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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明考试研究院 研发

公共政策分析一

一、 名词解释

1、 拉斯韦尔

2、 置信水平

3、 范式

4、 制度途径

5、 社会问题链

6、 因素分析

二、 简答题

1、 方案规划的原则有哪些？

2、 简述公共政策议程设立的激发机制

3、 简述公共政策执行的影响因素

4、 集中趋势的测量指标有哪些

5、简述结构式访问的优缺点

三、 论述题

1、 试述威胁外部效度因素有哪些？

2、 试述信度系数的测量方法

3、 试述政策问题进入政策议程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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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试述成本效益法和成本收益法的区别

5、 试用政策执行理论分析一项热点政策的执行。

四、 案例分析题

案例一：新时期我国的耕地保护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的逐步建立与完善，在

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社会结构深刻转型、利益格局深刻变化的大背景下，农业农

村发展面临着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如，资源环境制约日趋严峻，农产品供求

总量趋紧、结构性矛盾上升，来自国际市场的影响明显加大，农业生产性基础设

施投入不足，农民新的就业门路不多，农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不适应农民需求，

其中，我国可耕地面积不断减少这一问题尤为突出。在这个拥有世界上五分之一

的国家里，耕地不仅关系到 GDP 的增速，关系到人民的幸福，社会的安定的问题，

更是我国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能否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最为基础，最为关键的生

命线，“民以食为天，国以食而立。”而耕地恰恰是粮食生产的物质基础和重要

保证，正所谓“没天哪有地，没地哪有粮”。当前，我国耕地不断减少的原因如

下：

㈠城市化建设对“耕地”的侵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水平得到迅速提高，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的

近半个世纪中我国城市发展的最快时期。据统计，1998 年我国城市人口约 3.8

亿,城市化程度大约为 30.4%。据专家预测，我国到 2050 年，城市化水平将提高

到 70％，在未来 50多年中，将有约５亿农村剩余劳动力及其家属进城，变为城

市人口。这样不仅要建立大量新城市，而且现有的许多城市都要程度不同地扩大

其规模。按照每个城镇人口占地 100 平方米计算，增加５亿城市人口，约需要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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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５万平方公里，即 7500 万亩。

首先，新城市的建立和老城市的扩大是我国整个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是实现

现代化的客观表现，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为此而占用一部分耕地，是不可避

免的。但无论如何，城市化所带来的占用耕地的需要，与耕地保护两者之间毕竟

产生了矛盾，如何正确处理这对辩证的矛盾的统一体，是一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

题。

㈡违法用地现象严重

据《中国土地报》报道，陕、粤、赣、豫、皖、鲁、吉、川、湘、浙等 10 个

省，1992－1994 年共清查出各类土地违法案件 32 万宗，违法用地面积达 500 平

方公里，浙、粤、桂３省区违法占用耕地达 753300 公顷。晋、辽、浙、津、鄂、

闽等省，清查出各类土地违法案件 41627 宗，违法用地面积 7687 公顷。在土地

资源短缺的江苏省，1993-1994 年便查出违法用地 8010 宗，违法用地面积达 3445

公顷。这种大规模的集中占用土地和违法滥用土地，不仅远远超出了经济建设的

正常需求和实际可能的开发能力，而且是外延发展、粗放经营、以牺牲大量土地

资源为代价的。由此由此可见，违法用地的问题已经十分突出。

㈢.城市土地闲置与撂荒

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和基本建设规模的大幅度增长，一些地方出现

了城市土地闲置，甚至撂荒。据国家土地管理局统计，全国共清查出非农建设闲

置土地 600 平方公里，为 1994 年全国各项建设用地总量的 27.3％，其中耕地 270

平方公里，占 45%。另外，根据国家土地管理局统计，目前我国因各种人为因素

造成的废弃地累计约为 133300 平方公里。其中７０％左右为耕地；全国因兴修

水利、修筑铁路、公路等建设活动废弃的土地及农村坑塘、建筑取土等零星废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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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约为 100000 平方公里，这之中耕地也占到 50-70％。

除此之外，.城市用地增长速度超过人口增长，乡镇企业建设过于分散，土地盐

碱化，水土流失等自然灾害等都加剧耕地的减少。鉴于此，党中央，国务院在连

续五个关于农业的中央一号文件中都提到了要保护好耕地的问题，并在 2004 年

十一月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颁布了《国

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规定》在严格执行土地管理法律法

规，建立完善耕地保护和土地管理的责任制度 ，加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

总体规划、村庄和集镇规划实施管理等各个方面都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温家宝总

理也明确指示一定要保证 18亿亩耕地的红线。

从公共政策取得的效果来看，到目前为止，规定也已经颁布有几年时间了，但是

成效却并非十分明显，各地方强行占用耕地的现象时有发生，甚至很多都是在地

方政府的默许下经行的，耕地的红线正在一步一步的向后退•••••从当前的形式

来看，不管红头文件怎样高调呐喊农业的基础地位和极端重要性，也无论中央政

府怎么用财税支持和激励，农业和粮食耕地却像一个垂暮老人，无可奈何地走向

黄昏。那么为什么在中央政府重拳出击的背景下还不能够取得预期的效果呢？到

底是什么敢挑战政府的权威。

公共政策执行效果不明显即耕地保护困难的原因分析：

观点分析一；粮食价格过低。

尽管国家这几年为了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 2002 年开始取消了农业税，

并对种地农民经行了粮食补贴，但是细细算来每亩地各种补贴加在一起也就几十

百把块钱，平均摊到一斤粮食里只有几分钱。稻谷的价格 1992 年就被定在 9 毛

钱一斤，但种子、化肥的价格却年年爬坡，到 2010 年，中央才决定把稻谷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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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收购价格提高了 3.3%和 10.53%，但同一时期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指数却上涨

了 20.28%，大家都知道茅台酒的价格让大多数普通民众望而却步，它的主要原料

是粮食，而粮食成本尚不到 20 元钱。东北大米现在出口日本，离岸价只有 2.4

元一斤，日本超市里的农产品价格，发现有的大米品质跟我们东北大米差远了，

但它一般都卖几十块钱一斤，最好的大米卖人民币 99元/斤。谁都不会相信，一

瓶麻油竟然比一瓶矿泉水还便宜，一袋金灿灿的稻谷还抵不上一包中档香烟的价

格。然而这是事实。农民兄弟的生产积极性也受到了严重的抑制，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离开土地，越要越多的人减少了对土地经行农业方面的投资，从而转向其他

方面，也因此越来越多的耕地被无情抛弃。

观点分析二，地方政府对政策执行的效果与要求的严重脱节。

现在全国各地农业占 GDP 的比重，普遍快速萎缩。据不完全统计，最多到

2020 年，农业在整个 GDP 中的比重会降到 6%以下。尽管如此，仍没有一个地方

政府满足，而是想借助产业结构调整，把农业“赶尽杀绝”。很多地方领导人口

头高喊“重视”农业，要花大力气保护耕地，但是都从内心深处把农业作为拖累

本地经济快速发展的历史包袱。黑龙江著名的三江平原，那里一直是国家的粮食

主产区。70个产粮大县当中，居然有 43 个县财政收入不足亿元，21 个县还没摘

掉贫困县的帽子，绝大多数仍靠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维持基本运转。正如一位学者

所说的那样:全国有八百多个产粮、产棉大县基本上都是“农业大县、工业小县、

财政弱县、人民穷县，干部孬县”。再看看全国百强县，像无锡、江阴、昆山等，

这些富得流油的市县，没一个是靠搞农业“发迹”的。地方政府为什么要消灭农

业与农村？原因就在于农业对 GDP 的贡献已微不足道。发展速度上不去，衡量干

部政绩的主要指标达不到，地方领导人很难受。更主要的是：农村税费改革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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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领域给地方政府的财政贡献基本没有了，反成了地方财政支出的重大包袱。

这里就出现了不同价值选择的矛盾，是顾全大局以人民的长远利益为重还是自己

以的政治前途为纲。对于大部分地方政府来说，显然，什么国家安全，什么粮食

问题，政绩永远是第一位的。

观点分析三：土地所能带来的收益极其廉价，农民不爱惜。

正如第二条所说的那样，由于农业带来的收益实在是太为有限，所以不管怎

么打击，农民不在乎，集体不在乎，地方政府的干部也不在乎。为什么？因为农

村土地实在是不值钱。

如今国家越来越严格地为保卫耕地面积的“红线”而严厉打击非法使用土地的行

为，但不管怎么打击，农民不在乎，集体不在乎，地方政府的干部也不在乎。为

什么？因为农村土地实在是不值钱。

思考与讨论:

①如何从公共政策的角度对这一公共政策加以解读和评估？

②对于耕地保护问题，如何使地方政府从“消极怠工”到积极应对，如何从

根本上提高农民从事农业的积极性，从而转变我国当前耕地保护的现状。

案例二：买不起房

周先生和女友谈了 6年恋爱，就因为买不起房子，婚期已经往后推了两次，

两人至今没法结婚。

在全国，有过周先生类似经历的年轻人并不少。而这仅仅是一个方面，生活

成本越来越高，带来的生活压力也越来越大，对于大多数想结婚的年轻人来说，



sincesincesincesince 2006200620062006 十年专注考研专业课 高校教师博士授课

全国统一咨询热线 400-6998-626 咨询 QQ 625361097（徐老师）

这无疑是挡在婚姻面前的大河。

有统计显示，与 2003 年时相比，全国年轻人结婚年龄平均往后推迟了 3 年

左右。

在一家事业单位工作的周先生今年 28 岁了，女朋友是在大学时候谈的，算

下来恋爱也有 6年了，可是因为买不起房子，两人至今没有结婚。

两人也曾经想过先把结婚证领了，可这遭到了丈母娘的强烈反对。“连房子

都买不起，我怎么放心把女儿交给你。”

周先生也想买房子，他每个月的工资差不多 4000 元，除了日常开销，他还

能存 2000 多元，一年差不多能存 3 万元。工作了 5年，手上共有 10 多万元的存

款。可如今的房价叫他吃不消，每平方米基本上都在 8000 元以上。即便是贷款，

还贷的压力也非常大。

他不止一次去看郊区的房子，价格虽然低一些，可是面积大一点的，总价也

差不多要 80 万元。“买不起房子，丈母娘就不让结婚。”周先生说，他已经两

次推迟婚期。他跟女朋友说过了，“再等等，等过几年存多点钱再说。”

如今，第一拨 80 后正式迈入而立之年，谈婚论嫁逐渐成为 80 后的主要话题。

在一家广告公司工作的翟先生说，眼看就到谈婚论嫁的年龄了，没有房子就

没有归属感。“都奔三了，买不起房咋结婚，能不急吗？没房就是没家，这也是

我至今没确定婚期的主要原因之一。”翟先生说，这其实是一个无奈的选择。

翟先生说，如果现在买房，全家人就得天天背债过日子。如果要等到有钱买

房才结婚，年纪该多大了？对妻子来说，这个问题更严重：年纪太大，生孩子也

不好。“工作了这么多年，我一点成就感都没有。”翟先生说。

城市房价、地价又出现过快上涨势头，投机性购活跃，需要引起国务院的高



sincesincesincesince 2006200620062006 十年专注考研专业课 高校教师博士授课

全国统一咨询热线 400-6998-626 咨询 QQ 625361097（徐老师）

度重视。为进一步落实各地区、各有关部门的责任，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

上涨，切实解决城镇居民住房问题，国务院颁布了《国务院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

市房价过快上涨的通知》（国发〔2010〕10 号）。

问题：结合公共政策相关知识谈谈你对这一案例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