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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公共政策案例教学的目的并非为既有理论提供“例证”，而是应当实现理论发展或知识创新，

以培养学生的研究性思维与创新能力。在政策案例的选择上，需要注意案例的典型性特征，特别是中

国情境下的典型案例选择问题，并以中国公共政策理论话语体系的构建为指向。因此，案例教学应当

体现为研究性过程，教师与学生一起从事理论知识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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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公共政策学作为公共管理类专业知识体系

的重要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实践性与应用性特

征。它直接以公共政策构成体系、政策制定或执

行实践作为分析对象，意在生成有助于改善政策

实践的有用知识。正因如此，与一般原理类课程

不同，案例教学已经成为公共政策课程的基本教

学方法之一。在国内，各种形式的案例教学作为

公共政策课程改革的主流方向被大力推广，公共

政策案例库也被视为重要的课程教学资源。而近

年来清华大学等高校发起的公共政策分析案例

大赛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重要影响，国内高校纷

纷效仿，许多学生基于参赛激励而对公共政策案

例分析产生了更强烈的兴趣与需求，客观上也推

动了案例教学的快速发展。 

    在案例教学热的氛围下，许多一线教师或教

学改革设计者将注意力聚焦于案例教学“如何操

作”上，例如教学案例材料编写、教学流程设计、

师生角色转换以及教学所需各种软硬件条件的

配套等。然而一些更为基础性的问题则被忽视，

例如案例教学与理论教学(或“案例”与“理论”)

的关系界定，以及在此基础上如何选取恰当案

例。这些问题认识上的模糊不清或理解偏差可能

会导致案例教学“徒具形式”，而无助于学生知

识创新能力的培养。因此本文将就公共政策案例

教学中的理论取向与案例选择问题进行讨论，以

期厘清认识误区，为案例教学的有效开展奠定 

基础。 

    二、公共政策案例教学的价值定位：理论  

发展 

    案例教学的目的是什么？这一问题的回答

关乎案例教学在整个教育教学体系中的价值定

位，也决定了案例教学实践开展的具体思路或操

作模式。当前来看，许多人将案例教学视为一种

更好地传授既有学科知识的手段或工具。例如认

为案例教学可以使抽象、枯燥的理论知识具体化

与“情景化”，带给学生更为直观的认识，甚至

学生通过角色模拟获得感同身受的体验，进而活

跃课堂氛围、提升学习兴趣，更好地理解与掌握

理论知识。正如美国学者列恩(Laurence Lynn)指

出的，公共政策案例教学的基本目标之一即为

“帮助学生熟悉公共政策形成的知识和背景”[1]。 

    如果我们将高等教育教学的目的定位于既

有知识的讲授或“传递”的话，那么，上述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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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思维的确有助于学生更好地获得或接受知

识。此时案例教学将成为理论教学的补充。然而，

如果我们认为现代教育的实质应当是培养学生

的知识创新思维与能力的话，那么则有必要对案

例教学的价值追求进行重新定位。就此而言，本

文认为公共政策的案例教学不应简单停留于既

有知识的传授层面，而应该立足于公共政策理论

知识的发展或创新。因此案例教学自身也是理论

性的，与理论教学有着共同的价值追求。而为了

实现理论发展的目的，公共政策案例教学就应当

体现为一项研究性教学实践，而非纯粹的教学展

演。换句话说，案例教学必须与案例研究紧密结

合，实现“教研相长”。由此，案例教学的有效

开展也对相关教师的研究能力(特别是案例研究

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而从学生的角度来看，

在当前知识共享的时代，各种知识获取平台与渠

道日益增多，因此，对教师或课堂作为传统知识

获取渠道的兴趣与需求必然不断降低。在此情况

下，只有将案例教学作为研究性教学实践，带动

学生一起从事理论发展与知识创新活动，才有可

能保持课堂或课程对学生的吸引力。 

    因此，公共政策案例教学必须具有明确的理

论取向，以实现公共政策理论的发展或知识创新

为教学目的。而为了实现理论发展，公共政策案

例教学的设计有必要借鉴案例研究的逻辑。当前

案例研究已经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之

一，在公共政策研究中的应用则更为广泛。在方

法论上，与着眼于大样本考察的量化统计等方法

不同，案例研究一般以单一事件或局部现象为考

察对象，形式上则体现为叙事或“讲故事”。正

因如此，一些人认为案例研究的“故事”更多的

是在描述事实，相关结论很难进行推广或者上升

为一般性理论。这种认识体现在案例教学中，则

导致许多教师简单地将案例视为某一理论的“例

证”，而缺乏从案例中“发展”理论的意识。 

    事实上，上述认识是对案例研究的误解。案

例研究的目标，实质上是要实现从“故事”到“知

识”的飞跃。高质量的案例研究实际上包含着对

一般性理论知识的追求，“以寻求社会知识为目

标的案例研究，不是在讲一个个不同的故事，而

是在呈现事实中的行为特征、关键条件、动力来

源和因果联系”[2]。案例研究需要结合特殊事例

的经验和既有理论解释上的缺陷提出新的理论

问题以及新的命题或研究假设。与量化研究方法

侧重于对既有理论假设进行检验不同，案例研究

方法的优势在于通过理论与经验材料的反复碰

撞，从而推动理论和概念自身的创新[3]。 

    而在教学实践中，公共政策案例教学一般由

“问题”“故事”与“理论”三部分构成。问题

有可能源于对现实政策实践的观察，但是必须体

现为更深层次的理论问题，以区别于“就事论

事”。故事是政策案例教学的主体部分，可能占

据课程教学中的大部分时间，而生动精彩的故事

叙事有可能是部分学生最感兴趣的学习内容。不

过需注意的是，案例教学必须超越于单纯的“讲

故事”。案例材料组织与编排的目的在于在理论

问题的指引下呈现出经验事实与既有理论解释

之间的冲突，进而提出新的理论假设或命题来回

应问题，以此推动理论发展。至于理论假设的有

效性问题，则需要诉诸更多案例进行检验，而这

可以由学生自主进行，从而体现出案例教学过程

的参与性与互动性。 

    三、公共政策教学案例的选择：代表性抑或

典型性 

    政策案例的选取是公共政策案例教学得以

有效开展的前提和基础。然而公共政策实践数量

众多且类型多样，如何选取合适的案例成为一个

重要问题。针对这一问题，许多学者提出了案例

选 择 的 标 准 或 原 则 。 例 如 威 瑟 曼 (Selma 

Wassermann)认为好的案例特征包括：符合教学需

求、较强的可读性、能够触动情感、能够制造困

境或呈现冲突等[4]。除此之外，更多人主张好的

案例应该具有代表性(或涵盖性)，以避免选择性

偏差[5]。也即，由于公共政策理论教学所要讲授

的是一般性理论，这种理论能够解释总体性或全

局性的公共政策现象，然而案例教学过程中所能

列举的案例数量有限，因此必须“以小见大”，

使有限的案例样本能够最大程度地反映公共政

策实践的总体特征，避免以偏概全。 

    应当说，上述对代表性的追求本身没有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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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也符合科学理论发展的基本规律。然而问题

在于，对于以案例作为考察对象的研究来说，代

表性很难实现。例如政策案例所呈现的事件或冲

突，均是在特定的情境下由特定主体基于特定目

的、经由特定行为选择与互动过程而产生的特定

结果，因此在一般情况下均具有不可复制的特殊

性。由于这种案例特殊性，也就基本不存在谁能

“代表”谁的问题。也正因如此，一些人认为相

较于统计方法而言，案例研究方法具有很大的局

限性，无助于发展一般性理论。然而这在很大程

度上是对案例研究方法的误解。事实上，案例研

究在选取合适案例时，所关注的标准并非代表

性，而是典型性。 

    与强调“以一概全”的代表性不同，典型性

强调的是案例特殊属性的鲜明性。一个案例是否

具有典型性，要看案例自身所具有的属性特征

“是否体现了某一类别的现象(个人、群体、事件、

过程、社区等)或共性的性质”，典型性不是个案

“再现”总体的性质(代表性)，而是个案“集中

体现了某一类别现象的重要特征”[6]。换个角度

来说，也就是针对既有的研究问题，所选取的案

例恰好能够满足回答该问题所要求的材料特征，

则就具有了典型性。就此而言，案例与统计研究

中的样本不同，并不需要具有代表性，特殊性反

而是案例研究关注的焦点。 

    不过，如果所考察的案例都是特殊案例的

话，是否意味着案例分析的结论只适用于本案

例，而无法推广到对其他案例的解释中？如果是

这样的话，案例研究与教学如何才能实现前文所

强调的“理论发展”的目的呢？这些问题的回答

有赖于对案例“典型性”问题的进一步理解。事

实上，尽管案例特殊性表明每个案例都不一样，

但是适合作为研究或教学对象的案例选择并非

随意的。高质量的案例选择非常重视社会现象的

公共性、可重现性或可预期性，单一案例尽管无

法代表总体样本，但是却能够代表某一类社会现

象[2]。例如环境督察与安全生产检查案例自身差

异巨大，但是能够共同反映“运动式治理”这一

现象。此时，案例本身不具有代表性，但是案例

经过分析挖掘后得出的知识结论却具有代表性

和可推广性。也即，对典型性案例的研究所关注

的是案例呈现出的知识特征，而非案例本身。相

应地，如果非说案例要具有代表性的话，那么这

种代表性特指案例所含知识特征的代表性，而非

案例事件本身的代表性[7]。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公共政策案例教学要实

现理论发展的目标，就必须注意教学案例选取的

典型性问题。通过考察典型案例中所呈现出的某

一类政策实践现象的共性特征，提炼出有价值的

理论问题，并经由与既有理论解释的比较进而提

出新的理论假设。需注意的是，为了避免案例研

究“见木不见林”的问题，在案例的具体选择过

程中，必须有着明确的理论指向，而非在政策实

践世界中盲目摸索。也即，在案例选择之前必须

对公共政策理论进行总体性把握与梳理，要运用

特定的理论工具、沿着特定的理论逻辑、有目标

和方向地寻找、整理和展开案例故事。只有这样，

案例教学才能超越于一个个单一故事的简单罗

列，在一般性理论知识上有所贡献。 

    四、中国情境下的公共政策典型案例选择 

    公共政策学在国内发展较晚，自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才有专门的研究与课程设置。而且，整

个公共政策的知识体系基本上借鉴西方特别是

美国。因此在案例教学上，早期也多以西方国家

特别是美国的公共政策实践作为考察对象。例如

在政策制定研究中，利益分析是经典的政策理论

模型之一，而该模型基本上是对美国多元主义体

制下活跃的利益集团互动实践的反映。在此情况

下，案例教学中也多选取美国的案例(例如“禁枪”

政策案例)，因为美国的案例更具典型性特征。然

而近年来，国内公共政策案例教学中也注意到了

国外案例与中国制度场景的“脱离”问题，因此

逐渐强调对国内本土政策案例的选择和应用。 

    不过，如前所述，许多公共政策案例教学者

简单地将案例视为既有理论的“佐证”，因此导

致了许多问题。例如，用国内案例去“硬套”西

方理论，结果可能导致理论和案例的不匹配，无

助于学生对相关理论的准确理解。或者以某个西

方理论为前提，对国内政策实践案例进行刻意的

修改或编排，这种“削足适履”行为将导致对中



理论研究                                  张海柱：公共政策案例教学中的理论取向与案例选择 

 

99 

 

国政策改革实践的认识陷入误区。例如，西方学

界对政策过程的研究多聚焦于政策制定阶段，而

在中国，执行阶段才是各方主体博弈的主战场[8]，

因此需要思考如何有效解释中国情境下的政策

执行逻辑。 

    本文认为，解决上述问题的前提是对案例教

学的价值定位进行调整，也即前文所强调的，案

例教学的目的不是佐证既有理论，而是实现理论

的发展。当前公共政策的理论体系特别是前沿理

论的确主要来自西方学界，国内课程教学不能无

视西方理论的发展。然而，在我国研究与讲授公

共政策问题时，有必要立足于中国本土实践情

境，选取中国本土政策案例。在此基础上，要对

中国案例与西方理论进行比较。显然我们会发现

许多中国案例对于西方理论而言可能并不具备

典型性，此时我们需要意识到，并非中国案例出

了问题，而是西方理论存在不足。因此必须基于

中国案例的特殊性，创造新的概念或提出新的理

论假设，以此实现对既有理论体系的完善和发

展。例如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取得的伟大成就就

是西方理论无法解释的，因此需要基于对中国制

度体制、决策模式与具体政策选择实践的考察，

提炼出新的理论解释模型，并与西方理论进行对

话。当前国内对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

的讨论日趋热烈，公共政策研究与教学中也需要

明确构建中国公共政策理论话语体系的重要性。 

    因此，对于中国情境下公共政策典型案例的

选择，其“典型性”并非相对于西方理论来说，

而是就发展中国公共政策理论而言的。而且如前

所述，中国政策实践本身可能是特殊与“个别”

的，但是所选取的政策案例应该能够反映某一类

政策实践现象的共性特征。例如这种共性特征可

能体现为：在不推行西方代议制民主或竞争性政

党制度的情况下，许多公共政策实践也取得了良

好的治理绩效。进而我们可以尝试分析这些政策

绩效取得的基本条件及其逻辑机理，由此我们就

可能发展出一般性的公共政策理论知识。这种理

论知识有助于打破西方理论话语的支配，也有助

于破除对中国政策改革实践认识上的误解。对于

国内公共政策案例教学来说，则有助于解决理论

立场与案例选择之间的脱节问题，帮助学生更好

地理解中国公共政策实践的内在逻辑。 

    五、结语 

    在公共政策案例教学过程中，如何组织教学

过程固然重要，然而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案例教学

的价值定位以及恰当案例的选取问题。针对国内

存在的一些教学误区，本文认为案例教学的真正

目的并非为既有理论提供例证或佐证，而是通过

案例分析实现理论发展或知识创新，以培养学生

的研究性思维与创新能力。而为了发展理论，案

例的选取必须注意典型性问题，特别是注意中国

情境下的典型案例选择问题，并以构建中国公共

政策理论话语体系为指向。当然，这必然对公共

政策案例教学的相关教师提出更高的能力要求。

好的案例教学不光考验教师的课堂组织与故事

讲授能力，更加考验其理论素养与研究能力。如

何改变传统单向的知识传输模式，吸引学生一起

从事公共政策的知识生产，应当是现代大学教育

者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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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 orientation and case selection in public policy case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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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public policy case teaching is not to provide “illustrations” for existing theories, 

but to achieve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or knowledge innovation, and cultivate students’ research thinking 

and innovation ability. In the choice of policy cases, it is necessary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ases, especially the typical case selection problem in the Chinese context, which points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public policy theory discourse system. Thus, case teaching should be 

embodied in the research process, and teachers and students should be engaged in the production of 

theoretical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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