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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公共部门作为公共服务的主要提供者，其在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权益、促进社会福利与公平方面扮

演着核心角色，是经济社会稳定发展不可或缺的基石。公共部门在社会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而公

共政策正是公共部门提供公共服务的重要桥梁，公共政策执行的质量对公共部门所提供的公共服务的质

量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对公共政策的执行问题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而强化理论作为心理学和行为

科学中的重要理论，通过奖励与惩罚机制来影响个体行为，进而提升工作效率与绩效，对提升公共政策

执行优化具有重要意义。文章旨在探讨如何利用强化理论解决在公共政策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

对策。所以文章从强化理论出发，探讨强化理论在公共政策执行中的应用及其对政策效果的影响，首先

明确了人力资源培训的重要性以及强化理论的重要作用，然后分析了公共政策执行中存在的问题，最终

基于现存问题借鉴强化理论的核心思想提出相应对策，为公共政策执行优化提供借鉴参考，借此提高公

共部门所供公共服务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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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primary provider of public services, the public sector plays a central role in maint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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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order, safeguarding citizens’ rights, and promoting social welfare and equity. It serves as an 
indispensable cornerstone for the stable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and society. The public sector 
holds a crucial position in society, and public policy acts as a vital bridge for the public sector to 
deliver public services. The quality of public policy implementation significantly impacts the quality 
of public services provided by the public sector. Therefore, research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pub-
lic policies is of great importance. Reinforcement theory, as a significant theory in psychology and 
behavioral science, influences individual behavior through reward and punishment mechanisms, 
thereby enhancing work efficiency and performance. It holds substantial significance for optimizing 
public policy implementation.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how reinforcement theory can be utilized 
to address existing issues in public policy implementation and propose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Starting from reinforcement theory, the paper discusses its application in public policy implemen-
tation and its impact on policy outcomes. It first clarifies the importance of human resource training 
and the role of reinforcement theory, then analyzes the problems in public policy implementation, 
and finally proposes solutions based on the core ideas of reinforcement theory. These proposals 
provide references for optimizing public policy implementation, thereby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public services offered by the public s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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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在当代社会，公共部门作为公共服务的主要提供者，在社会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而公共政策

正是公共部门提供公共服务的重要桥梁，公共政策执行的质量对公共部门所提供的公共服务的质量产生

重要影响。因此，对公共政策的执行问题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而强化理论作为心理学和行为科学中

的重要理论，通过奖励与惩罚机制来影响个体行为，能够帮助政策制定者更好地了解政策执行者的需求

和动机，进而提升工作效率与绩效，对于提升政策执行效率和效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政策制定者应

该充分利用强化理论，制定科学合理的激励措施，加强政策执行者的培训和指导，提高政策执行的效率

和效果。对提升公共政策执行优化具有重要意义，能为公共政策执行优化提供借鉴参考，借此提高公共

部门所供公共服务的质量。 

2. 相关概念概述 

2.1. 强化理论概述 

强化理论，由美国心理学家及行为科学家斯金纳所提出，是行为改造型激励理论的典型代表，其深

远影响体现在管理实践中。此理论基于学习的强化原则，旨在理解并调整人类行为模式。作为新行为主

义心理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斯金纳强调，个体或生物为了达成目标，会通过特定行为作用于环境。若

该行为带来正面反馈，其在未来将更有可能重现；反之，则减少或消失。通过正强化或负强化手段调整

行为后果，进而修正行为，这就是强化理论，又称为行为修正理论[1]。强化的核心概念是“强化”，在

心理学层面指增强刺激与有机体反应之间的关联性。对应于管理学范畴，它描述的是行为及其影响因素

(包含前因与后果)之间关系的动态调整过程，即通过持续改变环境刺激，以增强、削弱或消除特定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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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而言，强化可分为正强化与负强化两大类：正强化针对符合组织目标的行为给予奖励，以此加强行

为，促进目标实现；负强化则通过适度惩罚不符合组织目标的行为，减少其发生的可能性直至消除。深

入剖析，强化行为还可细分为四类：正强化、负强化、惩罚以及衰减[2]。 

2.2. 公共政策执行概述 

公共政策是伴随着公共权力机构的出现而诞生的，一旦经过合法程序的公布，它便开始进入实施阶

段，将公共政策的目标转化为实际政策的唯一方式是将这些政策付诸实践。在公共政策的执行过程中，

人是核心参与者，他们的认知、情感、意识和利益需求等多种心理要素共同决定了选择性执行行为的形

成。公共政策执行的偏差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执行监督机制的不完善、传统文化中的人情世故以及官本位

等负面因素所导致的。由于公共政策是一种指导政府如何分配社会利益的行政行为的基本理念，因此它

主要针对的是广大的民众。如果公共政策的执行不能达到一个平衡的“天平”，那么这将不可避免地对

广大民众的认知、情感和行为产生不良影响，这可能会引发目标人群心态的不均衡和不和谐，从而对构

建和谐社会产生负面影响。如果这种情况严重损害了群体的利益，那么可能会导致社会秩序被扰乱的群

体性事件的发生[3]。公共政策的本质在于，由政府等决策实体利用其被授予的公共权利来区分社会的利

益需求，并采取策略来调和社会利益的冲突和矛盾。公共政策的核心思想是，决策者在其法律授权的范

围内采纳措施来解决公众问题，而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是社会公共管理权力结构相互影响的产物。公

共政策实现了利益的区分、分配与协调[4]。执行可以被视为目标设定与为实现这些目标而采取的措施之

间的互动过程。政策执行是指政策实施者通过构建组织结构，利用各种政策资源，并通过解释、宣传、

实验、执行、协调和监控等多种手段，将政策的核心理念转化为实际成果，从而达到预定的政策目标[5]。 

3. 研究方法 

3.1. 文献研究法 

本文通过检索电子资源，搜集和阅读了大量有关强化理论和公共政策执行的相关论文及官方新闻报

道的公共政策执行实践，主要依托中国知网以及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上的核心期刊和文献，对这

些文献进行阅读与总结。 

3.2. 问题分析法 

本文先概述管理学经典传统理论——强化理论，明确了公共政策执行的重要性以及强化理论的重要

作用，然后分析了公共部门在进行人力资源培训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进一步探究这些问题背后的成因，

最后基于现存问题分析借鉴强化理论的核心思想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3.3. 案例分析法 

本文以强化理论实践与政策执行实践的具体案例为基础，通过深入剖析这些案例来探究强化措施如

何影响政策执行人员的行为及政策目标的实现程度，阐述研究强化理论在公共政策执行中的应用对提升

政策执行效率和效果的意义。 

4. 研究现状 

4.1. 国外研究 

国外研究聚焦多个公共政策相关领域：在气候变化应对方面，亚洲沿海国家因人口集中易受气候变

化冲击，新加坡以渐进水政策克服资源劣势并获赞誉，Bhullar L (2013)研究评估了其水事政策对适应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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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变化的贡献，分析了政策的有效性及面临的挑战，为其他国家城市提供借鉴[6]。在公共卫生领域，Gogoi
和 Sumesh (2022)基于卫生政治经济学模式以及印度公共卫生保健系统存在卫生不平等的现实问题，指出

政策制定需考虑多元社会登记册及其交叉性，且医疗保健政策应具动态性、灵活性，需充分基层研究支

撑并贯穿公平理念[7]。技术创新维度，Rijnsoever 等(2015)研究结合创新系统与社会网络理论，以荷兰创

新系统与沼气能源技术为例，探讨网络位置和创新项目构成对新兴技术多样性的影响，结论为新兴技术

多样性产生提供微观解释，助力设计“智能”创新政策[8]。财政政策研究上，Srithongrung 与 Kriz (2014)
采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解决内生性问题，发现税收对经济增长短期有负面影响，公共资本支出短期

和中期都有积极影响，经营性支出在整个分析期均呈正效应[9]。环境政策领域，Bizikova 等(2018)提出将

多边环境协定国际义务与国家发展重点、战略结合的方法，基于 DPSIR 框架，确定了政策连贯路径以推

进协定实施、助各国履约，并在加勒比地区案例研究中应用。表明，解决环境退化、改进协定的实施，需

国际和区域机构找出协定关联，制定连贯政策，为政策制定提供依据[10]。 

4.2. 国内研究 

陈振明(2004)构建了“三维一体”的政策分析体系：理论维度涵盖政策变迁的制度逻辑、政策网络的

博弈模型；方法维度创新性地提出“政策工具–政策网络–政策学习”三维分析框架，融合了成本效益

分析、多准则决策、系统动力学模拟等量化工具与参与式观察、话语分析等质性方法；技术维度则聚焦

于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辅助决策等前沿技术。系统演示了理论模型在复杂政策场景中的应用路径，为

政策分析者提供了可操作化的方法论工具箱[5]。张金马(1992)首次将政策科学定位为“连接政治学、经济

学与社会学的交叉学科”，其理论框架包含三大核心模块：政策过程模型、政策工具谱系、政策环境分

析。研究方法部分突破传统文献综述范式，创新性地引入“政策文本分析–利益相关者访谈–历史制度

主义比较”三位一体研究法，为早期政策科学本土化奠定了方法论基础[11]。陈庆云(2011)提出“政策生

命周期动态分析模型”，将政策过程解构为问题建构–方案选择–合法化–执行–评估–终结六大阶段，

并首次将“政策学习”嵌入各阶段作为关键变量。深入探讨了政策环境的三重嵌套结构：宏观制度环境、

中观组织环境、微观执行环境[12]。黄健荣(2019 开创性地提出“政策排斥论”，将政策排斥分为结构排

斥、认知排斥、技术排斥三大类型。研究方法上，融合了“认知神经科学实验–大数据文本挖掘–深度

访谈”的混合方法，通过“长三角地区环保政策公众认知差异”的实证研究，验证了政策排斥对政策合

法性的侵蚀效应，并提出“包容性政策设计”的优化路径[13]。秦德君(2017)构建了“决策要素–决策过

程–决策结果”的三维分析框架，其中决策要素包括决策主体、决策信息、决策情境；决策过程则细分

为问题识别–方案生成–风险评估–合法化四阶段。提出了“情景规划–压力测试–适应性管理”的决

策优化策略[14]。朱亚鹏(2013)创新性地提出“政策企业家”理论，将政策议程设置视为政策企业家、政

策网络与制度环境的互动结果。研究方法上，采用“政策过程追踪法”，通过“中国新能源汽车政策制

定”的案例分析，揭示了政策变迁中“试点–扩散–制度化”的路径依赖特征。书中系统梳理了中国特

色政策工具箱，并提出了“政策试验–制度嵌入–社会学习”的本土化政策过程理论[15]。 

4.3. 文献述评 

当前公共政策研究主要聚焦于三大方向。其一，政策工具与效果评估方面，国外研究侧重政策工具

设计及对经济增长、技术进步、环保的协同效应评估，国内则构建本土化分析框架，揭示政策变迁路径

依赖于制度突破机制，但多关注政策设计前端，对执行中的动态调整与优化机制研究不足。其二，政策

执行影响因素上，国外揭示其受制度环境、资源分配效率、利益相关者协调等制约，国内提出政策排斥

等理论，强调结构性与认知性障碍，虽影响因素被广泛识别，但缺乏理论框架与动态优化方法的结合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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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其三，本土化理论与方法论创新方面，国内在政策生命周期模型、政策企业家理论等方面有突破，

并融合新技术工具，但创新多聚焦静态视角，对执行中的动态循环机制缺乏系统性解释，且现有研究将

政策执行视为静态“工具–目标”映射，忽视执行者行为、环境反馈与策略调整的动态交互，政策执行

涉及宏观制度环境、中观组织网络与微观个体行为的交互作用，现有研究难以整合多层次影响因素。强

化理论作为管理学的重要理论，基于学习的强化原则，旨在理解并调整人类行为模式，其核心逻辑与政

策执行中的动态性优化研究，将突破传统政策分析的静态局限，通过动态反馈机制与行为决策优化，提

高公共政策执行的效率。优化需求高度契合，通过恰当的强化手段可以实现提高公共政策执行的效率。

是以本文基于强化理论对公共政策执行进行优化研究，将突破传统政策分析的静态局限，通过动态反馈

机制与行为决策优化，提高公共政策执行的效率。 

5. 公共政策执行失控问题及表现 

公共政策的执行过程包括将已经合法化的政策方案实施，将政策的内容转化为现实，以解决实际的

问题并实现政策的目标。因此，政策的实施不仅是公共政策流程中的关键环节，同时也构成了政府在公

共管理中的核心部分。由于在执行过程中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公共政策的执行效果可能与最初的预期

存在不同程度的偏离，甚至可能导致政策执行出现失控的情况。政策执行的失序不仅会妨碍政策目标的

达成，还可能引发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不平衡和社会不稳定。公共管理中出现的问题也与政策执行

的失序有所关联[5]。中国公共政策执行的主要问题，从因“揽政”而出现的“乱作为”，转变为因“懒

政”而出现的“慢作为”和“不作为”等政策失控现象[16]。公共政策执行失控主要表现为：政策敷衍、

政策附加或阻截、政策抵制、政策扭曲等现象[5]。  
政策执行的负强化表现，通常指的是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导致政策执行不力、偏离政

策目标或产生负面效果的现象。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5.1. 替代执行 

替代执行是指政策执行者在执行过程中，采取与原政策精神相背离的做法，表面上保持与原政策相

一致，实质上执行的是与原政策相去甚远的内容。这样的执行策略导致了原始政策的实施困难，破坏了

公共策略的一致性和完整度，并且损害了我国党和政府的公众形象以及人民的利益。这一情况的深层次

原因在于，在政策实施阶段，对于政策的监控和管理未能彻底到位，导致执行信息沟通存在阻碍，进而

使得上级无法充分了解到下级如何有效执行。 

5.2. 象征执行 

象征性执行，也常被描述为表面化的执行或仅仅是表面的执行。这意味着政策在实施时只是被简单

地宣传，只做了表面的工作，并没有真正转化为实际可操作的措施，导致政策未能真正实施。这种执行

方式严重伤害了群众感情，增加了人民对政府的不信任感，给社会造成恶劣影响。无论是积极象征执行

还是消极象征执行，都未能真正实现政策目标。 

5.3. 选择执行 

选择执行意味着在执行政策的过程中，执行机关或相关人员遵循利益最大化和避免损害的原则，仅

选择执行对自己有益的部分政策，而不执行其他部分，这导致了政策内容的不完整和缺失。我国目前的

行政立法中存在着许多不适当的执行行为。这样的执行策略与公共政策的全面性原则相悖，导致政策的

功能难以充分展现，同时也使得政策的目标难以达成。从理论上讲，选择执行具有正当性和合理性。但

这也扭曲了“国家利益与集体利益，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中央利益与地方利益”之间的平衡，对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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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造成了损害。 

5.4. 附加执行 

所谓的附加执行，是指在政策执行的过程中加入了不适当的元素，导致政策的范围、范围、目标和

力度超出了最初的预期，从而盲目地扩大了政策的作用范围。目前，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

采取“一刀切”的方法，即对同一地区制定相同的政策或出台类似于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进步情

况的措施。这样的执行策略不仅增强了原有政策的调节能力和覆盖范围，还消耗了更多的政策资源，并

为地方保护主义创造了机会。因此，必须对政策进行调整和完善，以避免附加执行带来的危害。附加执

行体现了政策灵活性的显著增加，常常以执行上级政策为借口，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新的策略，

以追求个人利益。 

5.5. 迟缓执行 

迟缓执行是指政策执行者在接到政策指令后，未能及时采取行动，导致政策执行滞后。这种执行方

式影响了政策效果的及时发挥，甚至可能使政策失去原有的时效性，从而无法达到预期的政策目标。 

5.6. 截留政策 

截留政策是指政策执行者在政策传递过程中，故意将政策内容截留，不向下级或目标群体传达，导

致政策无法得到有效执行。这种执行方式严重破坏了政策的完整性和连续性，使政策目标无法实现。 
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的各种负面效应都严重妨碍了政策的高效实施和政策目标的达成。为了预防这

些负面加强的表现，有必要加强对政策执行过程的监控和管理，提升政策执行者的专业素质和执行能力，

以确保政策能够得到全面、精确和及时的实施。 

6. 运用强化理论优化公共政策执行的对策建议 

一旦公共政策经过合法程序，它便开始进入实施阶段。政策执行是在特定社会环境和条件下进行的

活动。政策的实施是将政策的愿景转化为实际行动的关键步骤，它的效果直接影响到公共政策的成功与

否[17]。强化理论指出，通过有效识别并利用或调整组织内外部环境因素，对员工行为进行适时强化，能

显著激发工作热情，进而优化工作绩效。鉴于此，将强化理论融入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可以有效激发

公共政策执行者的激情，从而优化公共政策执行[18]成功的强化理论政策执行案例有很多，比如垃圾分类

奖励制度：在一些城市，为了推广垃圾分类，政府实施了垃圾分类奖励制度。居民正确分类垃圾可以获

得积分或实物奖励。这种正向激励的方式有效提高了居民的垃圾分类意识和参与度，促进了城市环境的

改善。以及教育领域的奖学金制度：在教育领域，奖学金制度是一种典型的强化理论应用。为了奖赏那

些学术表现出色和成绩卓越的学生，学校特地设立了奖学金。这种正向激励的方式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动

力和积极性，促进了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都展示了强化理论在政策执行中的成功应用，通过正向或负

向的激励措施来引导人们的行为，从而达到预期的政策目标。对公共政策的实施者而言，行为背后的主

要推动力是履行他们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19]。将强化理论运用在政策执行中，可以有效提升政策执行的

效率和效果。以下是一些具体建议： 

6.1. 明确政策目标与期望行为 

政策制定初期，组建由政策专家、行业代表及公众代表构成的调研团队，深入基层开展实地调研，

收集各方需求与期望。依据调研结果，运用数据分析模型精准确定核心目标，通过制作图文并茂的宣传

手册，在社区、学校、企业等地发放；利用政府官网、社交媒体平台发布政策解读视频与动画；组织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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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讲团深入基层开展面对面宣讲活动等，使政策执行者、受益者及社会各界对政策目标和期望行为形成

共识，增强执行动力与积极性。 

6.2. 建立正向激励机制 

针对政策执行中的积极行为与优秀成果，制定详细的奖励标准与操作流程。以环保政策为例，企业

超额完成减排任务，根据超额减排量给予不同档次奖金，同时为表现突出的员工提供晋升机会及培训学

习名额；公众积极参与绿色公益活动，颁发荣誉证书并给予环保产品奖励。将政策执行效果纳入绩效考

核体系，明确各岗位在政策执行中的职责与考核权重，定期开展绩效考核工作，由专业评估小组进行数

据统计与实地考察。对表现突出者，在年度表彰大会上给予公开奖励，并在晋升评优中优先考虑；对表

现不佳者，安排导师进行一对一指导，制定改进计划，定期跟踪评估改进情况。 

6.3. 实施负向强化措施 

建立健全政策执行流程监控机制，以便及时识别并纠正那些偏离政策初衷的行为。引入第三方专业

监测机构，运用信息化手段对政策执行各环节进行实时监控。设立专门的政策执行反馈邮箱、热线电话

及在线反馈平台，及时收集整理反馈信息，对紧急问题加速处理，对一般性问题进行分类汇总，每周形

成反馈报告。根据反馈情况，组织专家评估分析，及时调整完善政策执行方案，确保政策目标的实现。 

6.4. 优化资源配置与技术支持 

全面评估政策执行所需资源，制定详细的资源配置计划。在人员方面，根据政策执行任务需求，从

相关部门抽调专业人员，同时招聘具有相关经验的人才，确保各岗位人员充足且专业能力匹配，并开展

岗前培训。在物资方面，提前与供应商签订采购合同，储备必要的设备和材料，建立物资供应保障应急

预案。在财务方面，确保政策执行经费足额投入，设立专项账户进行管理，定期进行财务审计。积极推

进信息化建设，投入专项资金引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建立政策执行信息化管理系统，

实现政策执行过程的数字化管理与信息共享。运用技术工具对政策实施过程进行持续观察和评价，及时

发现问题并发出预警，以便及时处理。 

6.5. 加强宣传与教育 

通过电视、广播、报纸、网络等多元媒体广泛宣传政策内容与意义。制作生动有趣的宣传广告，在

黄金时段播放，在网络平台进行精准推送。开展政策宣传进社区、企业、学校活动，在社区举办政策知

识竞赛，在企业开展政策解读讲座，在学校开展主题班会，发放宣传资料。提高公众对政策的认知度和

认同感。通过宣传引导公众积极参与政策执行过程，形成全社会共同推动政策落实的良好氛围。加强对

政策执行人员的培训，制定系统的培训计划，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邀请专家学者进行授课，组

织实地考察和案例分析，培训内容包括政策背景、目标、执行标准、操作方法等方面。定期对执行人员

进行考核，考核成绩与绩效挂钩，提高其政策理解能力和执行能力，确保政策得到有效执行。 

6.6. 促进公众参与与反馈 

建立公众参与政策决策机制，通过听证会、座谈会、问卷调查等方式广泛听取公众意见。在政策制

定前，提前发布公告，邀请公众代表参与听证会和座谈会，同时开展网络问卷调查，收集公众对政策目

标、措施等方面的看法。在政策执行过程中，设立公众监督小组，定期向公众汇报政策执行情况。充分

发挥公众在政策执行中的监督作用，建立信息公开制度，在政府官网设立政策执行信息公开专栏，及时

公开相关信息，接受公众监督。设立公众监督举报平台，对举报属实的给予奖励。建立快速响应的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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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及时收集和处理公众对政策执行的意见和建议，对合理建议经研究分析后采纳并体现在政策调整

中，不合理或错误建议给予耐心解释说明，定期总结分析反馈情况为政策持续改进提供依据。 

7. 结论 

总结研究发现，强调强化理论在公共政策执行中的重要作用及其对提高政策执行效率和效果的意义。

将强化理论运用在政策执行中需要明确政策目标与期望行为、建立正向激励机制、实施负向强化措施、

优化资源配置与技术支持、加强宣传与教育以及促进公众参与与反馈等多方面的努力。这些措施将共同

作用于政策执行过程，提升政策执行的效率和效果，确保政策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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