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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不是一个行为，而是一个过程，成功的创新是一个可以延伸的过程。对于政府创新来说，大部分创新都不

是“原创性的”，而是“学习型”，因此，创新的过程实质上也是学习的过程。之所以如此，有两个主要原因。一

是政府创新是在现有体制内完成的，是对现有体制的完善和修正，而不是对现有体制的推翻和再造，这自然减弱了

“原创性”；二是随着交往方式的变革，政府治理的开放性进一步加强。不仅在政府内部存在着常规性的交流渠道

和机制，而且作为现代组织的不同形态，政府部门与社会组织、企业组织之间也有相互学习的可能。 

所谓创新的扩散就是一项创新被其他主体学习和采纳的过程。观察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可以区别出三种创新扩

散形式： 

（1）体制型学习，指的是上级政府根据发展战略的要求，指定特定地方政府进行政策、机制、体制等方面改革

的先行实验，然后进行总结并加以推广。各种改革试点、经济特区以及各类开发区的出现是这类创新的典型形式。

由于上级对试点的宽容态度和给予的各个方面的支持，尤其是法律和制度的支持，所以试点创新成功的可能性大，

也很容易在更大范围推广。但是在推广过程中，也可能因为上级采取的“一刀切”要求，使创新在一些地方失效； 

（2）自主型学习，指的是地方政府根据本地发展的需要，有意识、有目的地学习国内外相关经验做法，并加以

调整以解决本地问题。目前，地方政府自主学习主要依靠两个渠道。一个是到其他地方，甚至国外进行学习“取

经”；另一个是依托高校研究机构，总结其他地方的经验，然而提出创新建议。由于地方政府有意为之，所以学习

更有针对性，成本也可能更经济。 

（3）无意识学习，指的是地方政府在解决当地问题时，把偶然获得的信息加以使用。这通常发生在现有的做法

都无法使用的情况下，偶然获得的信息成为其揭开工作“死结”的窍门。在三类创新扩散形式中，体制型学习使用

的最为频繁，这显然是集中体制下，有作为的上级政府所推动的结果。但是自主型学习也在增长，这与地方政府创

新意识的增强以及上级对创新的鼓励有直接的关系。 

创新扩散有多种结果，比如有的创新被“发扬光大”、‘推陈出新”，有的创新在推广过程中“中途夭折”，

有的创新由于没有根据环境变化进行调整而出现“南橘北枳”的结果，有的创新则犯了“南辕北辙”方向性错误，

有的创新在采纳的过重只重视形式，不重视实质，而成为“邯郸学步”，有的创新在本地受冷落，却在其他地方发

展起来，出现“墙里开花墙外香”的结果。这些结果可以归纳为创新扩散的三种命运，即成功地扩展到更大的范

围；在扩散中失败；以及在扩散过程中出现变异，创新的部分内容被采纳，部分内容被抛弃。 

在现有体制下，要实现政府创新的成功扩散，上级政府乃至中央政府的介入是非常重要的，这样就直接赋予了

 

【内容摘要】创新不是一个行为，而是一个过程，成功的创新是一个可以延伸的过程。对于政府创新来说，大部分
创新都不是“原创性的”，而是“学习型”，因此，创新的过程实质上也是学习的过程。之所以如此，有两个主要
原因。一是政府创新是在现有体制内完成的，是对现有体制的完善和修正，而不是对现有体制的推翻和再造，这自
然减弱了“原创性”；二是随着交往方式的变革，政府治理的开放性进一步加强。不仅在政府内部存在着常规性的
交流渠道和机制，而且作为现代组织的不同形态，政府部门与社会组织、企业组织之间也有相互学习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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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合法性”。至于具体创新要在具体地方取得成功，则需要创新能够适应当地的环境，尤其要具有可操作性。

然而，政府是一个规范的系统，即便地方政府管辖的地域、人口、自然条件等客观因素存在着差别，但是政府内部

结构是一致的，因此政府创新，尤其是制度性创新是很容易扩散开来的。这也是政府创新与企业创新、社会创新在

扩散过程中的根本区别。 

（来源：《学习时报》2008 年5月5日第006 版）（作者：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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