈｅ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ｅｘｅｃｕ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ａｃｔ ａｓ 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ｓｈａｐｉｎｇ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Ｍｏｔｉｖａｔｅｄ ｂｙ ｂｌａｍｅ ａｖｏｉｄａｎｃｅ ｗｈｅｎ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ｏｏｌｓ
ａｒｅ ｃｌｅａｒ，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ｔ ｅｘｅｃｕｔｏｒｓ ａｄｏｐｔ 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ｔｏ ｍｉｔｉｇａｔｅ ｒｉｓｋｓ，ｅｖｅｎ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Ｃｏｎｖｅｒｓｅｌｙ，ｗｈｅｎ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ｏｏｌｓ ａｒｅ ａｍｂｉｇｕｏｕｓ ａｎｄ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ａｒｅ ｉｎａｔｔｅｎｔｉｖｅ， ｅｘｅｃｕｔｏｒｓ ｒｅｓｏｒｔ ｔｏ ｉｎａｃｔｉｏｎ ａｓ ａ ｂｌａｍｅａｖｏｉｄａｎｃ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ｔｏ
ｕ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ｒｉｓｋｓ． Ｗｈｅｎ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ａｒｅ ａｔｔｅｎ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ａｒｅ ｃｌｅａｒ，ｂｕ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ｏｏｌｓ
ａｒｅ ａｍｂｉｇｕｏｕｓ，ｉｎ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ｔ ｅｘｅｃｕｔｏｒｓ ａｄｏｐｔ ａ “ｈｏｔ ｐｏｔａｔｏ”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ｔｏ ｐａｓｓ ｏｆｆ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Ｗｈｅｎ
ｓｕｃｈ ｓｈｉｒｋｉｎｇ ｉｓ ｎｏ ｌｏｎｇｅｒ ｆｅａｓｉｂｌｅ， ｔｈｅｙ ｒｅｓｏｒｔ ｔｏ ｓｕｐｅｒｆｉｃｉａｌ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 ｉｎ ｒｉｓｋ

·８９１·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ｓ ａ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ａｍｂｉｇｕｏｕ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ａ
ｂｌａｍｅａｖｏｉｄａｎｃ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ｆｆｅｒｉｎｇ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ｍｂｉｇｕｏｕｓ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ｒｉｓｋ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Ａｍｂｉｇｕｏｕｓ Ｐｏｌｉｃｙ；Ｂｌａｍｅ Ａｖｏｉｄａｎｃｅ；Ｐｏｌｉｃｙ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Ｒｉｓｋ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Ｈｏｗ Ｄｏｅｓ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ｏｆ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Ｃａｒ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ＨＰ）Ｍｏｄｅｌ

Ｊｉｎｇ Ｐｅｎｇ ＆ Ｑｉａｏ Ｙａｎｇ ＆ Ｓｈｕａｉ Ｘｉａｏ
!!!!!!!!!!!!!!!!!!!!!!!!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ｕｓｅ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ｓｕｃｈ ａｓ ３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３Ｄ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ＨＰ
ｔｏ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ａ ｓｕｐｐｌｉｅｒ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ｆｒｏｍ ｔｈｒｅ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ｕｎｄｅｒｔａｋ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ｔｏ ｅｘａ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ｃａｒ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ｐｕｒｃｈａｓｉｎｇ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ｃａｒ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ｂｙ ｔｈｅ Ｙ Ｃｉｔｙ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ｉｔ ｗａｓ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ｓｔｒｏｎｇ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ｐｌａｙｓ ａ ｄｅｃｉｓｉｖｅ ｒｏｌｅ ｉｎ 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ａ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ｓｕｐｐｌｉｅｒ． Ｔｈｅ ｓｃａｌ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ｏｆ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ｓ ｔｈａ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ｅｍｐｌｏｙｅｄ ｆｏｒ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ｐｐｌｉｅｒｓ ｂｙ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ｃａｒ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ｉｔｓ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ｕｐｐｌｉｅｒｓ．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ｃａｒ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ｔｏ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 ｓｕｐｐｌｉｅｒｓ，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ｔｏ ｃｒｅａｔｅ 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ｔｈａｔ
ｐｒｏｍｏｔｅｓ ｔｈ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ｕｒｃｈａｓｅ ｏｆ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Ｃａｒ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Ｓｕｐｐｌｉｅｒ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Ａｎａｌｙｔｉｃ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ＨＰ）；Ｈｉｇｈ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Ｄｏｅ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 Ｈｏｌｉｓｔｉｃ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Ｃｏｕｎｔｙ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３０ Ｃａｓｅｓ Ｙａｎｌｉｎｇ Ｌｉ ＆ Ｍｅｎｇｙａ Ｃｈｅｎ

!!!!!!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Ｈｏｌｉｓｔｉｃ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ｓ ａ ｎｅｗ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ｔｒｅｎｄ ｉｎ ｕｒｂａｎｒｕｒ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ｃｏｕｎｔｉｅｓ．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ｅｘａｍｉｎｅｄ ３０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ｃａｓｅｓ ｏｆ ｃｏｕｎｔ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ｈｏｌｉｓｔｉｃ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Ｇｒｏｕｎｄ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ｈｏｌｉｓｔｉｃ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ａｌｉｇ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ｄｅｍａｎｄｓ ｏｆ ｎｅｗ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ｕｓｅｓ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ｈｏｌｉｓｔｉｃ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ａｃｒｏｓｓ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ｐａｃｅ，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Ｕｓｉｎｇ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ＱＣＡ），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ｓ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ｃｏｎｊｕｎｃｔｕｒａｌ ｃａｕｓ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ｗｈｉｃｈ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ｓ ｈｏｌｉｓｔｉｃ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ｃｏｕｎｔｙ ｃｏｎｔｅｘｔｓ． Ｔｈｅ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ｒｅｖｅａｌ ｔｈａｔ
ｈｏｌｉｓｔｉｃ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ｕｎｔｉｅｓ ｉ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ａｍｏｎｇ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ｐａｔｉａｌ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ｓ ｆｏｕｒ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ａｌｌｆａｃｔｏｒｄｒｉｖｅ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 ｃｏ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ｄｕａｌｄｒｉｖｅｒ，ａｎｄ 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ｓｅ，ｔｈｅ ａｌｌ
ｆａｃｔｏｒｄｒｉｖｅｎ ｐａｔｈｗａｙ ｉｓ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ｔ，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ｒｏｌｅ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
ｉｎ ａｄｖａｎｃｉｎｇ ｈｏｌｉｓｔｉｃ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ａ ｐｅｏｐｌｅ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９９１·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ｘｔ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Ｉｔ ａｌｓｏ ａｄｖｏｃａｔｅｓ ｆｏｒ ｌｅｖｅｒａｇ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 ｔｏ ｄｒｉｖｅ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ｃｏｕｎ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ｅｄ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ｔｏ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ｏｕｎｔｙ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Ｈｏｌｉｓｔｉｃ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ＱＣＡ

Ｈｏｗ Ｄｏｅｓ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ｆｆｅｃｔ ｔｈｅ Ｗｉｌｌｉｎｇｎｅｓｓ ｏｆ Ｓｔｒｅｅｔｌｅｖｅｌ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ｔｓ ｔｏ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Ｄｉｓｃｒｅｔｉｏｎ？Ａ Ｓｕｒｖｅｙ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Ｙｕ Ｓｕｎ，Ｙｉ Ｄｅｎｇ ＆ Ｌｉｎｚｈｉ Ｓｕｎ

!!!!!!!!!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ｆｕｌｌ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ｏｆ ｄｉｓｃｒｅｔｉｏｎ ｂｙ ｓｔｒｅｅｔｌｅｖｅｌ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ｔｓ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 ｆｏｒ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ｕｎｉｓｈ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ｗ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ｌｏｎｇ
ｔｅｒｍ ｔｒａｃｋｉｎｇ ｓｕｒｖｅｙｓ ｈａｖｅ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ａｓ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ＡＩ）ｉ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ｉｎ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ｌａｗ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ｐｏｌｉｃｅ ｏｆｆｉｃｅｒｓ ａｒｅ ｎｏ ｌｏｎｇｅｒ ｉｎｃｌｉｎｅｄ ｔｏ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ｔｈｅｉｒ ｄｉｓｃｒｅｔｉｏｎ． Ｉｎｓｔｅａｄ，ｔｈｅ
“ｐｅｎａｌｔｉｅｓ 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ｈａｓ ｅｍｅｒｇｅｄ ｉｎ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ｌａｗ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Ｔｏ ｔｅｓｔ
ｔｈｅｓ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ａ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 ｓｔｒｅｅｔｌｅｖｅｌ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ｔｓ ｗｉｌｌｉｎｇｎｅｓｓ ｔｏ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ｔｈｅｉｒ
ｄｉｓｃｒｅｔｉｏｎ，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ａ ｓｕｒｖｅｙ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ｉｎ Ｈ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Ｌ ｃｉｔｙ，ｗｉｔｈ ａ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ｓａｍｐｌｅ ｏｆ １９０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ｐｏｌｉｃｅ ｏｆｆｉｃｅｒｓ．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１）ＡＩ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ｔｈｅ ｗｉｌｌｉｎｇｎｅｓｓ
ｏｆ ｓｔｒｅｅｔｌｅｖｅｌ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ｔｓ ｔｏ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ｄｉｓｃｒｅｔｉｏｎ． （２）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ｐｌａｙｅｄ ａ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Ｉ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ｈａｓ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ｔｒｅｅｔｌｅｖｅｌ ｌａｗ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ｒｏｏｍ ｆｏｒ ａｃｔｉｏｎ ｉｓ ｂｅｉｎｇ ｓｑｕｅｅｚｅｄ，ａｎｄ ｔｈｅｓｅ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ｔｓ
ａｒｅ ｍｅａｓｕｒａｂｌｙ ｒｅｌｕｃｔａｎｔ ｔｏ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ｔｈｅｉｒ ｄｉｓｃｒｅｔ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ｎｅｗ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ｉｎｔｏ ｓｔｒｅｅｔｌｅｖｅｌ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ｔ ｄｉｓｃｒｅｔｉｏｎ． Ｉｔ ａｌｓ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ｎｅｗ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ａｎｄ ｓｈｏｗｓ ｈｏｗ ＡＩ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ｌａｗ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ｗｏｒｋ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Ｓｔｒｅｅｔｌｅｖｅｌ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ｔ；Ｄｉｓｃｒｅｔｉｏｎ；Ｗｉｌｌｉｎｇｎｅｓｓ ｔｏ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Ｓｕｒｖｅｙ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Ｌａｂｓ Ｒｏｌｅｓ，Ｉｍｐａｃｔｓ，ａｎｄ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Ａ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Ｑｉａｎｌｉ Ｙｕａｎ ＆ Ｘｉｎｐｉｎｇ Ｌｉｕ
!!!!!!!!!!!!!!!!!!!!!!!!!!!!!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Ｆａｃｉｎｇ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ｐｕｂｌ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ｓｓｕｅｓ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ｄｅｍａｎｄ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 ｎｅｅ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ｔｈｅｉｒ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ｌａｂ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ｃｏｍｅ ｔｈｅ ｎｅｗ ｖｅｈｉｃｌ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ｏｓ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ａｎｄ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ｒｅｖｉｅｗ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ｌａｂｓ，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ｒｏｌｅｓ，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ａｎ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Ｔｈｅｓｅ ｌａｂ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ｐｌａｙ ａ ｒｏ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ｓ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ｄｅｓｉｇｎ． Ｔｈｅｙ ａｌｓｏ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ｈａｓ ｌｅｄ ｔ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ｓ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ｈａｓ ｓｈｏｗｎ，ｔｅａｍ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ｉ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ｌａｂｓ ａｒｅ ｋｅｙ ｍｉｃｒｏａｎｄ ｍｅｓｏｌｅｖｅｌ ｄｒｉｖｅｒｓ ｔｏ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ｃｔｏｒ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 ｍａｃｒｏ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ｉｔｓ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 ｈａｖｅ ｉｍｐｏｓｅｄ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ｌａｂｓ．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ｌａｂ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Ｌａｂ；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Ｓｐａｃｅ；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ｓｉｇ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ｅｖｉｅｗ

·００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