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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城镇化进程中技术赋能如何促进整体性治理？
———基于３０个案例的定性比较分析

李燕凌　 陈梦雅

【摘要】整体性治理是新时代城乡治理新模式、新动向，可为实现县域高质
量发展提供指引。论文以３０个典型高县域整体性治理水平建设案例为研究对
象，基于整体性治理理论，结合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现实要求，从“人口—空间
—产业”整体推进的视角，构建技术赋能的“整体性治理—技术治理”分析框
架。采用定性比较分析法，通过组态分析归纳县域治理视域下，技术赋能促进
整体性治理的多重并发因果关系及其有效路径。研究发现，促进县域整体性治
理是技术赋能、人口市民化、空间布局优化、产业结构升级多个条件变量相互
作用的结果。进一步的组态分析发现存在４条有效路径，可归纳为全要素驱动
型、“技术赋能—产业结构升级”协同共促型、“技术赋能—人口市民化”双轮
驱动型、“技术—产业—人口”均衡驱动型。其中全要素驱动型路径最普遍，技
术赋能在促进县域整体性治理过程中的作用尤为突出。县域整体性治理需贯穿
“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坚持系统思维和因地制宜发展策略，深化技术赋能助
推县域建设高质量发展，实现从碎片化智治迈向整体性智治。

【关键词】县域城镇化　 技术赋能　 整体性治理　 组态路径　 ＱＣＡ
【中图分类号】Ｄ６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 － ２４８６ （２０２４）０６ － ０１３９ － １９

一、问题的提出
郡县治则天下安，县域强则中国强。县城作为中国城镇系统中最基本的单

元，承上启下地连接着城市、服务于农村，是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的关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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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后凯等，２０２０）。《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
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明确提出，要“推进以
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标志着新型城镇化战略和政策体系将更加突出
“县城”这一重要载体。２０２２年５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要“推进数字化
改造”， “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发展智慧县城”。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进一步提出，
“坚持系统观念……增强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健全推进新型城
镇化体制机制。构建产业升级、人口集聚、城镇发展良性互动机制”。

然而，在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县域国土空间布局、产业基础设施建设、
基层社会治理等诸多领域还停留于沿用传统管理模式与方法，纵向间政府财权
与事权分离，横向间政府、市场、社会边界不明，面临着治理碎片化、权责分
散化、市民化滞后、数字悬浮等问题。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更高质
量城市生活品质的需求日益突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纵深发展驱动着大数据、
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加速向各领域广泛渗透。“数字化”与“城镇化”
的“两化协同”成为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靶向”。“数字化”不
仅是新型城镇化的显著标志，也是解开县域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各种矛盾的一把
“金钥匙”，数字技术赋能成为促进县域整体性治理的核心要素。在此背景下，
各地纷纷开展数字乡村、智慧城市建设试点，各种技术赋能基层治理模式层出
不穷，技术赋能促进县域整体性治理的差异化路径成为实践探索中的重点关注
问题。那么，县域城镇化进程中，技术赋能促进整体性治理的关键因素有哪些？
这些关键因素又是如何相互作用推动县域整体性治理的？存在哪些不同的驱动
路径？这些问题有待进一步讨论。

二、文献综述
一方面，关于增强县域城镇化发展与治理整体性的相关研究已有丰富积累。

现有研究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切入：一是县域城镇化发展框架及推进路径。县
域城乡融合发展是以人口、土地、资本等要素为支撑，是城乡空间系统、体制
系统、经济系统、社会系统互联互补的整体性推进过程（袁方成，２０２４）。全面
提升县城公共服务能力，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就地城镇化是推进县域城镇化
建设的有效路径（钱振明，２０２２）。二是县域城镇化的水平评价和时空演变分
析。既有研究通过对中国县域城镇化的水平测度和格局演化分析，发现在人口、
经济、社会、空间结构等要素综合作用下可推动县域城镇化整体性发展（刘彦
随等，２０２２）。三是县域城镇化的影响因素和动力机制研究。研究发现，有效限
度、共治、领导力是县域政府实现主动作为的关键要素（王鑫哲等，２０２２）。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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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和服务业均为县域城镇化的重要动力，农业劳动生产率、人力资本、县域城
镇人口规模对中部地区县域城镇化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汪增洋、李刚，
２０１７）。推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优化建设用地的空间配置，推动建设用地指标
和补充耕地指标的跨地区流转是县域城镇化重点（陆铭、李鹏飞，２０２３）。由此
可见，县域城镇化发展与治理整体性的增强受到多维度、多因素的共同影响。
四是县域城镇化效应与协同推进策略研究。研究表明，合理的城镇化发展有助
于整体推动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程明洋等，２０１９）。通过案例分析发现，地方
政府“打造城区”与农民“经营家庭”的双重经营策略共同推动了县域城镇化
的整合协调发展（赵晓峰等，２０２３）。

另一方面，数字技术赋能县域城镇化发展与治理整体性的相关研究亦日渐
丰富。学者们从以下角度探讨了数字技术的重要作用：一是技术赋能农业转移
人口市民化。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新型城镇化的人口、生态、社会维度有显
著促进作用（李琳等，２０２４）。数字经济的发展和数字素养的提升可推动农业转
移人口深度市民化（张元庆、刘烁，２０２３）。二是技术赋能国土空间布局。学者
们发现，数字技术赋能全面感知、适应学习、反馈治理，可实现国土空间规划
全流程、全链条、全方位定量化（鲍海君等，２０２４）。数字技术赋能生态文明，
可持续推动国土空间规划的“数智化”与“数治化”转型（冯文利等，２０２４）。
数字技术建设、数字化治理、数字经济发展、数字生活服务等条件因素的组合
驱动，可显著提升县城土地资源利用效率（李立清等，２０２３）。三是技术赋能产
业结构与经济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融合与应用，将加快县域产业信息化、
数字化、智慧化的转型升级（刘国斌、祁伯洋，２０２２）。数字技术的运用在助力
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缩小城乡差距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Ｚｈｏ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
四是技术赋能整体性治理能力。数字技术可向政府和社会赋能，促成整体智治
的现代政府新形态，促进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形成（郁建兴、樊靓，２０２２）。技术
赋能可通过信息整合共享、创新合作模式、强化激励与监督等方式，提升行动
主体治理能力和领导势能，推动协同治理网络关系结构变化（陈静等，２０２４）。
以整体性治理为基底，以数字技术嵌入构成其触发要件，构建中国式现代化县
域治理整体性智治新范式，可推动县域治理从碎片化智治迈向整体性智治。

综上所述，既有研究中对增强县域城镇化发展与治理整体性的探究较为全
面深入，从多个维度探讨了人口、经济、空间、社会、产业等多种要素对提高
县域城镇化发展与治理整体性的影响效应与路径。现有研究表明，数字技术已
成为推动县域整体性治理的重要力量，并从人口市民化、国土空间布局、产业
结构、经济发展、整体性治理能力等多个角度探析了技术赋能在推动县域城镇
化发展与治理整体性方面的作用机制，对技术赋能促进县域整体性治理的机理
与路径进行了初步探讨。但总体而言，关于技术赋能县域整体性治理的研究相
对碎片化，多从单一模块进行分析，未进行整体性、系统性的探究和多元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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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与对比。此外，关于技术赋能县域整体性治理的研究多为宏观理论层面的
探讨，缺乏从定性比较分析的角度深入探究技术赋能促进县域整体性治理的影
响因素与具体路径。因此，探索县域城镇化进程中技术赋能促进整体性治理的
有效路径是实践需要，也是学界亟待创新的研究课题。鉴于此，本研究基于整
体性治理理论，结合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现实要求，从“人口—空间—产业”整
体推进的视角，构建技术赋能的“整体性治理—技术治理”分析框架。选取３０
个典型的高县域整体性治理水平的建设案例进行定性比较分析，将研究视角从
关注经济发展、人口转移等单一角度转变为关注技术赋能、人口市民化、空间
布局优化、产业结构升级四维联动的整体性视角，并从高成效的组态解中挖掘
县域城镇化进程中技术赋能促进整体性治理的有效路径。

三、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一）理论基础：整体性治理理论
整体性治理理论由佩里·希克斯在“新公共管理”改革浪潮后治理部门化、

空心化、碎片化等问题频发的背景下提出（Ｈｉｃｋｓ，１９９７）。整体性治理是指以
整体性制度和责任为治理保障，通过协调机制、整合机制、责任机制，形成一
致目标，达成紧密合作关系（Ｄｕｎｌｅａｖｙ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６）。虽然在科技哲学史上，
技术治理理论也曾陷入唯科学主义窠臼。但是，在数字技术几乎渗透于社会运
行各个领域的现实背景下，信息革命和智能革命急速推进，甚至成为当代社会
运行的根本性特征之一，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技术治理已成为
一种全球范围的普遍现象，在推动社会整体性治理进程中构建更适合的技术治
理模式的需求尤为迫切（刘永谋、李尉博，２０２４）。整体性治理以满足公众需求
和解决公共问题为导向，以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为核心，以数字技术为主要工
具，打破公共管理部门之间的樊篱；通过协调、整合、责任三大机制的有效运
行消除利益冲突，促进各利益相关者形成协同效应，从而实现由碎片到整合、
由分散到集中、由局部到整体的治理（竺乾威，２００８）。

其中，协调机制是整体性治理中的核心机制之一，主要目的是促进不同治
理主体之间的沟通与合作，确保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的协同性，具体包括政
策协调、资源协调、行动协调。整合机制关注的则是将分散的治理要素和碎片
化的服务进行统一与整合，以提供无缝隙的公共服务，主要包括组织整合、流
程整合、信息整合。责任机制是确保治理主体对其行为负责的关键机制，具体
内容包括责任明确、责任监督、责任追究。

整体性治理理论虽起源于西方，但该理论已广泛应用于中国现代公共管理
领域，塑造了众多中国本土的整体性公共管理实践。在中国特色社会治理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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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整体性治理所强调的满足公众需求和逆碎片化治理导向与推进以人为核心
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理念相契合。此外，整体性治理理论的协调、整合、责任机
制可为破解县域城镇化与数字化协同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利益诉求碎片化、资源
配置不均、信息孤岛、权责分散、监管缺位等难题提供思路。在该理论的指引
下，通过建立各方协调关系、整合配置资源、明晰权力与责任、建立监督与评
估机制，以数字技术嵌入构成其触发要件，整体性智治为其路向导引，实现县
域整体性治理。

（二）基于人口、空间、产业构建的“整体性治理—技术治理”分析框架
在县域城镇化进程中，人口是核心主体，土地是重要载体，经济是关键支撑，

“人、地、钱”三大核心要素在县域城镇化进程中相互关联、协同共促。因此，要
实现县域整体性治理，需以数字技术为主要工具，依托协调、整合、责任三大治
理机制，以技术赋能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空间布局优化和产业结构升级为
关键路径，协同联动，互促互进。鉴于此，本文基于整体性治理理论，结合我国
县域城镇化现实场景，从技术赋能人口市民化，进而推动空间布局优化，再到促
进产业结构升级的路径演进，建立技术赋能的“整体性治理—技术治理”分析框
架（见图１），探究技术赋能促进县域整体性治理的多维优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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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整体性治理—技术治理”分析框架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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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 技术赋能
技术赋能是指以数字技术为手段，赋能整体性治理的协调、整合、责任三

大机制。其一，协调机制是整体性治理的纽带，它强调在数字技术的支持下，
不同治理主体之间的互动与协作。在县域城镇化中，协调机制通过政策协同、
资源共享、行动一致等方式，促进政府部门、企业、社会组织、公众等多方力
量的整合。例如，通过电子政务系统，不同政府部门可以实时共享数据，协调
政策和资源分配，减少“信息孤岛”现象。此外，数字技术还可赋能公众参与，
通过在线咨询和反馈，使政府决策更加符合公众需求，增强政策的社会共识。
其二，整合机制强调在数字技术的助力下，实现治理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服务流
程的再造。在县域城镇化中，数字技术能够整合分散的治理资源，通过建立统
一的数据中心，实现数据资源的集中管理和高效利用。同时，利用数字技术对
行政流程进行再造，简化办事程序，提高行政效率。例如，通过一站式在线服
务平台，实现不同政府部门间的业务协同，为公众提供无缝隙的服务体验。其
三，责任机制是整体性治理的基石，确保在技术赋能的背景下，城镇化建设中
各治理主体的行为和决策能够得到有效监督和评价。责任机制要求通过法律法
规明确各主体的职责和权限；责任监督机制则依托数字技术，增强治理透明度
和可追溯性；责任追究机制通过数字审计和智能合约等技术手段，确保责任落
实。因此，在县域治理视域下，技术赋能维度可从治理主体协调、治理流程整
合、治理权责监督三个方面嵌入，促进县域整体性治理。
２ ． 人口市民化
人口是县域城镇化的核心主体。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可提高新型城

镇化建设质量，加快人才、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城乡双向流动，形成城乡融
合发展新格局（张桂文、王耀晨，２０２４）。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指农民在城市
中获得市民身份和享受市民权利的过程，本质是社会权利、公共服务与城镇户
籍人口均等化（洪银兴等，２０２１）。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可以增强城市数字包
容度，提升农业转移人口的数字素养，加快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现有研
究多从身份符号市民化、基本指征市民化、思维行动市民化三个维度构建农民
市民化水平评价体系（徐济益等，２０２３）。因此，在县域城镇化建设过程中，人
口市民化维度应从城市户籍、公共服务、农民参与三个方面进行整体性分析。
３ ． 空间布局优化
土地是县域城镇化的重要载体。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国土空

间开发程度显著提高，国民生活生产领域与自然场景的交互叠加越发深入复杂，
对生产、生活、生态（以下简称“三生”）空间的科学、合理、有效布局提出
必然要求（孔芳霞等，２０２３）。 “三生”理论强调在发展过程中要平衡考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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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活、生态三个方面的关系，只有当三者达到和谐统一，才能实现社会、
经济、环境的协调发展。推进县域空间布局优化，既有利于优化生产、生活、
生态的空间结构和功能布局，增强县域综合承载能力，又有利于促进县域城镇
化高质量发展（王邹、孙久文，２０２３）。现有研究表明，从生产、生活、生态空
间维度进行冲突定量研究，可为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布局提供理论支撑
（潘方杰等，２０２３）。因此，在县域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空间布局优化维度应从
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三个方面进行整体性分析。
４ ． 产业结构升级
经济是县域城镇化的关键支撑。县域经济的发展质量直接影响着吸纳农业

转移人口的质量与能力，推动县域产业结构转型、构筑符合县域自然禀赋的现
代化产业体系，是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实现
县域城镇化的关键环节（李波等，２０２３）。基于动态视角，产业结构转型包含产
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研究表明，产业结构数字化可显著缩小城乡
收入差距，促进城乡融合与共同富裕（赵利等，２０２４）。因此，在县域城镇化建
设过程中，产业结构升级维度应从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产业结
构数字化三个方面进行整体性分析。
５ ． 县域整体性治理
县域城镇化进程中，以整体性治理为基底，数字技术为触发开关，通过多

维赋能、协同联动达成县域整体性治理，可将其视为县域实现整体性智治的过
程。整体性智治是突出数字化变革和组织制度创新相互作用、协同演化的治理
模式，是整体性治理和智慧治理两者的有机结合。一方面，在整体性思维的驱
动下，智慧治理有了目标导向，能够促进对社会需求更加智能精准的“滴灌”，
实现公共价值目标和基层治理的提质增效。另一方面，在数字技术的支撑下，
整体性治理有了工具和抓手，能够促进多元治理主体的有效协调，提高治理资
源的高效整合配置。整体性智治是技术赋能推动下的治理范式变革，依靠协调、
整合、责任机制的有效运行，实现治理结构重塑、治理资源整合、治理流程优
化、需求回应高效、制度供给完善，进而提升治理的整体性、合作性、智能性、
回应性、规范性。在中国实践场域中，整体性智治作为一种整体性治理与数字
技术融合产生的新治理范式，正在逐渐从城市治理向乡村治理延伸，如浙江
“整体智治”现代政府建设、“数字乡村一张图”等。技术赋能县域整体性治理
是在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镇化与数字化的协同联动，与整体
智治理念具有较强耦合性。技术赋能作为县域整体性智治的“引擎”，为破解县
域城镇化中的各种障碍提供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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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定性比较分析（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ＱＣＡ）于１９８７年由社会学

家查尔斯·Ｃ 拉金率先提出（Ｒａｇｉｎ，２００８）。ＱＣＡ通过挖掘不同原因变量组合
成的路径如何引发相同的结果，深入探究多重并发因果关系。ＱＣＡ主要包括清
晰集定性比较分析（ｃｓ ＱＣＡ）、多值集定性比较分析（ｍｖ ＱＣＡ）和模糊集定性
比较分析（ｆｓ ＱＣＡ）。其中，ｆｓ ＱＣＡ适用于解释复杂因果关系中整体视角下的多
种合理组态，且本研究所选择的条件变量和结果变量大多不属于二分类变量，
故采用ｆｓ ＱＣＡ作为研究方法。

（二）样本选择
ＱＣＡ方法要求案例样本选择需主要考虑以下因素：第一，样本数量在１０ ～

６０个为宜；第二，样本间有一定的共同背景和特点；第三，样本间有较大异质
性，且包含所有条件变量和结果变量的信息；第四，样本具有典型性和信息可
获得性。为加速推进中国新型智慧城市的建设与发展，国衡智慧城市科技研究
院、太昊国际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评级与促进网网络发展研究中心等多家权威
机构联合开展了中国新型智慧城市建设与发展综合影响力评估，并发布了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中国新型智慧城市建设与发展综合影响力评估结果通报》（以下简
称《评估通报》）。首先，研究将《评估通报》公布的“百强区县指数得分排名
（百强区县榜单）”中的１００个县（市、区）纳入初筛范围；其次，根据条件变
量的设定以及确保分析结果的稳健性，剔除数据缺失的地区；最后，基于以上
ＱＣＡ对于中小样本案例选择的原则，结合案例资料的丰富性、差异性、可获得
性，保留了其中的３０个县（市、区）作为研究样本。

（三）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需数据主要来自中国信息化研究与促进网、各地区各类统计年鉴、

统计公报、政府工作报告、官方统计的网站、官方发布的信息以及北京大学新
农村发展研究院和阿里研究院共同编制的县域数字乡村指数数据库。

（四）变量测度
１ ． 结果变量
经过多轮探讨与修订，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中国新型智慧城市建设与发展综合影

响力评估指标体系涵盖了可体现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智慧化水平的多个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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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包含智慧社会战略推进、智慧政府综合治理、智慧生活技术服务、智慧经
济产业运营、智慧未来创新发展５个维度的综合评估指标①。该指标体系中，
“智慧社会战略推进”指标类别，体现了对县域治理“整体性”“规范性”的考
察；“公众参与度”“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等指标的设置，是对县域治理“合作
性”的体现；“智慧政务”“社会化民生服务”等指标的设置，强调高效精准回
应公众需求，体现了对县域治理“回应性”的考察；“智慧经济产业运营”指
标类别内各项具体指标的设置，则充分体现了对县域治理“智慧性”的考察。
由此可见，《评估通报》体现了对县域治理整体性、合作性、智能性、回应性、
规范性等方面的综合考量，其结果具有较强的科学性，且可有效反映县域整体
性治理水平。

具体而言，研究以《评估通报》中“百强区县指数得分排名（百强区县榜
单）”中“智慧城市建设与发展综合影响力Ｔａｈａｏｏ ＳＭＩＬＥ指数得分”的结果作
为定性比较分析的结果变量基础数据（见表１）。

表１　 全国百强县新型智慧城市建设与发展综合影响力评估的排名及得分

排名 城市 Ｔａｈａｏｏ ＳＭＩＬＥ

指数得分 排名 城市 Ｔａｈａｏｏ ＳＭＩＬＥ

指数得分
１ 江苏苏州市昆山市 ８３ ３１ ４３ 河北石家庄市正定县 ７１ ３４

２ 广东佛山市南海区 ８３ １５ ４９ 江苏苏州市太仓市 ７０ ６５

７ 浙江绍兴市诸暨市 ８１ ７２ ５０ 福建福州市福清市 ７０ ６２

８ 湖南长沙市宁乡市 ８１ ３４ ５２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 ７０ ４７

１１ 福建泉州市晋江市 ８０ ０４ ５６ 贵州遵义市仁怀市 ６９ ８０

１８ 浙江嘉兴市桐乡市 ７７ ３７ ５７ 浙江湖州市德清县 ６９ ７７

２０ 江苏扬州市江都区 ７５ ７３ ６０ 广东惠州市惠城区 ６９ ０１

２１ 浙江台州市椒江区 ７５ ５７ ６１ 云南昆明市官渡区 ６８ ９２

２３ 山东潍坊市诸城市 ７５ ３１ ６２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 ６８ ７４

２５ 浙江温州市乐清市 ７５ １１ ６７ 湖南长沙市望城区 ６７ ３７

２６ 广东肇庆市四会市 ７４ ２４ ６８ 安徽合肥市肥西县 ６６ ６４

２９ 江苏镇江市丹阳市 ７３ ２９ ７６ 福建泉州市惠安县 ６３ ５４

３１ 湖南长沙市长沙县 ７３ １８ ７７ 河南许昌市禹州市 ６３ ３８

３４ 河南郑州市新郑市 ７３ ０４ ８１ 山西吕梁市孝义市 ６３ ００

３９ 浙江湖州市南浔区 ７２ ０９ ９８ 河南许昌市长葛市 ６１ ４８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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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限于篇幅，未展示该指标体系。详见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中国新型智慧城市建设与发展综
合影响力评估指标体系，中国信息化研究与促进网：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ｃｅｉｒｐ． ｃｎｐｇｚｑｐｇｄｔ ／ ２０２０ － １１
－ ０６ ／ ６７９６． ｈｔｍｌ． ，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２４年１１月２２日。



２ ． 条件变量
结合上文构建的“整体性治理—技术治理”分析框架，本研究选取技术赋

能、人口市民化、空间布局优化、产业结构升级作为进行ＱＣＡ分析的条件变量
（见表２）。

表２　 县域城镇化进程中技术赋能促进整体性治理路径分析变量

变量
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数据来源

结果
变量 县域整体性治理水平 智慧城市建设与发展综合影响力 中国信息化研究与促进网

条件
变量

技术
赋能

主体协调 建立的用于政务信息共享的平台数量
流程整合 政府跨部门在线审批流程的数量（个）
权责监督 “雪亮工程”行政村覆盖率（％）

统计公报、政府官网

人口
市民化

城市户籍 非农业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重（％） 统计年鉴、统计公报
公共服务 乡村生活数字化指数 县域数字乡村指数数据库
农民参与 乡村治理数字化指数 县域数字乡村指数数据库

空间
布局
优化

生产空间 地均ＧＤＰ值（亿元／千米２） 统计年鉴、统计公报
生活空间 路网密度是否＞ ６ １千米／千米２ 统计公报、政府官网
生态空间 所在城市或省份的智慧环保指数 城市智慧环保指数研究报告

产业
结构
升级

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 统计年鉴、统计公报
产业结构高级化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之比（％） 统计年鉴、统计公报
产业结构数字化乡村经济数字化指数 县域数字乡村指数数据库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１）技术赋能。政务信息共享平台是治理主体获得有效沟通的平台渠道，
它在提升政府治理能力、优化公共服务、促进科学决策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契合了整体性治理的合作性、回应性特征。因此，选用县（市、区）建立的用
于政务信息共享的平台数量对治理主体协调程度进行衡量。随着“放管服”改
革的深入推进和数字政府的不断发展，政府跨部门在线审批流程的数量逐年增
加。因此，选用县（市、区）政府跨部门在线审批流程的数量对治理流程整合
水平进行衡量。“雪亮工程”建设有利于加强治安防控，助力县域社会治理，为
群众提供安全保障与便捷服务，推动基层政务公开与行政执法监督。因此，选
用“雪亮工程”行政村覆盖率对权责监督进行衡量。综上，本文将从主体协调、
流程整合、权责监督三个维度进行综合分析，将其对应的指标数据进行无量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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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处理之后，用熵值法综合测算指数作为衡量技术赋能的总指标。以下条件变
量综合指标均采用熵值法测算。

（２）人口市民化。人口市民化不仅仅是户籍变更和人口流动问题，还需要
有完善的体制机制，保障农民公共服务权益，提高农业转移人口融入城市水平。
基于数据可得性，本文选用各县（市、区）非农业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重对
“城市户籍”进行衡量，选用《县域数字乡村指数２０２０年研究报告》中的乡村
生活数字化指数和乡村治理数字化指数分别对“公共服务”和“农民参与”进
行衡量。综上，本文将采用城市户籍、公共服务、农民参与三个维度的综合测
算指数作为衡量人口市民化的总指标。

（３）空间布局优化。地均ＧＤＰ （国内生产总值）是指在一定地理区域内，
每平方千米土地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土地利
用效率的重要指标。因此，选用县（市、区）地均ＧＤＰ对生产空间进行衡量。
２０２１年，住建部提出将“城市道路网密度（市辖区建成区内）”作为“交通便
捷”的重要指标纳入城市体检指标体系。《中国主要城市道路网密度与运行状态
监测报告》显示，截至２０１９年第４季度，全国３６个主要城市道路网总体平均
密度为６ １ｋｍ ／ ｋｍ２。因此，以路网密度是否＞ ６ １ｋｍ ／ ｋｍ２对生活空间进行衡量。
当该县（市、区）路网密度＞ ６ １ｋｍ ／ ｋｍ２时，赋值为１；路网密度≤６ １ｋｍ ／ ｋｍ２
时，赋值为０。由于缺乏县域层面的生态空间智慧环保指数数据，本文以
《２０１９年城市智慧环保指数研究报告》公布的１２０座城市智慧环保指数为基础，
用考察县（市、区）所在城市的智慧环保指数或所在省份的各城市智慧环保指
数均值进行替代。综上，本文将采用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三个维度
的综合测算指数作为衡量空间布局优化的总指标。

（４）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合理化代表县域各产业之间协调发展、生产
要素合理配置状况，用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即泰尔指数表示。产业结构高级
化表示县域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知识密集型转变的趋势及过程，通
常用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之比表示。产业结构数字化则直接选用《县
域数字乡村指数２０２０年研究报告》中的乡村经济数字化指数衡量。综上，本文
将采用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产业结构数字化三个维度的综合测
算指数作为衡量产业结构升级的总指标。
３ ． 变量校准
参考现有研究，采用直接校准法对各变量进行校准（Ｒａｇｉｎ，２００８），以

７５％、５０％及２５％分位数作为完全隶属、交叉点以及完全不隶属的定性锚点。
为避免与锚点相同数值在真值表丢失现象，对相关变量值增加０ ００１进行预处
理（杜运周等，２０２０）（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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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数据校准和描述性统计

结果和条件变量
模糊集校准 描述性统计

完全不隶属 交叉点 完全隶属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县域整体性治理水平 ８３ ４２１ ８６ ８５３ ９２ ５１４ ７２ ２９１ ５ ８１８ ６１ ４８４ ８３ ３１１

技术赋能 ５０ ０５２ ７０ ０４７ ７８ １８５ ６１ ９８２ ２０ １３４ １ ７７１ ８７ １２９

空间布局优化 ２７ ０７２ ３２ ９５４ ３５ ４６５ １１ ８５２ １７ ４５４ ３４ ９６５ ６６ ０１３

产业结构升级 ５１ ８１３ ５９ ９２４ ５９ ０７７ １３ １２５ ２３ ５７１ ５９ １４４ ７６ ３８３

人口市民化 ３０ １６１ ４２ ９１２ ５７ ０９５ ４５ ６１７ １４ ２２１ １７ ９５２ ８０ １７５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五、结果分析

（一）单因素必要性分析
在进行条件组态分析之前，需要对条件变量进行单因素必要条件检测。将

条件变量的一致性阈值设定为０ ９，即一致性结果不小于０ ９的条件变量可看作
是结果发生的必要条件。经过单因素必要性分析，各条件变量与结果变量之间
的一致性均小于０ ９ （见表４）。由此可推论，不存在单个条件变量能够形成高／
非高县域整体性治理水平。因而，需进一步分析条件变量组合来明晰县域城镇
化进程中技术赋能促进整体性治理的具体优化路径。

表４　 单因素必要性分析结果

条件变量 结果变量
高县域整体性治理水平 非高县域整体性治理水平

高技术赋能 ０ ７３３ ０ ３１７

非高技术赋能 ０ ２０２ ０ ８２８

高空间布局优化 ０ ７４５ ０ ３５８

非高空间布局优化 ０ ３２５ ０ ７８７

高产业结构升级 ０ ８６５ ０ ２７１

非高产业结构升级 ０ ２６７ ０ ８０５

高人口市民化 ０ ８７８ ０ ２１６

非高人口市民化 ０ ３８６ ０ ７０９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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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条件组态充分性分析
１ ． 高县域整体性治理水平的组态路径
研究发现，存在４条形成高县域整体性治理水平的路径（见表５），可将其

概括为全要素驱动型（Ｈ１）、“技术赋能—产业结构升级”协同共促型（Ｈ２）、
“技术赋能—人口市民化”双轮驱动型（Ｈ３）、“技术—产业—人口”均衡驱动
型（Ｈ４）。

表５　 县域城镇化进程中技术赋能促进整体性治理的组态分析

条件变量
高县域整体性治理水平组态 非高县域整体性治理水平组态

Ｈ１ Ｈ２ Ｈ３ Ｈ４ Ｌ１ Ｌ２

技术赋能 ○ ● ● ● ☆

空间布局优化 ● ○ ☆ ☆ ○

产业结构升级 ● ● ○ ● ☆ ☆

人口市民化 ● △ ● ● ☆ ☆

一致性 ０ ９６２ ０ ８６８ ０ ８１５ ０ ９１４ ０ ８８４ ０ ９２３

原始覆盖度 ０ ５７１ ０ ４１１ ０ ３１２ ０ ５４６ ０ ５３２ ０ ４９８

唯一覆盖度 ０ ０３８ ０ ０１２ ０ ０３２ ０ ０８１ ０ ０６８ ０ ０７９

整体一致性 ０ ８９４ ０ ８５４

整体覆盖度 ０ ６７２ ０ ８３３

注：●表示核心条件，○表示边缘条件，☆表示核心条件缺失，△表示边缘条件缺失，空
白则表示条件可存在也可不存在。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１）全要素驱动型。路径Ｈ１表明，以空间布局优化、产业结构升级和人口

市民化为核心条件，以高水平技术赋能为边缘条件可实现高县域整体性治理水
平，该路径可解释约５７％的案例。其中，空间布局优化、产业结构升级、人口
市民化起到核心推动作用，技术赋能起到辅助作用。由于这一组态结果具有较
为明显的全面发展特征，因此将该条件组态命名为全要素驱动型。具有这一组
态特征的典型案例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在数字技术的支持下，打造智慧自然
资源管理平台，将“数据壁垒”变为“数据赋能”，辅助国土空间规划等业务
科学决策；积极培育县域内企业发展数字经济，以“平台＋技术＋产业＋金融
牌照”为发展路径，让工业互联网助力制造业园区转型升级。长沙县黄花镇将
１８０余项行政审批和公共服务事项形成标准化、数字化的服务流程，实现一窗受
理，政务服务“就近好办”。长沙县通过技术赋能空间布局优化、产业结构升
级、人口市民化，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在县域人口、土地、经济方面的协调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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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实现了较高水平的县域整体性治理。全要素驱动型这一组态路径全面贯
穿技术赋能发展理念，实现系统性的高度整合，推动县域城镇化高质量发展，
整体、高效、精准、智能地回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全方位提高了县域整
体性治理水平。

（２）“技术赋能—产业结构升级”协同共促型。路径Ｈ２表明，以技术赋能
和产业结构升级为核心条件，以空间布局优化为边缘条件也可实现高县域整体
性治理水平，该路径可解释约４１％的案例。其中，技术赋能和产业结构升级起
到核心推动作用，空间布局优化起到辅助作用。该路径表明，即使在农业转移
人口市民化推进不理想的情况下，也能在技术赋能支撑下，以高质量的产业结
构推动县域整体性治理，因此将该条件组态命名为“技术赋能—产业结构升级”
协同共促型。具有这一组态特征的典型案例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推行全域
智能化治理，注重辖区内全要素重塑，形成了“数智网格员”的工作模式，实
现云学习、云服务、云治理模式，形成“人机互补”的基层工作良好循环。同
时，围绕五大百亿级产业集群打造“三区—三核—八组团”的产业空间布局，
推动正定县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加速落地。当前，国际市场收缩和国内经
济下行的双重压力与日俱增，以扩大国内需求为特征的新一轮经济发展势在必
行。数字经济、公共消费、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型城镇化建设等现实需求，
倒逼县域产业体系调整、升级并实现协同发展。数字技术通过驱动产业结构变
革过程中协同、整合、责任三大机制有效运转，可为县域整体性治理提供强大
动力，再辅以空间结构的调整优化则可有效提升县域整体性治理水平。

（３）“技术赋能—人口市民化”双轮驱动型。路径Ｈ３表明，以技术赋能和
人口市民化为核心条件，以产业结构升级为边缘条件同样可实现高县域整体性
治理水平，该路径可解释约３１％的案例。其中，技术赋能和人口市民化起到核
心推动作用，产业结构升级起到辅助作用。该路径表明，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
化程度较高和全过程贯穿技术赋能发展理念的县域，即使空间布局优化条件缺
失，也能通过充分发挥技术赋能优势，以高水平的人口市民化为基底，推动县
域整体性发展，因此将该条件组态命名为“技术赋能—人口市民化”双轮驱动
型。具有这一组态特征的典型案例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立足“智慧民生”，围
绕政府治理、公共服务、公众参与、市场监管、应急保障等方面推出了系列Ａｐｐ
（应用程序）、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推动实现“一图全面感知”，以电子地图
等形式为公众的衣食住行提供多样化、均等化服务。同时，德清县深化户籍制
度改革，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试行以常住地登记户口制度，全面实行电
子居住证。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中，必然伴随农业转移人口逐渐由务农
转变为从事二、三产业，农业人口逐渐由农村居民转变为城镇居民，剩下的少
数农业劳动力人均占有更多的土地资源，为实现农业现代化提供了必要条件，
为推动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不竭动力。在此过程中，技术赋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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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齿轮”带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小齿轮”转动，促进农民进城落户，提
供均等化公共服务，拓宽农民参与渠道，形成推动县域整体性治理的双轮驱
动力。

（４）“技术—产业—人口”均衡驱动型。路径Ｈ４表明，技术赋能、产业结
构升级、人口市民化三个核心条件同时存在时，无论空间布局优化这一条件变
量是否存在，均可实现高县域整体性治理水平，该路径可解释约５５％的案例。
该路径表明，在数字技术应用较广、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较好、农民市民化程度
较高的城市，空间布局优化并非实现高县域整体性治理水平的必要条件，需根
据城市资源禀赋进行具体分析，因此将该条件组态命名为“技术—产业—人口”
均衡驱动型。具有这一组态特征的典型案例福建省泉州市惠安县，在地处低山
丘陵区、人均耕地不足１３３ ３３平方米、规模化经营程度低等困境下，以建设
“智慧惠安”项目为载体，打造线上线下联动发展的综合销售服务平台，促进电
商产业与配套产业规模化发展，全方位、多角度提高惠安社会治理与产业发展
数字化水平，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同时，惠安县运用技术赋
能全面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工作进程，农民工监测调查基础数据采集实现
１００％电子化，调查网点均已实现利用手持电子终端（ＰＡＤ）采集数据。近年
来，各地从多方面采取相应措施，积极探索推动县域城镇化、数字化建设的新
路径，但城市国土空间布局的优化调整是一个庞大、长期且复杂的实现过程，
部分地区在面临地理位置不佳、政策法规不完善、财政资金紧缺等多重挑战的
情况下，难以直接推动县域空间布局优化调整。此时，个别地区拓宽思路，突
破瓶颈，通过放大技术赋能的核心带动作用，形成技术赋能、产业结构升级、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三维联动的均衡型驱动力，有效提升了县域整体性治理
水平。
２ ． 非高县域整体性治理水平的组态路径
由于ＱＣＡ强调因果关系的非对称性，县域整体性治理的高水平分析结果并

不能推导出形成低水平建设的原因。因此，本文进一步对导致非高县域整体性
治理水平的组态进行分析，发现导致非高县域整体性治理水平的路径有２条，
分别为路径Ｌ１和Ｌ２。其中路径Ｌ１显示，若忽视县域空间布局优化、产业结构
升级、人口市民化，则将导致非高县域整体性治理水平。路径Ｌ２显示，若技术
赋能、产业结构升级、人口市民化不到位，即使重视空间布局优化，也可能导
致非高县域整体性治理水平。

（三）稳健性检验
为增强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将一致性阈值从０ ９调至０ ８５，其他处理方式

不变，重复进行ｆｓ ＱＣＡ组态分析，结果显示组态路径未发生明显改变。将ＰＲＩ
一致性（Ｐａｔｈ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 Ｉｎｄｅｘ）由０ ７下调到０ ６５，组态的一致性和覆盖率也

·３５１·

县域城镇化进程中技术赋能如何促进整体性治理？◆



并未发生明显变化。这表明本研究的结论较为稳健。

六、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以３０个典型高县域整体性治理水平建设案例为分析对象，以技术赋

能、人口市民化、空间布局优化、产业结构升级为条件变量，以县域整体性治
理水平为结果变量进行定性比较分析，探究县域城镇化进程中不同因素的组合
如何影响和推动技术赋能实现整体性治理，并从高成效的组态解中挖掘技术赋
能促进县域整体性治理的不同组合路径。研究发现，县域城镇化进程中，高成
效的技术赋能促进整体性治理具有复杂因果关系，单一的发展要素无法构成其
有效推进的必要条件。县域整体性治理水平同时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中全
要素驱动型、“技术赋能—产业结构升级”协同共促型、“技术赋能—人口市民
化”双轮驱动型、“技术—产业—人口”均衡驱动型是４条较优路径。这４条发
展路径具有组合性、等效性、情境性，不同地方在推进县域整体性治理过程中
可结合实际条件和现有资源，因地制宜地选择适合当地发展的路径。在这４条
发展路径中，全要素驱动型路径的一致性和原始覆盖度最高，说明在资源充足、
条件符合的情况下，可优先选择这一路径。通过横向对比发现，技术赋能在推
进高县域整体性治理水平中的作用尤为突出，技术赋能是促进县域整体性治理
的关键因素。具体而言，县域城镇化进程中技术赋能促进整体性治理的实践启
示如下。

第一，依据“技术赋能—产业结构升级”协同共促型路径分析结果，应通
过加强数字技术应用，驱动县域产业结构转型，弥补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方面
的不足。一是推动产业数字化。借助数字化技术构建敏锐且精细化的生产与管
理体系，打通生产要素的流动路径，加快其优化重组，减少实体经济成本，加
快产业转型升级，从而全面提升经济投入产出效率。二是促进产业链数字化。
借助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高新技术，打通供应链上的商品流、
票据流、资金流、物流的高效协同，构建产业数字化供应链服务平台，实现产
业链和供应链的智慧管理。三是利用数字技术为实体经济和传统产业赋能。从
夯实数字基建、优化供应链、拓展产业链、延伸价值链等层面推动传统产业数
字化转型，有效整合劳动力市场资源，提升产业竞争力，推动城镇化建设的可
持续发展。

第二，依据“技术赋能—人口市民化”双轮驱动型路径分析结果，应充分
发挥人口优势、深化数字技术应用，弥补空间结构方面的缺陷。一是建设以需
求为导向的“人本城市”。一方面，通过数字技术赋能推动形成政社协同的扁平
化社会，为公众参与社会治理拓宽渠道，也为政府感知社情民意、研判和化解
社会风险提供新途径。另一方面，针对困难群体、弱势群体等特殊群体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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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开展智慧服务，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提供专人指导等多样化服务，
满足特殊群体的基本公共服务需求，提高人民群众的参与感和获得感。二是提
高公民数字素养教育普及力度。当前，不同地区间的“数字鸿沟”和不同人群
间的“能力鸿沟”亟待弥合。一方面，可通过广泛组织开展各类数字化应用的
普及活动，提升公民熟练应用数字技术产品和服务的能力，夯实全社会数字素
养的常识基础。另一方面，将数字素养课程全面融入国民教育课程体系，着力
推动小学、初中、高中各阶段数字素养教育有效衔接和数字资源共建共享。三
是完善数字化人才资源和服务保障体系。加快建立全国通用的数字化人才分类
标准和学习成果认定、累积、转换制度，完善数字化人才资质评定机制。加大
对数字化人才培养的资源支持力度，营造统一开放、标准互认、自由流动的人
力资源市场环境。

第三，依据全要素驱动型和“技术—产业—人口”均衡驱动型分析结果，
应坚持系统发展观，持续深化技术赋能，综合推动人口市民化、空间布局优化、
产业结构升级，因地制宜选择有效路径，着力实现多要素有机统一。要从整体
性治理角度出发制定联动策略，避免重局部而轻整体，多维驱动数字化与县域
城镇化协同发展，实现县域治理的整体性、合作性、智能性、回应性、规范性，
达到高县域整体性智治水平。具体而言，一是从结构重塑维度赋能，促进县域
在发展规划中智能化工具的使用，进行空间结构的科学规划与布局，以适应城
镇化发展需求，实现空间利用的效益最大化。二是从资源融合维度赋能，突出
跨界合作的重要性，推动不同产业、领域之间的资源整合，以促进产业结构的
多样化与高质量发展。三是从流程优化赋能，通过数字化手段简化行政流程，提
升公共服务效率，实现治理内容清晰化和治理过程透明化。四是从需求立应维度
赋能，创新社会治理模式，加强公众参与，确保政策设计与执行能快速响应民众
需求，从而提高治理能力与服务水平。五是从制度供给维度赋能，完善相关政策
法规的设计，为持续推进县域整体性治理提供坚实的法律支持和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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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城镇化进程中技术赋能如何促进整体性治理？◆



英文目录与摘要
ＪＰ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Ｖｏｌ １７ Ｎｏ ６，２０２４

●ＳＹＳＰＯＳＩＵＭ：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Ｐｏｌｉｃｙ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ｍｐａｃｔ Ｂｉｎ Ｘｉａｏ

!!!!!

Ｔｈｅ Ｃａｕｓ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Ｂｕｒｄｅｎ ｏｆ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Ｙｕａｎｈｅ Ｌｉｕ ＆ Ｚｈｅｎｃｈａｏ Ｚｈｏｕ

!!!!!!!!!!!!!!!!!!!!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ｂｕｒｄｅｎ ｏｆ ａｎ ｉｎ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ｄａｐ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ｓ ｔｈｅ ｋｅｙ ｔｏ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ｉｔｓ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ＣＡ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ｉｎ ａ 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ｅｘｐｌａｉｎｓ ｔｈｉｓ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ｄｅｍａｎｄ ｉｓ
ｓｈａｐ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ｅｄ ｓｔａｔ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ｏｎａｔｅｓ ｓｔｒｏｎｇｌｙ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ｔｈｅｒｅｂｙ
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ｃｔｉｏｎ． Ａｓ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ｔａｓｋ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ｏｖｅｒｌａｐｐｉｎｇ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ｔ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ｌｅａｄ ｔｏ ｉｎ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ａｔ ｆａｉｌ ｔｏ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ｕｎｆｏｒｅｓｅｅｎ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ｅｒ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ｉｓ ｔｏ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ａｘｉｓ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ｔ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 ｌｅｇａｌｉｚｅ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ｒｅｄｕｃｅｓ
ｔｈｅ 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ｉａｏ”ｏｖｅｒ “Ｋｕａｉ”，ｅｎｈａｎｃｅ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ｏｆ “Ｔｉａｏ”，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ｓ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ｎｔｏ ａ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ｔ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ｃｅｎｔｅｒ．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ｔｈｅ Ｂｕｒｄｅｎ ｏｆ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Ｃｏｍｐｌｅｘ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Ｖｉｅｗ；ＡｘｉｓＲａｄｉ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Ｌｏｇｉｃｓ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ｉｎ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Ｌｅｉ Ｈｅ ＆ Ｎａ Ｔａｎｇ

!!!!!!!!!!!!!!!!!!!!!!!!!!!!!!!!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 ｉｓ ａ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ｂｕｔ ｉｔ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ｃｒｉｔｉｃｉｚｅｄ ｆｏｒ ｉｔｓ “ｆｏｒｍａｌｉｓｔ”ｔｅｎｄｅｎｃｙ．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ｈａｖｅ ａｌｓｏ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ｗｈｉｃｈ ｄｏｅｓ ｅｎｃｏｍｐａｓｓ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ｅｘａｍｉｎｅｓ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ｔｈｅ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ｔ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ａｎｄ ｅｘｐｌｏｒｅｓ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ｌｏｇｉｃｓ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 ｍｕｌｔｉ ｃａｓ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ｉｎ Ｙ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Ｕｎｄｅｒ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ｐｏｗｅｒ ｇａｍｅ ａｎｄ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ａｓ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ｓ 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ａ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 ＝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ｔｙｐｅ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
ｐｏｗｅｒ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ｆｏｒｍ”．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ｔｙｐｅ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 ｃａｎ ｂｅ ｓｕｂ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ｆｏｕｒ ｂａｓｉｃ ｔｙｐｅｓ．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ｐａｓｓｉｖｅ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ａｃｔｉｖｅ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ａｎｄ
“ｐｅｒｆｕｎｃｔｏｒｙ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Ｔｈｅｙ ａｌｓ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ｌｏｇｉｃｓ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ｔｏ ｅｎｒｉｃｈ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ｙ 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Ｐｏｗｅｒ Ｇａｍｅ；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６９１·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Ｅｘｔｒｕ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ａｎ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ｉａｏｋｕａｉ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Ｂｏｔｔｏｍｕｐ？ Ｙｕａｎｙｕａｎ Ｈｕａｎｇ ＆ Ｙｉｎｂｉｎ Ｔａｎｇ

!!!!!!!!!!!!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ｃｔｉｖ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 （“ｔｉａｏ”）ａｎｄ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ｋｕａｉ”）ｉｓ ｔｈｅ ｋｅｙ ｔｏ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ｄｅｓｐｉｔｅ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ｅｎｄｓ ｔｏ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ｈｉｇｈ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 ｏｒ ｈｉｇｈｒｉｓｋ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ｓ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ａｎｄ ｏｎ ｔｉａｏｋｕａｉ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ｉｔｉａｔｅｄ ｂｙ ｈｉｇｈｅｒｌｅｖｅ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 Ｗｈａｔｓ ｍｉｓｓｉｎｇ ｉｓ ａ 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ｏｆ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ａｃｔｉｖ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ｇｏｅｓ 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ｏｆ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ｔｏ ｒｅｔｒｉｅｖｅ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Ｂｙ 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ｏｌｄ ｒｅｆｏｒｍ
ｐｏｌｉｃｙ ｆｏｒ Ｓｔｒｅｅｔ Ａ ｉｎ Ｃｏｕｎｔｙ Ｈ，ｗｅ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ｈａｓ ｔｈｅ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ｓｐａｃｅ ，
ａｎｄ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ｉａｏｋｕａｉ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Ｆｉｒｓｔ， ｈｉｇｈｅｒ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ｗｅａｋ 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ｏｎｅｘ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ｍａｋｅ ｔｈｅ ｌａｔｔｅｒ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ｔｏ ｆａｃ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ｅｅｄ ｆｏｒ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Ｓｅｃｏｎｄ，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ｌｉｎｋａｇｅ ｉｎ ａ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ａｎｄ ｓｅｇｍｅｎｔｅｄ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ｏｎｔｈｅｇｒｏｕ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ｈｅｌｄ ｂｙ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ｓｐａｃｅ ｆｏｒ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ｐａｃｅ，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ｃａｎ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ｔｏ ｅｎａｂｌ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ｆａｃｔ，ｔｉａｏｋｕａｉ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ｄｏｍｉｎａ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ｂｕｔ ｈａｍｐｅｒｅｄ ｂｙ 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ｔ
ｔｒｉｇｇｅｒｉｎｇ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ｔｈｅ ｉ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ｉａｏｋｕａｉ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ｂｏｄｙ，ｃａｎ
ｈｅｌｐ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ｐａｔｈ ｏｆ ｔｉａｏｋｕａｉ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ａｒｅｎａ ａｎｄ ｔｏ ｒｅｃｏｖｅｒ ｔｈｅ“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ｏｆ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Ｔｉａｏｋｕａｉ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ｌｏａｔｉｎｇ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Ｈｏｎｇｊｕｎ Ｊｉａｎｇ ＆ Ｄｏｎｇ Ｚｈａｎｇ

!!!!!!!!!!!!!!!!!!!!!!!!!!!!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Ｃｈｉｎａｓ ｒａｐｉ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ｈａｓ ｌｅｄ ｔｏ ａ 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ａｌ ｉｎｆｌｕｘ ｏｆ ｆｌｏａｔｉｎｇ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ｔｏ ｉｔｓ ｃｉｔｉｅｓ，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ｌｙ ｍａｒｇｉｎａｌ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ｍ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ｅｎｓｉｏｎ ａｒｉｓ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ｆｌｏａｔｉｎｇ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ｈ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ａ ｃｒｕｃｉａｌ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ｕｓｅｓ 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
ｔｏ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ｎｅｗ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ｒｅ
ｉｎｃｒｅｍｅｎｔａｌｌｙ ｌａｙｅｒｅｄ ｏｖｅｒ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ｒｅ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ｅｎａｂｌｅｍｅｎｔ， ｎｅｔｗｏｒｋｅｄ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ｎｅｗ ａｎｄ ｏｌ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ａｃｈｉｅｖｅｓ 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ｒｏｍｉｓｅ ｗｉｔｈ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ｕｓ，ｔｈｅｒｅｂｙ ｆｏｓｔｅｒｉｎｇ ａ
ｐｅａｃｅｆｕｌ ｎｅｗ ｆｏｒｍ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ｌｏａｔｉｎｇ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ｄｅｅｐｅｎｓ ｏｕ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ｍｏｂｉｌｅ ｕｒｂａ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ｅｓ ａｓ ａ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 Ｆｌｏａｔｉｎｇ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７９１·



Ｈｏｗ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ｆｆｅｃｔｓ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Ｃｉｖｉｌ Ｓｅｒｖａｎｔｓ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Ｚｈｅｚｈｅ Ｄｕａｎ ＆ Ｊｉａｘｉｎ Ｊｉａｏ

!!!!!!!!!!!!!!!!!!!!!!!!!!!!!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ａｒｅ 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ａｎ ｏｍｎｉｐｒｅｓｅｎｔ ｍｅａｎｓ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ｃｔｏｒ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ｅｗ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ｈａｓ ｅｍｅｒｇｅｄ ａｓ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ｃｔｏｒ． Ｎｅｖｅｒｔｈｅｌｅｓｓ，ｔｈｅ “ｂｌａｃｋ ｂｏｘ”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ｓｙｓｔｅｍ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ｅｄ，ｇｉｖｉｎｇ ｒｉｓｅ ｔｏ ｔｈｅ “ｔｒｕｓｔ ｄｅｆｉｃｉｔ”ａｎｄ “ｌａｃｋ ｏｆ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ｅｘｐｌｏｒｅｓ 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Ｅｘｐｌａｉｎａｂｌｅ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ＸＡＩ）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 ２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ｒｕｌｅｓ ｖｓ． ｄａｔａ） × ２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 ｖ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ｕｒｖｅｙ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ｔｈｅ ｔａｘ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ａｐｐｌｉｅｓ ｔｈｅ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ＸＡＩ ｏ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ｔｓ ａｄｏ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ｉｓ ｅｘａｍｉｎｅｄ． Ｔｈｅ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ｔｈａｔ，ｆｉｒｓｔ，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ｂｌｅ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ａｎ ｂｏｏｓｔ ｔｈｅ ａｄｏｐｔｉｏｎ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ｃｉｖｉｌ ｓｅｒｖａｎｔｓ；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ａｔａｄｒｉｖｅ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ｒ ｄａｔａｄｒｉｖｅｎ ｒｅｓｕｌｔ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ａｎ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ａｄｏｐｔｉｏｎ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ｃｉｖｉｌ ｓｅｒｖａｎｔｓ． Ｓｅｃｏｎｄ，ｄａｔａｄｒｉｖｅｎ ＸＡＩ ｃａｎ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ｃ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ａｄｏｐｔｉｏｎ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ｔｓ ｍｏｒ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ｈａｎ ｒｕｌｅｄｒｉｖｅｎ．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ｄａｔａｄｒｉｖｅｎ 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ｂｌｅ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ａｎ ｈｅｉｇｈｔｅ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ｃｙｓ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ａｉｒ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ｔｒｕｓｔ ｉｎ ｔｈｅ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ｔｈｅｒｅｂｙ ｍ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ｍ
ｍｏｒｅ ｉｎｃｌｉｎｅｄ ｔｏ ａｄｏｐｔ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ｃ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Ｔｈｅｓｅ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ｉｍｐｌｙ ｔｈａｔ 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ｃ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ｔ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ｂｌｅ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ｔｏ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ｔｓ，ａｎｄ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ｆａｖｏｒａｂｌｅ ｈｕｍａｎｍａｃｈｉｎ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 ｔｈｅ ｓｍｏｏｔｈ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ｃｔｏｒ．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ｃ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Ｍａｎｍａｃｈｉｎ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ｃ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ｃｙ；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Ｃｉｖｉｌ Ｓｅｒｖａｎｔ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Ｗｈｙ Ａｍｂｉｇｕｏｕ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ｓ Ｕｎａｂｌｅ ｔｏ Ｂ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ｆｅｔ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ｆ Ｇａｓ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Ａ Ｃｉｔｙ

Ｚｈｅ Ｚｈｕ，Ｊｉｅ Ｌｉ，Ｑｉｎｇｊｕｎ Ｚｈｕ ＆ Ｍｅｉｌｉａｎ Ｚｈａｎｇ
!!!!!!!!!!!!!!!!!!!!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 ａ ｒｉｓｋ ｓｏｃｉｅｔｙ，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ｈｏｗ ｔｏ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ａｍｂｉｇｕｏｕｓ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ｉｓ ａ ｃｒｕｃｉａｌ ｉｓｓｕｅ ｆ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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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ｈａｐｉｎｇ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Ｍｏｔｉｖａｔｅｄ ｂｙ ｂｌａｍｅ ａｖｏｉｄａｎｃｅ ｗｈｅｎ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ｏｏｌ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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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Ｈｏｌｉｓｔｉｃ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ｓ ａ ｎｅｗ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ｔｒｅｎｄ ｉｎ ｕｒｂａｎｒｕｒ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ｃｏｕｎｔｉｅｓ．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ｅｘａｍｉｎｅｄ ３０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ｃａｓｅｓ ｏｆ ｃｏｕｎｔ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ｈｏｌｉｓｔｉｃ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Ｇｒｏｕｎｄ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ｈｏｌｉｓｔｉｃ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ａｌｉｇ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ｄｅｍａｎｄｓ ｏｆ ｎｅｗ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ｕｓｅｓ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ｈｏｌｉｓｔｉｃ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ａｃｒｏｓｓ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ｐａｃｅ，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Ｕｓｉｎｇ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ＱＣＡ），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ｓ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ｃｏｎｊｕｎｃｔｕｒａｌ ｃａｕｓ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ｗｈｉｃｈ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ｓ ｈｏｌｉｓｔｉｃ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ｃｏｕｎｔｙ ｃｏｎｔｅｘｔｓ． Ｔｈｅ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ｒｅｖｅａｌ ｔｈａｔ
ｈｏｌｉｓｔｉｃ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ｕｎｔｉｅｓ ｉ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ａｍｏｎｇ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ｐａｔｉａｌ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ｓ ｆｏｕｒ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ａｌｌｆａｃｔｏｒｄｒｉｖｅ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 ｃｏ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ｄｕａｌｄｒｉｖｅｒ，ａｎｄ 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ｓｅ，ｔｈｅ ａｌｌ
ｆａｃｔｏｒｄｒｉｖｅｎ ｐａｔｈｗａｙ ｉｓ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ｔ，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ｒｏｌｅ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
ｉｎ ａｄｖａｎｃｉｎｇ ｈｏｌｉｓｔｉｃ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ａ ｐｅｏｐｌｅ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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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 ｔｏ ｄｒｉｖｅ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ｃｏｕｎ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ｅｄ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ｔｏ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ｏｕｎｔｙ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Ｈｏｌｉｓｔｉｃ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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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ｆｕｌｌ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ｏｆ ｄｉｓｃｒｅｔｉｏｎ ｂｙ ｓｔｒｅｅｔｌｅｖｅｌ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ｔｓ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 ｆｏｒ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ｕｎｉｓｈ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ｗ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ｌｏｎｇ
ｔｅｒｍ ｔｒａｃｋｉｎｇ ｓｕｒｖｅｙｓ ｈａｖｅ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ａｓ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ＡＩ）ｉ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ｉｎ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ｌａｗ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ｐｏｌｉｃｅ ｏｆｆｉｃｅｒｓ ａｒｅ ｎｏ ｌｏｎｇｅｒ ｉｎｃｌｉｎｅｄ ｔｏ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ｔｈｅｉｒ ｄｉｓｃｒｅｔｉｏｎ． Ｉｎｓｔｅａｄ，ｔｈｅ
“ｐｅｎａｌｔｉｅｓ 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ｈａｓ ｅｍｅｒｇｅｄ ｉｎ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ｌａｗ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Ｔｏ ｔｅｓｔ
ｔｈｅｓ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ａ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 ｓｔｒｅｅｔｌｅｖｅｌ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ｔｓ ｗｉｌｌｉｎｇｎｅｓｓ ｔｏ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ｔｈｅｉｒ
ｄｉｓｃｒｅｔｉｏｎ，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ａ ｓｕｒｖｅｙ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ｉｎ Ｈ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Ｌ ｃｉｔｙ，ｗｉｔｈ ａ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ｓａｍｐｌｅ ｏｆ １９０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ｐｏｌｉｃｅ ｏｆｆｉｃｅｒｓ．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１）ＡＩ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ｔｈｅ ｗｉｌｌｉｎｇｎｅｓｓ
ｏｆ ｓｔｒｅｅｔｌｅｖｅｌ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ｔｓ ｔｏ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ｄｉｓｃｒｅｔｉｏｎ． （２）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ｐｌａｙｅｄ ａ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Ｉ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ｈａｓ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ｔｒｅｅｔｌｅｖｅｌ ｌａｗ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ｒｏｏｍ ｆｏｒ ａｃｔｉｏｎ ｉｓ ｂｅｉｎｇ ｓｑｕｅｅｚｅｄ，ａｎｄ ｔｈｅｓｅ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ｔｓ
ａｒｅ ｍｅａｓｕｒａｂｌｙ ｒｅｌｕｃｔａｎｔ ｔｏ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ｔｈｅｉｒ ｄｉｓｃｒｅｔ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ｎｅｗ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ｉｎｔｏ ｓｔｒｅｅｔｌｅｖｅｌ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ｔ ｄｉｓｃｒｅｔｉｏｎ． Ｉｔ ａｌｓ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ｎｅｗ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ａｎｄ ｓｈｏｗｓ ｈｏｗ ＡＩ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ｌａｗ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ｗｏｒｋ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Ｓｔｒｅｅｔｌｅｖｅｌ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ｔ；Ｄｉｓｃｒｅｔｉｏｎ；Ｗｉｌｌｉｎｇｎｅｓｓ ｔｏ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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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Ｆａｃｉｎｇ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ｐｕｂｌ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ｓｓｕｅｓ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ｄｅｍａｎｄ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 ｎｅｅ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ｔｈｅｉｒ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ｌａｂ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ｃｏｍｅ ｔｈｅ ｎｅｗ ｖｅｈｉｃｌ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ｏｓ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ａｎｄ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ｒｅｖｉｅｗ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ｌａｂｓ，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ｒｏｌｅｓ，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ａｎ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Ｔｈｅｓｅ ｌａｂ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ｐｌａｙ ａ ｒｏ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ｓ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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