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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 : （三）政策論證

　　政策論證是指導公共政策議題討論的主要工具，其足以反映出一個

社會中，利害關係人對於政策備選方案，為何有著不同的意見與爭議。

Ｗ.Ｄｕｎｎ（１９９４：６３）所提出政策論證分析包括有六項要素，

其分別為：

１．政策相關資訊（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可經

　　由各種不同的方式蒐集而得，包括政策問題、政策未來（備選方案）

政策行動、政策

　　結果、以及政策績效的資訊等，依情況的需要，以不同的方式，將之

表達出來。

２．政策主張（ｐｏｌｉｃｙ　ｃｌａｉｍ）：政策論證之結論，也是

方案設計的指導方

　　向：換言之，即資訊經由「論證建構」過程，所得的綜合觀點。

３．立論理由（ｗａｒａｎｔ）：一項政策論證所根據之假定，而經由

此種假定，政策分析

　　者，可以由政策相關資訊轉成政策主張。立論理由可以包含數種不同

的假定，如權威、

　　統計．、類別、直覺、分析、解釋、實用、價值判斷。

４．立論依據或支持（ｂａｃｋｉｎｇ）：支持可用來證明前述假定之

依據，這些支持的資

　　訊常由科學的法則、專家的權威或倫理與道德的原則中獲得。

５．駁斥理由或反證（ｒｅｂｕｔｔａｌ）二：反證是另一種結論、假定

或論證，說明為何

　　原案不能被接受的理由，而這種反證可以幫助分析人員在政策方案

設計時，預測出政策

　　未來可能遭到的反對理由，並分析批評者可能採用的假定及依據。

６．信賴度（ｑｕａｌｉｆｉｅｒ）：政策分析者對政策主張確信之程

度，通常用可能性來

　　表示（如可能、非常可能）。

以上六要素建構成政策論證結構圖，請參見圖一—一：



　　根據Ｗ.Ｄｕｎｎ（一九九四，一０一　一三０）之歸納，政策論證

的表達方式，也就是分析人員將政策相關資訊轉變為具體政策主張的特

定方式，至少有八種論證的模式：

１．權威模式（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ｔｉｖｅ　ｍｏｄｅｌ）：因行為

者的成就身份而具有

　　的地位，如專家、機關的內部人員。但權威的方式愈來愈受到其他論

證方式的質疑。

２．統計模式（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政策的主張

來自樣本的論證，而

　　使用的資訊必須以樣本具有代表性，並能正確推論至母體為前提。

３．類別模式（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ｄｅｌ）：



團體的成員特質的相

　　似性是建立在團體多數其他成員的基礎上（例如某一個國家實行資

本主義，那這一個國

　　家必定是民主的，因為大部分的資本主義國家都是民主的）。

４．直覺模式（ｉｎｔｕｉｔｉｖｅ　ｍｏｄｅｌ）：行為者內在的心

理狀態，如洞視、判

　　斷、睿智。直覺的模式適用於不同社會角色的人，但因涉及個人內在

的心理狀況，所以

　　很難備述。

５．分析模式（ａｎａｌｙｃｅｎｔｒｉｃ　ｍｏｄｅｌ）：分析方法

或規則的放度（如經

　　濟學、數學、系統分析的一般抉擇法則）。

６．解釋模式（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ｏｒｙ　ｍｏｄｅｌ）：著重於公共

政策之間因果關條的

　　解釋。解釋模式強調政策的客觀影響，以檢驗及解釋公共政策的主張

但採用解釋模式

　　的政策分析家，也會使用直覺、判斷或默會的知識（ｔａｃｉｔｋｎ

ｏｗｌｄｇｅ），

　　做為分析的要素，形成相互主觀的認識論基礎。

７．實用模式（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　ｍｏｄｅｌ）：其中包含動機、平

行與類比的方式：

　　（１）動機：政策利害相關人對於政策具有很強的的目標、價值、意

向等，對於政策主

　　　　　張極為堅持。

　　（２）平行：個案之間的相似性。在相類似的環境下，政策的仿效是

具有參考價值，如

　　　　　對於美國而言，英國的都市計畫政策，是其很好的參考目標。

　　（３）類比：政策間彼此具有很高的相似性，便可參照，如空氣污

染的防制政策，是水

　　　　　污染防治政策很好的類比政策。

８．價值批判模式（ｖａｌｕｅ－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

價值批判模式是以道

　　德原則，和倫理準則為基礎的一種政策主張，其所關懷的是政的是、

非、善、惡，和結

　　果。

　　其立論重點以表一－一分述之。



　　政策主張的型態有三：描述性的、評估性的、與倡導性的，分別血種

政策分析的研究途徑（經驗性的、評估性的、與規範性的）相互呼篷描述

性的政策主張其所關注的重點是事實問題，即分析某一項特殊政"實際結

果。評估性的政策主張其所關注的重點為價值問題，即論斷現。政策是否

具有價值。倡導性的政策主張其所關注的重點為行動問題，即究竟應該採

取那種政策以資解決問題。茲整理如表一─二：



　　故根據政策論證結構、政策論證模式及政策主張，擬提出本研究之政

策論證之分項建構，請參見表一─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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