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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共政策研究领域，政策执行效力研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方面。一项公共政策是否有用，除了依赖于制定、监管，更

取决于其执行效力的大小。进入“十四五”新时期后，党和

国家愈加重视民族区域建设，强调加强民族地区公共政策建设。

所以，关于如何选取和制定民族地区公共政策引起学术界广泛讨

论，而鲜有对政策执行进行深入研究。本文从民族地区公共政

策执行现状出发，提出当前制约公共政策执行的环境因素，寻

求公共政策执行力的解决之策。

1  民族地区公共政策执行现状

笔者针对对内蒙古三个少数民族自治旗以及部分回、满、

达斡尔等几个主要民族地区的公共政策执行刚度、力度、效度

三个层面展开深入调查。共计发放调查问卷1000 份，其中有效

调查问卷 8 3 8 份。受访者涵盖学生、工人、农民、商贩等各

个阶层，调查结果具有一定客观性。

1.1公共政策执行刚度

公共政策执行刚度代表政府执行该项政策时的决心大小。当

政府在执行政策过程中采取不畏压力、坚决执行的态度时，其

执行刚度随之升高。反之，其执行刚度降低。经笔者走访调查

发现，新时期以来，民族地区政府在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其执

行决心较之以往有较大幅度提升。但是部分少数民族地区仍然存

在“逃避执行”、“敷衍执行”等公共政策执行情况发生。主要表

现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受政治环境因素影响，部分地区政府对

某些政策认知程度不够，忽视政策执行对当地社会发展的重要程

度。政府在执行公共政策过程中出现执行刚度不强问题。另一方

面，受经济环境因素影响，以致政策执行过程中执行决心不大。以

内蒙古林业工作为例，由于国家对造林资金投入相对其他领域较

少，加上地方财政收入不足，要完成造林任务势必会削减本就缺

乏的资金。所以，部分地区在执行公共政策时出现刚度不强问题。

1.2公共政策执行力度

公共政策执行力度同执行主体能力及执行策略方案息息相关。

就执行主体能力方面而言，如果执行主体的能力越强，政策执行

力度越高。反之，执行力度越低。就执行策略方案方面而言，有

效的策略方案可有力推动执行目标完成，其执行力度越高。笔者

对内蒙古少数民族地区调查中显示，关于“执行主体能力”一题，

“能力很强”、“能力一般”、“能力较弱”、“能力弱”占比分别为9%、

37%、42%、12%。由以上数据进一步分析可以知晓，少数民族地区

整体上政策执行能力较弱。究其原因在于一方面少数民族地区执

行环境和执行资源严重匮乏，以致当地政府无法投入足够资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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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执行过程中，从而影响政策执行力度。另一方面，部分少数

民族地区教育水平较低，文化教育环境不良，文化水平普遍较低，

以致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没有好方法和好策略，进而影响政策执行

力度。

1.3公共政策执行效度

公共政策执行效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政策在完成某项工作

的有效程度。在本次实践调查中，关于“公共政策执行有效程度”

一项，“执行得力，效果好”、“执行适当，基本有效”、“执行一般，

少量无效工作”、“执行不当，基本无效”四项占比分别为14%、58%、

23%、5%。通过上述数据可以了解到大部分地区政策执行效率普遍

为人们所接受。但在新时期下，民族地区政策执行方面面临的问

题不容忽视。

2  影响公共政策执行的主要环境因素

2.1自然环境

一般而言，自然环境的好坏对公共政策执行效率的影响不容

忽视。自然环境恶劣的民族地区公共政策执行难度更大，效率

更低。高山、陡坡、高海拔等自然环境恶劣的民族地区普遍存

在生产力发展低下、交通发展不畅、生存空间分散等问题。第

一，多数少数民族分布呈现分散特性。在此情形下，公共政策执

行所必须的信息沟通和传达这一基本要求都很难满足。第二，与

其他地区相比，受制于自然环境恶劣，多数少数民族地区交通基

础建设落后，政策信息输出难度较大。一方面，交通不畅导致公

共政策执行者在少数民族地区难以深入宣传和动员公共政策落实，

以致政策目标群体难以及时接收相关政策信息。另一方面，广大

民族地区人民难以获得准确、完整的公共政策，对多数政策理解

“碎片化”问题严重。

2.2经济环境

公共政策执行落实需要强大的财务资源作为支撑。在执行过

程中，财务资源充足与否对政策执行结果起到决定性作用。然而，

财务资源充足与否又取决于当地经济水平发展情况。据网易新闻

发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五大民族自治区广西、内蒙古、新

疆、宁夏、西藏在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GDP排名分别为：19、20、

25、29、31。由上述数据可看出，现阶段多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

仍处于相对落后阶段。所以，落后的经济环境直接影响当地财政

收入情况。而艰难的财政收入难以保障公共政策执行所需财务支

撑，继而导致民族地区公共政策面临落实难、持续难困境。

2.3政治文化环境

在阿尔蒙德所著的《公民文化》一书中，对“政治文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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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做出了较为准确的定义。该书认为，所谓“政治文化”就

是对于政治体系和其他方面的态度，以及自我在这个体系中角色

的认知。换言之，政治文化涵盖了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

治评价等政治生活中各个方面的内容。政策文化环境优良会直接

影响公共政策执行力度，进而影响地区政策落实。具体而言，

若一个地区有良好的政治文化环境，人民政治觉悟较高，将对

当地政府政策落实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反之，则会减低政策

执行者执行力，加大政策落实难度。

3  公共政策执行力提升路径探析

3.1 加强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改善民族地区自然

环境

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不仅对提升公共政策执行力具有重要

作用，同时关系者民族团结和国家繁荣稳定大局。因此，加强

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势在必行。加快民族地区公路、铁路等

交通运输线路建设工程是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重中之重。具

体而言，一是将新建、改建的民族地区道路同其他道路及时互

联畅通，保证新建地区交通顺畅。二是加紧建设高水平高速公

路工程，增强民族地区同其他地区往来便利。三是落实“村村

通”工程，加强乡村之间的互联互通，助力“十四五”新时

期乡村振兴战略顺利进行。

3.2 加强民族地区财政支持力度，改善民族地区经济环境

为经济经济环境落后对民族地区公共政策执行带来的不利影

响，可以从财政支持和资源开发两个角度入手。就财政支持角

度而言，多家应继续加大对民族地区财政支持力度。从经济比

较横向来看，中国民族地区紧急同其他地区经济发展具有较大差

距，财政资源薄弱问题尤其凸出。此情形下，想要提升民族地

区公共政策执行力度，国家在正确评估所有地区财政需求前提

下，加大对民族地区财政支持，使民族地区政府有相对充足的

财政资源调配公共政策执行落实工作。就资源开发角度而言，

民族地区应搭建政策的“顺风车”，开发本地优质资源、发展

市场经济，实现财政收入增加的目标。

3.3 加强民族地区行政管理力度，改善民族地区政治文化

环境

由于民族地区的政治文化存在其特殊性，所以改善民族地区

政治文化环境是加强公共政策执行力工作的重要一环。第一，

优化民族地区政策执行主体结构。横向方面，政府应进一步规

范部门职能范围，认真梳理好党政部门之间的关系，加强各部

门横向间的协调、沟通能力，提升公共政策执行能力。纵向方

面，减少当地政府执行层次结构，促使部门纵向结构向“扁平

化”发展。第二，深化行政管理改革工作。要秉持政府权力

运行过程公平、公开、公正原则，建立完善的民意义反馈机

制、论证机制、决策机制、执行机制。第三，加强民族地区

人民政治文化思想建设，加大科学教育力度，向民族地区公共

政策执行目标群体贯宣政治参与意识和正确的政治认知，增强民

族地区政治思想建设。

本文首先以内蒙古民族地区为参考，收集了838份有效调查

问卷。从公共政策执行的刚度、力度、效度三个层面对民族地

区公共政策执行现状进行了深入分析，发现当前民族地区公共政

策执行过程普遍存在刚度不强、力度不够、效度不显等问题。

而后，环境对公共政策执行的影响方式，提出影响政策执行的

自然环境因素、经济环境因素、政治文化环境因素。最后，针

对自然、经济、政治文化三个层面因素影响，探析从基建、财

政、行政管理条路径进行破解，消弥民族地区环境因素对公共

政策执行的不利影响，提升公共政策执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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