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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治 专 家

对 美 国 中 东 政 策 的 影 响
*

李 意
* *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随着世界经济、政治形势的巨变, 各国综合实力的竞争日趋激烈。如何科学

决策成为政府头等重要的课题。为了制订出有效的政策, 解决各种复杂的现实问题, 政府便求助于各

类咨询研究机构, 思想库随之勃兴。这些思想库既不是纯粹的学术机构, 也不是企业或者政府机构,

而是以研究分析内外政策为己任、以影响政府决策和选择为目标的研究组织。对政府来说, 这些思想

库既能围绕政策制定而进行研究, 又能发挥收集材料、处理信息、提供方案的专长, 从而有利于国家

领导们进行科学决策。实践表明, 很多思想库在政策规划方面已获得公众的支持和认可, 引起了政府

和领袖的注意, 其影响也不断扩大。例如, 西方最知名的思想库多半在政策研究方面取得了斐然的成

绩: 美国的兰德公司、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等; 英国的国际战略研究所、外交政策中心
 
; 法国的国际

关系研究所、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
等。它们在政策咨询方面颇有建树, 与政府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以至

于有学者认为, 事实上, 政府工作人员最初须在 1~ 2个思想库做过工作, 不论做助理、工作人员, 还

是一个研究小组的参与者。否则, 能升到政府外交及国家安全事务高级职位的可能性极小。
∀

当然, 思想库能拿出有见地的政策咨询建议, 要归功于政策分析师们 (媒体称之为专家或学者,

下文称 #政治专家∃ )。他们利用专门知识和专业经验, 为政府及各类社会机构服务。以美国思想库

为例, 总统从竞选到执政, 在其内外政策形成过程中总能看到思想库及其专家的影响。出于决策的考

虑, 新政府在执政过程中, 会把一些复杂而重大的决策问题委托给一个或几个思想库研究。思想库接

受政府的委托金, 组织专家学者进行研究后提出政策报告为政府服务。崛起于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

新保守主义者们, 就是这样一批对政府, 尤其是对布什政府的决策具有极大影响力的学者, 他们聚集

在思想库里, 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宣传他们的思想, 促进彼此的友谊, 批评共同的敌人, 提供他们的

政策主张。
%
布什的中东政策也深受中东学者思想的影响, 如土耳其学者尚乃尔 查朴塔伊 ( Soner

Cagaptay) 和以色列政治家纳坦 夏兰斯基 (N atan Sharansky)。本文以布什总统任期为时间段, 对政

治专家们 (包括美国新保守主义思想库的专家和两位中东学者 ) 的类型和工作方式, 以及如何影响

美国对中东政策做一探讨。

* 本文系上海外国语大学课题 #中东思想库 ∃ 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文中所出现的布什总统均指乔治 沃克 布什。

* * 本文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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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 想 库 中 政 治 专 家 的 类 型 及 工 作 方 式

在政府决策过程中一定要吸收和利用社会科学研究成果, 这一点已为历史经验所证实。在这方

面, 美国早在 20世纪 20年代, 总统胡佛就设立了大批咨询委员会, 为他提供资料和政策建议。罗斯

福总统进一步启用一些智囊团企划新政事业, 加强了政治专家在政府中的作用。这些智囊团不久就被

制度化的研究网络和咨询机构, 即思想库所代替。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思想库在数量、规模和影

响方面有很大发展。截止到 2002年, 全世界 4 500家思想库中约有 2 500个在美国。 这些机构成为

政治专家用专业知识为政府制定公共政策、提供建设性资讯和服务的桥梁。这些专家大致可分为

#学者政治家 ∃、 #政策顾问 ∃、 #政府专家 ∃、 #政策诠释者 ∃ 和 #政策企业家 ∃! 等。
在这些政治专家中, 最有社会地位的是 #学者政治家∃, 系指那些在内阁或者在国家安全顾问委

员会、经济顾问委员会中据有高位者。他们是政策精英中的知名人物, 或因其政策建言能经受住实际

的考验, 或因专业知识而与众不同。他们不仅具备专业知识和丰富经验, 还在政府内阁中占有显赫地

位。如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康多利扎 赖斯 (胡佛研究所 ) , 她的思想诸如 #只有在全世界推

动民主, 才能保证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安全 ∃; 不要 #多极世界 ∃, 只要 #一极世界 ∃ 等, 深刻影响了

美国的外交政策。国防部长保罗 沃尔福威茨∀ (约翰 霍普金斯大学保罗 尼兹高级国际关系学

院 ) 是 #单边主义∃ 的推行者, 他于 1992年撰写了 &关于下个世纪国家战略方向 ∋ 的文章, 遂成为

布什的外交政策。这类专家还有许多, 如副国务卿罗伯特 佐利克 (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国

务院政策规划司司长理查德 哈斯 (布鲁金斯学会 ) , 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中东事务高级主任扎尔

梅 哈利勒扎德 (兰德公司 ), 等等。

#政策顾问∃, 是指那些在大学的或私立的政策研究中心、或政府设立的研究机构中, 专事某项

特定的政策研究工作, 或者以合同制的方式研究政府部门提出的问题, 为政府提供资料、评估政府计

划的可行性, 并监督计划实施的学者。他们以政策研究或教书育人为主业, 不参与决策或担任全职咨

询工作。他们提出的理论有时会被整合到政策中去, 他们的学生可能走从政之路, 从这点来说他们对

政府政策会产生长远影响。这些学者多集中在大学依附型思想库里, 如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动态研究所

前所长兹比格纽 布热津斯基、斯坦福大学教授西摩 马丁 利普塞特、美国国防大学近东和南亚问

题研究中心的雷 塔基等。此外, 还有专事研究的学者, 如高级研究员鲁埃尔 马克 格雷希特 (企

业研究所 )、安东尼 科德斯曼 (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所 ) 以及罗伯塔 科恩 (布鲁金斯学会 ) 等。

为了对特定问题提出方案或主张, 政治专家们会采用一系列方法。他们将这一过程分为 5个部

分: 政策问题的性质; 现有及以往政策的出台; 这些出台政策的价值; 存在或新的可供选择的出台方

案; 拟采用的可供选择的方案。这 5个方面涉及政策性能、政策问题、政策未来、政策出台、政策行

动等信息。% 有了这样初步的思考后, 政治专家们用问题结构法(、预测法)、监测法 ∗、评估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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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外交政策研究所 #思想库和公民社会项目 ∃ 的调查, h ttp: / /www fpri org

参见陶飞亚: &美国 #思想库 ∃ 里的社科专家 ∋, h ttp: / / fren ch h anban edu cn /ch inese/ zhu ant i/xxsb /545697 h tm

沃尔福威茨的一个才能就是先于他人预见到危难将至。他的这种才能为他赢得 #疯狂先知 ∃ 的名声。据称在 1979年, 他就

预见了伊拉克可能入侵科威特, 并威胁沙特阿拉伯。 12年后, 美军在海湾地区的 #沙漠风暴 ∃ 行动证实了他的预见。布什曾公开承

认沃尔福威茨的学说对官方对外政策的重大影响。

参见汪廷炯: &论思想库∋, 载 &中国软科学 ∋, 1997年第 2期, 第 25页。

即政策分析家制定计划, 进入制定政策的时段时, 在已有的设想中挑选。

即在选择一项特定政策后提供估计与今后发生情况的政策有关的知识, 预测在政策形成时最为常用, 它帮助观察似乎可能

的、潜在的, 以及期望的未来; 估计已有的建议政策的反应; 论证为达到目标今后可能遇到的障碍; 估计建议政策的政治可行性。

即提供与已有政策效果的政策有关的知识, 有助于政策制定者如何最佳执行当前及今后的政策。

即提供政策达到适当性能水平时的信息, 有助于政策制定者评价他们决策的质量。



方法进行政策分析。为了增进有效性, 政治专家们通常会择用多种方法进行决策分析。

美国大选期间, 往往是思想库的政治专家大显身手的时候, 他们或多或少地按照以上步骤推出研

究成果, 甚至对谋划施政纲领起到关键作用。因此, 布什总统尽管对国际事务不甚了解, 但有了这些

政治专家的努力和配合, 他制定外交政策可谓游刃有余。他曾对 &纽约时报∋ 的记者说: #我也许不

能告诉你东帝汶的情况, 但我会请教那些有经验的人, 比如赖斯、沃尔福威茨、切尼。我的高明之处

在于我知道自己哪些不懂, 但却有极好的判断力, 判断哪些信息是正确的, 哪些是错误的。∃ 当然,

思想库的政治专家所提供的意见仅仅是可供决策的一种方案、一种前途、一种参谋性意见, 而不是决

策本身。决策者做出的最后决策可能是专家们提供的各种方案的选择, 也可能是各种方案的综合, 也

可能完全不同于这些方案。

政 治 专 家 对 布 什 的 中 东 政 策 影 响

政治专家介入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是当代美国总统政治中的重要现象。以布什总统第一任期为

例, 此间美国的外交政策, 尤其是国家安全战略中的主要思想来自保守主义思想库的政治专家们。布

什政府的 #先发制人 ∃ 战略, 基本上可以认为是 #美国新世纪计划 ∃ 和对外关系委员会的 #杰作 ∃,

而 #邪恶轴心∃ 一词则源于同时在曼哈顿政策研究所与企业研究所任职的前白宫撰稿人大卫 弗鲁

姆。! 这些专家主要分为两类: 一类是构成布什政府中最具影响力的 #鹰派 ∃ 政府官员, 其代表人物

主要有国防部副部长保罗 沃尔福威茨、五角大楼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理查德 珀尔、负责军控和国

际战略的副国务卿约翰 博尔顿、国务院副国务卿理查德 阿米蒂奇、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负责

人埃利奥特 艾布拉姆斯和美国国防政策委员会成员之一的纽特 金里奇; 另一类则是活跃在舆论

界、思想库范围内的政论家和社会评论家, 主要有 &国家利益 ∋ 的主编欧文 克里斯托尔和他的儿

子 , , , &旗帜周刊∋ 的主编威廉 克里斯托尔、&华盛顿邮报 ∋ 专栏作家查尔斯 克劳塞默、新闻记

者罗伯特 卡普兰、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罗伯特 卡根、 #新美国世纪计划 ∃ 副主任汤姆 唐纳

利和耶鲁大学教授唐纳德 卡根等。他们利用各种媒体宣传新保守主义的战略理念和政策主张, 并按

照自己的理念绘制了美国改造世界的蓝图。他们对布什第一任期的中东政策影响如下:

首先, 这些专家提出了一个重塑中东的计划, 该计划的第一步即推翻萨达姆政权。早在九一一事

件前, 新保守派就强烈要求推翻萨达姆政权。沃尔福威茨的 #防御指南 ∃ 里就提出了关于推翻萨达

姆政权的建议。罗伯特 卡根于 1995年曾撰文指出, 反对将萨达姆赶下台会使其统治下的伊拉克越

来越危险。 1998年, #新美国世纪计划∃ 的专家们致信克林顿总统, 强烈建议改变对伊拉克的遏制政

策, 推翻萨达姆政权。2001年 10月, 珀尔就认为反恐战争的核心问题是伊拉克问题, 如果反恐战争

结束时萨达姆还在台上, 那么就不能说 #反恐 ∃ 战争取得了胜利, 因为萨达姆是挑战西方价值观的

总象征。查尔斯 克劳塞默在 2002年年初也分析认为, 美国的反恐战争分为 3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

出于报仇和 #伸张正义∃ 的阿富汗战争; 第二阶段是在东南亚地区帮助搜捕恐怖分子的小规模行动;

而第三阶段就是对伊拉克发动战争, 旨在搞掉萨达姆, 解除伊拉克可能储存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专家们的建议获得布什的认同, 他于 2002年 9月 20日请求国会授权其采取合适的行动来消除伊拉克

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国会两院在辩论后同意了他的请求, 布什终于拿到了 #倒萨 ∃ 的开战权。

第二步即以改造伊拉克为契机, 推行美国的 #大中东民主计划 ∃。新保守派思想库的专家们把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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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视为美国政府推行 #大中东民主计划 ∃ 的一大障碍, 极力鼓吹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威廉 克里

斯托尔在 &旗帜周刊 ∋ 上发表文章指出: #中东或伊斯兰世界是问题的中心, 朝鲜肯定是个危险, 但
它可能被遏制, 它给世界造成的威胁是向恐怖分子和恐怖主义国家提供致命的武器, 而几乎所有的恐

怖分子和恐怖主义国家都在中东。解放伊拉克是为了中东的未来而进行的第一场伟大战役。创建一个

民主、自由的伊拉克是现在的头等大事; 下一场伟大战役是对伊朗。∃ #伊朗是防扩散战争、反恐战

争和重塑中东努力的焦点。如果伊朗变得亲西方和反对恐怖主义, 叙利亚和沙特阿拉伯将会随之更容

易出现积极的变化, 解决巴以冲突的机会就会大大增加 ∃。 迈克尔 里丁也认为, #作为美国反恐战
争的一部分, 美国应该帮助伊朗人民推翻他们的统治者。随着伊朗神权政治的终结, 不仅伊朗人民能

享受到民主, 世界也将受益, 从而赢得对国际恐怖主义的一场大胜利。∃! 这些政治专家重塑中东的

计划如下: 用美国的民主自由价值观改造整个中东地区, 以消除国际恐怖主义势力对美国的威胁; 为

其他地区作出榜样, 以便在其他地区推行美国的民主自由价值观; 控制中东地区的战略资源石油, 以

从能源上遏制其他大国的发展; 利用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的胜利, 建立 #美国统治下的持久和平 ∃,

即将 #单极制度化∃ 等。∀

布什政府接受了新保守主义学者们关于 #民主改造中东∃ 的设想, 并努力付诸实施。2004年 11

月 12日, 在与到访的英国首相布莱尔联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 布什就表示: #我坚信民主能促进

和平, 那就是我为什么在大中东地区推行民主的原因, 我想我们有责任和义务确保在中东实现民

主。∃% 为了搬掉伊朗这个 #大中东民主计划 ∃ 的 #绊脚石∃, 美国大造伊朗发展核武器的舆论, 为

把伊朗核问题提交给联合国安理会, 甚至对伊朗动武寻找借口。 2004年 11月初, 当与法、英、德三

国谈判核问题的伊朗官员侯赛因 穆萨维宣布伊朗与欧盟达成了暂停铀浓缩活动的 #初步协议 ∃ 时,
美国负责军备控制的助理国务卿斯蒂芬 拉德马克表示, 美国对伊朗的意图表示怀疑。随后, 布什在

智利出席亚太地区领导人会议期间, 在谈到伊朗核问题时, 他说他相信伊朗在继续发展核武器, 并认

为是 #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此外, 为了民主改造中东, 布什政府还推动巴勒斯坦的阿巴斯政府
与以色列进行和谈, 并对叙利亚施加外交压力等。

从布什总统第二任期开始, 美国对单边主义政策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正, 强调优先利用外交手段和

大国合作来解决外交难题。中东政策的变化有: ( 1) 试图修补因单方面发动伊拉克战争而遭到损害

的欧美关系。布什对到访的英国首相布莱尔说, #所有我们希望一起实现的目标都要求美国和欧洲保

持伙伴关系。我们是自由世界的支柱。我们面临共同的威胁, 享有共同的自由价值观。在我的第二任

期内, 我将努力采取措施深化与欧洲国家的跨大西洋关系。我就职后将立即访问欧洲。我的政府将继

续通过北约和欧盟深化与欧洲国家的合作。∃) 布什连任后的首次访问就选择了欧洲, 这也显示了布

什新政府意欲改善与欧洲国家关系的急切心情。 ( 2) 在伊朗核武器项目上允许法、德、英三国代表

欧盟与伊朗进行谈判。布什在 2004年 11月 20日出席亚太地区领导人会议时说, #我愿继续与欧洲国

家一起劝说伊朗放弃核武器项目。∃∗ ( 3) 在伊拉克重建问题上, 布什新政府也扩大了与其他国家的

合作。

从布什新政府外交政策的变化中, 不难看出新保守主义学者政策主张的影响力有所削弱, 但布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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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府外交政策的实质仍然是建立单极世界, 区别只在于方法和手段。可以预见, 布什新政府今后会

更加注重手段, 将更注重以多边主义形式 (工具 ) 来行单边主义之实 (目的 )。 

中 东 政 治 专 家 对 美 国 中 东 政 策 的 影 响

政治专家对美国外交思维与政策倡导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 #正是知识分子真正决定了美国的
政策日程∃!。除了美国政治专家外, 不少中东学者对美国的政策也有很大影响力。

(一 ) 影响美国对土耳其政策的尚乃尔 查朴塔伊

成立于 1985年的华盛顿 #中东政策研究会∃, 是一个服务于美国中东利益的学术机构。其中有

一个 #土耳其研究项目∃, 主管是一位名叫尚乃尔 查朴塔伊的土耳其学者, 他能言善辩, 懂近十种

语言, 擅长研究土耳其的民族主义和土美关系。查朴塔伊的才华使自己成为影响美国对土耳其政策的

重要人物, 特别是他经常撰写相关的时事评论, 在媒体上很有影响力。作为学者与战略研究家, 他坚

决支持土耳其加入欧盟。在一次演讲中, 他指出: 土耳其是中东大国, 特别是北约的军事强国, 是美

国的传统盟友, 不应在冷战后受到冷落; 土耳其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 对美国在中东的利益至关重

要; 土耳其在中亚影响很大, 美国可以利用土耳其来增强自己在中亚的影响; 美国已经陷入伊拉克局

势的泥潭, 可以争取与土耳其合作; 美国必须支持土耳其加入欧盟, 因为这是保证土耳其的 #西方

定位∃ 的关键, 否则, 若土耳其加入欧盟失败, 其国内具有孤立倾向的、反西方的极端民族主义者

将增强力量, 使土耳其渐渐脱离西方, 对美、欧皆不利。查朴塔伊的分析颇有影响力, 他认为为了支

持土耳其, 特别是在土耳其加入欧盟的谈判中, 美国必须在塞浦路斯问题上帮助土耳其, 也就是说,

如果希腊和北塞浦路斯继续在这个问题上要挟土耳其, 美国必须对土耳其施以援手。果然, 2005年

10月 28日, 塞浦路斯土耳其族领导人塔拉特在华盛顿会见了美国国务卿赖斯。这一消息使土耳其的

亲美力量备受鼓舞。在伊拉克战争中, 因土耳其没有批准美国使用其军事基地, 两国结怨。此后, 土

耳其总理埃尔多安也多次向布什示好未果。但是在查朴塔伊的说服下, 美国终于做出了回应。可见,

了解查朴塔伊的政治观点与学术观点, 对理解土美关系是很有帮助的。

(二 ) 影响美国对中东政策的纳坦 夏兰斯基

以色列前副总理兼住房和建设部长纳坦 夏兰斯基也是中东政治家。他早在数年前就是美国新保

守派的座上客, 他对新保守派学者在中东问题上的主张有很大影响力。自布什在白宫会见了夏兰斯基

并拜读了他的 &为民主辩护, 战胜暴政和恐怖手段的自由力量 ∋ 后, 夏兰斯基的影响力进一步凸显,
被布什称为 #我的精神基因, 我的思想哲学∃。布什曾在接受完 &华盛顿邮报∋ 总编的采访后说:

#如果你想搞清楚我在外交政策上的想法, 你该去读读夏兰斯基的书, 虽说不长, 可是写得很好。这

家伙可是个英雄人物, 你知道的, 真是一部伟大的著作。∃ ∀在这部书中, 夏兰斯基的主张可归结为:

强硬的反恐政策和对巴勒斯坦当局 (如果不能对阿拉伯世界 ) 实施民主化。在自由问题上, 他认为,

自由力量有 3个源泉: 个人内心自由的力量; 自由社会的力量; 自由世界团结一致的力量。在任何社

会, 自由都不是绝对的。% 区分自由社会与恐惧社会的标准即所谓的 #镇中心广场测试∃(。另外, 只

有自由社会才可以实现民主, 只有民主国家才可以实现和平; 自由和民主符合西方国家的安全利益;

中东和平可以实现, 但前提是巴勒斯坦首先要实现民主。他强调, 自由世界的领袖可以成为推动民主

56

西亚非洲 2007年第 2期

 

!

∀

%

(

参见姜振飞、姜恒: 前引文, 载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 2005年第 4期, 第 17页。

M art in Anderson, R evolu tion, H arcou rt, 1988, p 8

[法国 ] 达尼埃尔 韦尔内: &影响布什的书 ∋, 载 &世界报 ∋, 2005年 1月 26日。

See N atan Sharan sky, The C ase For D em ocracy- The Pow er of F reedom to Overcom e Tyranny and Terror, Pub licaffa irs, 2004 ht tp / /

www pub licaffairsbooks com /pub licaffairsbooks- cg i- b in /d isp lay? book= 1586482610

指所有人能否毫无顾忌地在镇中心广场公开发表自己的看法, 两者的界限是该社会是否允许不同政见存在。



转变的巨大力量。自由世界不应该坐等独裁政权接受改革, 或者依靠国际机构的支持来推行民主。自

由在全球的传播需要美国的激励和领导, 在它的带领下, 全世界的民主政权将粉碎当今和以后对这个

世界构成威胁的专制者。 这本书对于发誓与恐怖主义斗争到底而又缺乏充分理由说服民众的布什总

统来说, 无异于雪中送炭。布什向所有到他办公室的人推荐这本书, 并把它确定为 #白宫必读物 ∃。

2005年 1月 20日, 布什总统在第二任期就职演说中, 将 #自由∃ 这个词重复了 43次, 其 #自由经∃
并非是受到政治前辈的启发, 而是受到夏兰斯基的影响。!

夏兰斯基认为巴勒斯坦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各方合力促其内部发生根本改变, 以及广泛地普及民

主和自由。他曾竭力主张排挤、打压阿拉法特, 对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施行高压政策, 因此, 他是

以色列对巴勒斯坦政策的强硬派。∀ 2006年初, 巴勒斯坦民主选举前, 夏兰斯基就提出, 哈马斯若要

获得支持, 就须首先做到两点, 一是必须坚决放弃摧毁以色列的目标, 并宣布不再从事恐怖活动; 二

是必须致力于为巴勒斯坦人创建一个自由社会。如果巴勒斯坦新政权不遵守这些条件, 包括以色列在

内的自由世界将采取积极行动, 与巴勒斯担新政权进行斗争, 不承认它的合法性, 撤回资金并收回已

做出的让步。% 2006年 3月, 哈马斯在选举中获胜, 夏兰斯基认为这是只注重民主形式、不注重实质

的结果。他指出, 美国在中东推进民主的计划似乎已受到重创。伊拉克、埃及, 特别是加沙和约旦河

西岸最近的选举结果使许多人得出这样一种结论, 即美国的计划带有严重的误导性, 实际上是不成功

的。他呼吁民主世界应利用自己在道义、政治和经济上的巨大影响力帮助中东建立自由社会, 而不是

推动尽快举行选举。当然, 协助民主在阿拉伯世界生根发芽需要时间和坚持不懈的努力。他提出,

#民主派人士都是我们的伙伴, 我们可以通过拒绝支持那些压制他们的人来支持民主派人士。此外,

我们还可以通过在我们的声明和政策中宣示, 努力在他们的社会内扩大自由, 用既有利于他们自己的

国家, 也有利于我们国家的方式来支持那些民主派人士。∃( 尽管夏兰斯基的理论在学术上并没有很
大价值, 美国一些学者认为过于绝对化和简单化, 甚至有媒体指责他是一个典型的 #极端右翼分

子 ∃, 但夏兰斯基 #以暴易暴∃ 的思维却意外地成为布什 #饥不择食∃ 的反恐武器。

从以上例子看出, 政治专家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形成, 甚至左右美国外交策略的

方向, 其影响力不容小觑。

结 语

众所周知, 外交决策的出台是一系列研究和考察的综合性结果, 会随着环境和局势的变化而变

化, 其中真正决定国家政策的是国家利益, 但我们也不能轻视政治专家们对外交政策的影响, 因为社

会科学与辅助性政策研究机制的紧密结合, 为政府及大企业的决策提供了有力的社会科学的支撑, 大

大地减少了决策失误的可能性。在这方面, 美国无疑是走在最前面的国家, 它在决策过程中成功地吸

收和利用了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不过我们也观察到, 政治专家的主要工作就是提供思想, 评估这些答

案, 即以问题为中心, 而不是以答案为中心。) 可见, 政策分析只是政策传输过程之始, 而非终结。

(责任编辑: 樊小红 责任校对: 成 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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