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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式治理中资源调配的要素组合与实现逻辑
———以武汉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活动为例∗

文　宏1,郝郁青2

(1.华南理工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510641;

2.吉林大学 行政学院,吉林 长春130012)

摘　要:运动式治理是我国公共治理中普遍且特殊的治理形态。中国强政府的治理需求与社会资源总量稀缺存

在较大矛盾,运动式治理中如何实现资源的调配成为关键问题。武汉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活动的案例与扎根

理论相结合,聚焦出运动式治理中的资源调配要素组合及实现逻辑。运动式治理资源调配的要素组合为四个方

面:资源调配的思想动员、资源调配的激励构建、资源调配的载体形式和资源调配的组织协同;其实现涉及多个

主体间的权限划分、资源分配及物资消耗,涵盖政府资源的整合及社会资源的吸纳,以及具有相应的权力架构与

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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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时代的发展,日益增长的社会治理总需求

与相对稳定的社会资源总量,呈现出持续紧张的状

态。面对复杂的公共事务,可供政府部门调配的资

源及行政力量相对有限,再加上“条块分割”的政府

体系,不同政府部门基于专业特性,相互争夺行政

资源,使得原本紧张的行政资源变得更加稀缺。常

规的政府管理效用低下,不同政府机构的职能冲突

反而加剧交叉领域的社会问题。因此,地方政府倾

向于动用行政权力,采用运动式治理的手段,短时

间内广泛调动各种社会资源,集中整治一些积重难

返的重大社会问题,以期实现社会问题的有效治

理。作为一种非常态化的社会治理模式,运动式治

理更多的是以“项目驱动”、“指标驱动”等形式,安
插到政府部门日常治理的工作序列中,以前所未有

的效率和活力受到各级政府的重视,逐渐内化为我

国政府在新时期重要的常态化治理手段[1]。

一、问题的提出

运动式治理打破常规资源配置通道的限制,能
够及时取得相对丰富的治理成果,改变了以往对政

府治理程序拖沓、效用低下的传统认知。总体而

言,作为一种动员政治,运动式治理的资源调配存

在违背市场价值规律[2]、破坏正常组织结构[3]、侵
越政府行政职能[3]、粗糙操作和随意执法[4]等弊

端,遭到学界诟病。随着运动式治理的广泛运用,
有学者开始关注其合理性:有限的资源总量难以满

足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常规式治理已无力解决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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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社会问题[5],为缓解资源匮乏的困境,政府有

必要集中有限的资源进行集中治理[6];作为常规式

治理失败背景下的应对机制[7],运动式治理模式弥

补了治理资源的不足,是国家治理资源贫弱现状下

的一种理性选择[8]。纵观现有图景,在俯拾即是的

运动式治理研究中,大多数的研究从运动式治理的

绩效出发[9-11],探究其治理的作用及趋向[12]。
运动式治理之所以能够取得显著效用,其关键

在于政府机构能否调动多个主体,在短时间内调配

多种社会资源。然而,在现有文献中,较少关注运

动式治理中的资源调配,多是关注项目制资源的微

观运作过程,缺乏从宏观视角对资源调配方式展开

探讨。政府的财政资金、行政权限及人力资源的投

入是运动式治理可供调配的主要资源,同时也吸纳

不少社会资源。那么,在运动式治理中,地方政府

如何实现资源调配,职能机构及下级政府的资源如

何进入目标治理领域,如何吸纳社会资源? 其具体

方式及途径有哪些? 这些都是本文主要关注的研

究主题。本文以武汉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活动

(下文简称“创文”)为研究案例,阐释运动式治理过

程中资源调配的要素组合及实现逻辑。
“全国文明城市”是评价一个城市整体发展水

平和文明程度的最高荣誉称号,是城市总体形象的

集中反映[13]。“全国文明城市”每三年评选一届,
由中央文明办委托国家统计局,参照《全国城市文

明程度指数测评体系》,对参选城市的文明程度进

行测评和排名。2015年,武汉市获得“全国文明城

市”荣誉称号。多年来,武汉市将“创文”视为必须

完成的政治任务,采取典型的运动式治理手段,将
非常态化的“创文”活动内化为政府日常工作,以
“创文”各项测评指标具体考核下属各单位的工作

绩效,广泛调配一切可调动的资源。基于此,本文

在武汉“创文”案例的基础上,融入扎根理论的研究

方法,提取官方网站和门户网站的公开数据,导入

Nvivo10软件①对其进行编码。为确保数据科学

性,在编码过程中,本着严谨态度对资料逐行逐段

编码,深度挖掘数据之间蕴含的逻辑。希望借助扎

根理论,探析运动式治理的资源调配,剖析其蕴含

的要素组合及实现逻辑。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案例研究主要通过讲述故事来构建理论,能够

通过丰富的描述保证研究的深度[14]。扎根理论最

终 目 的 是 “经 由 质 化 方 法 来 建 立 理

论”[15]56-58,82,133-137,其融合归纳与演绎两种研究路

径,是典型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综合性研究方

法[16]。扎根理论通常选取经典的案例进行研究,
研究过程需要遵循严谨的数据分析技术和严格的

操作程序,确保研究结果的可追溯性和可检验性。
本文本着“一切皆为数据”的原则,尽可能地广泛收

集多 种 类 型 的 数 据,采 取 “不 断 比 较 的 方

法”[17]79-99,105-113,力争社会规律在数据处理过程能

够自然浮现,最大限度保证研究立场及视角的客观

性。本文将研究问题聚焦于运动式治理中的资源

调配,借助质性分析软件 Nvivo10,历经数据材料

的初始编码、聚焦编码以及理论编码等过程,通过

对原始素材的科学编码过程,将尚不明晰的理论体

系,逐步挖掘出来,实现理论体系的构建。
(二)案例选取

案例研究的意义在于促进知识的增加[18],而
不是成为某一类事物的典型代表。案例研究的理

论定位是实现对现有理论的启发。本文选取武汉

“创文”案例,聚焦运动式治理中的资源调配。缘由

如下:一是“全国文明城市”的规格很高。如果一个

城市获得此荣誉称号,意味着对其各方面工作的高

度肯定。三年一次的“创文”评比,通常会引发全国

各个申报城市广泛调动各类资源,展开激烈角逐。
二是武汉已经开展“创文”活动十多年,期间武汉为

此持续性地付出努力,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并
于2015年获得“全国文明城市”的称号,十多年的

“创文”历时较长、活动众多、成果显著,为论文研究

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三是武汉“创文”案例中,领导

高度重视,当作政治任务来抓,将“创文”活动纳入

各个部门的日常工作,期间各个部门的资源调配方

式更为显性和直接,便于论文研究的进行。
(三)数据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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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Nvivo10是一款定性分析软件,通过将外部资料导入软件,然后利用软件的节点功能,对资料进行编码,是在归类、
分析编码的过程中让研究主题和研究理论自然显现的过程,尤其应用于研究主题尚不明晰的领域,因而成为扎根理论的重

要研究工具。



为了夯实论文的研究素材,本文尽最大可能收

集与论文主题相关的所有信息。武汉“创文”活动

历时十余年,武汉所辖各县区市及职能部门已经建

立了内容丰富的“创文”官方网站,各大媒体也对

“创文”活动进行了充分的宣传报道。由此,本文的

数据来源主要是 “中国文明网”和“武汉市文明网”
等专题网站的新闻报道以及其他门户网站,如腾

讯、搜狐、新浪和网易新闻等网站的专题报道。将

上述所有初始资料收集完全之后,剔除与主题无关

的信息冗余,对数据文本进行初步抽样,借助 Nvi-
vo10进行编码,形成相应的类属,实现对数据文本

的理论抽样。

三、研究建模

(一)编码准备

丰富的研究素材通常有大量数据冗余。本文

在初始编码之前对案例资料进行筛选,围绕是否涉

及资源的调配,如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人力资源、物
质资源和权力资源等。预估资料研究价值、合理主

题分类后,将其导入质性分析软件 Nvivo10中为初

始编码做准备。按照政府主体层级的不同,分为上

级政府对武汉市政府层级资源的调配(代码c)以
及武汉市政府对辖区内机构资源的调动(代码d);
按照投入资源类型的不同,分为意识形态思想教育

资源投入(代码v),人力资源投入(代码h),物质资

源投入(代码 m)和权力资源投入(代码p)。这样,
武汉市政府在“创文”过程中的物质资源投入为

cm,以此类推。
(二)初始编码

初始编码是扎根理论应用的第一阶段,是对原

始资料的字、词、句或段落进行切割并赋予代码的

过程。初始编码的实质是对原始资料赋予代码,进
行多元归类,要求代码贴近原始资料,搭建材料到

理论的解释路径。本文严格按照独立性、开放性、
临时性及可修正性等准则,利用 Nvivo10软件的自

由节点编码功能,对反映隶属关系主体间资源投入

的信息赋予代码编码,对信息内容进行编码,形成

初始代码420个①。而后将各类代码混合打散,合
并相似信息,得到优化代码 77 个,部分编码见

表1。

表1　初始编码举例②

分类 初始编码 优化代码

p

dp1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dp2安排部署2016年精神文
明建设十项重点工作;dp3部分机关干部参加培训;dp4思
想文化工作;dp5抓机制、抓队伍、抓项目、抓活动;dp6培
训班;dp7反腐倡廉暨治庸问责工作会;dp8文明创建测评
讲评会;dp9武汉市社科院召开座谈会;dp10武汉市文明
办;dp11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
围;dp12“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工作座谈会;dp13《好人在身
边—天天正能量》节目研讨会;… …

p1开 展 专 项 活 动 (dp14,dp20,dp45,dp75,
dp86,dm2,dm9,dm10,dh14,dh30,dh65,
dh100,dh104,cp36);
p2营 造 浓 厚 的 社 会 氛 围 (dp19,dp44,dp74,
dh12,dh14,dh18);
p3组织动员群众参与(dm7,dh35,dh114,dv2,
dp28,dp35);
p4思想宣传(cv5,cv11,cv21,dp53,dv3,dv6);
… …

h

dh1通报游客“不文明行为记录”;dh2申请社会服务以代
替罚款;dh3责令改正,按规予以处罚;dh4公布“老赖”自
然人名单;dh5将名单推送至各大型电子屏幕上滚动播放,
进一步加大对失信黑名单的推送力度;dh6失信黑名单;
dh7“美德少年”的称号;dh8“荆楚楷模”年度人物发布活
动;dh9岗位学雷锋标兵;dh10加大对道德模范事迹的宣
传力度,向社会弘扬榜样的力量;dh11由各区、市直单位推
荐,经道德模范、媒体记者、领导专家评审、投票产生;… …

h1指示(dp41,dp50,cp11,cp16,cp38);
h2部署(dp2,dp23,dp42,dh61,cp28);
h3要求(dp34,dp43,cp2,cp24);
h4指导(dp36,dp47,cp29,cp37,cp39);
h5决定(dp76);
h6示范(dp9,dp68,dp78,cp34);
h7号召(dp65,cp21);… …

　　(三)聚焦编码

聚焦编码是在初始编码阶段之后进行的代码

关系凝练,目的指向代码背后的关联机制及管理秩

序的形成过程,是经验描述到概念分析的过渡阶

段。一般而言,代码间的关系结构包括因果关系、
结构 关 系、策 略 关 系、功 能 关 系 和 过 程 关 系

等[19]404-410,这些关系只是方向性的引导,并非不可

逾越的框架。为此,本文在对代码进行概念化及抽

象化的过程中,刻意保持一定的空间弹性。本文将

v类代码、h类代码、m 类代码和p类代码打散,对
其进行反复比较并重新聚合归类,生成高度凝练的

聚焦代码 V、H、M 和P,重点找寻聚焦代码所蕴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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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限于篇幅原因,仅对初始编码表进行部分展示,如有需要,请与作者联系(wenhong0413@sina.com)。
视频材料和图片信息先转化成文字形式,后进行分类编码。



的属性及主题,提炼出具备理论导向的抽象化类属

A。由于扎根理论的可回溯性,能够确保初始编码

到聚焦编码的过程能够有效实现双向互通性。因

此,本文对代码、聚焦代码以及类属反复持续甄别,

甚至有些代码采取回溯原始材料的方式,不断修正

编码结果,最终形成聚焦代码21个,类属11个,部
分编码见表2。

表2　聚焦编码结果

类属 聚焦代码

A1合法依据
V1法律条例(v1,v2,v3);
V3学习上级精神(v4,v7,v12);
V4向下思想渗透(v6,v10);

A2激励机制 H3正向激励(p13,h8,h9,h10,h11,h12,h13);
H4逆向激励(h18,h19,h20,h21,h22)

A3重要载体
M1政府直接投资(m1);
M2社会资助(m2);
M3推进各项项目实施(m3,m4,m5,m6)

A4权力控制 P2组建学习小组(p19,p20,);
P6成立领导小组(p8,p9,p10)

A5上级指令 H1上级指令(h1,h2,h5);

A6下级执行 H2下级服从(h3,h4,h6,h7);

A7鼓舞动员
P4组织动员(p3,p11,p15,p25);
P7营造氛围(p2,p4,p5,v9);
H6发挥典型的示范带动作用(h14,h15,h17);

A8制度环境
P3举办专项活动(p1);
P5管理干部队伍(p26,p29,p30,p31);
H5监督考核(h16,h23,h24,h25,h26,h27,h28);

A9权力架构 P8完善各项机制(p6,p7,p21,p22,p23,p24,p27,p28,v11);

A10思想统一 V2大力弘扬社会核心价值观(v5,v8)

A11行动统一 P1召开大会(p12,p14,p16,p17,p18)

　　(四)理论编码

理论编码指向理论构建,由初始编码、聚焦编

码所提炼的概念、类属和范畴,通过反复比较,逐步

实现各种主体关系架构的浮现。通过不断对资料

进行比较、整合、打散和重组,提出和发展类属,最
终将这些离散的类属纳入一定的秩序。理论编码

作为编码的最后阶段,负责提供分析性和解释性的

研究路径。本文借鉴格拉泽提出的一套“编码家

族”的启发工具作为辅助,详细分析编码所蕴含的

内容,包括6C(原因、条件、结果、语境、偶然性和协

变量)、程度、类型、互动、认同、结构、功能、策略、过
程、文化和共识等[20]55-82。将编码家族直接嵌套在

已有的类属间,形成扎根于材料但又超越经验的实

质性理论。为了确保研究的开放性,理论编码强调

超越经验层面的抽象性框架,尽量顺应研究素材本

意,形成既有的编码家族。本文所研究的“创文”活
动,相关的资源调配,涉及中央政府到湖北省政府

及武汉市政府,也涵盖武汉所辖的不同层级的政府

机构与职能部门,期间存在政府体系内部、政府与

社会之间的多种动态交互。

为此,本文选取了“互动”编码:在已有类属中

除 “指示—执行”、“命令—服从”这种硬性命令式

的资源调配之外,还存在“鼓舞—动员”这种软性资

源调配方式。聚焦支持政府体系编码,锁定资源调

配方面的“互动”的“策略”类属中已有的“意识形态

的思想教育”、“评比表彰的制度设计”、“项目制的

资源拨付方式”和“领导小组的权力载体”,进而梳

理出“策略—互动”的编码链条。而后回溯类属表,
发现资源调配还依赖于“权力架构”与“制度环境”
等配合,因而选择了“结构”编码,并由此得出思想

一致、行动统一、资源被广泛调动的“结果”编码,进
而利用阿兰·斯密德的“状态—结构—绩效”范式

推演出了“结构—结果”的逻辑链条,构成了解释运

动式治理中资源调配的合理视角。
将“策略—互动”和“结构—结果”理论编码结

合起来,初步阐释运动式治理中的资源调配。一方

面,如表3所示,运动式治理过程中,资源的调配方

式主要依靠思想动员、激励构建、载体形式、组织协

同四个层面支撑,从而保证不同主体在资源调配上

的互动平衡,即“策略—互动”链条。另一方面,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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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式治理除了依靠一系列特事特办的机构及既定

资源投入之外,离不开常规权力架构的支持以及宏

观制度环境的配合,进而才能保证资源广泛调配的

结果,即“结构—结果”解释链条。以上因素共同作

用于政府资源调配领域,为运动式治理研究提供了

新的视角。
表3　理论编码结果

编码家族 涵盖类属　　　 属性

策略—互动

A1合法依据 和 A10综合作用于政府及其成员的行为;

A2激励机制 A8的重要影响因子;

A3重要载体 资源得以流动的中间介质;

A4权力控制 往往和 A9配合进行;

A5上级指令 渗透在双方互动的各个环节;

A6下级执行 受 A1、A2、A3、A4的综合影响;

A7鼓舞动员 贯穿于整个动员阶段;

结构—结果

A8制度环境 A4、A9常用手段;对 A3有促进作用;

A9权力架构 政府意志传达的方式;常与 A7配合使用;

A10思想统一 和 A11合力成为 A7的重要结果;

A11行动统一 A7的重要成就;

四、研究结论

(一)运动式治理资源调配的要素组合

运动式治理中的资源调配,存在各种形式的要素组合。在武汉“创文”活动中,明显体现出相关资源的

调配路径及具体保障,既可以清晰地显现出资源调配的合法依据与激励机制,也可以呈现资源调配的载体

形式,还可以梳理出资源调配的权力控制。与此同时,“创文”活动同样涉及不同层级政府及其职能机构的

动态交互,在指示—命令、执行—服从的循环交互状态下,始终蕴含着鼓舞—动员的生成逻辑。具体如图

1所示:

图1　运动式治理的资源调配图

　　1.资源调配的思想动员

运动式治理中的资源调配以国家政治权力为

依托[21],在本质上具有强烈的政治属性,折射出的

是政治问题。总体而言,我国政治属性主要表现在

四个方面,即阶级性、灌输性、政治动员性和社会控

制性[22]。我国强大的意识形态向度特征,决定了

我国运动式治理资源调配方式的直接渗透性。运

动式治理通常会依托政治权力,形成强有力的思想

渗透,以类似强制性方式进行资源分配,带有政治

任务的某种倾向。除此之外,运动式治理需要调动

各个参与主体的内在积极性,激励和督促各主体投

入资源到运动式治理之中。
在案例中,通过扎根理论分析,可以显著地呈

现运动式治理资源调配的思想动员。首先,运动式

治理通常伴有声势浩大的思想教育宣传,塑造价值

取向,为运动式治理的资源调配做准备工作(V2大

力弘扬社会主体思想,以保证政治方向和立场),提
供思想意识的储备。其次,运动式治理通常会引导

社会舆论,提升各个参与主体的认同程度,以便吸

纳更多的资源投入到运动式治理之中(v10加强政

治引导和吸纳)。再次,运动式治理会通过成立学

习小组、集体培训学习、树立标杆模范等形式,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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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主体的思想动员工作(p19成立专项学习小

组,p20组建示范培训班)。最后,运动式治理往往

借助宣传、教育和舆论等方式,引导政府公务人员

及社会公众行为,强化社会价值观的塑造(p5发挥

新闻媒体的作用,p2营造浓厚的社会氛围)。

2.资源调配的激励构建

运动式治理的资源调配,需要适应性的制度设

计。在案例中,武汉市委市政府作为本级政府参与

“创文”活动的决策者,依据“创文”活动的特定目

标,借助了常用的评比表彰形式,确立评比的细则

及标准,通过各项细则和标准将任务层层分解和派

发,对下级政府或职能机构的工作绩效进行多维度

评估,辅以对表现突出的参与主体进行表彰,分别

评定“先进”、“典型”、“榜样”等荣誉,以强大的感染

力带动横向间同级地方政府的“标杆竞争”[23]19-39

(H6发挥典型的示范带动作用),将运动式治理的

目标分解转化为各个参与主体的行动指南,契合不

同参与主体需求及利益,从而贯彻上级的执政理念

和政策偏好,规制各个参与主体的行为。在案例

中,运动式治理活动的组织者,通常会采取多种方

式及途径(h12评比先进单位,授予荣誉称号),迎
合或激发相关参与主体的需求(h24优化考核指

标),激发不同主体的支持。同时,组织者有时也会

借助行政体系中的权力资源,强化对参与主体的控

制,使参与者置于自上而下的行政压力之中(h19
通报批评,h18责任倒追),督促各个参与主体投入

及调配资源。
除此之外,有些参与主体会借助运动式治理,

实现其组织或个人目标,如借此提升城市品位,改
善单位风气,强化城市旅游宣传,展现参与主体的

能力素养,解决社会问题,博得媒体舆论的关注,传
递相关忠诚信息等,实现组织能力的提升或个人荣

誉的获得,更加积极地调动广泛的资源条件,形成

内源型激励动力,实现更有力度的资源动员。

3.资源调配的载体形式

项目制镶嵌在政府体系的“条块组织结构”中,
能缓解治理资源不足的困境,以资源动员方式为依

托,贯彻符合上级政策理念及偏好倾向的政策意

图,以条块结构的渠道吸纳更多内部资源与外部资

源,实现非常态化的组织形式与稳定性的组织互

动,构成一套完整的政府管理逻辑。为了提升政府

体系内部及社会资源的使用效率,运动式治理通常

采用项目制作为载体形式。项目制能够解决行政

管理过程中的资源分散、权限不足等问题。在案例

中,体现了项目制的诸多优势:时间上的间断性

(dm21每年至少完成11个重点项目)、目标上的明

确性(m3工业项目,m5科技项目)、数量上的竞争

性(dm12鼓励相关单位开展项目建设方面的服

务)和方式上的直接性(m1政府直接投资)等。
项目制作为资源调配的载体形式,也会折射政

府体系府际之间的竞争与博弈[24]。在制度设计层

面,项目制多是政府体系内部进行财政资金的转移

支付。上级政府为了督促多个下级政府瞄准某一

特定目标,通常设立诸多项目,吸引下级政府围绕

项目资金进行竞争,从而形成“上级政府对下级政

府进行的非指令性竞争授权”[25],“自上向下地推

行特定政策”[26]。项目制的载体形式,在纵向层

面,强化了上级政府的政策意见砝码,赋予其相应

的专项资金分配权及管理权,打破科层制组织资源

的层级性安排,形成以项目为中心的公共资源分配

模式,扩充了运动式治理策划者的资源调配权限;
在横向上,由于稀缺资源的获取存在竞争性,为了

项目竞争的优势,必须拿出一定比例的配套资源,
这样实现了资源横向区域的聚集。两者方式结合,
实现了常规组织的各种资源要素的重新整合,实现

强有力的资源调配。

4.资源调配的组织协同

不同部门难以形成合力,不能具备充足的资源

支撑,是政府施政中的常见顽疾。为了避免此种情

形,运动式治理会强化资源调配的组织协同。武汉

“创文”活动中,建立了各式各样的“工作小组”
(dp84办公室督察组,dp71文明创建专班,dp27督

导组,dp29调研组,cp40专家组等),广泛存在与不

同层级的党政机构中,形成全覆盖的组织机构体

系,成为运动式治过程中相对稳定的亚正式制

度[27]。各个小组依托于常态的政府组织层级,都
会成立相应的领导小组(cp7省“创文”领导小组,

cp22市“创文”领导小组,dp32区级“创文”领导小

组),下设一个综合指挥办公室和多个专项小组,从
而建立起各层级结构相似、多个部门对齐、共同成

员身份的组织结构。
运动式治理的各个小组成员,多是从不同机构

抽调,分别听命于原有单位及小组的共同领导,这
样不仅可以充分调动各个政府机构的广泛参与,借
助小组成员所在单位的职权,实现各类资源的调

配;而且打破僵化的组织层级,赋予更多超越原性

政治的“附加权力”,直接开展计划、组织、协调和指

导职责,从事检查、考核及奖惩工作,从而形成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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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决策机制、协调机制、监督机制,奠定资源调配

方面的优势。在横向上,能够强化不同部门的联

系,较为便利地调配资源;在纵向上,可以强化上级

的指导效力,便于对下级政府的层级控制,高效地

调配各种资源,从机构层面实现资源调配的组织

协同。
(二)运动式治理资源调配的实现逻辑

1.权力架构

运动式治理的资源调配中,不同参与主体的组

织使命存在巨大差别,组织者、参与者、跟随者、敷
衍者等角色定位各有差异,形成了“中心—边缘”、
“主体—客体”的权力架构。地方政府在如何实现

运动式治理目标方面,具有很强的行动策略特征,
隐含着“如何有效调配各种资源”这一主线,通常与

政治动员、强制处罚、业绩比拼、选择性激励、赋予

权限等指向一致,目的在于确保资源的有效输入及

整合,实现运动式治理活动的持续深入。运动式治

理的资源调配,是典型涵盖不同主体的集体行动,
呈现强烈的社会资源整合,带有显著的外源性吸纳

社会资源特征。
为了达成治理的既定目标,确保资源调配的迅

速有效,运动式治理的组织体系往往镶嵌至常规的

权力架构,形成复杂的合作博弈的管理业态。从纵

向层级而言,各个职能部门从属于上级机构,为了

保证业务流程方面的协同,广泛吸纳社会资源,各
个职能部门在业务管理及工作推进等方面,多是立

足于整合资源,以项目组织载体上下联动的形式,
确保治理目标自上而下地贯彻及自下而上地实施,
为资源调配提供良好的组织基础和有效的沟通渠

道;从横向层级而言,各个职能部门隶属于本级政

府,为了保障具体工作安排及目标属性方面的协

调,实施资源调配的权力控制,各个职能部门多是

基于资源调配的横向组织架构协同,开展多种形式

的政治意识形态动员,实施各类评比表彰,确保不

同部门资源的有效获取,实现多个部门行政权限的

空间整合,为资源调配提供良好的实施路径和有效

的权力控制通道。

2.制度环境

运动式治理的资源调配,涉及上下级政府间的

权限划分、行政资源在不同层级之间的分配格局,
形成相应的制度保障。(如图2所示)

图2　运动式治理资源调配的制度保障

　　在宏观制度环境层面,一方面,上级政府占有

各项资源的分配权和管理权(cp16做出明确指示,

dh16部署工作,dp43要求机关全体党员),包括人

力资源、财政资源、物质资源、权力资源和信息资源

等。下级政府为了更多地争取上级资源,会顺应上

级的各种政策意图,按照拟定议程设置表现出积极

的回应举动与追随行为;而上级政府注意力资源稀

缺,处理具体事务的精力有限,相关的公共问题解

决往往需要多个下级政府或职能部门的配合,运动

式治理目标的实现,通常需要下级政府给予相关经

济权限的支持及资源调配上的配套,实现政府体系

部门的纵向资源联动。另一方面,上级政府对下级

官员拥有相应的任免、监督、罢免等权限,相应的依

据是综合各种指标任务的完成情况(dh31停职检

查,dh24诫勉谈话,dh38引咎辞职)。从运动式治

理资源调配的视角而言,相应的组织措施保障,也
会强化政府体系内部资源调配的力度,拓展上级政

府在资源调配上的优势地位。
在微观制度层面,上级政府作为运动式治理的

发动者及决策者,具有权威合法性,可以便利地调

动下级政府的相关资源。首先,《宪法》和《地方组

织法》明确规定了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相应的

职权范围,也明确了其上下级的隶属关系,以及上

级政府各个职能部门与下级政府相关部门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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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与被领导关系(V1法律条例)。其二,上级政

府通过制定和颁布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发布命

令、决定、指示、通知、意见、公告等,规范地方政府

行为和指导地方政府工作,从而保证政令上下通畅

以实现资源调配(h1指示,h2部署,h3要求,h5决

定)。其三,上级政府享有对下级政府的审核管理

与监督检查职权(dh96率队现场检查督办,dh101
监督检查),其各职能部门也对下级政府的对口部

门具有监督管理权限,具体监督下级的资源动员情

况。基于上述三个条件,上级政府享有主导公共资

源和公共权力配置的合法性权威。
此外,政府体系内的资源调配要发挥实质功

效,还需相应的一系列考核激励制度作为支撑。上

级政府作为运动式治理的发起者或决策者,通常会

制定相应的指标,对下级政府各个维度的工作开展

综合考评,并根据其工作开展情况给予批评或表彰

作为激励(dh21健全工作专项测评)。其中,目标

责任制通常会将治理的资源调配作为重点,具体细

化落实责任,积极鼓励和切实督促下级政府完成既

定的运动式治理目标,解决特定领域的具体问题,
下级政府往往会采取多种措施广泛汲取各种社会

资源。与此同时,政府体系中的“职责同构”,也为

治理目标的实现提供了机构保障。政府纵向体系

的同一性,使上级的治理活动能够自上而下迅速铺

开,保证了上级政府任务的逐层落实;横向层面的

相似性,能够便于治理资源调配在同级政府之间进

行比较,营造竞赛式的比拼态势,确保形成“分工明

确、各方有责、条块结合、协调一致”的目标责任管

理体系。

五、结论与展望

现实中之所以有如此之多的运动式治理活动,
从资源调配的视角,隐含政府借助此种方式汲取社

会资源的行为逻辑。因此,可以将运动式治理视为

是在公民权利与政府权力尚未形成良性互动时,在
市场失效、社会失序、政府失责的情形下,政策议程

难以回应社会需求,政府为了破解社会压力俱增与

政府资源调配常规机制缓慢的矛盾,通过整合及借

用外部资源解决社会问题,实现调配社会资源的一

种政策工具;同时,政府借助运动式治理进行资源

调配,也是为了规避诸多强制力约束,在不改变体

制的前提下,做出的短期性的回应措施,目的在于

不同层级政府机构的相互协同,与领导重视、成立

专项小组、形成明确的目标愿景、召开动员部署大

会、全面实施既定方案、检查督导、评比奖惩等环节

紧密相连,强化治理过程中的激励效果与压力机

制,高强度、短时集中社会资源,形成政府社会正向

反馈闭环,实现资源调配与行政权力扩张的有效整

合,是政府吸纳外部资源的有效治理模式。
运动式治理在中国国家治理中反复出现,它强

化了基层政府的“事本式治理”的逻辑[28]。频繁的

运动式治理活动,是中国政府的特色治理形态,展
现公共资源有限性与政府治理需求之间的张力,反
映的是中央集权与地方治理之间的博弈,呈现出国

家治理深层制度依赖与惯习,也暴露出当前政府治

理体系的种种弊端。为此,必须从顶层制度设计的

高度,重视政府治理体系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等

基础性问题,回应政府如何利用及汲取社会资源,
尽量剔除政府治理的动员色彩及运动特性,进一步

规范政府权力的规范运行,遵循法治规则,寻求经

济发展与政治进步的制度化路径,实现政府治理过

程中的资源整合,提升政府治理的科学化程度,最
终实现政府治理中的社会资源调配制度化。

引用文献:
[1]文宏,崔铁.运动式治理中的层级协同:实现机制与内

在逻辑———一项基于内容分析的研究[J].公共行政评

论,2015(6).
[2]严春银,吴高学.运动式行政执法现象评析[J].江西警

察学院学报,2006(3).
[3]黄科.运动式治理:基于国内研究文献的述评 [J].中国

行政管理,2013(10).
[4]郎友兴.中国应告别“运动式治理”[J].同舟共济,2008

(1).
[5]唐贤兴.中国治理困境下政策工具的选择[J].探索与

争鸣,2009(2).
[6]刘亚平,颜昌武.从“变化”走向“进步”:三聚氰胺事件

的启示[J].武汉大学学报(哲 学 社 会 科 学 版),2011
(2).

[7]彭勃,张振洋.国家治理的模式转换与逻辑演变———以

环境整治卫生为例[J].浙江社会科学,2015(3).
[8]唐皇凤.常态社会与运动式治理[J].开放时代,2007

(3).
[9]倪星,原超.地方政府的运动式治理是如何走向“常规

化”的? ———基于S市市监局“清无”专项行动的分析

[J].公共行政评论,2014(2).
[10]叶敏.从政治运动到运动式治理———改革前后的动员

政治及其理论解读[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2013(2).
[11]杨志军,彭勃.有限否定与类型化承认:评判运动式治

54第6期　　　　　　　　　　　　文　宏,郝郁青:运动式治理中资源调配的要素组合与实现逻辑



理的价值取向[J].社会科学,2013(3).
[12]邱孝.政府应急管理组织结构分析[J].生产力研究,

2009(19).
[13]杜海平.关于武汉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若干思考[J].

长江论坛,2013(5).
[14]Dyer,W.GibbandAlan Wilkins.BetterStories,not

BetterConstructs,togenerateBetterTheoryARejoin-
derto Eisenhardt[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91,16(3).

[15]STRAUSS A,CORBIN J.Grounded Theoryin
Practice[M].ThousandOaks,CASage.1997

[16]贾旭东,谭新辉.经典扎根理论及其精神对中国管理

研究的现实价值[J].管理学报,2015(5).
[17]GLASER B G.The Grounded Theory Perspective

ConceptualizationContrasted with Description[M].
MillValley,CASociologyPress,2001.

[18]王富伟.个案研究的意义和限度———基于知识的增长

[J].社会学研究,2012(5).
[19]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M].北京:教

育科学出版社,2000.
[20]GLASERBG.TheoreticalSensitivity[M].MiValley,

CaliforniaTheSociologyPress,1978
[21]曹信邦.社会保障制度的政治属性[J].学海,2014

(2).
[22]马福运.正确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属性[J].高校

理论战线,2006(12)
[23]周黎安.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M].上

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24]折晓叶,陈婴婴.项目制的分级运作机制和治理逻

辑———对“项目进村”案例的社会学分析[J].中国社

会科学,2011(4)
[25]渠敬东.项目制: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J].中国社

会科学,2012(5).
[26]杜春林,张新文.从制度安排到实际运作:项目制的生

成逻辑与两难处境 [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2015(1).
[27]赖静萍.当代中国领导小组类型的扩展与现代国家成

长[J].中共党史研究,2014(10).
[28]吴瑞财.治理体制、治理机制与国家治理的逻辑转

换———中国国家治理变迁的一个观察视角[J].吉首

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2).
(责任编辑:陈　伟)

ElementCompositionandLogicalRealizationofResource
AllocationinMobilizedGovernance

———BasedontheGovernanceinWuhaninCreating“NationalCivilized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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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obilizedgovernanceisacommon,yetparticularforminChina'spublicgovernance.Duetothe
greatcontradictionsbetweenstronggovernment'sgovernanceneedsandthescarcityoftotalsocialre-
sources,howtoallocatetheresourceshasbecomeakeyprobleminmobilizedgovernance.Basedonthe
governanceinWuhanincreating“NationalCivilizedCity”,withthehelpofsinglecaseandgroundedtheo-
ry,wehaveconcludedtheelementscompositionandlogicrealizationofresourceallocationinmobilized
governance.There arefour aspectsin element composition ofresource allocation in mobilized
governance:ideological mobilization,incentive construction,carrier format and organizational
coordination.Therealizationisrelatedtopowerdivisionof multi-subjects,resourceallocationand
materialconsumption,coveringgovernment'sresourceintegration,socialabsorption,withcorresponding
powerframeandsystemsafegu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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