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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公共决策系统要增强回应性

姚德超

云南师范大学历史与行政学院讲师、华中师范大学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专业博士姚德超在来稿中指出
新的信息传播环境与公民参与的新发展�对地方政府公共决策回应性提出 了更高要求。地方政府公共决策系统

要增强回应性�必须加强民意跟踪监测�这是优化决策回应机制的基石。首先�在人事安排上 要配备一专门信息员

建立健全决策信息收集制度。新媒体时代背景下�民意常常以社区网站、沦坛、博客、微博等形式得以即时陈述和
表达�这既增加了信息的容量及其复杂性�也增加了公共决策系统收集政策信息的难度。因此�配备专门的人员�
建立面向公众的决策信息收集制度�对于全面准确地掌握民意就显得十分重要。其次�要通过定期 与不定期跟踪监
测�及时了解民意变化�为政策调整而采取的公共决策提供依据 政策调整也是顺应民意的反应 而民意发展变化

可以通过多种形式的新媒体进行跟踪观察。最后�要通过政务门户网站、政务博客乃至官员私人微博等形式�及 寸

回复公民意见与要求。此外�政府决策系统在 “输人 ” 民意之后 还需要在有限的信息处理 与转换时间内 通过一

定的方式 “输出 ” 反应或反馈�公布对某些政策问题或公共管理实务的处置意见或态度�随时发布决策信自、。显然�
新媒体不仅为地方政府收集政策信息提供了便利条件�也为地方政府的诸多回应性 “输出 ” 提供 ’有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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