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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 citespace比較分析中國大陸和美國公共政策研究現狀
及趨勢 

 
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黃紫晗  張夢晨 

   【摘要】：從全球資料庫查詢得知，最早出現公共政策研究的學術論文是 1902 年，

公共政策研究已經歷經 1個世紀之久。大陸和美國兩地關於公共政策研究也不斷地有創

新與發展，對當前研究進行整理，是有利於對以前研究的總結和對未來研究提供科學指

引。本文以兩地高級別期刊論文（大陸 cssci1172篇和美國 ssci1768 篇）為樣本，採

用文獻計量法和知識可視化分析工具 citespace，對兩地公共政策研究的現狀、熱點及

演化等進行深入和交互分析。結果表明，兩地研究都在 21 世紀進入高爆發狀態，大陸

在研究公共政策方面還比較偏向於傳統的理論和宏觀政策研究，美國卻更加聚焦在實務

和微觀層面政策研究。 

    在研究內容方面，美國的公共政策研究議題廣，特別是涉及少數族裔人群和跨領域

的研究，大陸的公共政策研究聚焦於傳統的政策過程研究和經濟領域政策研究，但是從

趨勢來看，中國大陸的研究也逐步走向擴展性的公共政策研究，如就業。從大陸來看，

作者和研究機構之間的學術聯繫較弱，美國卻相反，作者與機構之間的聯繫多，機構與

機構之間的合作也呈現增長趨勢。在研究熱點方面，美國主要集中在政治、消費者、能

源，新的研究前沿是政策資源、民眾情緒和政策合法化等；中國大陸熱點集中在政策制

定、合法性、經濟產業，而研究前沿是在開拓民主渠道、監督機制和推動政策民主科學

化等方面。 

    摘要：公共政策、知識譜圖、研究現狀、研究趨勢、citespace 

 

壹、引言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現代公共政策研究作為跨學科、綜合性的研究領域，在西方國家開始

興起，而美國在二戰以後成為公共政策研究的重要地區，幾十年來，西方公共政策研究出現研究

領域不斷地細化並拓展、研究方法多元並整合、研究場域越來越廣等特點。而中國大陸在 1978

年改革開放以後，在西方研究和實務的基礎上迅速得到發展，已成為大陸社會科學研究的重要領

域，也是大陸政府管理的重要依據。雖然從研究的時長來看，美國遠遠長於中國大陸，但是大陸

的公共政策研究是基於美國的實務和理論基礎上發展的，本文擬從兩地的研究對比，希望能夠了

解兩地公共政策研究的成果如何？哪些文獻的影響力受到認可？哪些學者和研究機構的研究受

到認可？兩地在哪些領域是受到研究者的重視？並希望從兩地的研究去預測未來的方向是什麼？

希望能夠從兩地的研究去釐清公共政策研究的進展、主題和趨勢。 

    本文以1998-2018年的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
1
（cssci）和社會科學引文索引（ssci）作為

數據庫來源，運用文獻計量分析方法和知識譜圖為研究方法，
2
梳理公共政策研究的整體增長趨

                                                        
1 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英文全稱“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縮寫為 CSSCI。由中國大陸

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評價中心開發研究的數據庫，用來檢索中文社會科學領域的論文收錄和文獻引

用情況，CSSCI 遵循文獻計量學原則，採取定量和定性方法相結合的方法從大陸 2700 餘種中文人文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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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高水平科研機構、核心作者以及高被引文獻等的外部特徵，並通過關鍵詞聚類和關鍵詞時區

分析，探討中國大陸和美國公共政策研究的主題內容、前言熱點與研究趨勢，力圖建構兩地公共

政策近20年研究的理論圖譜。 

貳、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一、數據來源 

本文以 CSSCI的 1172篇論文和 SSCI的 1768篇論文作為研究數據來源，CSSCI檢索條件為：

題目=公共政策，時間跨度=1998-2018，期刊數據庫=CSSCI，文獻類型=論文；去除無作者、重複

紀錄，最終篩選出 1172 篇期刊論文作為中國大陸公共政策研究樣本。 

SSCI 的檢索條件為：題目=“Public policy 公共政策”，時間跨度=1998-2018，數據庫=SSCI,

文獻類型=”article 論文”，文獻來源國家=美國，文獻語言=英文；去除無作者、重新紀錄，

最終篩選出 1768 篇論文作為美國公共政策研究樣本。 

    二、研究方法 

    本文採取文獻計量法和 Citespace，文献计量路径从研究方法上引入了图情学的分析方法，

重点分析公共政策文本的非内容要素，如文本数 量、主题词、发布时间等“外部”属性，试图

描述政策议 程设置和政策注意力。事实上，文献计量路径在公共 政策研究中并非新鲜事物。早

在 Baumgartner 和 Jones 提出间断均衡框架时，其研究就是通过对新闻报道进 行文献计量从

而描述政策注意力变化的。（任騪等，2017）  

     CiteSpace 全称为 Citation Space(引文空间)，，是華裔陳超美博士開發的一種可視化分

析工具，是一款著眼於分析科學文獻中蘊含的潛在知識，在科學計量學、數據可視化背景下逐漸

發展起來的一款引文可視化分析軟件。由於是通過可視化的手段來呈現科學知識的結構、規律和

分析期刊，因此也將通過此類方法分析得到的可視化圖形稱為“科學知識圖譜”。  

叁、理論分析 

文獻計量方法採用可視化技術，精準分析海量研究文獻，能夠全景式探析某一領域的熱點變

遷與發展趨勢，克服在單一的研究中的問題與不足。從大陸 cnki 的數據庫搜索中發現，運用

citespace 分析公共政策研究，例如毛梅鑫（2018）從中國學術期刊網絡出版總庫（CNKI）的期

                                                                                                                                                               

科學學術期刊中精選出學術性強、編輯規範的期刊作為來源期刊，是中國大陸社科類論文評比最高的標準。

（來自百度百科） 

2
 社會科學論文引用索引（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縮寫為 SSCI。是一種跨學科的學術引用文獻

索引，由美國科學資訊研究所（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 ISI）所發展，類似於科學引文索引，為

湯森路透（Thomson Reuters）的產品。社會科學引用索引透過分析學術文獻引用的資訊，了解目前社會

科學領域中最有影響力的研究成果，並且說明相關性及先前文獻對當前文獻的影響力。目前它包含世界上

主流的社會科學學術期刊，共有 2,474 種期刊，並且橫跨約 50 種的學科[1]，目前社會科學引用索引可由

付費的 Web of Science 學術文獻資料庫中檢索。（來自維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D%B8%E8%A1%93%E5%BC%95%E7%94%A8%E6%96%87%E7%8D%BB%E7%B4%A2%E5%BC%95&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D%B8%E8%A1%93%E5%BC%95%E7%94%A8%E6%96%87%E7%8D%BB%E7%B4%A2%E5%BC%95&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BE%8E%E5%9C%8B%E7%A7%91%E5%AD%B8%E8%B3%87%E8%A8%8A%E7%A0%94%E7%A9%B6%E6%89%80&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7%91%E5%AD%B8%E5%BC%95%E6%96%87%E7%B4%A2%E5%BC%9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1%A4%E6%A3%AE%E8%B7%AF%E9%80%8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C%95%E7%94%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4%BE%E6%9C%83%E7%A7%91%E5%AD%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4%BE%E6%9C%83%E7%A7%91%E5%AD%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C%9F%E5%88%8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D%B8%E7%A7%9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D%B8%E7%A7%9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Web_of_Science&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Web_of_Science&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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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為數據來源，以“篇名=公共政策”為檢索條件，並分別以篇名=“概況”“概述”“綜述”

“評述”“現狀”“趨勢”“評估”，關鍵詞=“知識圖譜”“計量分析”“文獻計量”“科學

計量”“知識挖掘”“數據挖掘”“共詞分析”，全文=“citespace”進行二次檢索，2013 年

以來，公共政策研究前沿主要是集中在開拓民主渠道、完善監督機制、推動政策決策化等方面（毛

梅鑫，2018）。黃新華等（2019）對改革開放以後 CNKI 中 3350 篇的公共政策研究論文進行計量

分析，發現中國大陸的公共政策研究開始朝向政策變遷、智庫、協商民主、政策傳播等方面轉播，

與大陸政府治理相關程度很高。從國內外單一論文文獻對公共政策研究現狀及趨勢研究來看，公

共政策研究有如下的現狀與趨勢： 

   一、公共政策研究中的參與主體多元化和參與形式多元化 

   不管是在美國還是在大陸，福利國家成為各國政策制定的前提，公共政策不僅僅是滿足民眾

的基本需求，而是要制定滿足人類多元化的需求並將之整合的政策，政策理論的多元化，公共政

策的制定者也從政府單一主體，也是中央與地方合作、甚至和國際組織進行合作，政策實施的範

圍也不僅僅限於國內，政策合作形式日益變得重要。（肖君擁，2005）改革開放以後，中國大陸

政府與民間協會之間的互動關係變得越來越多，協會中利益代表團體代表權的動態的存在，很大

程度上讓民間社會成為參與公共政策的主體之一（Ting Zhao cl,2016），並進一步促進政策制

定過程中的民主化。社会结构的民主化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 而网络是一个天然的民主设置。

现实中,网络与政策之间的互动在网络走近普通公众的时候已经开始，网络公众诉求影响公共政

策的路径也可循此环节考察 。 網絡參與（E-participation）已經成為澳大利亞公共政策的研

究領域，近年公共參與和網絡參與已混為一體，而且網絡參與變得越來越重要，而政治家和政府

人員對網絡參與呈現矛盾的心態。（Georg cl,2009）互联网在中国的广泛使用导致了网络社会

的迅速崛起，互联网的发展不仅可以作为促进参与公共政策议程建设过程的工具，而且还可以体

现协商精神，至少在它不被视为对政党制度的威胁时，網絡社會是公共政策议程建设过程民主化

的需求，促使中国的公共政策议程建设过程已逐渐从动员模式转变为外部启动模式（Zhu cl,2011） 

    另外，各國越來越多的“智庫”參與政策研究和制定，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政策實務研究，

特別是在特殊領域的政策研究，這種非純學術性單位的出現，也是公共政策走向多元化的原因之

一。（肖君擁，2005）十八大以来中国新型智库的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 但是还存在高质量研

究成果不足、影响力欠缺、智库建设整体规划薄弱等弊端，研究领域主要集中 在专家决策咨询、

智库的内涵职能及影响力、智库的旋转门机制等方面。（黃新華,2019） 

   二、公共政策研究中的程序正義與合法性 

   公共政策是憲政運行的智慧結晶，公共政策的價值是憲政價值的集中體現，是憲政體制中實

現合憲化、合法化與合理化的方式，也是在憲政過程中實現程序正當的重要途徑，在未來的發展

趨勢上，公共政策必須是置於憲政的宏觀環境中加以考量。（吳濤，2006） 

    三、公共政策研究與行政理論發展相互補充 

    90年代以後，隨著新公共管理主義的盛行，在公共政策研究中出現以政策績效以結果為導向，

關注對結果的測量、評價與使用，（霍春龍等，2015）而在中國大陸的場域中，由於政策過程是

反覆試驗的過程，民意調查已成為評估公共政策常用的工具（Matthias Stepan cl，2016 ），這

與西方公共研究評估中注重民眾的聲音趨於一致。2000年以後，全球開始以治理思路為導向，公

共政策过程中运用多中心治理的理论，重视非营利组织的参与。 多中心治理理论是近年来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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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与社会发展领域中 被广泛接受的理论。 该理论旨在实现公共服务供给主体的 多元化，即

政府、市场和第三部门三大供给主体的协同合作，（張延超，2013）強調公共政策績效不僅僅是

符合服務對象的需求，而是符合最多數的公民需求，需蘊含公共價值，相對管理主義導向，治理

導向的政策研究更具備合法性和公共性的特點。（霍春龍等，2015） 

    四、公共政策研究的議題多元性 

20世紀80年代以後，世界發生巨變，歐洲一體化、全球化、環境污染、跨境犯罪、人工智能

等成為各國公共行政研究的方向（Matthias Stepan cl，2016），並對公共政策研究領域會產生

相互依存的議題，這些議題讓研究人員認識到傳統的國家解決方案根本不適合全球化的社會議題，

近幾年的公共政策研究應該將全球政策納入到公共政策議題當中。但是傳統政策教育科系的設置

成為阻礙或者促進公共政策研究，在全球化進程中，各個國家的研究人員、博士生的分配不均衡，

如何建立相關機制推動這幾類人員的移動與合作也是公共政策研究重要的議題。（GEERT 

BOUCKAERT，2010） 然而大數據的技術也讓公共政策研究從“代表性樣本”向“總體”轉變，這

種研究樣本的數量變化，讓公共政策研究關注點從實體（entity）向關係（relation）的轉變，

讓公共政策研究出現多學科知識的交叉，研究方法也不再僅限於定量和定性兩種方法，促使研究

者進行了結構分析、網絡回歸分析等更為複雜的數量分析。（任騪等，2017）但是在實務中，回

答大數據在對政策的影響是短暫的還是長期影響的問題，主要是看大數據進入政策週期的方式，

目前政策制定各個方面都有大數據的存在，但是政府利用大數據常常會遇到體制障礙和公務人員

能力瓶頸，大數據並未真正解決公共政策的問題。（Sarah Giest,2017） 

肆、整體分析 

 一、研究現狀分析 

（一）年度研究文獻分析 

 為了了解中國大陸和美國公共政策研究的整體情況及時序規律，本文對大陸1172篇和美國

1768篇關於公共政策研究的論文進行時序數量對比，如圖1所示。從整體上看，美國公共政策研

究論文發表數量呈現總體上增的趨勢，並且一直處於較高的發表數量狀態；而大陸在2009年發表

數量達到高峰以後，2009-2014年處於急遽下降狀態，近4年發表數量呈現較為穩定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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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中國大陸與美國年度論文發表對比分析（1998-2018年） 

   （二）研究者與研究機構合作情況分析 

從圖2和圖3對比來看，圖2中大陸的公共政策研究作者和機構的合作分散，只有復旦大學、

南京大學、山西大學、吉林大學、北京大學等幾所學校有過合作研究，並且研究者也主要是集中

在這幾所學校，而發表論文最多者主要是集中在王春福、楊正聯、向玉瓊、傅雨飛等幾位。而從 

圖2  中國大陸作者與機構的合作網絡分析 

圖3 美國作者和研究機構合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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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中可以看到，美國的作者和研究機構的合作非常緊密，而研究主要集中在哈佛（Harvard）、

伊利諾伊(Illinois)、密歇根（Michigan）、喬治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北卡拉羅拉

（N.Carolina）、華盛頓(Washington)等幾所大學，並且這幾所大學之間的合作緊密，特別是哈

佛和伊利諾伊大學與其他學校合作網絡發達。 

    （三）高被引文獻統計分析 

     運行citespace，當設置Nodes Types為cited reference，指的是在論文中被引的高頻詞彙，

從圖4可以看出中國大陸的高頻率引用詞彙主要是集中在「公共政策評估」、「公共過程」、「和 

圖4  cssci的論文被引分析 

諧社會」、「公共政策制定」、「公共利益」、「城市規劃」、「公民參與」等，從高爆發被引

分析來看，中國大陸近5年主要是集中在「公共政策制定」、「治理」這2個詞彙，治理成為公共

政策研究中最高爆發使用的詞彙，這跟中國大陸國家政策導向有很大的關係。而圖5中分析美國

在被引的高頻詞彙中，「政治」、「影響」、「態度」、「模式」、「政策」、「公共意見」、

「風險」、「健康」是共引頻次最多的，在2013-2018年間，美國高爆發被引詞彙主要集中在「框

架」（framework）、「肥胖」、「氣候變遷」這三個詞彙中，這與中國大陸以政治導向的政策

制定表現出完全不同的研究方向。 

而在圖6-7中，表現出大陸與美國作者被引的論文統計，中國大陸被引最高的是賀東航（2011）

發表的論文，主要是研究公共政策執行的中國經驗，提出政策執行在中國應該以高位推動，採取

層級性治理和多屬性治理的方式進行，認為自下而上的政策執行在中國環境下無法行之有效。而

在美國近幾年被引高爆發的論文是Barry.cl(2009)和Story M(2009),這兩篇論文都是關注肥胖

問題，認為肥胖問題跟公共政策制定相關，而不是個人或家庭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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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ssci被引關鍵詞強度分析 

圖6  cssci的論文被引作者強度分析 

圖7  ssci的論文被引作者強度分析 

（四）研究學科分析 

從圖8-9看出，由於美國和中國大陸之間的學科分類不同，所以各個學科在發表公共政策研 

究論文的排行情況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從學科分佈可以看出公共政策研究的主要應用領域，從圖

8可以看出美國進行公共政策研究最多的學科除了政治學、經濟學、公共行政這三個常見的學科，

基本都聚焦在健康相關專業的學科。而中國大陸發表論文的學科主要是集中在一級學科，但是值

得注意的是傳播學發表論文也居前列，說明在中國大陸，公共政策研究注重大眾傳媒的運用。夏

潔秋（2009）認為大眾傳媒成為政策系統中各種利益表達與聚合的公共平台，並在客觀上促進了

公共政策制定過程中的科學化與民主化水平（唐雲鋒等，2012）。 而美國這幾年的關於健康的

研究漸漸地從宏觀角度去看待國民特別是青少年肥胖問題，從政策試圖尋找到相關機制去改善公

民肥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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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ssci發表公共政策研究論文學科分佈情況 

 

 

 

 

 

 

 

圖9 cssci公共政策研究論文發表學科分佈情況 

二、研究前沿與趨勢 

（一）關鍵詞聚類 

為了更多地了解大陸和美國兩地公共政策研究的熱點主體分佈的異同，深化主體共現關係，

本文在關鍵詞共現圖譜的基礎上依據關鍵詞相似度對其進行聚類，通過LLR演算法從關鍵詞中提

取術語性名詞對聚類進行命名，從而得到兩地公共政策研究主體聚類。如圖8和圖9所示，大陸公

共政策研究包括16個聚類，美國公共政策研究包括14個聚類，聚類排序在前面意味著聚類規模越

大，主要聚類對比如表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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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兩地公共政策研究關鍵詞聚類圖譜比較分析得知，中國大陸與美國公共政策研究聚類差

異較大。如圖8所示，大陸的公共政策研究主要是聚焦於宏觀研究，如制度、理論、產業、機制

等，並持續關注傳統的公共政策研究議題，如政策評估、政策過程，另外公共政策研究與政府的

聯繫緊密，如政府審計、政府職能、服務型政府等。而圖9顯示中的美國在公共政策研究中更聚

焦與特定議題，如健康、生物燃料、控煙等，並關注地方的公共政策研究，如2#地區政策、5#

地方政府，而公共政策研究中最重要的因素，如公眾意見和政策回應尚未在大陸研究中出現太多

應用。 

圖10  cssci關鍵詞聚類圖譜分析 

圖11  ssci關鍵詞聚類圖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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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兩地公共政策研究關鍵詞聚類對比 

聚類 中國大陸 聚類 美國 

0# Public policy 公共政策 0# Chronic disease 慢性病 

1# Efficiency issue 效率因素 1# Public opinion 公眾意見 

2# Elusive mechanism 不穩定機制 2# District policy 地區政策 

3# 政策過程 3# Biofuel policies 生物燃料政策 

4# 大眾傳媒 4# Food insecurity 食品安全問題 

5# 政府審計 5# Local government 地方政府 

6# 系統範式 6# Empirical test 實證 

9# 以人為本 7# Pharmaceutical research 製藥研究 

10# 困境 8# Tobacco control policy 菸草控制政策 

11# 公平 9# Alcohol-cancer link 與酒相關的癌症 

12# 公共政策評估 10# Policy response 政策回應 

13# 產業升級 11# Foreign policy 外交政策 

15# 產業組織理論 12# Prominent place 顯著區域 

16# 可持續發展 13# Corporate political activity 企業政

治活動 

18# 政府職能   

19# 服務型政府   

 

  （二）研究前沿與趨勢 

   從圖12可以看出，中國大陸站在2010年以後的評估熱點主要集中「風險與風險評估」、「政

策議程與政策評估」、「國家治理與五年計畫」、「協商民主」等，毛枚鑫等人（2018）年也從

cnki的論文中發現大陸的研究熱點主要是「公民參與」、「政策執行」、「地方政府」等，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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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評估是主要的熱點。從圖13可以看出，2003-2007年高頻爆發的詞彙主要集中在「公共

利益」、「政策網絡」、「價值取向」，而2010-2015年高頻爆發的詞彙主要集中在「公共政策

制定」、「治理」兩個詞彙。從圖12和圖13可以得出，中國大陸的公共政策研究的熱點和趨勢與

國家政治導向聯繫緊密，例如五年規劃和國家治理，都是聚焦於宏觀方面的研究。 

圖12 cssci公共政策研究熱點趨勢圖 

 

 

 

 

圖13  ssci的關鍵詞公共政策研究熱點趨勢 

而從圖 14 可以看出，美國近幾年的熱點詞彙是社會學相關詞彙如「社會決定論」、「正面行

為」、「健康提升」、「偏差」、「溝通」、「無家可歸」、「移民」等，但是也有關於政策研究方法的詞

彙如「敏感性分析」、「框架」等，也有傳統上與公共政策相關的詞彙「政黨」、「政治經濟學」、「民

主議程」、「合法性」，相對於中國大陸，美國在公共政策的研究熱點更加多元化，從圖 14 高頻詞

彙分析，美國最早出現高頻詞彙比大陸早，1998-200 年，主要詞彙是「組織」、「模式」、「就業」、

「城市」等；2000-2009 年，主要詞彙是「增長」、「信息」、「吸菸」、「選擇」、「女性」、「干預」、

「社區」、「策略」、「家庭」、「健康」、「創新」、「美國」等詞彙，可以看出美國公共政策研究開始

走向單一政策研究，例如與健康、家庭、社區和女性有關的研究；2009-2018 年，「安全」、「政

府」、「民主」、「消費」、「健康照顧」、「框架」、「肥胖」、「氣候變遷」等詞彙，研究變得更加多元

化，關注傳統公共政策研究，也有新的議題。美國近 20 年的主要高頻詞彙是「組織」、「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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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長」、「女性」、「社區」、「消費」、「框架」、「變遷」等詞彙，但是總體趨勢是高頻詞彙越來越

多，公共政策研究關注的議題更加多元而且跨域。 

 

圖 14 ssci 公共政策研究熱點趨勢圖 

 

 

 

 

 

 

 

 

 

 

 

 

 

圖 15 ssci 公共政策研究高爆發詞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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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研究結論及反思 

本文以科學計量方法，基於 ssci 及 cssci 來源文獻，對 1998-2018 年中國大陸和美國公共

政策研究進行可視化分析，了解兩地研究的熱點主題及發展趨勢，並比較兩地的研究差異，希望

能夠總結出研究的規律，為未來研究提供方向與借鑑。 

一、從論文發表數量整體上看，20 年期間，中國大陸關於公共政策研究處於不夠穩定的狀 

態，甚至出現急遽下降的時期，但是從趨勢上來看，近 4 年出現較為穩定狀態，而美國的研究一

直處於較穩定並高增長狀態，預測中國大陸關於公共政策研究應該會繼續增長，這對於學者來說，

是個很好的研究方向與議題。 

二、從研究熱點來看，中國大陸的熱點較少，也聚焦在傳統的公共政策研究相關議題，而美 

國的研究熱點多，並能夠關注到更多的社會問題層面，大陸整體社會處於劇變及風險時代，公共

政策研究不可再關注政府層面，而是應該關注具體的社會事件和人的問題，而中國大陸的研究缺

乏實證研究也是導致其研究的範圍窄，議題少的原因。 

三、從研究趨勢來看，大陸的研究一直處於與政府的宏觀規劃相關，如五年規劃、治理等詞 

彙，而美國在近幾年的公共政策研究在回歸傳統公共政策研究與關注新議題並行，這也是很大的

差別，公共政策研究不僅僅是從制定方如政府角度出發，應該是需要回應社會需求，所以不斷地

延伸新的議題也是研究者需要考量的問題。 

四、從合作研究方面來看，從國內外的文獻都可以看出目前的社會問題，已經不是單一主體 

可以解決的，學理上都在倡導跨域合作，而中國大陸的研究合作性低，跨機構合作也非常低，這

與學理上差距大，美國能夠形成很好的合作網絡，但是主要是聚焦於哪些議題的合作，也是未來

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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