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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持续推进，新时代政府组织体系正
在经历系统性重塑，并使得政府行为在关键领域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党的十八
大以来，深化改革深刻地影响着政府组织构建及其运行的方方面面，进而反映
到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治理绩效上。譬如，中央环保督察通过自上而下的高强度
控制与高效精准的整改程序，降低了央地关系中的委托－代理风险，提升了环
境领域的治理效果（郁建兴、刘殷东，２０２０）。近年来，有别于领导小组与指挥
部的工作专班，以开放扁平的组织结构及灵活的人员配置，克服了“条块”关
系中的协作难题，快速完成了急难险重的临时性任务（刘柯、谢新水，２０２３）。
伴随着治理现代化的推进，各级政府的任务结构从聚焦经济增长到更均衡的多
目标体系转变，赋予了地方政府更多的自主性，实现了社会发展等非经济领域
的目标达成（文宏、林彬，２０２０）。

上述种种探索治理现代化的实践，为日臻完善的政府行为研究注入了活力，
推动了政府行为领域的理论从建构到反思、从组织制度向运行机制逐步深入。
党政体制与科层体制为政府行为的理论大厦奠定了组织基础，在此之上，近年
来的政府行为研究在运行机制层面进一步取得了如下进展。第一，从非常态到
常态。与超越科层治理的运动式治理不同，督查与工作专班的研究虽然强调对
于科层制弊病的克服，但是相关的学术讨论嵌入于常态化的科层治理之中（刘
鹏、刘志鹏，２０２２；徐湘林，２０１９）。第二，从静态到动态。与传统研究将中心
任务局限在增长与稳定不同，多中心任务的研究强调中心任务因情境而异，尤
其受注意力分配的影响（罗强强、岩温罕，２０２３），因此要能够动态把握地方治
理的复杂过程。第三，从一元到多元。长久以来，晋升锦标赛是解释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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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的主流范式，因此也出现了解释泛化的现象。随着中央政府推进优化政绩
考核，近来研究展开了对于晋升锦标赛的反思，以增长为标准、以晋升为激励
的一元化考核体系逐渐在评价标准与激励形式上变得更加多元（袁方成、姜煜
威，２０２０）。

以上政府行为研究的新趋势，集中反映了中央和地方政府为了实现有效治
理而在组织运行机制上的主动调适，回答了嫁接组织与治理的能动性机制是如
何驱动政府实现更加高效敏捷的运行，进而在多目标的治理场景中积极作为的
问题。本期专栏的三篇文章敏锐地捕捉到了近年来地方治理上的新变化，是政
府行为研究从非常态到常态、从静态到动态、从一元到多元转变过程中的最新
进展。

《基层政府常规任务的推进策略与逻辑———基于Ａ县植树造林的案例分析》
一文，通过深入的田野调查回答了当资源配置与主官注意力均不足时，政府常
规任务如何以及为何被推进的理论问题。文章发现，业务部门借鉴中心任务的
加压与激励策略来推进常规任务，但这些策略在推进时存在明显局限。当正式
策略受限时，业务部门寻求非正式关系加以推进。因此，常规任务的推进嵌入
于多任务情境下的科层结构中，受到由考核主导的“条块”关系、关键行动者
的自我实现以及围绕中心的任务关系的显著影响。

《任务驱动与专班推进：地方弹性治理的一种实践逻辑———基于Ｂ市四类工
作专班的案例比较》一文，运用比较案例方法对工作专班进行了类型学分析，
揭示了不同专班运行的差异化与共性逻辑。文章根据任务属性与成员边界，将
工作专班划分为项目合作型、平台共享型、人员抽调型与部门统合型。而上述
专班的运行分别遵循着专业导向的项目推进逻辑、平台导向的多方协作逻辑、
职能导向的专项行动逻辑，以及权威导向的部际协调逻辑。总的来说，工作专
班的运行是出于协作、效率与互动的需要。

《以赛促治：“达标锦标赛”如何驱动治理有效》一文，以全国文明城市创
建的政策文本与具体实践为分析对象，探讨了中央针对地方的达标竞赛是如何
开展并有效提升非经济领域的治理效能。达标竞赛在目标设置上将抽象的非经
济目标简化为清晰可操作的指标，在激励结构上将围绕经济增长的“单项赛”
调整为评价综合发展的“多项赛”，在结果考核上高度强调持续性。可以说，目
标明确、指标多元与持续性强的考核体系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地方政府在非经济
领域治理上的动力不足、激励扭曲、行为偏差等问题。

从中心任务到常规任务，从人格化权威到组织化机制，从经济领域的晋升
竞赛到非经济领域的达标竞赛，三篇文章的分析对象尽管各有不同，却分别从
任务关系、“条块”关系与央地关系的角度为理论和实践贡献了三块拼图，共同

·２·

◆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２３·６



探索了政府组织是如何通过能动性机制实现不同治理场景下的有效治理，一定
程度上代表了当前政府行为研究的新方向。可以说，这些被学界同行们扎根挖
掘出来的生动实践及其背后的治理逻辑，激励着一批又一批学人探索良政善治
的实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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