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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２０００—２０１８年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３０９个公共管理学项目数据的分析,
概括了近年来公共管理学项目研究的现状和特征.研究表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对公共管理学研

究的支持力度日益加大;面上项目和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是基金资助的主要项目类别;研究问题较为

综合以及学科边界渐趋模糊;依托单位则呈现出明显的“金字塔型”分布,清华大学等高校是研究的

骨干机构,其背后具有学科领军人才和科研团队的支撑;项目负责人较为分散且青年研究群体的地

位得到提升.公共政策、政府绩效管理、公共服务管理、政府改革等是热点研究主题.各个主题内

容丰富,相互交织,共同推动公共管理研究的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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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具有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社会背景下,
公共管理学作为一门新学科,担负着重建社会治理

模式的重要使命[１].虽然经过多年发展,其在理论

研究和知识应用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学界普

遍认为公共管理学相对于传统学科而言还没有达到

成熟的高度,存在学科边界模糊、理论建构不足、研
究方法不规范等问题[２].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

会则是我国公共管理学研究的推动者和引导者,一
方面它为具有基础性、应用性和创新性的公共管理

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另一方面又能体现公共管理学

科的发展动态和研究热点.
诚然,以该基金数据为分析对象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反映出整个学科的研究特征.已有部分学者在

这方面做出了努力,例如冷疏影[３]通过梳理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人文地理学申请书的代码、研究领域和

研究内容,对人文地理学的近期发展特征进行了研

究;缪园、张伟倩等[４]对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的面上

项目进行动态分析,并探讨了基金项目的研究热点

和发展趋势;沈洪洲[５]统计了应急管理研究项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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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概况,重点分析了其研究热点主题及发展.但

在公共管理学科并没有出现相应的研究.因此,本
文将基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公共管理项目数据,通
过描述性统计方法来分析公共管理学项目在数量、
金额、项目类别、依托机构和负责人等方面的分布概

况,并对未来公共管理学研究热点领域的进展及特

征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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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２０００—

２０１８年间公共管理学科的全部项目为研究对象.
文 章 的 数 据 来 源 于 “科 学 网 ”(http://fund．
sciencenet．cn/),检索时间为２０１９年１１月,通过网

络爬虫的方法进行数据抓取,然后进行数据清洗与

人工校对,最后建立起本研究的样本数据库.科学

网由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和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管,由具有６０年媒体经

验的中国科学报社主办,具有深厚的媒体资本及科

教界口碑.科学网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查询系

统,收录１９９９年以来已获批准的项目,提供基金查

询、热门趋势、排行榜以及统计分析功能.在选择样

本的时间范围时,主要考虑了样本数据的时效性和

可获得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制度设立于１９８６年,
但其资助的公共管理学科项目的研究时间始于

２０００年,因此本文选择２０００年作为研究的时间起

点,以尽可能全面地反映公共管理项目的结构化特

征.因自２０１９年起的研究项目虽在数据库内,但却

缺乏学科分类、负责人职称、主题词等关键信息,故
未将其作为研究对象,因此本研究时间节点选为

２０１８年.在２０００—２０１６年间,公共管理学科在国

家自 然 科 学 基 金 学 科 分 类 体 系 中 为 二 级 代 码

(G０３０６),下设四个三级学科分别为公共管理基础

理论(G０３０６０１)、公共政策分析(G０３０６０１)、政府管

理(G０３０６０１)、社会管理与服务(G０３０６０１).２０１７
年,公共管理的学科代码更改为 G０４０１,下设公共管

理基础理论(G０４０１０１)、政府组织理论(G０４０１０２)、
社 会 与 区 域 治 理 (０４０１０３),公 共 政 策 分 析

(G０３０６０１)独 立 出 来 为 政 策 科 学 理 论 与 方 法

(G０４０２).随着学科代码的变化,公共管理基金项

目的所属代码也随之更新,本文按照各个项目更新

后的现属学科代码进行统计.但也存在部分代码更

新错误的现象,例如«关节软骨再生修复因子的基因

克隆与鉴定»(批准号３０６７２１２０)等明显不属于公共

管理研究内容的项目也处于公共管理学科代码下,
通过与项目查询系统的人工校对,经删减和增添后

最终得到的项目共３０９个.此３０９个项目构成本文

的研究样本.

２　公共管理研究的总体特征

数据分析表明,２１世纪以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中公共管理研究项目表现出如下显著的特征.

２．１　年度立项数量和资助金额逐年增加

２０００—２０１８年,公共管理学受到自然科学基金

资助的项目总数为３０９项,资助金额共１．１亿元.
表１显示了此１９年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对公共管

理学的资助项目数量、总金额以及单项平均金额等

信息,可以看出各项数据总体上呈上升趋势,这反映

了我国对公共管理学科研究的重视程度日益增加,
支持力度也在不断加大.

根据不同年份呈现出的数据特征,本文将其简

单分 为 三 个 阶 段:(１)起 步 期:２０００—２００４ 年,
(２)探索 期:２００５—２０１１ 年,(３)发 展 期:２０１２—

２０１８年.在２０００—２００４年期间,公共管理学的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数量每年都未超过７项,受资

助的资金总额也未超过９０万元,占资助总额的比重

皆低于１％.单项平均资助额少于１５万元,资助力

度并不强.而在２００５—２０１１年期间,无论是项目数

量还是资助金额都有了显著增长,每年的立项数量

处于９至２０之间,资助金额开始超过１００万元;大
部分年份的金额占资助总额的比例都在１％~５％
之间,单项平均资助额在２０万~３０万元间不定.

２００６年因为有三个重大项目,当年的资助总额达到了

５１３万元,为此阶段的一个“高峰”.虽然也有如２００７
年立项项目为０这样的“低谷”,但总体来看,第二阶段

比第一阶段有了明显的提升.此外,在２０１２—２０１８年

表１　２０００—２０１８年年度立项数量、资助金额和强度统计

年份
立项数量

/项
占比

/％
资助金额

/万元

占比

/％
资助强度

/(万元/项)

２０００ 　１ 　０．３２ 　　８．００ 　０．０７ ８．００
２００１ ６ １．９４ ７１．００ ０．６５ １１．８３
２００２ ２ ０．６５ ２４．００ ０．２２ １２．００
２００３ ７ ２．２７ ８９．００ ０．８１ １２．７１
２００４ ４ １．２９ ５９．００ ０．５４ １４．７５
２００５ １３ ４．２１ １８１．００ １．６５ １３．９２
２００６ １８ ５．８３ ５１３．００ ４．６８ ２８．５０
２００７ 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００８ １７ ５．５０ ４２７．００ ３．８９ ２５．１２
２００９ ９ ２．９１ ２５２．００ ２．３０ ２８．００
２０１０ １６ ５．１８ ３７６．００ ３．４３ ２３．５０
２０１１ ２０ ６．４７ ４６８．００ ４．２７ ２３．４０
２０１２ ２７ ８．７４ ８５２．００ ７．７７ ３１．５６
２０１３ ２８ ９．０６ １１２７．００ １０．２８ ４０．２５
２０１４ ２６ ８．４１ １０１０．００ ９．２１ ３８．８５
２０１５ ３３ １０．６８ １６５９．００ １５．１３ ５０．２７
２０１６ ２３ ７．４４ １７７１．７０ １６．１６ ７７．０３
２０１７ ３３ １０．６８ １０２２．７１ ９．３３ ３０．９９
２０１８ ２６ ８．４１ １０５３．００ ９．６０ ４０．５０
合计 ３０９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９６３．４１ １００．００ ３５．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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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每年项目数量大多在２３~３３项间,２０１５和２０１６
年的资助金额都突破 １６００ 万元,其余几年则在

１０００万元左右.这７年共立项１９６项,占１９年立

项总数的６３．４３％,资助金额占总金额的７７．４９％,
单项平均资助额相比前两个阶段也有较大的增长.

２．２　研究项目类别趋于协调发展

从项目类别的分布来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通

过对不同类型项目的资助,以推动公共管理学的协

调发展.表２显示,面上项目和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是基金资助的主要项目类别,其中面上项目所占的

比重最大(１５５项),占１９年项目总数的５０１６％,资
助金额也占总金额的５０９０％,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数占 比 为 ３４９５％,二 者 合 计 共 占 比 重 高 达

８５１１％.这表明了我国对公共管理基础研究,以及

青年科学技术人员独立主持科研项目、进行创新研

究能力的重视.此外,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重大

研究计划、应急管理项目这三个项目类别的数量最

少,所占的比重都低于１％.而国际(地区)合作与

交流项目、地区科学基金项目、重大项目这三个项目

类别所占比重分别为５５％、４５３％和２９１％,位于

中间地带.２０００—２０１８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共资

助了２项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９项公共管理学

重点项目,单项平均资助金额达１３０万元,有利于培

养优秀学术骨干,促进开展深入和系统的创新性研

究,对公共管理学前沿研究取得突破发挥了重要作

用.２０１７年,公共管理学得到８项国际(地区)合作

研究与交流项目资助,２０１８年则获得９项,这促进

了公共管理学者利用国际资源开展实质性的国际或

地区合作研究和交流,提高中国公共管理话语体系

和知识体系的影响力.

表２　项目类别统计

项目类别名称
项目数量

/项
占比

/％
资助金额

/万元

资助强度

/(万元/项)

面上项目 １５５ ５０１６ ５５８６．００ ３６．０４
青年科学基金

项目
１０８ ３４．９５ １９５０．００ １８．０６

优秀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２ ０．６５ ２６０．００ １３０．００

国际(地区)合
作与交流项目

１７ ５．５０ １３８８．４１ ８１．６７

地区科学基金

项目
１４ ４．５３ ４１８．００ ２９．８６

重点项目 ９ ２．９１ １２８９．００ １４３．２２
重大研究计划 ３ ０．９７ ６０．００ ２０．００
应急管理项目 １ ０．３２ １２．００ １２．００
合计 ３０９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９６３．４１ —

２．３　学科分布有待细化

表３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公共管理学的学科分

布了进行了简单统计,结果显示大部分的公共管理

学项目在二级学科分类下,只有三分之一项目在选

择学科代码时细化到了三级学科即末级学科代码.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代码体系中,公共管理学

位于管理科学部,是一级学科宏观管理与政策下的

二级学科,其下又设公共管理基础理论、政府组织管

理、社 会 与 区 域 治 理 三 个 三 级 学 科.各 学 科 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８年期间的基金项目数量和所获资助金

额如表所示,从表中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公共管理学

申报的项目最主要集中在二级代码公共管理学

(G０４０１),占总项目数的６６．３４％,项目经费也最高,
占总经费的７１．３７％.其次是三级代码政府组织管

理(G０４０１０２),占总项目数的２２．３３％,资助金额在

总金额中的比重是１８．３７％.最后是公共管理基础

理论(G０４０１０１)和社会与区域治理(G０４０１０３)这两

个三级代码,占总数的１１．３３％.从资助强度来看,
只有公共管理的项目平均经费(３８．１６万元)高于所

有项目的平均经费(３５．４８万元),而公共管理基础

理论、政府组织管理、社会与区域治理这个三个学科

的项目平均资助额都低于３５．４８万元,资助强度依

次递减.

表３　学科分布统计

学科
项目数量

/项
占比

/％
资助金额

/万元

资助强度

/(万元/项)

公 共 管 理
(G０４０１)

２０５ ６６．３４ ７８２３．４１ ３８．１６

公共管理基础理

论(G０４０１０１)
２８ ９．０６ ９４１．５０ ３３．６３

政 府 组 织 管 理
(G０４０１０２)

６９ ２２．３３ ２０１４．５０ ２９．２０

社会与区域治理
(G０４０１０３)

７ ２．２７ １８４．００ ２６．２９

２．４　依托单位呈现出“金字塔结构”
在公共管理学研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的依托单位较为集中,无论是就单位所立项目数还

是所获资助额而言,都呈现明显的金字塔型.３０９
项基金项目共由１１１个单位承担,其中６个科研机

构承担项目８项,１０５个高等院校校承担项目３０１
项.可见高校作为公共管理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的主要申请来源和承担单位,是我国公共管理研

究的优势单位.此外,学者对期刊文献的计量分析

结果也表示经过专业学术训练的高校承担我国公共

管理学科研究的重任,这意味着公共管理管理研究



　
第３５卷　第５期 徐国冲等:公共管理项目研究的结构化特征———基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考察 ８２９　　 　

将日益规范化和学术化[６].
从表４各单位承担项目数量的排名来看,清华

大学承担项目最多,为２９项,比重为９．３９％,其次

是浙江大学１６项,第一名和第二名之间的差距较

大,之后承担单位所承担的项目数量呈现出较为平

滑的递减趋势.第三名到第六名依次为中国人民大

学１５项、北京大学１３项、厦门大学１０项、西安交通

大学１０项.数量前六名的单位共承担项目９３项,
占公 共 管 理 学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总 项 目 的

３０１０％,这六所高校是我国公共管理研究的主要阵

地,并且综合实力排名靠前,为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

一流学科建设高校.数量前十六名的单位共承担项

目１６０项,占总数的５１．７８％.根据各承担单位所

承担的项目数量,可以将承担单位分为２个区间:第
一个区间是排名１~４７名的承担单位,这４７个单位

所承 担 的 项 目 数 量 大 于 或 等 于 ２ 项,共 承 担 了

７９３０％的公共管理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第

二个区间是其余６４个单位,这６４个单位分别只承

担了一个项目,占总项目数量的２０７０％.

表４　依托单位承担项目数量统计

排名 依托单位
项目数量

/项
占比

/％
累计占比

/％
１ 清华大学 ２９ ９．３９ ９．３９
２ 浙江大学 １６ ５．１８ １４．５６
３ 中国人民大学 １５ ４．８５ １９．４２
４ 北京大学 １３ ４．２１ ２３．６２
５ 厦门大学 １０ ３．２４ ２６．８６
６ 西安交通大学 １０ ３．２４ ３０．１０
７ 哈尔滨工业大学 ９ ２．９１ ３３．０１
８ 武汉大学 ９ ２．９１ ３５．９２
９ 浙江工商大学 ８ ２．５９ ３８．５１

１０ 复旦大学 ７ ２．２７ ４０．７８
１１ 上海交通大学 ７ ２．２７ ４３．０４
１２ 大连理工大学 ６ １．９４ ４４．９８
１３ 华中科技大学 ６ １．９４ ４６．９３
１４ 电子科技大学 ５ １．６２ ４８．５４
１５ 南京大学 ５ １．６２ ５０．１６
１６ 上海财经大学 ５ １．６２ ５１．７８

表５则按资助金额进行了统计,虽然承担单位

的排名发生了变化,但清华大学仍然位列第一,其资

助金额占总资助额的１２．７３％,遥遥领先于其他研

究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依次为

第二至第四名.可见这四所高校无论是在项目数量

还是资助经费上都高于其他单位,处于公共管理学

研究的强势地位.兰州大学、复旦大学从立项数排

名的第二十名、第十名分别变为资助额排名中的第

六名和第七名,这是因为它们承担的项目总数虽相

对较少,但承担了重点项目和国际(地区)合作与交

流项目,所以得到了较多的资助金额.表中所列出

的前十二名高校所获金额达总资助额的５１．４６％,
承担项目共１２９项.此外,资助金额超过１００万元

的共有３０个承担单位,其中只有中国医学科学院是

科研机构,其余均为高校.这３０个单位共获资助

８２２９．３５万元,高达资助总额的７５．０６％.这说明

学术资源主要集中在综合实力较强的高校中,分布

呈现出典型的“金字塔结构”[７].在承担单位金字塔

的上层,高校数量少,但能力强、获得的学术资源多;
而在承担单位下层,高校和科研机构多,但能力相对

较弱,学术资源少.

表５　依托单位所获资助统计

排名 依托单位
资助金额

/万元

占比

/％
累计占比

/％
项目数量

/项

１ 清华大学 １３９５．３０ １２．７３ １２．７３ ２９
２ 中国人民大学 ６２７．００ ５．７２ １８．４５ １５
３ 北京大学 ５３２．３３ ４．８６ ２３．３０ １３
４ 浙江大学 ５０６．５０ ４．６２ ２７．９２ １６
５ 武汉大学 ３８７．００ ３．５３ ３１．４５ ９
６ 兰州大学 ３７４．００ ３．４１ ３４．８６ ４
７ 复旦大学 ３４１．５８ ３．１２ ３７．９８ ７
８ 厦门大学 ３３１．００ ３．０２ ４１．００ １０
９ 西安交通大学 ３１０．００ ２．８３ ４３．８２ １０

１０ 浙江工商大学 ３０８．００ ２．８１ ４６．６３ ８
１１ 电子科技大学 ２７３．００ ２．４９ ４９．１２ ５
１２ 上海交通大学 ２５６．００ ２．３４ ５１．４６ ７

２．５　项目负责人较为分散且有侧重

公共管理学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负责人较

为分散,在样本期间内,３０９项资助项目由２５８位学

者承担,其中２２３位负责人承担过一个项目,２６位

学者承担过两个项目,只有９位学者承担过三项以

及上项目.这９位学者共承担项目３４项,占全部项

目的１１％,构成我国公共管理研究的领军人才.在

９位公共管理研究核心学者中,获得项目资助金额

最多的是兰州大学的包国宪,并远高于其他学者.
其在２０１５年开始的关于政府绩效管理的重点项目

获得了２７０万元的资助,也是单项项目资助金额最

高的一项研究.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研究周

期来看,获得资助项目在四项及以上的学者基本都

是连续承担相关基金课题,并在长期的研究中取得

了较高成就,成为学科带头人.例如一直以政府成

本问题为研究重点的何翔舟、以地方政府绩效为研

究方向的吴建南、长期关注非营利组织的蔡宁、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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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与社区志愿者组织互动关系的梁莹①.这

反映出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对学科人才培养的推动

作用,通过资助项目负责人开展研究,可以使其在该

研究领域成长壮大.同时项目负责人通过完善学科

知识、提升学科价值,可以吸引更多人才加入公共管

理学的研究中,也可以促进专门研究队伍的建立,完
善学科人才体系[８].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公共管理项目负责人的职

称分布方面,本文将负责人职称分为四类,第一类包

括教授和研究员,第二类包括副教授和副研究员,第
三类包括讲师、助理研究院和博士后,第四类为未确

定.从表７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在整个样本期间

内,教授和研究员是公共管理项目研究的核心主体,
其负责的项目数量占所有项目的５９．５５％,共１８４
项.其 次 是 副 教 授 和 副 研 究 员,占 总 项 目 的

２９７７％,这两大类负责人共获得资助１０２７６．４１万

元,占公共管理基金项目总额的９３％.讲师、助理

研究员、博士后所占比重较低,为１０．０３％.可见,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公共管理学研究中对研究负责

人有着相当高的要求.值得注意的是,从负责人的

分段统计来看,作为青年研究群体的讲师和博士后

所占的比例正在提高.２００５—２０１１年间,讲师和博

士后所负责的项目所占比重为２．１５％,但在２０１２—

２０１８年间,比重上升到了１４．８％,教授和研究员的

占比则从８０．６５％下降到了４５．９２％,.这在一定程

度上表明,讲师、博士后等这一更为年轻的研究主体

在公共管理学科研究中的地位得到了提升.

３　公共管理未来的研究主题与特点

主题词既是学术共识表达的重要方式,也是学

科话语体系构建的基础,在３０９项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公共管理学项目中,共有研究主题词１５１３个,其
中１０８１个词彼此之间表述不同,频次为１的主题词

为９５５个,在全部主题词中的比重高达８８％,只有

１２６个词出现的频次大于或等于２.从公共管理项

目的主题词统计结果可以看出,现阶段的公共管理学

研究缺乏为学术共同体普遍认同和使用的主题词,这
表明公共管理学的研究主题较为分散,学科共识还有

待进一步提高.表８具体反映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前４５个高频关键词,也是出现频次超过或等于３
次的所有关键词.“地方政府”出现频次最高,为１２
次,出现频次超过５次的关键词还有“人口老龄化”
(１０次)、“电子政务”(８次)、“公共政策”(８次)、“公共

产品”(６次)、“食品安全”(６次)、“政府绩效”(６次)、
“治理”(６次).

表６　项目负责人情况统计

项目负责人 单位 项目数量/项 项目金额/万元 项目类型

何翔舟 宁波大学/浙江工商大学 ６ １８６．００ 面上项目

吴建南 西安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 ５ １５３．００ 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蔡宁　 浙江大学 ４ １７１．００ 面上项目

梁莹　 南京大学 ４ １２０．５０ 面上项目、青年基金科学基金项目、国际
(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

包国宪 兰州大学 ３ ３５６．００ 面上项目、重点项目

黄萃　 清华大学 ３ ２２５．００ 面上项目、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贾海薇 华南农业大学 ３ １３４．００ 面上项目

陈振明 厦门大学 ３ １３０．００ 面上项目

范柏乃 浙江大学 ３ ９３．５０ 面上项目

表７　项目负责人职称统计

负责人职称
２０００—２００４年 ２００５—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２—２０１８年 ２０００—２０１８年

项目数/项 占比/％ 项目数/项 占比/％ 项目数/项 占比/％ 项目数/项 占比/％
教授、研究员 １９ ９０ ７５ ８０．６５ ９０ ４５．９２ １８４ ５９．５５
副教授、副研究员 １ １０ １４ １５．０５ ７７ ３９．２９ ９２ ２９．７７
讲 师、助 理 研 究

员、博士后
０ ０ ２ ２．１５ ２９ １４．７９ ３１ １０．０３

未确定 ０ ０ ２ ２．１５ ０ ０．００ ２ ０．６５
合计 ２０ １００ ９３ １００．００ １９６ １００．００ ３０９ １００．００

① 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２０１９年第六次委员会议决定,梁莹的四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已被撤销,已拨资金已被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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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　样本中排名前４５位的主题词列表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序号 主题词 频次

１ 地方政府 １２ １６ 机制 ４ ３１ 激励机制 ３

２ 人口老龄化 １０ １７ 绩效管理 ４ ３２ 结构方程模型 ３

３ 电子政务 ８ １８ 健康管理 ４ ３３ 社会资本 ３

４ 公共政策 ８ １９ 可持续生计 ４ ３４ 实验 ３

５ 公共产品 ６ ２０ 老年人 ４ ３５ 实验经济学 ３

６ 食品安全 ６ ２１ 实证研究 ４ ３６ 数据挖掘 ３

７ 政府绩效 ６ ２２ 政府改革 ４ ３７ 网络治理 ３

８ 治理 ６ ２３ 博弈论 ３ ３８ 危机管理 ３

９ 公共治理 ５ ２４ 城镇化 ３ ３９ 应急管理 ３

１０ 绩效评估 ５ ２５ 仿真 ３ ４０ 影响因素 ３

１１ 绩效评价 ５ ２６ 公共价值 ３ ４１ 政策 ３

１２ 社会网络 ５ ２７ 公共物品 ３ ４２ 政策执行 ３

１３ 系统动力学 ５ ２８ 管理机制 ３ ４３ 政府绩效管理 ３

１４ 制度创新 ５ ２９ 环境治理 ３ ４４ 治理机制 ３

１５ 非营利组织 ４ ３０ 机制设计 ３ ４５ 智慧养老 ３

主题词作为对项目研究内容的高度凝练,在一

定程度上代表了公共管理研究的重点主题领域或热

点内容.为了降低研究主题的个数规模,本文对公

共管理研究主题按照其内在相关性对其进行归并处

理[６].不可忽视的是,系统动力学、仿真、结构方程

模型、实验等研究方法也作为高频关键词出现,这些

方法的有效运用将进一步夯实公共管理的学科基

础.在对主题词统计的基础上,将公共政策、政策、
政策执行归并为公共政策领域,将治理、公共治理、
网络治理、治理机制归并为国家治理领域,将制度创

新、政府改革、管理机制、机制设计归为政府改革领

域,将政府绩效、绩效评估、绩效评价、绩效管理、政
府绩效管理归为政府绩效管理领域.因此,排名前

４５名的主题词可以凝练为以下四大热点主题领域:
公共政策、政府绩效管理、公共服务管理、政府改革

与国家治理.值得强调的是,此四大热点并不是彼

此独立分割,而是相互联系和交叉的,共同推动公共

管理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未来的研究主题并不是空

穴来风、凭空产生的,而是在有效衔接已有研究成果

和吸取已有知识积淀的基础上,根据若干年后经济

社会发展的需要来确定的.它既是学科理论的继承

发展,又能引领学科发展的导向.接下来对以上研

究主题做进一步的扩展讨论,并结合已立项的相关

研究项目进行该研究主题的特点分析① .

　　①　以下资料均来源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查询系统(http://fund．sciencenet．cn/)中的各项目摘要.

３．１　公共政策研究:凸显中国特色

公共政策是公共管理学中的一个较为独立且成

熟的主题领域,也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期支持的

重要研究课题.在２０００—２０１８年间,共有５５个基

金项目的主题词中包含“政策”,其所获资助金额共

计１９８３．３万元,约占公共管理项目基金总额的

１８％.通过对这一主题项目摘要的梳理,本文认为

其研究主要呈现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立足于中国政策系统及其运行,极大推动

了中国政策科学话语体系和学科体系的建立.由于

历史和现实等多方面的原因,我国与西方的政策主

客体、决策体制机制、政策运行过程等具有很大的差

别,因而,我国必须基于自身实践,发现和提出中国

政策科学的本土化话语表达和理论创新[９].毛寿龙

教授从制度分析的视角出发,基于中国的实践经验,
探讨了我国公共政策的制度平台基础[１０].丁煌则

运用博弈论方法,通过实证研究揭示了公共政策过

程中各个主体之间的博弈关系和规律[１１].苏竣在

一项重点项目基金的资助下,对不同政策领域进行

深入剖析,打开了公共政策决策模式的黑箱,透视决

策环境、决策主体和决策体制互动的深层动力机制,
为公共部门如何根据决策环境科学选择决策模式提

供了理论指导[１２].此外,于君博[１３]、阎波[１４]、王战

军[１５]、朱旭峰[１６]等学者分别对政策议程设置、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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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政策评估、政策变迁等政策具体过程环节进行

了深入研究.
第二,关注当代中国改革和发展中的政策问题,

对中国公共政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现代化具有重

要意义.公共管理基金项目在进行政策科学研究

时,所关注的领域非常广泛,涉及生态文明、土地住

房、医疗卫生、计划生育、国际贸易等众多政策领域.
以分配政策为例,李实对收入差距变动的原因进行

了深入研究,在此基础山提出了提高农民收入以及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政策建议[１７].亓寿伟则探讨

了收入不平等与代际传递之间的关系,通过伪实验

方法为政府采取正确措施干预家庭背景对下一代收

入的影响提供决策依据[１８].
第三,接轨时代发展方向和学术前沿,增强了我

国公共政策分析方法的科学性和创新性.在信息技

术高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我国公共管理学者也在

不断强化自身的科学基础.李亚深入研究了协商式

政策分析(DPA),包括利益分析、证据联合校验、协
商辅助这三项DPA核心技术以及DPA组织模型和

运作过程[１９].张楠则通过概率主题建模、情感分析

等方法对由网络舆情、政策文本与系统生成数据等

构成的公共衍生大数据进行知识挖掘,以探索政府

决策模式[２０].黄萃专注公共政策量化研究,创建了

公共政策文献量化理论方法体系,并建立了包括上

百万份政策文献在内的数据库,开发了政策网络图

谱、政策切词等一系列量化软件工具[２１].

３．２　政府绩效管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并进

我国政府绩效管理研究从无到有,经过近二十

年的发展,无论是理论、还是价值抑或是制度等层面

都取得了显著进展.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的资助对提升该领域的研究水平有着重要作用.从

其资助的项目内容来看,该领域的进展主要包括以

下几个方面:
首先,关注政府绩效管理的公共价值本位取向,

为解决政府绩效管理实践问题提供新路径.由兰州

大学管理学院包国宪所带领的研究团队是一支主要

研究力量,共获３５６万元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其
中有一项为重大项目,对以公共价值为基础的政府

绩效管理理论体系和研究范式的构建以及制度建设

具有重要贡献.２０１１年,包国宪探讨了政府绩效管

理的价值内涵、价值定位和价值结构,构建了政府绩

效管理的价值分析方法和评估模型[２２].２０１４年又

研究了以公共价值为基础的政府绩效构成要素和影

响因素,进一步深化了对政府绩效的来源、生成要素

和生成机制的认识[２３].２０１５年在一项重点项目资

助下,探讨了体现政府改革取向的公共价值、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政府职能、国家治理体系与

治理能力现代化必备的政府绩效管理体制三者之间

的内在关系,并从政府绩效的社会建构出发构建超

越新公共管理的政府绩效管理理论体系,为顶层设

计提供对策建议[２４].近十年来,该团队的一系列研

究在理论、方法和应用方面都取得了丰富成果.此

外,包国宪领导的兰州大学政府绩效管理研究中心

是全国首家政府绩效评价的学术组织,这表明了专

业研究中心在申请基金项目中的作用,同时也为学

科发展提供了较好的借鉴:要发展自己特色的研究领

域或研究中心,继而形成专项研究的聚集效应[２５].
其次,深入挖掘政府绩效的影响因素和机制,明

晰了制度体制、利益相关主体、内外环境对绩效的作

用路径.由原西安交通大学的吴建南所带领的团队

是另一支主要研究力量,共获得四项政府绩效管理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助金额为１０１万元.在

２００３年,吴建南就立足本国实践和国际前沿,将规

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对我国地方政府绩效评

价的机制模型、决定因素、最佳管理实践进行了深入

研究[２６].２００６年,系统研究了行风评议这一以公众

为主体的绩效评价行为,分析了行风评价的成本收

益、在促进政府绩效改进中的制约因素、各相关主体

的特征和互动关系等问题,在此基础上构建基于公

众满意测量的行风评议方案[２７].２００９年,吴建南又

从事权和财权制度约束的视域出发,研究了目标责

任考核与财政管理制度对地方政府创新行为和政府

绩效的影响,明确了从制度影响创新、进而影响政府

绩效的路径[２８].２０１２年,基于政府创新扩散和政府

绩效改进的视角,运用文本分析、案例研究、统计分

析等多种研究方法,吴建南系统分析效能建设的成

因、运行机理、绩效改进作用和扩散规律,为建设高

绩效政府提供理论和经验依据[２９].
最后,不断丰富政府绩效管理的研究视角,深化

了绩效管理基础理论、管理模式、评价指标体系等方

面的认识.对政府绩效管理保持长期关注的还有周

志忍、卓越、阎波、王学军等学者.周志忍于２００１年

最早对公共部门绩效管理的基本理论做出系统论

述,并以实践为依据,围绕质量管理、服务承诺制度

等探讨了公共部门提高绩效的有效机制[３０].卓越

聚焦于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疏通了运用数据

挖掘技术导入指标体系设计的关键技术节点,并选

择典型研究对象进行实证检验,以保证指标体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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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用性[３１].阎波重点关注问责机制与政府绩效的

关系,其２０１２年的课题采用案例研究、调查研究等

方法,系统解释了问责机制通过组织行为影响政府

绩效的路径[３２].２０１５年则在政策执行视角下,进一

步剖析了问责机制的形成和作用机理,归纳了组织

控制、机理和协同等功能要素对问责机制的影响路

径,以及问责机制的压力效应[１４].在这两项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项目的资助下,阎波清楚地阐述了问责

机制的相关问题,为完善问责机制的制度设计提供

了充足的理论基础.此外,王学军创造性地提出了

绩效损失分析,讨论了绩效损失的形成机制、测量方

法以及治理模式[３３].

３．３　公共服务管理:从供给效率转向供给质量

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服务型政府是现代政

府的发展目标.公共服务管理一直是公共管理研究

的热点话题.２０００年以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公共

管理项目中共有２６个项目的主题词中包含“公共服

务”“公共产品”“公共品”等词.通过对项目摘要的

分析可以发现,在２０００—２０１１年间,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对公共服务的研究重心是供给效率.公共

产品供给的高成本和低效率是影响公众福利、社会

和谐的桎梏.而随着我国行政改革的深入,各地也

拉开了持续改进公共服务质量行动.２０１２年后有

关公共服务管理的基金项目也转向公共服务的供给

质量,因为人们更加关注的是公共服务是否可以满

足群众的需求,而非政府自身效率的高低[３４].
具体而言,２０１２年之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重点研究如何提高供给效率,使公共产品尤其是农

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走出非效率和非规模的困境.刘

建平于２００６年通过大量田野调查,对农村公共产品

的供给效率进行了实证研究,深入剖析了农民需求

表达机制、供给困境及原因、有效供给路径,并强调

通过国家、社会、市场和农民的优势互补来推动供给

制度的创新、增加公共产品的供给[３５].也有学者从

政策目标和手段的一致性出发,例如苏振华围绕着

实现公共产品最优投资效率所需的公共管理机制进

行了一系列的探讨,并通过实证研究考察了这些机

制与投资效率、投资绩效实现程度之间的关系,总结

了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相符的机制选择的基础性原

则[３６].杨明洪则专注于公共产品供给效率评价与

改进,运用公共产品理论研究了政治—生态—军事

敏感区村庄公共产品供给的特殊性,并构建了供给

效率的评价指标体系,通过长期跟踪调查进行评估,
继而提出了完善供给的对策[３７].政府垄断公共产

品经营管理所造成的高成本是阻碍供给效率提高的

重要原因.何翔舟对此进行了深入解剖,针对不同

类型公共产品经营成本的控制方法和管理制度,选
取典型案例进行了模拟分析,并提出了中国公共产

品供给的政策理论[３８].这些项目对于丰富公共产

品供给理论,提高我国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具有重

要意义.

２０１２年以来,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得到了越来越

广泛的关注,解决公共服务有效供给不足和质量不

高等问题逐渐成为研究热点.２０１３年,陈振明构建

了较为完整的公共服务质量管理理论体系,分析了

公共服务质量持续改进的基本内涵、构成体系和影

响因素,并设计了基于公共服务接收者和消费者—
市民导向的公共服务质量激励约束机制、改进管理

框架、评价指标体系,此外,该项目还提炼了本土化

经验,提出了具有创新性和现实性的改进策略[３９].
耿旭也引入了质量管理理论,对公共服务标准化进

行价值重构,探索建立以公民导向、过程思维、全员

参与、持续改进和数据支持为特征的质量驱动的理

论分析框架,设计了多层次的管理机制,并以多个公

共服务为实验场域进行修正和优化[４０].王欢明则

将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困境总结为三点,即阶层

分配差异大、空间分布不均衡和结构配置失衡.为

了解决这些问题,王欢明建立了公共服务多元主体

合作的供给模式、公众满意度模型、公平性评价模

型,其研究将公共服务网络治理制度安排和治理绩

效联系起来,明确了二者之间的逻辑关系[４１].除质

量管理理论外,行为科学、实验经济学中的“助推”理
论也为公共服务质量管理研究带来新的启发.李德

国引入“助推”理论,将市民的态度、心理和行为纳入

分析框架.探索建立具有“恰适性”的公共服务质量

“助推机制”的框架体系[４２].这一系列研究为我国

提升公共服务质量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持和实践

指导.

３．４　政府改革与治理:基础理论与创新实践并重

政府体系是决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性因

素.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起,政府改革逐渐成为世

界性潮流,各国政府都试图通过自身的革命来回应

公众需求、应对时代挑战[４３].丰富的政府改革实践

促使相关理论的形成,公共管理理论也指导和完善

了政府改革实践.政府改革与治理研究课题长期受

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理

论,为政府改革提供了可供抉择的路径.
一方面,对政府改革所涉及的基本主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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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结构、职能体系、管理方式等进行了研究,形成了

较为系统的政府改革理论体系.２０世纪初,运动式

改革成效较小,陈振明从技术性的管理方式入手,对
工商管理技术和市场机制在行政管理中应用的可能

性和效果进行了评价,丰富了政府管理方式改进研

究[４４].此外,政府机构是行政管理的主体,是政府

职能的载体,只有当政府机构体系合理科学时,政府

才能有效履行职能.王有强利用多元利益相关者分

析模型研究了政府部门结构和运作现状,对政府职

能转变、组织结构优化和运作管理创新进行了系统

研究.他提出政府职能的转变要反映社会需求和政

府自身使命以及内外环境的发展,而政府结构和运

作之间 要 相 互 协 调,并 进 行 改 变 以 适 应 职 能 转

变[４５].杨冠琼深入探讨了中国地方政府规模和机

构优化的基本理论,通过历史比较和国际比较,对我

国地方政府规模与结构的演变过程和规律进行了深

刻阐述,分析了其供求决定因素和机制,并基于可持

续发展、社会福利最大化等提供了相应的评判标准,
为优化我国地方政府规模和结构提供了理论依

据[４６].从宏观上看,政府改革背后受到思想价值、
经济体制、社会形态等各种因素的影响[４７],那么从

微观视角而言呢? 刘霞的研究对此问题做出了回

答.她揭示了隐性组织知识对政府变革的决定性作

用,隐形组织知识涉及体制、机制、治理、编制和政策

的观点评价和行动意向,这些知识在很大程度上影

响了政策原动力和创新行为取向,因而成为推动政

府改革的力量[４８].
另一方面,回顾和描述了我国地方政府改革的

发展过程与现状,通过对案例的剖析,较为系统地总

结了我国地方政府改革的经验,提出了具有可操作

性的建议.２００２年,方湖珊以江西和浙江两地乡镇

为实证对象,对不同类型乡镇机构改革后的机构设

置和成效进行了分析,并总结了部分乡镇机构行政

管理体制的改革经验,探讨了乡镇政府如何通过改

革适应新形势,并提出了一系列观点,例如认为镇机

构改革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上级政府机构改

革的成功,难点在于提高广大乡镇干部渴求改革的

内在动力[４９].２０１１年,贾海薇通过对珠三角城乡统

筹发展的实证研究,分析了基层政府的职能转变与

机构设计的匹配函数,揭示了促进城乡统筹发展中

的市县基层政府治理体制创新的特点、机理与路径

选择,为其他地方政府进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供

了经验借鉴[５０].２０１３年时她又通过对广东地级市

的实地调研,研究了各类城乡管理主体的合作机制,
计算不同机制下基层治理的效益函数,设计出促进

城乡一元的行政体制改革方案[５１].
此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历来重视危机管理与

应急管理的研究,主题词列表上榜上有名.新冠肺

炎疫情的肆意蔓延,为加大对公共卫生安全与应急

管理体系研究的支持力度提供了重要契机;“应急管

理碎片化”问题消解研究也提上议事日程[５２].

４　结　论

本文以２０００—２０１８年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公

共管理学项目数据为研究样本,描述了其在数量、金
额、项目类别、依托机构和负责人等方面的分布特

征,对公共管理学研究热点领域的进展及特征进行

了探讨,并得到了以下结论:(１)从基金项目年度数

量和金 额 来 看,总 体 上 呈 增 加 态 势,尤 其 是 在

２０１２—２０１８年间得到较快的增长,这７年的立项数

占２０００年以来总立项数的６３．４３％,资助金额占比

７７．４９％;(２)从项目类别来看,面上项目和青年科

学基金项目是主要项目类别,共占基金项目总数的

８５．１１％,重点项目和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数量

少,但平均单项资助额最高;(３)从学科分类上看,
约６７００％的公共管理学项目在二级学科分类下,
而未选择末级申请代码,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研究

问题较为综合以及学科边界渐趋模糊;(４)从依托

单位来看,呈现出明显的金字塔型结构.３０９项基

金项目共由１１１个单位承担,其中高校是核心主体.
承担５个项目以上的优势机构共１６家,虽只占全部

依托单位的１４００％,但承担项目却占５１．７８％.所

获资助额超过１００万元的共３０个单位,占全部单位

的２７００％,所获资助额却占资助总额的７５．０６％;
(５)从项目负责人来看,分布较为分散.２５８位学者

共承担３０９个项目,８６４０％的学者只承担过一个项

目,承担过３项以上的只有９位学者,他们在长期研

究中取得了较高成就.从负责人的职称分布来看,
教授和研究员是主要研究群体.但近年来,讲师、博
士后这类更为年轻的研究主体在公共管理研究中的

地位得到提升.
同时,在对主题词进行统计和归并处理后发现: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公共管理学项目研究主要聚焦在

公共政策、政府绩效管理、公共服务管理、政府改革

与治理等领域.这四大主题并不独立,而是相互联

系和交织,共同推动公共管理研究的进一步深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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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四大热点领域的梳理

与分析,将其研究特征归纳为以下几点:(１)在公共

政策领域,不断强化自身科学基础,立足本国政策系

统及运行,关注现实政策问题的复杂性;(２)在政府

绩效管理领域,强调绩效管理的公共价值取向,深入

挖掘政府绩效的影响因素和机制,为建设高绩效政

府提供一系列理论和经验依据;(３)在公共服务管

理理论,初期着重研究如何使公共产品供给走出非

效率的困境,近几年则关注如何提升公共服务的质

量,以及供给的均等化和标准化水平;(４)在政府改

革领域,对政府改革涉及的基本主题进行了系统研

究,同时回顾和描述了我国政府改革的过程、现状和

趋势,有助于政府改革理论在实践层面上的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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