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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方，但就创新本身来说，它们都具有哈默指出的三个

特点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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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没必要摸石头。这里可以把桥或路线图比作理论，摸石

头比作实践。有理论的指导，实践不一定以摸石头的方式

进行。但是在缺乏理论指导的情况下，要过河，摸石头不

失为一种可以采取的方法。事实上，这里提出了理论和实

践的关系问题。
创新往往是一种摆脱以往惯例的具有想象力的行为。

有理论指导的创新固然不错，但理论也有禁锢人的思想的

作用，尤其是对理论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的话。任何一种

理论都是某一时空的产物，它会受到这一时空条件的限

制。马克思指出了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方向，但是对于一

个社会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后究竟如何具体运行，马克思没

有提供现成的答案。事实上，我们在列宁的《国家与革命》
一书中还可以看到列宁对管理未来的苏维埃国家的一些

比较浪漫的看法。比如列宁认为一个人只要初通文墨、稍
具计算知识就可以管理国家了( 这显然同苏维埃是一个工

人的国家的意识形态相关) 。这是因为列宁没有这方面的

实践，在苏维埃国家建立起来以后，列宁才知道事情并非

如此，以至于他在后来提出了向资产阶级专家学习的口

号，提出要悬赏两本行政管理的著作。因此，理论需要创

新，需要与时俱进。
理论来自于实践，但理论又是超前的，否则它无法具

有指导的作用。这表明了两者相同的重要性和不可或缺

性。中国的改革包括政府管理创新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

前无古人的实践，没有现成的理论可以提供指导。当然，

我们完全可以借鉴其他的相关理论，但必须结合自身的情

况加以创建。奥斯特洛姆在谈到理论的必要性时同时指

出，“用一种设计理论指导另一不同设计理论为基础的体

制的特质，会导致深刻的误解。运用一种设计理论去改革

以另一不同理论为基础的体制，会产生难以预料的、代价

昂贵的结果。”［5］

这就需要在实践中进行摸索。因此，摸石头过河所体

现的实践精神是值得肯定的。在未来，我们或许在某些方

面还要摸石头过河。但是，我们不能总是靠摸石头过河，

因为摸石头毕竟具有盲目性，摸不到了就得停下来，这里

至少有巨大的时间成本问题。此外，再摸到的石头也有可

能指引你不是往前走，而是往后走。因此，我们需要在实

践中产生理论，产生过河的路线图，否则我们或许到不了

彼岸，或许最后又会回到此岸，或许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才

能到达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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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便是愚蠢，因为它可以使我们少走弯路。事实上，我们

今天不少政府管理上的改革和创新，正是借鉴了西方的做

法，比如公共服务的多元提供、公共服务的市场运作机制、
政府绩效预算、政府绩效评估等等。

当然，我们的学习和借鉴必须结合自身的情况，原因

在于我们与西方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不一样，要解决的一

些问题也不一样，比如一些西方国家早已进入了福利国家

阶段，这对于还处在温饱型的中国社会来说，面临的问题

是很不相同的。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同样是基于市场

经济的政府管理，其管理方式和公共政策都可能存在不一

样的地方。比如与西方的一些以市场为主导的管理方式

而言，中国更多的表现为一种政府主导的管理方式。但

是，这一方式也不一定就成为一种固定的模式，随着时空

条件的变化，这种管理方式或许也会发生变化，正如西方

政府在管理的方式手段上随着 20 世纪 80 年代全球经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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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解决问题，时间成本和实施成本会下降。但它的问题

在于，由于在变革中采用的是大起大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