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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策扩散理论研究文献计量分析

张玄玄等刘琦岩 魏 超 张 越 望俊成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北京 100038）

摘要：本文梳理了政策扩散理论在中国学术界的发展历程，分析了政策扩散理论在中国的应用与创新，总结了中

国政策扩散理论的主要研究方向，并对各方向进行述评和讨论，其中重点对科技政策的扩散情况进行了分析。研究发

现，中国学术界对政策扩散理论体系与最新发展具有浓厚兴趣，中国对此领域的研究基本与国际同步，并结合国情与

实际出发提出理论创新，值得相关学者与政策的制定者、推行者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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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development of policy diffusion theory in Chinese academic circles, analyzes 
the application and innovation of policy diffusion theory in China, and introduces the main research directions 
of China's policy diffusion theory, as well as reviewing and summarizing all directions, among them, the 
diffus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is analyzed. The study finds that Chinese academic circles have a 
strong interest in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policy diffusion and the latest developments. China's research in 
this field is basically synchronized with the international, and theoretical innovations are proposed based on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actual conditions. It is worthy of reference by scholars and policy ma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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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扩散现象的研究逐渐

延伸至政策管理领域，成为政府管理和政策研究

的热点与趋势之一。政策扩散是指一项政策的采

纳与使用过程所包括的政策信息的传播，采纳者

的学习，各项政策之间的竞争与博弈等 [1]。通过

对政策扩散理论与实践研究的检索和调研，发现

政策扩散领域产出了一系列以论文为主的研究成

果。国外学者主要有Walker、Berry夫妇等，国

内学者主要有杨代福、魏淑艳等。他们均结合政

策过程对政策扩散理论进行研究和补充。学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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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认为，美国学者Walker[2]在 1969 年发表的

《The Diffusion of Innovation among the American 
States》是开创政策扩散领域研究的经典文献。

该文研究了影响美国各州采纳其他州创立新政策

的关键因素，提出政策扩散的概念和相应的量化

研究方法，奠定了政策扩散领域的研究基础。在

此后的 50 年间，政策扩散研究领域受到国外学

者的广泛关注。国内政策研究的学者也逐渐引入

政策扩散国内政策对进行研究与探讨。在此背景

下，本文将我国学者在不同历史时期对政策扩散

现象的研究成果进行收集与系统整理，对政策扩

散研究的现状进行分析。

1 “政策扩散”的内涵

“政策扩散”起源于技术扩散。技术扩散是

指一项技术随时间进行传播应用的过程。技术扩

散过程既有信息的传播，采用者的采用、学习，

也有技术间的相互竞争和博弈，并随着时间和空

间的变迁不断演化 [1]。而一项政策的采纳与使用

过程也包括政策信息的传播、采纳者的学习、各

项政策之间的竞争与博弈等。政策扩散较常用的

解释是：一项政策经过特定的时间和渠道从一

个部门或者机构传播到另一个部门或者机构的过

程。在政策扩散研究领域，有一些与政策扩散相

似的概念，而这些概念有时又与政策扩散一样出

现与使用，如政策转移、政策趋同、政策创新、

政策发明等。政策转移只是将原有的政策从一个

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是指某一个时空有关政

策、行政安排和制度设计被毫无改变地运用在另

一个时空的过程 [3]；政策趋同是指相似的政府之

间会采用相似的治理模式，政策也会逐渐具有相

似性 [4]；政策创新多数涉及政策制定的过程，主

要指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根据具体的政府发展情

况做出相应的创新；政策发明和政策创新有异曲

同工之处。它们与政策扩散有相似和重叠之处，

但又有所不同。

陈芳 [5]基于概念、类型和发生机制对政策扩

散、政策趋同和政策转移进行了深入解析；朱亚

鹏 [6]对国外政策创新和政策扩散研究进行述评，

将政策创新概念和政策扩散进行整合，认为政策

创新的过程就是一种政策扩散。另外，还有学者

对政策转移等相似概念进行分析。通过文献阅读

与梳理，笔者总结为，政策扩散包含政策从制定

到执行到落地再修正的全过程，是指某项政策随

着时间的推移逐渐传播到各个空间，并在政策执

行者、环境、社会等的作用下产生一定影响的过

程。

2 文献计量分析

本文以“政策扩散”为主题检索词在中国

知网（CNKI）数据库进行检索，检索时间截止

到 2018 年 12 月 31 日，得到相关文献共 262 篇。

为了解我国学术界对政策扩散的研究现状，本

研究数据集主要选取国内学者的相关文献，因此

排除国外学者发布的外文文献，共筛选出相关文

献 156 篇（其中包含国内学者发表在国外期刊上

的相关文献 6 篇）。本文将根据此检索结果探讨

中国学术界对政策扩散领域的研究状况。中国学

术界政策扩散文献数量年份分布如图 1 所示。从

图 1 可以看出，我国对政策扩散领域的研究始于

2004 年，在 2012 年之后研究文献数量明显增多。

总体来说，可以将国内政策扩散研究分为两个阶

段，引入与消化期和快速增长期。对检索结果进

行二次检索，增加限定检索词“科技政策”，检

索到 33 篇文献，经过进一步的人工筛选，发现

关于科技政策扩散研究的文献共有 7 篇，且主要

分布在政策扩散研究的快速增长期。

2.1 发展历程

2.1.1 引入与消化期

2004—2011 年可以视为政策扩散理论在中

国学术界的引入与消化期。2004 年，毛寿龙 [7]将

“政策扩散框架”作为一种西方重要公共政策理

论向中国学术界介绍；在 2004—2007 年学者常

将其与政策转移理论一同进行探讨，娄成武等 [8]

在对西方国家政策转移理论进行综述的过程中探

讨了政策转移与政策扩散两者之间的关系；2008
年后，我国学者开始接纳政策扩散作为一种独立

的政治理论，出现了第一篇应用政策扩散研究方



中国科技资源导刊 第51卷第3期 2019年5月

─ 74 ─

法分析中国政治问题的文献；在 2011 年的中国

行政管理学会年会上，周望 [9]提出将政策扩散理

论与中国特色的“政策实验”实践进行结合。通

过CNKI数据库显示的论文引用数量来看，发表

在引入与消化期的文献被引用量较高，说明政策

扩散理论在引入和消化期的研究工作对该领域后

续的科研发展起到重要的基础作用。

2.1.2 快速增长期

2012 年至今是政策扩散理论在中国学术界的

快速增长期。政策扩散理论开始被广泛地应用在

各领域的政策研究中，研究成果数量快速增加。

2013 年，王浦劬和赖先进 [10]对政策扩散机制与

模式进行了理论研究，是迄今为止中国政策扩散

研究领域被引量最高的文献，对后续政策扩散的

实证探讨奠定了深厚的基础。随后，张克 [11]、朱

旭峰等 [12]针对特定政策基于中国本土环境对政

策扩散进行实证分析，丰富了中国政策扩散研究

成果。在快速增长期，有部分学者对科技政策进

行了扩散分析，张剑等 [13]以科技成果转化政策

为例，通过政策文献量化的方式对政策扩散进行

了分析；江永清 [14]基于AHP方法，对我国政府

购买服务支持双创政策的扩散过程进行评价。可

见，在快速增长期，学者对于政策扩散的对象逐

渐增多，对于科技政策的扩散也有一定的探索，

政策扩散的研究广度和深度均逐渐增加。

2.2 研究主题

对 156 篇文献进行关键词词频统计以及关

键词网络分析，以更加深入了解政策扩散相关研

究主题。关键词词频统计如表 1 所示。从表 1 可

以看出，政策扩散、政策创新、政策转移、政策

创新扩散、政策属性、政策试点等关键词出现频

次较高。相关学者大多将政策扩散与政策创新相

联系，往往政策扩散的过程就是政策创新并逐渐

完善的过程。对政策扩散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策

图 1 我国学术界政策扩散研究文献数量年份分布

表 1 政策扩散文献关键词词频统计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次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次

1 政策扩散 76 9 地方政府 15

2 政策创新 63 10 智慧城市 14

3 政策转移 40 11 事件史分析 13

4 政策创新扩散 31 12 政府创新 13

5 政策属性 30 13 政策学习 13

6 创新扩散 21 14 政府间关系 12

7 政策试点 18 15 社会政策 8

8 影响因素 18 16 扩散路径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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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散机制、影响因素等。政策试点与政策转移也

是国内学者比较关注的研究方向。在我国政治体

制下，地方政府的政策试点是促进政策扩散的一

种方式。关键词共现网络如图 2 所示。从图 2 可

以看出，以政策扩散为核心，政策创新、创新扩

散、政策试点、政府创新等相关主题联系紧密。

政策扩散研究主题较集中。

2.3 主要作者及机构

对政策扩散研究文献的主要发文作者和机

构统计分别如表 2 和表 3 所示。从整体来看，我

国政策扩散研究的学者和机构不够集中，核心机

构以及核心学者的文献量不多，出现一两篇文献

成果的学者较多，说明我国政策扩散相关研究比

较分散，还有待进一步的完善与补充，以形成较

为持续的研究方向。从表 2 可以看出，重庆大学

的杨代福、东北大学的魏淑艳以及清华大学的朱

旭峰发文量较高，是我国政策扩散研究的重要代

表学者。其中，杨代福还指导多位硕士研究生开

展政策扩散的相关研究，是我国政策扩散研究的

主要学术团队。从表 3 可以看出，南京大学、重

庆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机构政策扩散发文量较

高，也是核心学者的主要所属机构。这些主要机

构的学术和科研实力均较强，相关科研资源也较

多，是政策扩散研究的领军机构。

2.4 被引量

对政策扩散相关论文被引用数据进行统计，

引用次数排名前 12 的文献如表 4 所示。从表 4
可以看出，在引用次数排前 12 位的论文中，有

5 篇是发表在该理论在引入与消化期的经典文献，

分别排在第 2、3、4、6、9 位，说明我国目前对

图 2 关键词共现网络

表 2 发文量排名前五的作者

作者姓名 发文量 /篇 所属机构

杨代福 6 重庆大学

魏淑艳 5 东北大学

朱旭峰 5 清华大学

裴雷 3 南京大学

张克、朱亚鹏、周望等 2 国家行政学院、中山大学、南开大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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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扩散的研究大多在引入与消化期，并且这些

文献为政策扩散理论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其余的 7 篇分别反映了目前我国学术界在政策扩

散领域的研究热点：政策扩散模式与机制的理论

研究（第 1、10 位）、对各类型政策的扩散状况

分析（第 5、7、8、12 位）、应用政策扩散理论

对国际政策进行分析（第 11 位）。

3 政策扩散路径与机制

众多学者的研究表明，政策扩散时间特征大

多呈现陡峭“S形”，少数呈现“R形”。李文彬

等 [15]应用历史分析法分析了广东省地方政府绩

效评价政策的扩散机制，指出扩散过程呈“S形”

趋势，与理论结果基本吻合；王洛忠等 [16]对河长

制的扩散分析也得到相近的结论：扩散时间特征

呈近似的“S形”，在扩散机制上纵向的吸纳辐射

和横向的学习竞争双并行作用；张玮 [17]应用文本

分析法勾画了居住证制度在国内的扩散路径，指

出该政策扩散时间特征呈陡峭“S形”；李健 [18]

通过公益创投政策的文本分析探讨该政策扩散的

制度逻辑和行动策略，指出公益创投政策扩散效

应显著，整体处于“S形”曲线的第一阶段，扩

散内容上兼具跟风模仿和学习借鉴双重特征，扩

散路径上由市级政府层面主导，呈现“中间崛

起”趋势，与普遍的“自上而下”趋势有较大差

异；杨志 [19]等从特色小镇政策的省际扩散模式中

发现了“爆发性政策扩散”现象，其扩散路径呈

现指数式的“R形”。参考文献 10 是此方向研究

最权威的文献，也是政策扩散领域被引用次数最

多的文献指出中国公共政策系统与西方相比具有

很强的独特性，提出中国政策的扩散模式从时间

上看，呈现“S形”特征，随着扩散时间的推移

会经历缓慢期、快速扩散期、扩散平稳期 3 个基

本阶段；从空间上看，中国政策扩散主要呈现近

邻效应、等级效应、轴向效应、集聚效应 4 种地

理扩散效应；在社会和政治维度上，中国政策扩

散模式有自上而下的层级扩散模式、自下而上的

吸纳辐射扩散模式、同一层级的区域或部门间扩

散模式和不同发展水平区域间政策跟进扩散模式

4 种；中国政策扩散的主要机制有学习机制、竞

争机制、模仿机制、行政指令机制和社会建构机

制 4 种。

部分学者做出相关假设，通过收集数据对假

设进行验证，进而得出中国政策扩散机制和影响

因素。谢俊 [20]从棚户区改造政策的事件史分析中

表 3 发文量排名前五的机构

机构名称 发文量 /篇

南京大学 13

重庆大学 9

中国人民大学 9

清华大学 8

北京大学 7

表 4 我国政策扩散研究被引次数排名前 12 位的论文

排名 题名 作者 发表时间 被引次数 /次

1 中国公共政策扩散的模式与机制分析 王浦劬；赖先进 2013-11-20 83

2 西方公共政策的理论发展之路及其对本土化研究的启示 毛寿龙 2004-01-20 77

3 政策创新与政策扩散研究述评 朱亚鹏 2010-07-26 68

4 论政策移植与政策创新 黄健荣；向玉琼 2009-03-01 46

5 政府创新扩散视角下的电子政务发展——基于中国省级政府的实证研究 马亮 2012-04-05 45

6 政策扩散理论与中国“政策试验”研究：启示与调适 周望 2012-08-20 39

7
政府间组织学习与政策再生产：政策扩散的微观机制——以“城市网格化管

理”政策为例
林雪霏 2015-01-20 42

8 政府间关系视角下的社会政策扩散——以城市低保制度为例 (1993—1999) 朱旭峰；赵慧 2016-08-10 31

9 公共政策扩散、政策转移与政策网络——整合性分析框架的构建 朱德米 2007-09-15 30

10 政策属性与中国社会政策创新的扩散研究 朱亚鹏；丁淑娟 2016-09-20 29

11 国际公共政策的扩散机制与路径研究 刘伟 2012-04-14 29

12 地方主官异地交流与政策扩散：以“多规合一”改革为例 张克 2015-06-15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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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出影响政策扩散的因素有中央政策、同级地

方政府压力、新闻报道数量和学术文章的数量；

朱亚鹏等 [21]用棚户区改造政策的案例指出在政策

扩散过程中，政策的属性会影响政策扩散的速度

和范围，而政策内容也会随扩散过程变化而产生

改变；马亮 [22]对中国城市引入公共自行车计划的

扩散状况进行实证分析，指出公共服务政策的扩

散受城市自身的公众压力、公共交通需求、政府

意愿与能力、外部利益相关者四组因素影响；张

克 [23]从“多规合一”的改革案例分析中，确证

地方官员异地交流和任职对政策扩散有决定性作

用，并指出政策主导者的支配性权威与问题的界

定、政策绩效合法性与技术可行性是影响地方政

府推动政策扩散的关键因素。另外，政策扩散需

要一定的介质，如社会媒体的报道、科研机构的

学术研讨等会影响政策扩散的进程。因此，国内

政策扩散研究的政策扩散机制和政策扩散影响因

素分别如表 5 和表 6 所示。

4 国内外政策扩散研究的对比分析

我国学者针对国内外政策扩散的研究进行了

对比分析。中国学术界在大量引述西方理论的同

时，也基于中国政策扩散理论的视角，对国外政

策发展现象进行考察，以期从中发现一些政策扩

散的规律，或者借助政策扩散这一研究方式来考

察国际政策的布局，为我国相应的政策制定提供

一定的建议。郑石明等 [24]应用政策扩散理论，对

国外气候政策扩散的创新来源、扩散动力和扩散

影响进行考察，为我国制定气候政策提出建议；

霍淑红 [25]应用政策扩散理论分析了美国私人基金

会对外援助的政治行为，指出私人基金会的对外

援助已经成为一种国际政策扩散途径，让发展中

国家深受现代化意识形态侵染；刘华等 [26]考察了

欧盟《REACH》法案对东亚国家的影响，分析

欧盟应用政策扩散机制影响和塑造全球政策的方

式；唐朱昌等 [27]从政策扩散理论的视角考察反洗

钱制度在各国的落实状况，考察了各种影响机制

对反洗钱制度国际扩散的影响，并提出非胁迫因

素对反洗钱制度扩散也有积极作用。

中外政策扩散研究的主要差异体现在政策扩

散机制以及政策扩散的影响因素上。周望 [28]指

出中国的政策实践以“试验—推广”为基本特

征，与西方政策扩散理论所归纳的模型差距较

大，认为中国的政策扩散是在一个多层级间互动

发生的，其中政府间的纵向关系起到重要影响作

用，并据此提出“吸纳—辐射”的政策扩散模

型。杨宏山等 [29]对比了中、美两国的政策扩散路

径，认为中美两国的政治扩散机制的差异之处在

于中国的政策创新过程中，中央政府发挥着主导

性作用，官员的异地交流任职会对政策扩散发挥

影响，而美国政策创新过程中，联邦政府发挥间

接作用，政策创新会按竞选周期发挥有规律的扩

散。我国学者从中国的政治决策机制总结中外理

论的差异，比如官员异地任职产生的扩散影响、

上级政府对政策的强制性推动、上下级政府的政

策吸纳推广机制等，并以此为创新点形成并发展

表 5 政策扩散机制

扩散路径 发生对象 主导机制

横向水平扩散 同一层级政府 学习、竞争、模仿

自上而下垂直扩散 高层级政府→低层级政府 强制、激励

自下而上垂直扩散 低层级政府→高层级政府 政策试点

表 6 政策扩散影响因素

影响因素分类 主要内容

内部影响因素 资源禀赋程度、领导人背景、地理位置等

传播中介 社会媒体、科研机构等

外部影响因素 社会文化、区域联盟、政治环境的变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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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适用于中国国情的政策扩散理论，对政策实践

提供可靠的指导。

5 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文献计量梳理中国政策扩散研究的

发展脉络。通过国内外相关文献的梳理和分析，

就相似概念，如政策发明、政策创新、政策趋同

等进行了辨析，从而明确了政策扩散的内涵，促

进政策扩散研究的理论发展。通过主要发文机构

和发文作者的统计，发现我国政策扩散的研究不

太集中、主要研究团队和方向比较分散等问题，

还有待进一步发展。中外的政策扩散理论具有相

似性，在“S形”“R型”的扩散特征以及学习、

竞争、强制、模仿、社会化等扩散机制都有相似

之处 [30]，国内政策扩散的路径由于受到府际关系

的影响与国外有所不同。

我国学术界政策扩散的研究经历了 35 年，

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创新应用”的过程，从

西方引入，并结合实践形成新的理论。政策扩散

研究的方向主要集中于“政策扩散概念的发展与

辨析”“政策扩散路径与机制”“国内外政策扩散

对比研究”3 个方面。在引入与消化期，主要是

对政策扩散理论相关概念和研究方法的梳理，以

论证政策扩散理论应用在我国政策研究中的适用

性。在创新应用期，主要基于我国政策环境开展

政策扩散的实证研究，论证某项政策扩散的路径

与机制以及扩散过程中的影响因素，并与国外相

关研究进行对比。

通过对国内政策扩散研究的梳理，本文在

实践层面和理论研究层面得出以下建议：在实

践层面，政策扩散涉及政府政策管理的重要环

节，也是科技管理的重要内容，国内政策扩散的

关注度有待进一步提高，政府及相关人员应增加

对政策扩散的重视度，关注政策落地实施的具体

情况，以便因地制宜地制定相关的政策或开展政

策试点。在理论研究层面，总体来说，我国政策

扩散的研究还不够成熟，建议在以下方面进行改

进：一是要明确研究的实际意义，开展以应用场

景导向的政策扩散研究，政策扩散研究更关注过

程，而不是扩散结果 [31]；二是要结合本地的具体

情况选择研究对象，开展有实际价值的研究，以

应用为导向，避免一味照搬照抄和为了论文而学

术 [32]；三是在研究方法上，要采用定性与定量相

结合的方法，丰富政策扩散研究的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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