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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治理】

转型社会中运动式治理的价值探讨

———以元镇环境治理为例

王刘飞，王毅杰

( 河海大学 社会学系，江苏 南京 211100)

摘 要: 在当前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运动式治理有其特定价值。文章以废旧塑料产业环境治理为

例，从“内”( 科层组织体系) 与“外”( 治理对象所处社会结构 ) 两方面着手探讨它们如何互动以彰显

运动式治理的价值。通过比较第一阶段“去问题化”的低效和第二阶段“全面取缔”的有效环境治理

策略，研究发现 : 科层组织所面临的激励环境、当地社会产业结构形态共同影响政府运动式治理的政

策实施过程，这种实践也会反向形塑科层组 织 体 系 与 调 整 当 地 产 业 结 构，最 终 影 响 治 理 结 果 走 向。

即当治理议题处于强政治激励，且政府治理的方向与社会产业转型、民众认知方向一致时，治理能有

效调整当地经济结构与改善生态环境。由此，在社会转型的复杂环境下，社会治理应当转变对象观

以及考虑治理对象所属的社会环境，以提升治理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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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21 世纪后的中国，正经历着快速的经济社会转型，一方面经济发展、社会建设、民主政

治等各项事业不断完善，中国社会进入平稳发展期 ; 另一方面中国社会也逐渐进入战略改革阵

痛期，社会利益分化加剧，社会矛盾丛生，社会问题频发，复杂的社会环境使国家治理能力面临

着巨大挑战，其中的突出表现就是常规治理失控。
运动式治理机制是针对常规治理失败而产生的暂时的替代机制之一，近年来日益受到越来

越多的关注与讨论。诸多学者认为这种治理方式具有历史合理性，但也对其展开批评，认为其

本身存在高昂的治理成本因而往往治标不治本，痼疾难除［1－2］。本文认为已有对运动式治理的

探讨还是集中在科层官僚体系之内，忽略了治理对象本身以及治理所处的社会情境，进而忽略

了运动式治理的作用。对此，本文立足运动式治理的价值，以环境治理为例，探讨当内在的制度

建设与外在的社会结构作出何种变化，这种运动式治理机制的效果能够保持及价值得以彰显。

一、文献述评与研究思路

中国常规治理架构是按部就班从上到下的官僚体制，在常规治理无法奏效时，运动式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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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运而生。运动式治理是中国传统社会主义时代最常见的一种国家治理方式［3］，尤其是在建国

初期。在当下，虽然缺少发动全国性政治运动的制度环境，但它仍见诸于不同领域的日常事务

中，只是其目的不再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而是为了提高国家的治理能力与政策的执行效

率。运动式治理的突出特点是( 暂时) 打断、叫停官僚体制中各就各位、按部就班的常规运作过

程，代以自 上 而 下、政 治 动 员 的 方 式 来 调 动 资 源，集 中 各 方 力 量 和 注 意 力 去 完 成 某 一 特 定

任务［2］。
在宏观层面，冯仕政从历史的角度对中国国家运动形成和变异提出了“革命教化政体”的整

体性解释框架，认为该政体对社会改造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并把超凡禀赋作为执政合法性的基

础，在遇到压力时，这一政体会不断发动国家运动，并根据需要不时变换运动形态。［4］与之不同，

周雪光从组织分析角度提出，运动式治理与常规机制相互补充，但运动式治理机制并非任意启

动或个人意志所为，而是有着一整套制度设施和环境，从这个意义上，他认为运动式治理在运作

方式上具有制度化、常规化和专业化特征。［2］在微观层面，诸多学者往往集中于特定议题下的运

动式治理，如社会治安［3］、生态移民［5］、植树造林［6］、少数民族“普九”教育［7］、计划生育［8］、环

境［9］等。
不管是宏观框架建构还是微观议题的探讨，实际上都呈现出了运动式治理 发 生 的 内 在 机

制。第一，原有的政治绩效激励不足。这些议题所属的范畴，周黎安概括为是由于“行政发包

制”与“晋升锦标赛”制度错配导致，即都属于地方政府责任，但没有充分反映在官员绩效考核

指标上［10］。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对地方的考核已从政治挂帅转向经济绩效，为了能在任期内晋

升，地方政府官员优先关注当地 GDP 硬指标以及看得见的“政绩工程”［11］，忽略那些模糊、不易

量化的软约束力指标如环境、教育等。一旦组织环境发生突变，官僚机构将面临强大的绩效合

法性压力。如植树造林，随着建设林业生态省的提出，植树造林从行政口号变成了中心工作任

务，由此从省到乡镇各个层级都被充分动员起来［6］。第二，治理资源稀缺与基础权力滞后。国

家治理资源总量与治理规模决定着国家治理的能力和治理方式，对于中国这样超大规模的社会

来说，治理负荷与有效治理一直都是难以调和的矛盾。当某项事务成为中心工作后，因国家治

理资源不足，运动式治理就成为资源稀缺条件下纠正市场和社会秩序失效的一种权宜之计。如

唐皇凤通过对比中外警察数量之后，得出严打政策是中国在治安资源短缺条件下应对社会治安

问题的理性选择。［3］第三，国家专断权力与制度条件的保障。中国特有的官僚组织环境使得运

动式治理能够开展起来，这种制度设施包括党政并存的组织结构，相应的“红专”人事管理以及

动员机制的日常工作节奏化［2］。柏必成认为制度条件包括单一制的国家结构，不同层级的政府

在职责上则存在明显的同构性，这就使得不同层级政府能够打破层级的边界而被高度动员，政

治权力自下而上的集中，岗位职责的双重要求［12］。
已有研究除了探讨发生机制，还注意到运动式治理的后果，这与其本身的特点密切相关，由

于其运行大多是间歇的、短期的以及突破常规，容易带来高昂的治理成本并导致失控的危险，因

而不能也无意使治理效果达到帕累托最优，其最终将会逐步走向“内卷化”而非走向制度化的

“常规治理”［7，13］，呈现出运动式治理的悖论［1］。
通过对已有研究的梳理可知，运动式治理作为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基本的应对机制之

一［14］，其发生在稳定的科层环境中。当科层组织的突变使得某一种事务成为重要的中心工作，

在治理目标与治理能力不匹配的情况下，运动式治理开始被采用，而且在结果上多以否定的价

值取向为主。对此，本文认为还需要作进一步探讨。首先，目前已有的运动式治理基本上还是

在科层体制之中，着眼于中国官僚体制特点，并没有触及治理对象所处的社会结构，也没有将卷

入其中的民众态度与行为整合到概念框架中。中国国家治理一直以来有两条主线 : 一是中央与

地方关系 ; 二是国家与民众关系。两者是相互关联的，且后者会重塑前者，并推动着国家治理模

94

第 5 期 王刘飞，王毅杰 : 转型社会中运动式治理的价值探讨



式和机制的演变和创新［15］。因此，当下对于国家治理议题的探讨，不能仅仅局限于官僚体制内

部运作，需要将民众以及民众所属的外在环境或社会经济结构纳入分析框架中。其次，已有大

部分研究认同运动式治理是针对常规治理机制失败而产生的替代机制或纠正机制，但是忽略了

运动式治理发生的背景，从而忽视了运动式治理所能起到的重要作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运动

式治理则是新机制推广实施，实现新旧转换最为有效的工具［16］。不仅 于 此，伴 随 着 运 动 式 治

理，治理对象所处的行为模式和文化系统等被“打乱再洗牌”，不仅抑制了原有的制度逻辑自我

延续，同时在此基础上配合新的治理机制，治理对象在短时间内可以实现转换。换言之，在中国

社会的急剧转型中，内外环境都在急速地发生变化，那么内在的科层体制与外在的治理对象所

处的社会结构发生何种变化，运动式治理才能真正发挥功效?

基于以上述评与问题，本文构建出运动式治理运作逻辑图 ( 图 1 ) 。

图 1 运动式治理运作逻辑图

在已有研究中，研究路径为“内在官僚体制—发动运动式治理—结果是运动式治理悖论”。
但在本文，正如虚线部分所呈现的，运作逻辑为“内在官僚体制+外在社会环境—运动式治理过

程—反向形塑到官僚体制+外在社会环境—运动式治理结果”。换言之，内在官僚体制与外在社

会环境共同影响到政府的治理策略，政府的治理策略会反向构成一股冲击力量，作用原有的科

层组织秩序与治理对象所处的社会环境，这个双向互动的过程最终影响着运动式治理结果的走

向。其中，外在社会环境包含着 治 理 对 象 所 处 的 经 济 结 构 以 及 社 会 期 待 ( 对 治 理 行 动 的 认 知

等) 。
对此，下文试图以环境治理为例来作相关分析。环境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责任归

属为地方政府，但长期以来环境保护在地方官员的考核指标体系中并不重要，地方政府为了财

政增长与当地经济发展往往“趋劣竞争”( Ｒace to the bottom) ，采取宽松环境规制或者降低环境

准入门槛的策略积极推动与支持一些重污染的项目［17－18］。且在政治集权与经济分权的共同作

用下，官员缺乏积极执行环保政策的动机，地方官员与监管机构彼此共谋而弱化环境政策的执

行力度［19－21］。同时，环境本身的复杂性以及具有地区间正外部性，使得地方政府采取“搭便车”
策略由此导致“共输”的治理结果。一旦环境问题形势严峻，常规化的环境治理显得力不从心，

替代方法是发动运动式治理。本文以苏北元镇废旧塑料产业的环境治理为分析对象，运用田野

调查、文献研究、拓展个案研究和比较研究等方法，通过对元镇两次运动式环境治理过程及带来

的不同结果的比较分析，试图揭示出运动式治理背后的运作逻辑以及在何种情况下其价值能得

以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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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案例介绍

拓展个案研究是个案研究方法自身不断反思的新形式，其要旨在于研究者 通 过 参 与 式 观

察，将微观层面的日常生活置于其所嵌入的历史性和非地方性的情境中进行研究，主张从时间

和空间上拓展观察，从过程透视结构，并通过微观反观宏观［22］。本文拓展个案研究的区域为元

镇，文本资料来自于 2015 年 5 月、2016 年 5—6 月对苏北元镇的实地调研。元镇下辖 2 个居民

委员会和 7 个村民委员会，共 8986 户，3．6 万人，耕地面积 2．2 万亩。因人均耕地不足 1 亩，在

改革开放前元镇就是“讨饭乡”，改革开放后当地借乡镇企业大力发展废旧物资产业，并形成了

以镇、村、户、联户四个层次发展企业的“四轮齐转”经济格局。1986 年，费孝通多次走访苏北，

并对元镇的发展模式给予了高度评价。元镇也因此闻名远扬，参观者络绎不绝，到了“报纸有

闻、广播有声、电视有影”的地步。随着乡镇企业改制，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元镇的“四轮驱

动”逐渐转化为“一轮独转”，废塑行业变成个体经营。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到 2015 年元镇从事

废旧塑料加工户有 4000 多户。围绕着废旧塑料加工，当地形成了一条完整的废旧塑料“回收—
破碎—清洗—造粒—塑料成品”产业链，元镇也因此成为中国著名的废旧塑料回收加工基地。

也正是由于分散经营，生产模式落后，资源利用率较低，废旧塑料产业的环境问题凸显，具

体包括废渣、废水与废气，不仅给河流和土壤带来巨大危害，而且严重损害了农民的身体健康。
很多废旧塑料残存着砷、铅、汞、铬等致畸、致癌重金属和有毒化学品，尤其是一些高危的废塑料

产品如医疗废物，带有极强的传染性、病毒性和腐蚀性，农户未采取相应的隔离措施便直接接

触。从元镇卫生所登记的该镇 2014 年死亡人数名单①中看出，全镇该年死亡人数为 354 人，其

中因癌症死亡人数为 122 人，包括肺癌 49 人、肝癌 28 人、胃癌 22 人、食道癌 17 人、结直肠癌 3
人、骨癌 2 人、胆囊癌 1 人 ; 死于肺气肿的有 24 人。虽然无法证明环境污染必然致癌，且癌症高

发通常包含着“内”( 生活习惯 ) 与“外”( 污染 ) 两个层面因素［23］，但当人长年累月生活在垃圾

中，疾病发病的概率相对较高。
2010 年，在元镇年轻人当中开始兴起网络家具电商销售，并有逐步扩 大 的 趋 势。到 2013

年，网络创业户 550 户，网络销售额 2．2 亿元 ; 2015 年，网络创业户接近 1000 户，网络销售额达

到 6．3 亿元。元镇也因此被评为“江苏省农业电子商务示范镇”“省级众创集聚区”以及“中国

淘宝镇”。至此，元镇呈现出两种产业形态 : 一是子辈的网络家具产业，其发展势头正旺 ; 二是父

辈的废旧塑料产业，由于该产业在当地发展历史悠久，在父辈中形成了“职业惯习”。该产业经

历了从“循环经济”到“污染产业”的变化，其合法性被消解。
虽然废旧塑料产业是当地污染源，但环境问题的解决并非易事，除非遇到外在或内在的诱

因迫使政府主动作出反应［24］。在元镇，诱因来自于媒体和省级单位发出的强有力的威胁信号，

迫使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

三、政府环境治理实践

2003—2012 年间，因相关的法律体系不完备，以及政府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对元镇的环境

问题持“规范处治”的态度，即老百姓投诉时，相关部门才去审查整治。2012 年 6 月，江苏省广

电总台以“聚焦垃圾产业，塑料加工祸害环境，管理整治亟待规范”为题，曝光了元镇塑料加工

业影响环境的问题，画面触目惊心。同年 8 月 1 日，江苏省环保厅发函指出元镇废旧塑料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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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2013 年起，卫生部发文将建立《人口死亡登记信息库》，江苏省 2014 年启动。元镇的死亡人数登记单位是乡卫生所。
只有登记才能开死亡证明，相对而言这份数据还是比较客观的。但是因建系统才刚一年，所以不能作纵向比较。



利用集散地已被列入国家监管名单，要求该市政府高度重视，尽快整治。各种负面报道使得元

镇环境问题不断被放大与“闹大”。在自上而 下 的 压 力 型 体 制 与 社 会 舆 论 的 内 外 双 重 压 力 之

下，元镇的环境污染问题不再是当地乡镇政府的责任，而是上升为一个政治问题并成为全市的

工作重点之一，倘若不执行，政权的合法性与稳定性将受到严重质疑。为此，政府不得不展开相

关治理策略。
( 一) 第一阶段:“去问题化”治理

当成为政治问题后，2012 年 9 月，市委副书记、市长在元镇驻点调研，并召开座谈会，提出

通过两年努力把元镇建设成为国家级塑料工业循环经济示范基地的目标和具体思路，同时确立

了保留与逐步取缔的环境治理策略。具体为 : 取缔与控制重污染加工户，整治运作不规范户，引

导证照齐全与环保设施完善的加工企业 ( 户) 进入元镇循环经济产业园发展。
为了严格整治，该市政府专门成立“元联办办公室”，集结了市政府、市环保局、发改委、经

信委以及商务局等相关单位和部门，制定了加快元镇科学发展联席会议制度。同时，在“元联

办”下成立由市环保、工商、城管、公安、卫生等部门和元镇政府组成的联合执法组，一方面逐户

进行排查整治，另一方面开展宣传工作，使群众广泛了解、拥护支持、积极参与专项整治行动。
为了将环境整治的政治目标落实到位，其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将任务分配与细化，通过科层体

系下达并结合考核与评估来管理。为此，在镇一级成立了废塑料再生利用行业整治工作领导小

组，并明确各个部门的职责。在村居层面，将环境整治纳入《年度村 ( 居 ) 目标考核办法》中，且

列入“重点工作”一栏。其中明确规定: “做好环境卫生综合整治工作 ( 含垃圾收运 ) ，完成的得

80 分，未完成的根据情况按比例扣分，被市、区督查通报批评的每次扣 20 分。”
在这个阶段，虽然参与整治的部门众多，但环境治理效果并不明显。首先，在 2012—2014

年期间，限于人力物力资源，每年仅 2 ～ 3 次突击检查，意在“造势”与“警示”。正如镇分管干部

谈到: “当时，市领导还是想保留这个产业，毕竟涉及全镇的民生问题，处理不好维稳压力很大，

原则上处置那些污染严重的，但是全镇范围那么大，我们也不太可能天天守着。一般有民众投

诉我们才去管。”其次，农户并非是消极的受罚者，他们也会采取各种措施保自己安全，最明显的

策略是躲避，要么在检查时期关停几天，要么搬迁至偏僻的村庄经营。可见，这种以指标和考核

为核心的“压力型”政治激励模式，由于指标设置、测量、监督等方面存在着制度性缺陷，导致政

府在环境治理上公信力丧失，地方环境治理失败［20］。
同时，政府规划建设了中国再生资源商贸城、循环经济产业园以引导轻污染产业集中经营，

园区规划占地 715 亩，厂房建筑面积约 35 万平方米，但“集中”并未如愿。从事废塑行业的回收

户与加工户仍在家经营而非进入园区。元镇致力于打造的循环经济产业园，只有寥寥数家企业

入驻。园区的管委会负责人告诉笔者: “我们本来只是负责建设，但是现在还需要负责管理。目

前一期厂房基本都卖掉了，当时租金很低 ; 二期厂房相对来说高档一些，且只能租，前两年是免

租金的，但是物业费之类的还需要租户自己交。像破碎、清洗户基本上不会过来，因为会增加他

们的成本。……我们没有执法权，只能尽可能动员村民来，但是不能硬性要求他们来。且现在

我们也有招商引资的压力与任务，市里规定要有两个‘亿元项目’，所以不可能仅仅关注本村塑

料户。”可见，“压力型体制”的政治激励模式在环境治理中的作用有限。其问题体现在各项政

治激励常常模糊不清，典型的是当经济增长与社会维稳等指标出现矛盾时，地方政府寄希望产

业园能“中和”这种矛盾，一方面可以作为环境治理中“循环经济”典型与治理“亮点工程”，另一

方面可以作为经济发展中招商引资的“场地筹码”。
由此，虽然产业的合法性受到解构，但作为当地政府采取的治理策略为“去问题化”，就是将

看得见的重污染加工户进行整治与规范以应付检查，最终的结果是环境污染在表面上得到解

决。正如村民所说，“白天走在村庄看不到黑烟，可一到晚上乡村弥散着难闻的气味”。环境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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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重点是根据社会反映有选择地去解决问题，这种“去问题化”的解决只能是一种过渡形态

的治理方式，环境风险、社会风险依然存在［25］。可见，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多面性，需要通过其

他方式来应对。
那么如何应对呢? 这意味着政府需要重新转换政策工具。政策工具的选择与公共问题本

身、制度性资源获取、规则遵守程度相关［26］。环境污染一旦产生，必须要有一定技术加以处理，

但物质的化学过程的逆向推进并不简单，且涉及一系列制度如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产业结构

的设计、技术更新等相配合。同时，随着国家治理格局由总体性支配转向技术化治理，权力与社

会等多种关系得到重塑，国家对市场和社会资源缺乏完整的动员能力［27］，因而在环境问题本身

的复杂性、政府治理能力与动员能力不足的情况下，这种内在诱因迫使政府发动集中整治的运

动式治理。值得一提的是，2015 年 12 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

享”五大发展理念，其中绿色发展被提升到新的政治高度，对此江苏省委提出“强富美高”新江

苏，着力在“环境美”上取得新突破，该市新一届领导班子也紧随其后提出“转型发展、绿色发展

与创新发展”，对废旧塑料产业采取“彻底禁、禁彻底”的治理策略以夯实本市的发展理念。
( 二) 第二阶段:“全面禁”的运动式治理

1．政府运动式治理下的动员与管控

在外在环境的影响下，这一阶段运动式治理的强度更大，具体实施包括确立中心重点工作，

联动条块动员多方力量，发动意识形态的宣传。
确立中心工作。在“绿色发展、协调发展”的国家理念之下，该市对废旧物资产业提出“彻

底禁、禁彻底”目标以及“依法根治、集中整治、长效治理、标本兼治”的要求。明确了综合整治

时间为 2016 年 1 月 11 日至 2016 年 5 月 31 日，具体整治步骤包括以下几个阶段 : 宣传发动阶

段( 2016 年 1 月底前 ) 、自行整改阶段 ( 2016 年 1 月至 2 月 ) 、集中整治阶段 ( 2016 年 3 月至 4
月) 、巩固提升及长效管理阶段( 2016 年 5 月以后 ) 。且整治内容为 : 严厉打击一切从事废旧物

资回收、运输、加工生产、销售、偷税漏税等行为。可见这次整治力度更强，范围更广，涵盖了产

业链的各个环节，并非之前的有选择性的取缔。而且，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并非延续至 5 月，而仅

仅用了 1 个月左右时间，完成了从宣传发动到集中整治的全部过程。
联动“条块”。在中心任务明确和规定的有限时间内，为了更好地取得效果，意味着要打破

部门界限与职务权限，即克服政府部门因条块关系而产生的互相推诿现象，所有部门人员采取

以“事务”为中心的工作模式而共同参与其中，通过层层分解和落实目标责任，推动中心工作的

展开，进而强化政策的执行力和有效性。环境问题不再是环保局的事情，区成立了准军事化组

织形式的“区废旧物资回收加工综合整治工作指挥部”，区委书记为政委，区委副书记、区长为

总指挥，区委副书记、区委常委为副总指挥，参与成员包括市城管局、市环保局、市公安局等 5 个

市级部门领导，区监察局、组织部、宣传部、政法委、财政局、民政局等 21 个区级部门领导以及各

镇党委书记。且指挥部下设办公室、法律政策组、宣传引导组、交通执法组、现场处置组、帮扶疏

导组、信访稳定组、督查考核组。乡镇也迅速成立了专项整治工作指挥部，下设 1 办 6 组和 9 个

专业工作队以配合区联合执法部门开展集中整治活动，重点围绕宣传引导一批，整治取缔一批，

重点打击一批等方式全面推进整治。镇主干道和对外重要连接处共设置 17 个卡口，村 ( 居 ) 重

要道路设置 28 个卡口，同时镇抽调 40 名政府工作人员包村进组，联合村组干部轮班进行巡查

以保源头。可见，一旦中心任务非常明确，条块上的人力资源被充分组织起来。
发动意识形态宣传。宣传方式包括传统的广告牌与现代的网络媒体。首先，元镇在镇主干

道设置了 10 处大型户外广告牌，沿中心公路布置了 56 处绿化带插牌，悬挂横幅 500 余条，宣传

标语如“废旧塑料拿命换钱，生病之后钱难换命”“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等。绘制墙体

彩绘 500 余平方米，逐户发放《市人民政府关于开展废旧物资回收加工综合整治的通告》，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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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废旧物资回收加工经营户的一封信》。其次，配合微信平台正面引导，通过线下线上营造整

治工作人人知晓、户户参与的浓厚氛围。最后，发动有奖举报宣传，元镇出台《关于废旧物资回

收加工违法行为有奖举报的暂行办法》，其中规定“凡举报废旧物资加工生产的，经查实后给予

10000 元奖励 ; 举报废旧物资经营行为的，经查实后给予 1000 元奖励”，以此来发动广大群众对

违法行为进行监督举报。
2．运动式治理中的民众应对

米格代尔认为“国家是一个权力的场域，其标志是使用暴力和威胁使用暴力，并为观念与实

践两个方面所形塑”。［28］16同样，在民众心中，一方面，“国家”作为一个抽象的概念，被道德化、
总体化、自然化，很少有人质疑其合法性和正义性 ; 另一方面，这种认知具有情境性，即在与国家

机构的互动实践中，会对具体国家机构的行为产生高度怀疑［29］。在短期强有力的环境整治实

践中，民众均认为国家政策很好，错在执行的不合理。面对强政府的权威，民众仍然是忍气吞

声，不敢公然反抗。“当时说三天时间处理完家里废旧物资，不处理完就直接拉进垃圾场。当时

除了配合还能怎样，如果反抗就直接被塞进警车逮走，过年都不让回来过呢”。
但整体而言，村民还是积极配合的。其最主要的原因是 : 一是村民对治理污染的理念认可，

即不管治污方式如何选择，治污本身具有社会合法性，整治此产业的目的是为了给村民提供一

个宜居的农村环境。二是元镇电商产业发展势头正旺，不断吸引着村民转型，当家里年轻人从

事电商后，家里的父辈也跟着转行。因此，当政府大力禁止一个产业时，另有替代性产业来承

接，以使大家有退路可走。
3．运动式治理的逆向影响

第一，官僚科层体系将环境纳入常规绩效考核架构中。首先，区在 2016 年目标考核体系中

对元镇增设“废旧物质回收加工产业综合整治工作”考核项，并实行一票否决制，若整治工作未

通过市里验收，则取消该乡镇 2016 年度目标考核评优资格。元镇政府也将生态文明建设与网

络创业写入 2016 年度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责任状》重点工作中。可见，目标责任制的考核

不仅关乎到评优与问责，更使得环境治理走入“常规化”。村居层面，除了日常工作清理村庄内

外、道路两侧垃圾以及彻底清理积淀几十年的恶臭沟渠河塘，实现道路、集镇、村庄、庭院“四清

洁”，还立下责任书以保证辖村中环境污染不反弹。正是通过实行“一票否决”的刚 性 约 束 与

“职责同构”和“责任连带”的追责机制，环境治理与后期的巩固对镇与村形成了有效的政治强

激励，这种强激励使得环境治理成效能够得以保持。
第二，这次“彻底禁”给当地的产业结构带来巨大的冲击。通过镇政府的摸底，村民的就业

去向呈现为 : ①搬迁至外地继续从事塑料产业，一般为大户，几十户 ; ②转型进产业园做塑料升

级制成品，十几户 ; ③转型做电商，几百户 ; ④其他，包括另谋职业、无业等。元镇的产业结构中，

家具电商经营正成为当地村民的支柱产业，且随着“全国淘宝镇”“江苏省农业电子商务示范乡

镇”的创建，政府对电子商务支持力度增大，加入的村民也日益增多。一旦村庄产业结构发生变

化，村庄社会结构也随之调整，即使有一些还想继续从事废旧塑料生产，但由于没有产业链的支

撑也难以为继。因而这次规模化、彻底化的运动式治理加速了当地的产业转型，使得当地的垃

圾小镇能迅速转型成为新兴的电商小镇。在这些力量的共同作用之下，污染源被切断。
4．集中整治的政府绩效凸显

经过前期准备，2016 年 1 月 18 日交通执法组与现场处置组开始展开工作，市、区以及乡镇

有关领导均深入一线检查清理工作，区政府办每天专题发布《区废旧物资回收加工综合整治工

作简报》，记录清理进展，记载清理户数以及领导的指导工作。至 4 月 23 日，全镇 3471 户废旧

物资回收加工经营户已全面清理到位，59 个交易货场全部取缔，61 个地磅、2100 户设施设备全

部拆除，清理外运废旧物资 40 万余吨，清除垃圾 10 万余吨，清理违法用地达 850 亩，拆除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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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 15 万平方米①。不仅扫清了废旧物资生产要素，而且拆掉了废旧物资生产场所。
为了巩固整治成果以及防止环境反弹，镇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 : 增加环卫工人和环卫设备，

2016 年全镇环保办工作人员增至 6 人，镇区保洁员 39 人，村组保洁员 96 人。加快美丽乡村建

设，2016 年全镇投入 800 万元，整治洼塘 120 余个，整治村组 86 个，栽植绿化苗木 6 万多株，硬

化村庄道路 32 公里②。开通“元镇在线”微信群，增强环境督查，持续做好源头 管 控 及 夜 间 巡

查。在镇政府、村 干 部、村 民 和 志 愿 者 的 共 同 努 力 下，元 镇 于 2016 年 底 被 评 为“省 级 生 态 乡

镇”，环境得到明显改善。在此基础上，2017 年元镇聚焦于生态经济示范镇建设，旨在把元镇打

造成生态环境优良、人居环境优美、经济发展优质、社会治理优异的绿色产业基地、低碳宜居家

园和美丽环境小镇。
在彻底整治污染产业的同时，镇政府积极引导村民从事电子商务加速全镇产业转型。在村

庄能人带动与乡镇政府政策资金大力支持下，2016 年元镇电商经营户达到 2173 户，网络交易

额近 20 亿元。同时，2016 年 10 月，元镇被阿里巴巴认证为“淘宝村”全覆盖的淘宝镇，这在全

国仅有 3 个。

四、环境治理实践逻辑分析

政府两次环境治理实践都凸显出运动式治理的特征，包含着政治动员、准军事化组织形式、

意识形态宣传、责任化实施的过程，但为何两次实践呈现出不同的治理效果? 这实际上折射出

背后的实践逻辑，可 以 从 政 府 激 励 程 度 以 及 科 层 组 织 与 外 在 环 境 关 系 两 个 方 面 来 加 以 分 析

说明。
( 一) 科层组织内: 政治激励的变化

上级政府与基层政府可以看作“委托—代理”的关系。委托方选取怎样的实施模式，意味着

向代理方发出了有关自己可信性承诺或威胁强度的信号，下级部门必须针对对方的承诺或威胁

的程度而采取相应的策略［24］。当列为监管单位后，省级政府向市级政府作出批示，市政府作为

承接方必然将批示内容列为当务之急的大事。于是市委书记亲自调研向省政府释放出“重视”
的信号，同时提出“整治重污染，集中小污染”的环境策略，之所以没有立即处理，是因为废旧塑

料产业是当地的支柱产业与村民主要的生计来源。这种“保留产业”的态度给予下级政府对于

什么该整治什么该保留有很大的操作与变通空间。
镇政府是一个受到多重目标制约的主体，在现有的组织环境之下，“经济发展”与“社会稳

定”是中心目标，环境治理并非核心重点工作。同时，不管是从情感上还是资源动员上，镇政府

都缺少足够动力解决产业污染。一方面镇政府与产业的关系具有亲和性，在产业发展之初，政

府不仅参与其中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且寄希望以此来带动居民致富，当废旧塑料产业成为本镇的

支柱产业后，镇政府不仅能从中获取税收收入，又因人人都有事情做，寻衅滋事减少，社会相对

稳定 ; 另一方面环境本身承载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外部性与科学技术的有限性使得环境污染处

理不能仅凭镇政府一己之力。在这两重因素与组织环境弱激励背景下，镇政府对环境治理采取

的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
但当“绿色发展”成为核心发展理念之后，科层组织的内部环境发生了变化，环境成为强激

励。尤其是新一届市领导上台给治污提供了重要的契机，相关研究证明官员任期的长短与新领

导上任，对该辖区的经济结构、环境污染治理都有重要影响，人事变更为提高政府治理水平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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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来自于 2016 年 4 月 3 日《元镇废旧物资回收加工综合整治工作情况汇报》。
来自于 2016 年 12 月《元镇政府工作报告》。



了新的思路，人 事 换 血 与 职 务 变 动 使 得 政 府 与 原 有 污 染 源 之 间 关 系 切 断，减 少 了“合 谋”现

象［30］，因而这一届市领导对污染治理比较彻底。一旦市领导发出高强度的可信性威胁信号，并

依靠权威科层组织结构体系发动大规模的自上而下的运动，下级政府采取的措施只能是“准退

出”［24］，即接受自上而下的要求与积极配合相关的行动，变通的路径被堵塞。

在探讨政府治理实践逻辑时，除了探讨科层组织内部环境的变化，还需要探讨组织外即科

层组织与外在环境的互动，既需要“政府”逻辑也需要“社会”逻辑。政府与社会的互动共同形

塑着治理行动与治理结果的走向。
( 二) 科层组织外: 政府治理行为与外在环境互动

转型时期的中国正在经历着大规模的社会变革，正如孙立平所言，它“涉及到两个相关的过

程，一是体制的变革，二是社会力量构成的变化”［31］。中国广大的行动者无一不生活在社会环

境的巨大变动之中，无一不经历着工业化、城市化等各种力量的冲击。在这之中，科层组织与农

村社会不仅有着各自的运转逻辑，同时也经历着彼此互为情境的持续互动，互动不仅可以理解

为不同行动者之间关系的推动，也可理解为双方在政策下的碰撞，在这个过程中政策本身在改

变，行动者的认知也会不断再生产，进而推动着社会的变迁［32］。当国家发动运动式治理时，不

同行动者会相应作出权益性与情境性的援引，双方的互动会影响到治理结果的走向。

元镇的废旧塑料兴起不仅受到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影响，同时也受到国家政策的影响。随着

乡镇企业改制，乡镇政府从地方企业经营活动中退出，这宣告了由地方政府操纵的集体所有制

度的消亡，同时也宣告了建立在没有退出权的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地方权威 主 义 的 终 结［33］。

由于容易分散进家庭、利润空间大且适合不同年龄段村民参与经营，废旧塑料产业成为当地居

民重要的生计方式。即使 2008 年金融危机塑料市场一蹶不振，村民因“职业惯习”仍然不愿意

转到新的场域另谋职业。直到 2010 年当地年轻人开始尝试网络创业，利润丰厚，在新项目绩效显

著的吸引与模仿成本较小的情况下，陆续有其他青年开始加入，但是一个产业的扩散经历着“初级

扩散”“加速扩散”与“逐渐饱和”阶段，到 2014 年市场远远还没有达到饱和。最先加入的是邻居

和同学，在扩散过程中父辈渐渐退出废旧塑料产业加入到家庭作坊内负责生产包装环节。

在第一阶段，环境整治力度不大，“有所保留”策略实际上给予地方政府和农村社会很大的

变通空间，且当地产业结构仍是以废旧物资为主，因而整治效果不佳。但从 2014 年至今，政府

对电商扶持力度增大，包括各种政策文件的下发以及专项资金的拨付，2016 年开始当地已经出

现明显的产业分化，信息化下的电商产业成为主流态势，可见当地产业结构也在逐渐转型，但要

达到完全转型，临界点却是未知与不确定的。此时此刻，政府发动了“运动式治理”，虽然出于

内在科层激励制度的强刺激，但它成为当地产业结构转型的“助推器”。同时，从 2010 年开始

政府以及媒体的大力宣传废旧塑料产业的危害，使得政府治污这种实践行为具备很强的社会合

法性，易获得民众的认可与配合。正是这种双向互动使得第二阶段运动式治污绩效显著。至

此，我们可以通过图 2 来表示其中的逻辑。

图 2 环境运动式治理内外互动逻辑与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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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围绕运动式治理的价值主题，以元镇的环境治理为例，探讨了内外因素如何共同形塑

运动式治理实践，以及这种实践又如何反向影响内在科层体系与治理对象所处的社会结构，最

终影响到运动式治理的结果，其价值也得到彰显。
在环境治理上，通过比较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环境治理策略，发现第一阶段失效源于环境

治理弱激励，仅仅是整治看得见的污染即“去问题化”，因中心任务所释放出的可信性承诺不高

而导致集中资源的力度不够。随着国家对绿色发展的高度强调，该市新一届政府不得不释放出

更强的威胁信号与更高的可信性承诺，将“全面整治”作为中心任务，且通过上下条块的双联动

以及意识形态的宣传，在一个月时间内就提前完成目标。这种运动式治理实践反过来不仅形塑

了官僚体制，即将环境治理纳入目标考核体系中，同时也冲击了当地民众的生计结构，加快了当

地产业转型，部分民众开始对环境问题敏感，“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在民众心中扎根。
由此政府运动式的环境治理的价值得到彰显，而非走向“治理内卷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

已有对于运动式治理“治标不治本”的探讨。
从本案中可以看出，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下，仅仅提高官僚体系内的政治激励强度并不能根

本地解决问题，还需要结合治理对象所处的社会经济结构环境，即需要适应地方社会治理需求，

才能更好地动员社会资源与改变人们的行为。在认识其价值的同时，我们还需要注意这种治理

模式还是强政府、威权治理，而且政府治理的方向与民众产业转型的方向一致，使得治理的结果

往好的方向发展。为此，需进一步讨论的是 : 首先，治理的有效性包含两个层面 : 一是自上而下

的有效性，即官僚组织内部上令下达的国家政策有效贯彻程度 ; 二是自下而上的有效性，即社会

层面对于这种治理绩效的认可度、满意度以及合法性认同［34］。可见，这种治理绩效的效果更多

地是针对官僚体系之内对于自上而下贯彻政策的落实程度的考量，民众的社会合法性还需要配

合其他政策工具共同促进，即这一机制的合法性基础还需要强化。其次，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

场合提出“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推动形成绿色发展

方式和生活方式”，生态环境保护已然被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目前各地政府都在采取各种措

施治理本辖区的环境污染。本文并非为国家权威治理污染正名，而是希望政府能将环境治理提

到议程，转变绩效观与对象观，而不是将治理对象视为稳定、被动、同质和简单的单位人，需要承

认民众社会生活的复杂性，还要考虑当地的社会秩序。当然，在增加政府的“元治理”责任的同

时，需要吸纳社会多元化主体的参与，进而推动社会治理体制创新。最后，运动式治理的运行逻

辑不是单一不变的，基于议题的不同、目的不同导致其在结构与运行机制等方面有很大的差别，

虽然本文将解释机制延展到治理对象所处的社会结构，但外在环境以及内外因素如何共同形塑

运动式治理方向和彰显其价值，值得在不同议题下进一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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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f Campaign－Style Governance Value in Transitional Society: A Case Study Based o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in Yuan Town

WANG Liufei，WANG Yiji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severe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campaign－style governance has

its specific value． This study，taking the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of waste－plastics industry as an ex-

ample，and starting from the aspects of the internal hierarchical organizational system and the external
social structure for the object of governance，explores how the two above－mentioned aspects interact to

highlight the value of campaign － style governance． By comparing the ineffectiveness of the first － stage
‘de－problemization’and the second stage of the‘comprehensive banning’of effectiv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strategies，this study shows that the different incentive environment and the local social in-

dustrial structure influence the policy implementation process of campaign－style governance，and this
practice will reverse the formation of bureaucratic organizational system and the adjustment of local in-

dustrial structure，and ultimately affect the trend of governance results． That is，when governance issues
involve strong political incentives，and the direction of government governance is in line with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industry and the public awareness of the same direction，governance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local economy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us，in the complex environment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social governance needs to change the object view and consider the social environment

in which the object of governance stays，in order to enhance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Human Capital，Family Endowment and Employment of Landless Peasants: Analysis Based on

CFPS2014 Database
QI Xiaoming

Based on the data of Chinese Household Survey ( CFPS2014 ) ，this paper investigated the employ-

ment situation of landless peasants in China． It was found that the employment of landless peasants had
obvious differentiation and good employment quality． The influence of human capital and family endow-

ment on the employment differentiation and employment quality of the landless peasants was further in-
vestigated by using Two Logit Ｒegression Model and Ordered Logistic Ｒegression Model． It was found

that human capital had a certain impact on the employment differentiation and employment quality of the

land expropriated farmers． The family endowment has an impact on the employment differentiation，and
the impact on the quality of employment is not significant． Among them，the non－degree program edu-

cation，family income，and the length of education can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probability of non－ag-
ricultural employment of landless peasants． Landless farmers are more likely to achieve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than partly landless farmers． The higher the education level，the lower the quality of em-

ployment． The higher the health level，the higher the quality of employment． In addition，the control
variables such as age，the type of land，land requisition compensation and so on have different effects

on the employment of the land expropriated farmers．

The Debate on the Scale and the Predicament of Moderate Scale in Agriculture

XU Huijiao，YE Jingzhong
Farmland scale management has been a hot issue in the official document in recent years． Up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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