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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科层理性：理解基层治理的

“再标准化”转向

袁方成 王 丹

摘要： ，作为现代 家治理 具 标准化 系 序 和 基层 效 理的规国 的重要工 是政府体 有 运作 推进 有 治 范支

。 对 ， 、面 动 多 会 实 由科层理性驱动 标 化 往往陷于治 目标失准 治 彰撑 态 变的社 现 的 准 实践 理 理效能不

， 了的困境 治理这引发 基层 的“ 标准化再 ” 。本 禀 ，转向 科层制政 理性 赋 发 构建文从 府 的视角出 “治

理转向－ 性 展理 拓 － 治有效 理” ，分析 架的 框 以 垓 村浙西杭 级工 项 规 的行动镇再造 程 目操作 范 为例展

，开分 以 究 理性与析 探 政府 “再 准化标 ” 。 ：的逻辑 发现关联 研究 基层政府主导的“再标准化”不仅

一 ，将标准 为兼具工 理性和 的统 体化视 具 价值理性 还 ，科 管 要 社会 理 需要 整能够兼顾 层 理的 求和 治 的

习 。规范 惯合正式 和 经验 ，此 基础以 为 “再标准化” 计、柔 执通过 放 标 性的标准 和适时的开 的 准设 行

， 了 。 丰 ，标 塑 契合基 准规 价值意蕴的 基层的实准修正 重 层现实的标 范 从 富到 践 “再标准化”实则是

韦 义 ， 对 杂伯意 上的 和 层 治 的衔 与 合 是政 场景 追 治 的复科层理性 基 社会 理理性 接 融 府应 复 并 求有效 理

合理性特质的 现呈 。 一 了 禀于 展 的理性基 这 拓 赋，或可重新诠 府的理性 动的释基层政 及其自主行 逻辑，

丰 。富与拓展中 现代化进 中的基 景国式 程 层治理图

关键词：再标准化 科层制 复 理合 性 层基 治理

中图分类号：C931.3；D669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 ，车 轨， ， ，文 度 同伦 地书同 同 同制 行 同域”
①
。 ，中 自秦朝 始国 开 便有运用标准化 具工 进推

家国 “大一统” 。 ，统 即的治理传 所谓标准化 “ 了 一 ，对为 在 定 得最佳秩序 问题范围内获 现实 或潜在

制定 和 用的条款问题 共同使用 重复使 的活动”
②
。 ，为国家治 的 要工 标准 崇 追作 理 重 具 化推 和 求的是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新时代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机制创新研究”（编号：22BDJ114）的阶段性成果。

①
刘清河，2013：《汉水文化史》，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第227页。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2014：《标准化工作指南第1部分：标准化

和相关活动的通用术语》（GB/T20000.1－2014），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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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 、 。专业内 治 效率 具 显 化 协 性和 工 改革核和 理 有 著的统 性 科学性 简 性 调 最优化等 具理性特征

来， 对 、 矛 ，开放 利益格局的 调整 刻变 日 推进国家以 面 社会 深刻 社会 盾的深 化 标准化 益成为 治理体系

力 。 十八 三 议和治理能 代 的重 方式 国 产 中央委 第 全体会 出现 化 要 在中 共 党第 届 员会 次 提 “政府要加强

略发展战 、 划规 、政策、标准 实等制定和 施”
①
之后， 门院专 出台国务 《 化工作改革深化标准 方案》，

强调要“ 力 、标准 国 体系和治 化中的基 性 略性 用更好发挥 化在推进 家治理 理能 现代 础 战 作 ”
②
，旨在

。过 准 促进经 持 健康发 和通 标 化过程 济的 续 展 社会的全面进步

心， ，标 化 入国 核 准的指标 为自上而下 国理将 准 引 家治理的 在于借助标 量化形式 的治 政提供具有

、 ， 。可操 性 性的规范 推进治理 系 制度 和规 关 标 国家治作性 共享 和参照 指导 从而 体 的 化 范化 于 准化在

， 找 。的 用 既有 究 和 结 践经 面理中 作 研 主要从寻 理论依据 总 实 验两个层 展开

找 ， （论依据层 者依据斯科在寻 理 面 部分学 特 2004）、米 （代尔格 2012） ，治理理等人的国家 论

、 术 ， 一化 家有效控 构最佳社 秩 的技 具 从 张 府 应进 步将标准 视为国 制社会 建 会 序 工 而主 政 和社会 重视

（ ，和 强标准 建加 化 设 俞可平 2015）。 （从 勒还有学者 泰 2012） ，人的 论 准等 科学管理理 出发 认为标

了 、 （化主要 场领域向社 域过 理标 会 准化两个 春和经历 从市 会领 渡 从社会管 准化到社 治理标 阶段 李新

，胡晓红 2012； ，郁 兴和 上人建 秦 2015）。 ，相 的 境 标准 理 为利用 关结合 应 治理语 化被 解 相 标准和标

， 、 （ ，现 元 治 优 置 效率的过 和郭阳准体系 实 多 共 化资源配 和提升治理 程 范和生 2020）。

在总 践经结实 验层面， 的研 合 的生命周国内 究人员结 标准化 期理论（Egyedi，1996；Vries，2005），

、 、 、 、 、 六政府参与 中 标准 概括 题 别 定 标准 标 修正 标 形将 其 的 化 为问 识 标准拟 反馈 准 准 成 标准扩散

（ ，侯 军 张莉个阶段 俊 和 2020）。 、 、具 化形式 共 广性功能 可 性优以标准化 有的指标量 享性及推 操作

势 ， ， 对 、 、有研 准 细化相结 过特定的 式 理目 治理 治等为基础 既 究还将标 化与精 合 强调通 形 治 标 内容

程 行重组理 序等进 ， 提 治理的 细进而 升 精 化水平（刘银喜等，2019； 志 和 春生韩 明 李 ，2021）。另外，

也 一 、 、权力 权者 在统 性与 具理性与价 性 扩 等多 在有学 关注标准化 弹性化 工 值理 张与 利保障 个方面存

力的张 ， 来 执 议而提出在 化建设的 程 需要 合现 景 定 行标准 策继 推进标准 过 中 结 实情 制 标准和 的政 建 （姜

，庆志 2019； ，建刘 2020）。

上述研究重点分析了 ， 对国 运 标准 家 固然有助 准化建设相家 用 化推进国 治理的原因 于加深 标 关问

， ， 一 ，本 ，题的 于标 究 进 步推进 有研究主 存 以下 个方理解 但是 关 准化的研 仍有待 文认为 现 要 在 两 面

：问的 题

一， 一、 、 势，较少第 究往往专 标 化所承 的 优 意 准化既有研 注于 准 载 统 简约 规范的治理 注 标 在面

杂层向基 复 场景时的“短板”。尤 ， ，其是 与治理现实 节 可 规范 操标准规范 的脱 能引发标准 因缺乏可

、 。被束之高 治理效能 佳 现象作性而 阁 标准化 不 的

二， 了 ， ， 对既有 虽 详 标准化 的 要内容 是 政 行 的第 研究 然 细描绘 工作 主 但 既缺乏 标准化背后 府 为

①
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https://www.gov.cn/zhengce/2013-11/15/content_5407874.htm。

②
参见《国务院关于印发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的通知》，https://www.gov.cn/govweb/gongbao/content/2015/content_284

376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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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未 来， 对深 将 同标准化 问题联系起 使得层分析 能 标准化过程 治理失效 这就 标准“ 浮悬 ” 的解现象

对 。 了 ， 、 力 ，为 效治理的 化治理结 提 治理 和改 理 式 外释相 不足 实现有 目标 除优 构 升 能 进治 方 等途径

， 执客观 需 强化标 化 用 而 显作 具 服务政策上还 要 准 在治理实践中的应 从 彰 为治理工 的标准化在 行时的

（ ，率和效能 欧效 阳静 2022）。

，基于 何克 的以上认识 如 服标准化 “ 板治理短 ”、 ，如何引 更好地服 治 过程 为中导标准化 务 理 成

。 ， ，基 社 现代化 解 的重要 实 府 追 有效 标国式 层 会治理 有待 决 现 问题 事实上 基层政 在 求 治理的目 时 已

经将“ 准化标 ” 了推向 “再标准化” 。 ，阶段 具体而言 ，中央 标准 架 层在 政府制定的 化治理框 之下 基

门、 、 ， 习政府联 府部 基层 作 员 专 学者 元 体 基层社 际 况和惯 验合上级政 工 人 家 等多 主 在结合 会实 情 经

，对 了一 。准 范 行 定 适 新的标准的基础上 既有的标 规 进 程度的调 与再造 依据 规范，一 作人员仅需线工

依次推进 作各项治理工 、 料， 门 料按 求 关材 基层 关职能部 核 关材 指导照标准要 准备相 政府的相 审 有 并

， ，工 的 此便可 基 治理工 的 升 作 质量 果相关 作 开展 由 确保 层 作 高效和有序运行 提 工 的 和整体效 。就此

，本 ，认为而言 文 基层 的政府主导 “再标准化” 对 一 。上是 有效 回 回实际 标准化何以 的 种积极 应 这种

应的主 通过再造 准 范的 动要体现是 标 规 行 ，增进 耦 ，准 范 治理现 合 进而促 有标 规 同基层 实的 性 进 效治

。理目标的达成

，本 州 垓 ，对 村有 于 文以 市 为例 该镇 工程项目操 范的鉴 此 浙江省湖 安吉县杭 镇 的再造 级 作规 行动

，度剖 中 解析由展开深 析 旨在从 挖掘并 乡镇 导的政府主 “再标 化准 ” 一践以 通过 践 现实 及 这 实 实 有效

。 ，理目标 动 辑 在此 础 府治 的行 逻 基 上 尝试理解基层政 在“再 准化标 ” 越 理论意行动中跨 科层理性的

。 ，蕴 沿着从标准 治理 治理 的笔者认为 化的 转向到有效 目标实现 路径 开分析展 ，或 加深入地有助于更

丰 。解 国式 层治 代 的理 中 基 理现 化 富内涵

二、治理转向与理性拓展：基层有效治理的一个分析框架

（一）文献回顾

1. 准化 理基层标 治 实践及“再 准化标 ” 。转向 为 落 《 》， 了国 标 化发 地贯彻 实 家 准 展纲要 各 推进

一 。 也 了 术 对层标准化 新实践 这些 带动 政府 理 总结与系列基 治理的创 实践 学 界 各基层 标准化治 经验的

。 龙（反 毛寿思 王猛和 2016） 州 对 ，以杭 上 区的 府管 公 服 化体系 为 察 象 分市 城 政 理与 共 务标准 建设 观

了 术 ， 二现 的 在 联 认 密析 代信息技 与标准化 内 关 为 者的紧 融合可以“ 大 少 头限度地减 自由最 街 官僚的

裁量空间”。褚宸舸（2019） ，过观 暨市 标 理实践 认 不仅可以通 察浙江省诸 枫桥镇的 准化治 为标准化

， 术， 一 ， 。化 理目 还可 助 代 进 步优 理 程 进而 高 水细 治 标 以借 现 信息技 化治 过 提 社会治理的层次和 平

在 多地 化诸 方的标准 实践中， 州 了 村省湖 市安 具体回答 乡 中浙江 吉县更是 治理 “ 来谁 治理、 理怎么治 、

、治 理 何检验理什么 治 效果如 ” ， 了 村等 全国首个 治 地方 准规问题 形成 乡 理 标 范——《 村治 工乡 理 作

》（ 才，高其规范 2019）。在对 化 践效能 关标准 实 的 注之外， 始 思 准化 应研究人员开 反 标 在基层的 用

， 、 、 浮 （标准化实 临基层事务 担加 错配 问 成和郭局限 认为 践普遍面 性负 重 治理资源 规则悬 等 题 袁方

夏坤，2022）。 了对思使有关 准 治理 理论 和 践 向这种反 标 化 的 研究 实 分析转 “再标准化”问 的探索题 。

2. 禀 。现 科层制政府的理性代 赋 对 讨 ， 术 大府 性的 要 政治学两政 理 论 学 界主 从经济学和 学科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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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开 在经济 野中 具有学视 政府被视为 “自利性” 。 ，理 西方古典 认为 政府 有的 性主体 经济学家 具

和“理性 济人经 ”一 ， 大 择（ ，行 特 做出使 利 最 化的 为样的 动 质 可以 自身 益 行 选 斯密 1974）。 ，但是

对 一 。这 识 快被政府的 认 很 修正 Simon（1997） ， 必任 动中都 须 理性的有限指出 何主体在行 承认自身

， 。 择论这 人还 府 选 时并非性 不 个主体是个 是组织 政 在做出 以“ 大最 ”或是“最优” ，为目 而 是标 只

以“ 意满 ”为标准（蒋洋 ，等 2023）。 来，者将政 性 经济发 联国内学 府理 与 展 系起 认为政府理性包含

三 ， 力 、 （个 面的 府 展的明确 府决策的科 和政 贯性方 内容 即政 致 于经济发 目的性 政 学性 府政策的连 李

，晓 1996）。

治 中在政 学视野 ，韦伯（1997）较早从 结构出发科层组织 了析 府的解 政 “ 性理 ”特质。 来他在 看 ，

子官 政班 依 级僚制行 据层 制、职责分工、 遴专业资格基础上的 选、严 的 则纪 控格 规 律约束和 制等原则，

将“共同行动” 井性且秩序 然转化为理 的“ 合体结 行动”， 权 类 。使合 纯 内学这是行 法 威的最 粹 型 国

本 ， 了 力 （ ，者结 建构 诸如 型 制 杨 冬合 土经验 压 体 雪 2012）、 （ ，行 包 周政发 制 黎安 2007）、 动式运

（ ，治 皇理 唐 凤 2007） 。 ， 韦等多个 于 及 治 行动 架 与 伯关 中国政府科层结构 其 理 的分析框 有学者指出

，式科 中国的科层 要在层制相比 制主 “变”与“常” ， 一 又状态 换 态演化且两种 中运作切 是 种动 相当

（ ，的运作体 吕稳定 系 忠 2019）。

3. 。有 理的 范 撑基层 效治 规 支 “标准”本 一 ， ，一质上是 会 范 运用 准种社 规 标 推进基层社会治理

， （ ，定 度 可以 的 会治理的 问题 侯俊军 莉程 上 填补法律 空白 解决社 制度缺失 和张 2020）。自标准化作

来， 术规范 用 治理工作 点就为 性资源被 于各项 以 学 界重 “标准” 了 讨 。否 有法 属性 广 论是 具 律 展开 泛

、 一 、 、 ， ，从标准 备 民主 协 致 特 出 肯定 律有学者 所具 的 商 公开透明 灵活性的 征 发 标准的法 属性 认为

对 （ ，准是 已有 等内容的重 延伸标 法律法规 复与 廖丽和程虹 2013）。也 ，有学 准 属性者否认标 的法律

了 、 、 、 、 、 ， ，认为 过 预研 立 起 征求 见 审 准 严 定程序 现 中的标标准虽经 项 草 意 查 批 等 格的制 但是 实

一 习、 、 ， 柔通 惯 俗 验等 修 具有 性约准 常是在 些地方性的 风 经 的基础上 订完善的 是 束的“软法”而非

具有强 束的制约 “硬法”（ ，和周王德强 豪 2014）。

， （上 面的认识综合以 两个方 柳经纬 2018） ， ，为 虽然标 与 律属 不同 的 范认 准 法 于 性质 规 系统 但

， 了 、 力， 。 ，是 法律 标 赋予标 以 准 属 法的 法 会规定 准 准 法的规范效 因而标 仍 于 范畴 同时 律在调整社

又 、 。 义 ， 对 一关系的 要借助标准 准为 意 上 标 是 法律的过程中 需 以标 内容 在这个 可以认为 准实则 种支

撑。 体上看总 ， 术 了学 肯 标准 治理 规 效界 定 在 中的 范 用， 了标准与 的 系肯定 法律 联 。有学 据者 此指出，

丰 ， ，和 基 治理 资 式的制度 各项治理工 过程政府要重视 富 层 的规范性 源 在运用正 规范推进 作的 中 还需

村 、 习 ，挥 规 惯 式规范的 以正式规 和 正式 范的 作 提要发 民约 风俗 等非正 约束作用 范 非 规 共同 用 升基层

、 、 （ ，治理的 化 治化 智 化 卓社会 法 能 和专业化水平 陈荣 等 2021）。

， 术 对综 所述 标 践与上 学 界 基层 准化治理实 “再标准化” 、 禀 、理转向 政府 性 赋的治 的理 标准化

有效作为 治理的 了较范 合法性做 论述规 支撑的 为全面的 。但无 是 科层 构角 解 层论 从 结 度理 基 的标准“悬

浮”问题和“ 标 化再 准 ” ， 禀的治 转 赋 度理 向 还是从科层理性 角 发出 、理 制 正过解标准的 定 实施和修

， 未 禀 ，对程 既 能就政府理 与基 间的 展 性分析 到 标有研究均 性 赋 层标准化之 互动逻辑 开系统 达基层的

、准为何 效失 “ 标准再 化” 一 。何以 科 理 成有效 目 等问题 探超越 层 性并达 治理 标 的 究仍有待进 步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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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禀 ，文 从 府的 发将 政 理性 赋出 尝试构建“ 理转向治 －理性拓展－ 效治理有 ” ，的分 架 基析框 于

对 禀府的科层制政 理性 赋与“再标准化” ，内在逻辑 究 理解基 政关系的探 层 府的 禀理 赋性 以及 成达 有

，丰 杂效 行动过 和 展面向 层治理的 程 富 拓 基 复 场景的治理意蕴，继 引 标准 服而 导 化更好地 务于基层治

， 力 。理 为推进 体系与治理 代化 撑基层治理 能 现 提供理论支

（二）“治理转向－理性拓展－有效治理”分析框架

， 、纵 府 演进过程 民共和国 立 初国 组织 制 化 建设进观中国政 体系的 从中华人 成 之 家 体系 度 专业化

， 、 大 ，一启 到改革 放 干 人 制度 改 续推进 整程的 动 开 后的行政体制改革 部 事 改革等重 革举措的持 套完

， 力 了 。科层制政府 逐步 驱动 现 整体进程 的组织形 而备的 架构 建立健全 有 国家治理 代化的 单就政府 态

， 韦 一 ，二 权力 、中国 政府 同 所 科层结 致 者均呈 层言 的 体系 伯 论述的 构是 的 现 级制的 矩阵关系 “ 字金

塔” 、 权 、 。式 管理 自 位 威 专业 分工和职能 等特 机构的 层级结构 上而下的职 化的任务 分离 征 随着政府

、 ，入 府职能的 以及相应 制 制设 的不 新 发 中国的 体改革的深 推进 政 不断优化 体 机 置 断创 和 展 当代 政府

了 ， 了 ， ，也不仅继 传 淀 吸 融合 体 素 与此同系 承 统科层制的历史积 还 收 国外科层 制的新鲜要 时 根据国

了 。 ， 韦内经济社会 态发 实时 当 的政府体 视为 伯式 层 的的动 展情况进行 调整 因而 代中国 系通常被 科 制

“升级” ， 一形态 种 的或是 新 组织类型（ 臧 ，罗斯坦 振和 雷 2016）。

韦 ， 、 。伯式的 层 府 进 代化 效 要治理工在 科 组织内 标准化是政 推 现 进程 达成 率目标的重 具 从早期

，的结绳记事 秦朝到自 开始的“ 文书同 ，车 轨， ， ，同 同 域度同制 行 伦 地同 ” 一 ，的统 性 当规制 再到

、 、 ， 类 ，前遍及 产 活各 领域 环 的 体系 标 伴 着人 文 的生 生 个 各个 节 标准化 准化 随 明 演进而不断发展 最

， 。 力终 步 展成 治 机组成部 的治理手段 样具 约束逐 发 现代国家 理体系的有 分和重要 与同 有规范性和 效

、 ， ， 村法 比 标准化 于填补治 实 中的 度缺 域 答 工程项的制度 律等相 的作用在 理 践 制 失领 回 诸如 级 目在

、 料、 、什 时候申 需 项 公 交易 等 操作环节 制么 报 要准备哪些材 工程 目 开 如何开展 涉及具体的 需要相关

、 又 一 。 ，度加以规 不足 律法 系 为此 在社范 但 以上升到法 规层次的 列问题 会治理的“ 一最后 公里”，

、 势， 。准 以其 涉内 广 性 灵活性 被 泛用于 层 标 的标 化 关 容的 泛 形式的 等优 广 基 社会治理实践 至于 准 制

、执 ， 。定 行 在 的运作过 依托现代政 织而以及标准 治理场域中 程 则无不 府组 展开

1. 。限于政 统内的标 制定府系 准 术 ， 、持技 治理 性 标准的 定 求依 专业 科秉 的工具理 制 要 据 知识 学

方法， 计理过程 轴 开设以治 为中 展 ， 类重 就 念点 各 事项和行动的概 、 标目 、 程过 、方法、 要性能等 点，

义 ， 。定 和详细 确保治理行 科学做出准确 说明 从而 动的 性和规范性

， 划 类 ：一 ，依据 成 将标准 分 是在实践 产 的事 标准 指 前标准的形 过程 可 为两种 型 中 生 实 主要 经 人

习实践的反复 俗、 例惯 等；二是法律 定规 的正式标准， 由 府 标准 定 策主要指 政 或 化组织制 或认定的政 、

（ 东 ，法律等 张 风等 2014）。 ， ， 、而 不论是事 准还 标准 际 政府 企然 实标 是正式标准 的形成实 上均是

、 。 一 袤、 、业 等多元主 共 作用 结果 国 样 广 文化 区 发展不 衡科研机构 体 同 的 在中 这 个疆域 多样 域 均 的

， 对 ， ， 力作 处 封闭 的 央政府主 会 量则处于国家内 标准化工 相 于 状态 标准 制定往往由中 导 其他社 次要

。 ， 、和辅 自上 准 径 位于科 的中央政 将 治理 图转 清助地位 遵循 而下的标 制定路 层制顶端 府 其 意 化为 晰

一 ， 对 （ ，统 规范 由 成 家 社会 统 干 和 制 刘的标准 此形 国 系 特别是基层社会的 预 控 建 2020）。 一在这 意

义 ， 一 ，也 一上 仅仅作为 种 科学管理手 方式 富有 意标准化便不 专业性的 段或 而出现 是 种 国家治理 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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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 。的治理工色 具

2.基层刚 准 入性化的标 嵌 。 力 执标准 效 在 效的 于有 行，集 在标准 基 的应用 践中体现 化在 层 实 方面。

， 计 一 、 、 。的 业 要求 的 常被设 为 范 精细的操 程结合科学管理 专 性 依循标准 治理行动通 套清晰 规 作流

， 了 ，同 理行 性 性 在标准时 为 确保治 动的规范 和透明 化的 了流程中还 入操作 加 、息公 监督 等信 开 反馈

。 ， ， 对 执 ，节 层治理 于 晰化的 作 度 下 调 正 行环 至此 基 被置 清 操 流程和相关监督制 之 强 式规则的 遏制

子 。 ，基层社会 面 等形成的 式规 适应 社 的需要 中并消解 中由人情 非正 则及其影响 国家经济 会发展 国积

， ，进相关标 的 给工 引导 运 由 贸易为 经 社会全 的极推 准 供 作 标准 用 产业与 主向 济 域 拓展 不断深化标准

、 、 ， 、 。在 业 业 服 域 彰显标准 效益 社会效 质量 据农 工 务业等领 的覆盖 充分 化的经济 益和 效益 最新数

显示， 前 强制性国中国目 共形成 家标准 2020项、推荐性国 标家 准 42079 术项和 导性 件指 技 文 598项①
。

对 、 、照 责决策 负 沟通与 调高层负 中层 责 协 基层负 ， 末的 责 工 位 端责具体实施 职 分 于科层制 的基

执 。 ，韦成为标准 层社会过程 重要 伯式 织 的行政人层政府 化到达基 中的 行主体 然而 的科层组 模型中 员

也 去人格化同时 是 的“理 人性 ”，他 能够 格 除 感的精 处 公务们 以严 排 私人情 神去 理 ， 憎 热没 恨有 和 爱，

也 （的 响因此不受感情 影 Weber，1947）。 韦照 伯按 的“理性人” ，假设 及其工作基层政府 人员在贯

落 类 ， 权力 对 一彻 实各 强制 准和 的过 借 以相 刚性 标准化这性标 推荐性标准 程中 往往会 助国家 的方式将

。理 具嵌 基层 实治 工 入 治理 践 刚性嵌入 ：的结果是 分部 一 工作人 不 准 范线 员 得不参照既定的标 规 “跑

流程”“ 料做材 ”， 、 料 。治 序合法 材 性要求而变 时耗基层 理行动因程 合规等刚 得费 资

3.监督反馈 致使标准 正滞后失灵 修 。 对 ，标准化还 制定和实 过 的监 与反 求涉及 标准 施 程 督 馈 要 基

， 对 。于 制保证 的 施 根据 果 正 作 将国 会 标过程控 标准 实 结 反馈推进 标准的修 工 在 家治理社 的意图嵌入

，对 对准并依 织向基层社 入正 范后 行 督失灵和 修正托科层组 会输 式的治理规 标准化运 中的监 既定标准

， 又一 。的滞 是 层制 府推 准 治 限后 科 政 进标 化 理的 局

袤 ，与广 理 域相适 中的治 疆 应 国通过 、自上而下 计， 了一级 理 结构 覆分 管 的 设 构建 套 盖“中央－

省－市－县－乡” ， 对 大 ，五个 府管理体制 管理 题 保 织 运行层级的政 以应 幅度过 的难 证政府组 的顺畅

。 大 ，和政 下达 在超 模 科层 理体 下 多 链条不 能 政策信 在令的有效 规 的 管 制之 过 的层级 仅可 使 息 逐级传

出 失 或是递的过程中 现 真 变形， 能还可 使 的信息反 差或是被屏自下而上 馈出现偏 蔽。 程控过 制的失效，

对 ， 了位于 端 政府无法 标准化的 理 境并 出针 调 策 降低使 科层制顶 的中央 及时发现 治 困 给 性的 适 略 最终

执 （ ，政 的 率及治 效策 行 效 理 果 何哲 2021）。 ，效 接 致的 理 及科监督反馈失 直 导 标准化治 效能失真 以

， 对 。层制 反馈通道的 都会 府 相 范 时的调整 果任其自下而上 缺失 阻碍上级政 关标准规 进行及 与修正 如

发展，由 层组 主导 准 实 可能演 自 而下的 动科 织 的标 化 践最终 变为 上 运 式治理（ 园园袁方成和张 ，2022）。

对 ， 禀 、准 运作 察 政府的理 准制定 传递 应用 的标 化 过程的考 发现 科层制 性 赋是标 乃至 于基层社会

。 ，关 是键内容 但 科层 政府制 理性 也 杂 。可能产生 理 具在 治理 中 效 具体的有限性 治 工 复 场景 的 能局限

， 权 ，而 于 层制政 顶 决 威 导标 过 政府则负言 位 科 府 端的中央政府凭借 策 主 准的制定 程 各级地方 责标准

①
由于国家标准的数量不断更新和变化，具体数据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公开的数据为准，此处的数据是2024年 4月

28日的查询结果。资料来源于国家标准全文公开系统网站，https://openstd.samr.gov.cn/bzgk/gb/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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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 ， 采传递和实施 制政 层级 格 则的强调 府往往 取刚的 科层 府 规则至上 制和去人 化等原 使基层政 性

。 ， 了 来 大 ，化 式将 准化 社 治 同时 为 国 治理过 而 层 织方 标 导入 会 理实践 适应 家 程 建立起 的超 规模科 组

了 、 ， 对观上 层 信息失真 使中央政府 标准客 衍生 上下 级沟通不畅 等问题 这 难以 规范进行 时的及 调整或

。正修 制政府的受科层 有限理性 ，的影响 基 的 准化 理层 标 治 弈、实 藏 具 价值理 博则潜 工 理性与 性的 操

杂 、 力。 ，作的简 性 的 突 准的 府 需求之间 经科约 要求与复 社会现实 冲 标 科层制政 供给与社会 的张 因此

、 ， 杂 、层制政 定 传 标准 简 的场景 难 现实场景 发 规范府制 递和实施的 仅适用于 单预设 以在复 的 中 挥 性

。约束 治 效性的 理 能

对 ， 本 ， 了准化在 治 场景中 有 府 据 地管 则面 标 现实 理 的 限治理困境 基层政 依 属 理的基 原 发起 “再

化标准 ”的调适行动（ ，成和郭夏坤袁方 2022）。所谓“再标准化”， 政府即基层 以上级 府政 制定的

， ，对 术政策要求 充分考虑 层 理的 体场 其 准 的基础 有 技 标准为导向 在 基 治 具 景及 标 化需求 上 原 的 行进

， 。从 形 适用 理 标准规范适应性调整和整合 而 成 于基层治 场域的新的 的过程 “ 标准化再 ”行动 基中的

，层 科层政府 不再是 结构中“ 人去 格化” ， 。实施者角 有自主意 的 动者 时的 政的 色 而是拥 识 行 此 基层

对 ， 、 大会 所遭遇 理 境进行 刻 众 家 者等 的府 标准化 的治 困 深 反思 并通过联合公 专 学 多元主体 方式使 家

， 类 ， 对同参与标 过程 吸收整 常生 在的 规 实际情景共 准的制定 合日 活中普遍存 各 非正式 范 依据 标准规

， 。 ，展开适时 适 行动 断提 准 范 情景的 度 终范 调 等 不 高标 规 同现实 契合 最 “再标 化准 ”因开放的标准

、柔 执 ， 、性 标 行和 准 为基层政 准化战略 达 效治制定 的 准 适时的标 调适过程 成 府贯彻标 成有 理目标的

。要方重 式

本 ，从文认为 基层的“再标准化”行动到 效治理的 现有 实 ，本 上是 层政 性 知 行质 基 府理 认 和理性

。动的 呈重要 现 与韦 禀 ，伯式 层 比 层 府在 理 标准化治科 制政府的理性 赋相 基 政 遵循科层 性原则推进 理

，又 一 对 了 、 。 ，在 定程度上 化工 性的 与 这个过程 府的同时 标准 具进行 自主 反思 调适 再造 在 中 基层政

一 了 。 对 ，所展现 实 上是 拓展 府 性 标准规 应 基层政 得的 际 种 的政 理 随着 新 范的 用 府 以跨越科层有限理

。 ，本性 达 有效 标 识 文将依并 成 治理的目 基于以上认 循“ － －向 理性拓展 治理治理转 有效 ”的分析框

架（见图 1）， 一进 步探究“再标准化”行动中的 和政府理 驱 下的 准化 治政府理性 性 动 标 及其 理实效。

中央政府主导

封闭的标准制定

基层政府实施

刚性的标准嵌入

监督反馈失灵

滞后的标准修正

多元主体协作

开放的标准制定

现实经验参照

柔性的标准执行

属地自主行动

适时的标准调适

图1 “治理转向－理性拓展－有效治理”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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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与案例介绍

好呈现 理 与为更 政府 性 “再标 化准 ” ，本 州 垓 一江 湖 安吉 起的互动逻辑 文以浙 省 市 县杭 镇发 的 场

“ 村 工程项目 行动再造 级 操作规范 ” 。 择 ， 了为案例 个案 地在 管 历 从选 这 例 是因为当 工程项目 理中经

标准化向“ 准化再标 ” ，转向 完 过程 助于 团 就的 整 有 研究 队 “ 化再标准 ”的发 变 程进行 方展演 过 全 位

的分析。

本 三 。一 。 垓 较案 的 型性 方 准化氛围 所在的安吉文所选取 例 典 体现在 个 面 是当地标 浓厚 杭 镇 县 早

了 村 ， 了 ， 门 、 村进行 且取 效 府部 高度 总结和提 美 乡 建 过美丽乡 建设 得 显著成 县级政 重视归纳 炼 丽 设

程 成 典 和先进中形 的 型经验 做法， 布了先 制定并后 发 《 村乡 绿色治理指南》《 绿 生 指南居民 色 活 》《社

矛 心纷 建设会 盾纠 调处化解中 、运行 范和管理规 》等多项县 方标级地 准。二 准化是当地标 治理陷入“减

负”“增效”悖论
①
。 ， 门 村 一随着 规范的叠 不 是乡 政府 作 员 的 线工各项标准 加 论 镇 部 工 人 还是乡 作

， 对 ，本 村 ，员 标准化 理 镇 府 理和 标 应用中却人 均 治 感到困惑 应便于乡 政 管 级操作的 准化 在实际 引发

了 工作人员基层 “工作日+休息日”“白天+黑夜” 料地做材 、做预算、跑 现实难题流程等 。 一就 项已

， 、 ， ，在实施的 程 目而 若出 规 不 况 项目 接 临被终 的经 工 项 言 现不 范 达标情 将直 面 止 风险 基层工作人

对 。三 村 对 。此 不 言 是 级 行动相 成 吉县标准化员 苦 堪 当地再造 标准规范的 功 紧跟安 的步治理 伐， 垓杭

镇于 2021年 3 村 ，月尝 用 面的标准 解标准化试制定适 于 级层 规范 以破 的“减 变增负 负”“增效变减

效” 。 ， 垓 门 、村 、村 一 ，题 镇政府 合 家学者 干 的 研 队 重难 为此 杭 部 联 专 组 部 民等组成 定规模 调 团 点

。的 进行深度就当地 标准化治理 调研 历时 3 ，个月 调研团 终将队最 当地的 一项目 汇工程 操作规范 集成

本 一 。 ， ，作手册和 之后 这套 程 目运 的操 范 全 内广泛 在 基层治操 张流程图 工 项 行 作规 在 镇范围 运用 为

、 。工 管 增 等方 著理 作人员减负 为乡镇 理 能 面成效显

垓 ， 江省西部杭 镇 位于浙 的 州 吉县湖 市安 ，全镇辖 积区面 267 米，平方千 下辖 18 村，行政个 340

村 小 ， 籍个 民 组 户 人口 3.6 ， 木 、 、 、人 是中国 品之乡 中 淘 镇 国 卫生万 竹 园艺制 国 宝 家 乡镇 中 森国 林

、养生基 级休闲 地 省 、林城镇森 小 镇城 环境综合整治 小 。 了样 城 为 践省级 板 镇 行“两山” 、念理 实现

， 垓 力 村 ， 村 村 力 村裕的发展 着 推进 级工 目建 改善 境共同富 目标 杭 镇 程项 设 以 容 貌的 助 生态环 保护和

。庄产业发展 参照 2021 村 ， 村 、制定的 级 程 目操 规范 级 程 数量 规 方 与年 工 项 作 该镇 工 项目在 模等 面

了 。 计，之前 比 仅相 均有 明显改善 据统 2022 一 ， 、 、年 镇在 交年 该 教育 医疗 通等领域 计 了安排累 65

，项工 个工程项目 及资程项目 单 所涉 金金额均在 10 ，元以 目 申请到项 时万 上 每个项 从立项 目结项历

均不超过 3 。个月

垓为全 认识面 杭 镇“再 准标 化” ， 村践过程 直 以参与 身 工 项的实 笔者 接 者 份介入该镇再造 级 程 目

操作 动规范的行 中。从 2021年 3月至 2022年 8月，笔者先后 3 垓往杭 镇开展 调查次前 实地 ， 采主要

①
“减负”“增效”悖论：当地将标准化这一工具引入治理工作的主要目标是通过简化操作流程、明晰操作要求，实现

基层减负，提升治理工作的效率和效能。但是，随着标准的引入，一线工作人员在依据标准推进各项治理工作的过程中，

却因操作不规范、材料不达标而来回“跑流程”、重复“做材料”，出现“减负变增负”“增效变减效”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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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化 同 有关科室取半结 访谈形式 乡镇各 工作人员、村“两委”成员、村 。 一等 体展 交流民 群 开 第 次

了 ，了 对 ，调 重 层政府 进 准化治 过 不 群 标准 以查 点 解基 在推 标 理 程中遇到的堵点 解 同 体 化的期待 便结

。 村现实需求 具有可操作 标准 次调 是 制定的 级合基层 为其制定 性的 规范 之后两 查的重点 观察新 工程项

操作规范 运 情况目 的 行 和结合 反 就 范进行 性 适现实 馈 标准规 适应 调 的情况。 ，调 部研过程中 乡镇政府

门 村及以 “ 委两 ” 讲 ， 了较 丰成 者 理的地方 时 还为笔者 为 富员在为笔 述标准化治 故事的同 提供 的政策

、 料、 本 料。 、 本 料 。项目 告 这些具体 是笔者开 此 研究 重要文件 资 总结报 等文 材 事例 文 材 展 项 的 支撑

四、治理转向：浙西杭垓镇的“再标准化”实践

村 来，农 费税 改革以 “ 村项目进 ” 村 、 村成 国家向 输 庄 共 品供逐渐 为 农 入建设性资源 保证 公 产 给

。 ，方 量资源注 的的重要 式 然而 以巨 入为载体 “ 村项目进 ” 执 、 择 执却 出地 行 选衍生 方的变通性 性 行

， 对 未 门 ， 对题 项目资源 充分体现 央 上级 的治 图 观 强化等问 这使得 的使用 能 中 和 部 理意 客 上要求 “项

村目进 ” 。 ， 一的 范管理 此 这 理 具引规 为 中央政府将标准化 治 工 入“ 村项目进 ”实践， 对 运通过 项目

计 ， 了 、 、 、 、 、 、 、作的框 序控制 建立 立项 复 实 收 环节在架设 和程 包含 申请 审核 批 施 监管 验 评估等

一 杂 术 ， 村 。 ， 、内 程序和技 系 此作 级工 目 理 考核依 后 照规范的 整套复 体 以 为 程项 管 的重要 据 此 按 化

办 ， 村 、 村 ， 大 村 落程 用 及 水处 道 农项目 在 地并序化的操作 法 农 饮 水 污 理 农 公共 路建设等涉 广 农 地区

。 垓 村有序推 西杭 级工进 浙 镇更是因为 程项目 作操 规范 ， 。造行动 成 准化治理 典再 为基层标 的 范

（一）标准化“减负”“增效”的困惑与反思

村 、 ， 垓 一 对随着 治理 化 准 的持续 推 杭 镇所 县 用 定乡 规范 标 化建设 深入 进 在 进 步将 标准化的应 锁

村 ， 门 了《 村八 》《 村级工 理 有关部 先 廉正 项要求 全面在 程项目管 方面 县政府 后出台 清 关于 推行 级事

》《 村 办 》 。 门精细 实 安吉县 级 建设管理 等 策文 依据 职 部务 化管理的 施方案 工程项目 法 政 件 上级 能 的

， 一 。 ，管理要 工 项目从 项 遵 多 标准 依规范 求 同 程 立 申报到结项往往需要 循 个 规范 例如 据“ 议五 两公

开”
①
流程进行民主决策，按照公开招标、 标流 交易投 程进行项目 。在镇党委、 办项目招标 、“三资”

、 门 ，村管理处 部 不同事 和 域管 规范 加 组 遍陷于纪委等多 项 领 理 的叠 下 干部普 “ 程跑流 ”“ 料材做 ”

，等工 中作 并表示“ ， 减 负基层减负 越 越 ”。一 门 ：专 负 目 人员指出位 责工程项 审核的工作 “现在我

来 ， 来 ， 力也 大，村 力也 大。一 一就感觉上面 越 越 多 我 很 很 旦 个程们 要求 多 文件越 越 们现在压 里面压

， 一 、 、 。到位 就会 及 信访 报 检 方 的序做得不 涉 些 举 查等 面 问题 ”（ ：谈记录访 20210330HGZ04②）

，村照 式规范 进在按 正 推 工程项目的过程中 “两委” 了 ，除 支付 的 还需要要 工程项目 生产性费用

额 招标产生的 性费外支付因 程序 用。2020年 9月， 垓 村村松坑杭 镇 “两委” 了 了 来外 商户在 解 游客和

车 ， 村 一 车 。 ，村 一 了的停 后 决定在 选 空地 建停 此 干 并向镇 府 交不便问题 里 片 修 场 为 组 部填写 级政 提

①
“五议两公开”：“五议”，即党员群众建议、村党组织提议、村务联席会议商议、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代表）会

议决议；“两公开”，即表决结果公开和实施情况公开。

②
对本文所引用的部分访谈材料，笔者将按照“访谈时间+访谈地点+受访者编号”的形式对其进行编码。以此处为例，

20210330表示访谈时间为2021年3月 30日，HGZ表示访谈地点为杭垓镇，04表示受访者的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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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 》。 门 料 ， 村 大级工 项 府 关 在审 示 召开 民代程 目建设审批表 镇政 相 部 核材 后表 该项目没有 表 会进

， 少 计、 、 、 ， 村公开表决 且 纸设 开招 因行 缺 图 勘测 预算 公 标等环节 而要求 “两委”按照 操规范流程

。村 村 ， 大 、村作后再 提 申请 干部 不 照 项目运 规 流程 重 召次 交 组 不得 按 级工程 行的 范 新 开党员 会 民代

大 讨 ， 议 。 村 一 ， 村进 集 论 并 格 录 经 民 致 由表 会 行 中 按照规范 式做好会 记 同意后 再 “两委”聘请专人

、 计、 ， 。 、进行 纸设 之 乡镇政府 经镇纪委地质勘测 图 预算编制 后再向 提交申请 “三资”管 处等理 相

门 ，村关部 和 式审核 正 报批后 “两委” ， 村方 社 公开招 施 委 会 员全可向 会 募 工单位 组织 务监督 员 成 程

。 ： 车 落目 规范操作 停 场项目从 到 地监督项 的实施 系列 的结果是 申报 总共耗时 4 ，月 耗个 资 20万元。

村 对 ， 办 ，村干 表示 如果 项目建设 级 面只 要花组 部 此则 按照传统 法 层 需 费 3万元 料右 化材左 购买硬 ，

一 ， 车 。再 些 地民工 样 以 成 场的聘请 当 这 仅需两周左右即可 完 停 修建

（二）一场关于标准化治理的深度调研

了 一步 在基层实 遭遇的为 进 探究标准化 践过程中 “减负 负变增 ”“增效变减效” ， 垓境 杭困 镇政

了一 门 村 。动 党政部 至 政 的全覆 式 度调府启 场从镇 下辖各行 盖 深 研 2021年 3－4 ， 垓月 党 领杭 镇 政 导

， 村 、 。有关专 重 制定 级 务 为 层 理工 能 作会同 家 就 新 事 管理运行操作规范 基 治 作减负增 开展交流合 在

此 ， 村 ， 、 、期 在的课题组 级工 准化 通 调研 参与 线间 笔者所 聚焦 程项目的标 运行难题 过实地 式观察 在

回访等 式方 ， 村后调 庄先 研 14个， 乡 干访谈 镇 部 20余人、村组干部 60余人、村民 30 人余 ， 计累 整

料调理 研资 10 。万余字

门 ， 、 、 办、首 从 镇党 主 组织部 招课题组 先 乡 政部 入手 要同镇纪委 标 “三资” 门处等部 主要管理

讨人围 前期 改 展开探负责 绕标准化的 推进以及 进方向 。受 遍表示访人员普 ，按 上 政策 件的照 级 文 要求，

门 门镇 关 专 就有 职能部 村 了 。级 项 管理制 系 标 化工程 目 定 列指导性制度文件 准 理治 的 集现实难题 中在

村 规范操作级的非 方面， ： 村 杂，村在于 各项 级 琐碎原因 事务 繁 “两委” 、无暇 新成员 熟悉 掌握 的操

。 ，村流程 另外作 “两委” ， 。综合素质 遍 低 无 准确 上 文 神和操 求 党成员 普 偏 法 理解 级 件的精 作要 镇

门 一 ， 对村 门 ，政部 责 程 目 转所 职 要求进行 在负 人 致认为 需要 级工 项 运 涉各条线 能部 的标准 整合 这样

，也 大 村规范项目 的同 度地管理 时 可以更 限 方便 “两委” ，成 从而实现 基层治理 域员操作 标准化在 场

落 。地并 其发 理 效 次的 使 挥治 实 正如此 “再标准化”行 的发起 所动 人 言：“ 一 ，创我们就是要搞 个 新

村 一 本， 大 杂 ， 也就 在乡 出 的范 把过 是复 的事情 化 同是 治理方面 个实务操作 去 家认为 简单 时 不违反文

， 村 。件精 干 以充分去神 下面的 部就可 做 ”（ ：录访谈记 20210330HGZ05）

对 村 ， 村 耦 了以规范 工 项目 作为 的 具 理工具 环 的 合性 定级 程 运 导向 工 而言 治 同 庄 境 决 标准化在多

大 村 村能 得 组干 认程度上 够 到 部和 民的 可与接受。村 干部的普组 遍反馈是：来 门自上级部 的 规定标准 ，

村 。 门 ， 了合 庄 境 需求 按照 要求推进 程 目 虽 保证 的有时并不符 的实际环 和发展 上级部 的 工 项 然 清晰 工

轨 ， 。作 但却是 且 资的行 路流程 迹 费时 耗 动 径 垓杭 镇 村 一 村 ：干 指松坑 的 位 组 部 出 “村里的操作不能

来， ， 一来 长，也 村完 面的 现在 通过招标 这 个过 成 集 损全按照城里 什么都要 样 整 程就很 会造 体经济的

。失 ”（ ：记录访谈 20210331SKC02）

， 村 一在调 课题组还 组 员就 准化 理研过程中 与 成 标 这 治 具工 的调适 讨 。村 ，展开 论 部 示 上组干 表

门 村 ， 门级 府 的 程 应当 庄 府部 之间 流与共享程政 部 在制定标准规范 过 中 充分考虑 实情 提高政 的信息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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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料 ， 一 一、 ，当整 环节 形 简化和固 规范 最终 成度 适 合相关操作 和材 要求 成 套统 定的操作 达 “ 多跑最

一次” 。 一 ：的行 果 如 者提到动效 正 位受访 的 “ 东 一 了， 一 村一 一实 有 西 条 就其 所 线 好 做 个从 级到镇

一再 县 那种级 到 级 网上系统， 一这 作 遍样只需要操 ， 了就都能看到 。”（ 谈记录访 ：20210331SKC03）

（三）联合多元主体再造村级项目操作规范

讨 ， 垓 村结合 的调 府联 队 辖前期 研 论 杭 镇政 合专家团 以及下 “两委” ， 了 村成 定 在 庄范员 共同拟

。 ，内 用的 程项 作 范 过程中 政 主要负围 适 工 目操 规 在这个 乡镇 府 责传 规 即达安吉县地方标准 范 《 村乡

》（治理工作规范 DB330523/T 29－2018） 《 村 》和 行 级事务 理的实施方 相关于全面推 精细化管 案 等

， 权 、 。村关 便为 制 威性 规范政策文件 以 新标准的 定提供 性依据 “ 委两 ” ，成员 不仅为 准规 的制标 范

了大 ， 一 了村 类 对 。 ，供 的 验 还进 达 各 群体 准 期 最 专家定提 量 操作经 步表 庄 标 化治理工具的现实 待 后

村、 ， 门 村 术合 和意愿的 理总结各部 准化 面的团队在综 镇两级意见 基础上 梳 的标 要求和 级层 技 应用难

点， 了编制 《村 工程项目 手册级 实务操作 》，并以 晰清 化、简洁 的流 的 式 现化 程图 形 加以呈 （见图 2）。

“村监会”

全程监督

党员群众

建议

村党组织

提议
村务联席

会议商议

重大事项

预报备

党员大会

审议

村民（社员）

代表会议决议正式申报
村“两委”填写《村级

工程项目建设审批表》

项目变更

预算编制

公开交易

直接发包

签订合同 按合同推进

组织验收工程审计资金支付资料归档

图2 杭垓镇村级工程项目操作规范基本流程

垓 村 一 ， 了 门、村 、村通 再造 级 目 仅 动 镇职 部杭 镇 过 项 操作规范这 行动 不 推 乡 能部 组干 民等多元

，体间的联主 合行动 且而 了 ，促进 作为 工具 基层 的 合 为赋能治理 的标准化同 治理实际 有效融 乡镇管理

村 了 。和 庄治理 定 要基 新的 操 规奠 重 础 项目 作 范沿着“项目决策－ 目 报项 申 －项目 易交 －监督管理”

一 ，对 料 了 ，村操 步 及其 要 整合 组干 照操作流程 推进这 主线 各 作 骤 相应的材 求进行 适当 部仅需依 依次

， 了村 干部 操 而反复即可 避免 组 因不熟悉 作规范 “跑流程”、重复“ 料做材 ” 。 村 《村的现 各 照象 参

》 村 ， 料级 程项 务 作 展 级工 目 申报与 设 性 相 操作工 目实 操 手册 开 程项 的 建 工作 有关材 的完备 和 关 的规

， 门对村一 料 一 ， 一得 乡镇各职 交的相关材 次审 可进范性 到显著改善 能部 级提 经过 查后 项目即 行到下

。 ， 了 大 ， 门操 此外 新的 还在项目 策 加入 事项 预 环 各职能个 作环节 操作规范 决 后 重 集中 审 节 乡镇 部 的

、村 、村 ， 、 料负 人 组干 民 以 同 项目 申 性等内容责 部 代表等相关人员 可 共 就 的可行性 报材 的规范 进行

讨 ， ， 。论 及时规避 运行 确保 的 进集中 项目 的潜在风险 工程项目 有序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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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理性拓展：从科层理性到复合理性

禀从政府 度理解理性 赋角 垓杭 政 的镇 府 “再 准化标 ” ， ，村可 发 程项目 规 的行动 以 现 级工 操作 范

对 本 、对制定 在 乡 政 标准 的 现实应用 学理性分和 全镇的应用离不开 镇 府 化 质属性 反思性理解 场景的科

对 。 韦 义 ，析 式规 动性 意 层理性相和 正 范的自觉能 改造 与 伯 上的科 比 “ 化再标准 ”中的政 理 更强府 性

治理 的 层 向调 行动 基 社会面 ， 采在理 识 层社会 实 行性认 基 现 的基础上 取合理性 动。 垓杭 镇“再标准化”

， 韦 义 。呈 蕴 实际上 的科层理性 层社 加而 理案例 现的理性意 是 伯意 上 和基 会治理理性叠 成的复合 性 这

一 ， 落复合理性 为将标准 视 兼有 具属 价 属 体 在 实 规 管理要 的种 集中体现 化 作 工 性和 值 性的统 政府 范 求

层 会 治理同时还积极关注基 社 的 需要， 习用 知识的同 吸收借鉴地 惯 经在运 科学规范性 时还强调 方的 验。

（一）作为工具和价值统一体的本质认识

国家作为推进 治理 术 ，工 化的技 具 标准 ： 、 、的表现 业知识 明 的 作流 和步 学是 依据专 确 操 程 骤 科

对 义法 实进行 定方 社会事 重新 、 解分 、计算和 理处 ， 杂 清 可实现复 社会事实的 晰 见、可操作、可量化、

， 对 。 ，可 家 社会的 和服务 与标 所追 标不 实 在全处置 便于国 有效管理 准化 求的简化目 同 社会事 的特征

、 、 杂 。 一 ，对球化 进程中逐 从 定性 预见 向 度 不确定 这 景下 社后工业化 渐 确 可 性转 高 复 性和 性 在 背 会

， 、 。 ，事 简 处 会引 实 扭曲和偏 另外 在政府实进行简单裁剪和 约 理 发社会真 信息的丢失 离等问题 科层

， 、 。理性 准化 标 简化操作 治理效率 效 方面 应用 地驱动下的标 注重强调 准化在 流程 提升 和 能 的 价值 方

门 一 、 ，政 部 在将 化 为 项治 工 行 过 中府相关 标准 视 理 具 治理任务向下推 的 程 既 了 化忽略 标准 在规范治

、 ，也 了 、 、 对秩序 提升 方面的实际 价值 实中 情 素 治理工理 治理效能 应用 忽略 社会事 组织 社会 感等因

（ ，徐明强具的影响 2022）。 ， 杂以 约 理和 理效 导 的 运用 在 变 现实场 陷简 治 治 率为 向 工具性 复 多 的 域

了入 “ ，有治理 无实效” 。困的 境

术 ，为 顾标 率 理中的价 关照兼 准化的效 导向和技 治 值和情感 “再标准化” 本先从 出首 质属性层面

， 一 。一 ， 一发 确 具工具理 理性的统 方 将标 化作 治 工 其将标准化 立为兼 性和价值 体 面 准 为 项 理 具并将

村 。 对 料 杂 ， 垓用于 程 目管理 工 流 和 要求 难 工程级工 项 针 程项目运作中操作 程 材 琐碎繁 的 题 杭 镇依据

一 ，对 门 ， 一 一项目 流程 各部 的 规范 梳理 晰 手册和 张运作的 般 管理 进行系统性 制成 套清 的操作 简约的

， 。 一 ，程图 并在 镇 围内 广 另流 全 范 推 方面 “再 准标 化” 、更加关 约 效目标 工行动 注简 高 在 程项目管

， 、 村质 实 重视 范 民主决策 作和优化乡 理等理中的实 性 现 新标准规 在推进基层 简化 级操 镇管 方面的治

价值理 。 众 要的工程为推进公 切实需 项目， 标准规范新的 将“ 议五 公开两 ” 来项目 过 结同 决策 程 合起 ，

村 。 对保在项 设 程中 民 求 针 目 作中确 目建 过 需 和意见的充分表达 项 运 反复“ 程跑流 ”“ 料做材 ”等问

， 来 门 门 ， 、 村新的标准 的各职能部 审核 中会 织 管科室 联题 规范将原 单独 改为多部 集 审 通过组 乡镇分

领导和村“ 委两 ”成员 对 ， 。集 项 的合 性和 性 开 证 提升 审 效率中 目 法 可行 展 严格论 项目 批

（二）兼具科层管理与社会治理的行动面向

一 ， 一标 化准 端连着政府 另 端连着 。对 ，层 会 政 社 接与协调 合基 社 府意志和 会意愿的衔 是政府复

。 、 一 ，理性的深 现 标 业性 及 工具属性 层制政府 强 的效刻体 准化因其专 科学性以 统 化的 同现代科 所 调

、 术 办 ， 一目标 和 度 则体系 照 事的行 方 代 府 建统率 技 化 制 化的规 以及 章 为 式高度契合 成为现 政 构 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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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 （韦 ，序 段 伯会秩 的重要技 手 2010）。 、 、 ，从标 组织 实施再 督反 段 基准的制定 到监 馈等不同阶 层

， ，积 导者角色 不仅将治 社 的意 嵌入 规 还 家治理 自政府以 极的主 参与其中 理 会 图 标准 范 依托国 链条 上

。而下地 标将 准嵌入社会场域

、 ， ， 杂 、有 科 管理 注 化 常被限 的治理场域 在更带 强 层 弱社会关 特征的标准 定在特定 难以 具复 性

、 。 对 ， 垓性 不 现 发挥治理 标准化治 工 的修 杭 镇多样 确定性的 实场域 效能 作为 理 具 正 的“ 标 化再 准 ”

时兼顾 管 的强调同 科层 理 、专业 规性 范性 。 ， 垓理 现 需求 的 镇要求和社会治 的 实 按照政府 职责分工 杭

， 村 。政府仍 施者的角色 标准 推进 级 目管理中 镇政以标准实 参与 化过程 重点 标准化在 工程项 的应用 乡

对 、 、 、 计， 一府通 项 决策 目申 开 易 操作行 行 统的规 性过 目 项 报 公 交 监督等 动进 系 范 设 进 步提升工程

， 对 。目 精 化管 强 过程及其 制项 的 细 理水平 以 化 项目运作 结果的控

与此同时，“ 准化再标 ” 。 对层治 标 工程项目 现的更加关注基 理现实 面 准化在 应用中出 “减负变

增负”“增效 减效变 ” ， 垓 门 村 ，杭 政 织有关 深 各农 社 就 度困境 镇 府部 组 人员 入 区 标准化治理开展深

。对 门 ， 门 、 ， 一研 府部 现 部 存在协 不足 信息壁 问题调 政 的调研发 乡镇各职能 同联动性 垒等 这使得同

料 了 门 ，项目 需 到镇项目 部 外 还需 到份 申报材 除 要提交 招标管理 要 镇“三资” ，管 处进 案 接理 行备 并

。 ， 门 ，对本 、委的审 外 个职能 的 且 离 方实 有受镇纪 查 另 各 部 标准规范参差不齐 偏 地 际 就规模 限 专业

村有待提升素质 的 “两委” 来 ， 较大。对 ，员 说 按照上 准开 难度 秉成 级标 展工程项目 此 新规范 持“不

规违 ”和“可操作性” ， 、就工程项 运 规范 行调 化 至原则 目 作 进 适 优 甚 “再造”， 原有的 规将 标准 范

议、村 议、 对议 、 大分解为 何 建 党 织如 案 证 重 事项如 收集群众的意见和 级 组 何提 如何 进行充分论 预审

一 ， 村 。开展等这样 体事 作人 定 次推进各如何 些具 项 便于 组工 员按照规 步骤依 项工作

（三）以正式规范和惯习经验为行为依据

心 、 ， ，准化的核 依 由科 理论 知 组 式规范 政 和社会 关标 是 据 学 专业 识 成的正 调节 府 的 系 构建规范

。 ， ， 、秩 在 层治 除 主导的正 还广泛存在 关系的社会 序 基 理实践中 由科层组织 式规范外 包括 准则 人情

习 。 、 、 ， 习 村 长理等 经 血缘 亲缘 纽带的乡 社 各种 是 民 共 生伦 在内的惯 验 在以 地缘等为 土 会 惯 在 期 同

。 村 ， 习会交往 成 高度认 的 民 活 相关 务活和社 中形 并 同 行为准则 在处理与 生 息息 的社会事 中 惯 经验通

、 势， 也 村 一。常拥有比 更灵活 更具 性的 社会 的 据之正式规范 适应 优 因而 是乡 事务治理 主要依

对 村 ， 垓面 工 规范管理 求 庄简 化操 需 杭程项目的 要 和 约 作的 要 镇“ 准化再标 ” 一行 个 要特动的 重

， 习 村 。 《 村征 是 验 时 为 级 规 为依据 结 工作规就 将正式规范和惯 经 同 作 工程项目 范操作的行 合 乡 治理

范》（DB330523/T 29－2018）、《村务 工作监督 规范》（DB33/T 2210－2019）、《 村建设清廉乡 规

》（范 DB3305/T 161－2020） ， 了式 管理要求 规范设置等正 规范的 新的操作 “ 议两 开五 公 ”的 目决项

办 、 门 办 、 类 办 村乡 各 集中会 项 审核 法 开 交 法 组织策 法 镇 职能部 审的 目 分 展招标投标的项目 易 和 务监

办 。员 监督的项督委 会成员全程 目监管 法

了 村 ，为 推进正式 同 级 衔接规范 操作的有效 “再标准化” 习行 日常生活 验整合到动还将 中的惯 经

。 ，的 作规 中 事 自 江新 操 范 实上 浙 省开展“ 村 、 村千 示范 治万 整 ” 来， 垓 村程以 杭 下工 镇 辖各 积极推

村 。 了大 ， 了村 、乡 设 些建 引 创业 更强 干群之间的 与互进美丽 建 这 设不仅吸 批能人返乡 化 民之间 交往

动， 也的熟 此 化并被广 层治理实乡土社会 人关系 因 得以强 泛用于基 践（ 孙王 瑜和浩 君，2022）。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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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 小 ，村 、微 程 倾向于 熟 关系向 争 过 企 负责 地庄的 工 企业更 借助 人 上 取工程项目 民则通 与 业 人在亲缘

，对 。 村 ， 垓工程项目 全程监督 由 社会 人关 镇 招缘上的联系 运转进行 于 庄 普遍存在熟 系网络 杭 的项目

门 门对 小 、 ，标部 专 内的 微工 企 进行 查 筛 符 标 业纳入 微 工程企镇域范围 程 业 审 选 将 合 准的企 镇级 型 业

（ ） 。 村工 设 型 程时匠 备选库 行政 在建 微 工
①
， （ ） 择镇 企业 工匠 选 自可直接从 级微型工程 备选库中

。 ， 村 ，己熟悉 工单 工程 位 处于乡镇 管和 庄人 的 束之的施 位 这样 微型 的施工单 就同时 政府的监 情 约 下

村 习 、 本， 。这将 施 单 能顾及 活 控制项 成 程 目激励 工 位尽可 民生 惯 目 保质保量地完成工 项

六、复合理性、复杂场景与基层的有效治理

本 ，认为文 “再标准化” 本蕴 性既是基 观认识事物 其规 性思含的政府理 层政府客 质及 律的复合理

， （理 基础上的 行动 见图维 更是在 性认知 自主自觉 3）。 对 本 、于 准化 属性 面 和基 标 质 行动 向 行为依

据的再认识， 垓 一 了 村杭 沿着标 化 于 范 的操镇 准 的 般过程再造 适用 域 围 作规范。 标 出发从 准制定阶段 ，

垓杭 村 ， 对 类镇 级组织和专 者 通 的吸政府联合 家学 过 多方意见 纳和各 主体 ，行动 推进的联合 标准的制

、执 ， 韦定 行与修 突 伯式 层组 构正 破 科 织结 中顶层 、 、中层传 层 施的职 分决策 递 基 实 责 工。 ，而且 杭

垓镇政府又 议 ， 习据 和 景的 运 和惯 经验 项目根 题 场 变化 灵活 用正式规范 推进工程 。 ，此外 垓杭 府镇政

，对来 本 。 ，还 主管 上 准规范进 调适与更 最 经过 放的依据属地自 理原则 自 级的标 行 土化的 新 终 开 标准

、柔 执 ， 、 ，制 性 行和适 标 调适 新 标 确 性 约化 景定 的标准 时的 准 的 准规范不再仅仅指向 定 简 的预设场

杂 术 。向复 现实 够达成有效 的技而是成为面 场景且能 治理 工具

韦伯

科层理性

面向行政系统

理性化运作

面向基层社会

合理性行动

基层

治理理性

本质规定的统一

技术面向的统一

行动依据的统一

工具理性

科层管理

规范知识

价值理性

社会治理

惯习经验

面向复杂多样的基层现实场景

多元主体协作

开放的标准制定

现实经验参照

柔性的标准执行

属地自主行动

适时的标准调适

复合理性

思维

自主自觉

行动

图3 复合理性驱动下的标准化治理

①
依据《安吉县村级工程项目建设管理办法》（安政办发〔2021〕17号），微型工程指单项合同估算价在 10万元（村级

筹资筹劳或包清工合同估算价在 20万元）以下的工程项目及与工程项目相关的货物、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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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多元主体协作与开放的标准制定

， 、 ， 了 、组织 准 专业分工 理性原则 成 层决 中层 与在科层 架构下 标 化遵循 层级制的 形 高 策 沟通 协

、 执 。 ，调 的职责 模 按照科 制 层 顶 的中 标基层 行 分工 式 层 的分工设定 位于科 制 端 央政府是 准化的主要

， 末制定者 位 端的基层政 是于科层制 府则 “去人格化” ，体实 要 级指示和的具 施主体 主 依据上 要求将

。 对 ，策目标转 为 动实 由于 制 层 中存在 不 问题 中 政政 化 行 效 科层 的 级结构 信息 称 央 府只能在信息不完

， 。全 情 下制 导 践的标准 会使得所制 标准 现实的 况 定用于指 基层治理实 规范 有时 定的 规范与社会 脱节

村 ， 杂政 上级政府 准规范直 用 级事 管理 于 准 以适应 变基层 府在将 制定的标 接 于 务 时 由 标 规范难 复 多 的

， 了 门 心 计现实场 出 的 准 范景 现 上级政府部 精 设 标 规 “ 浮悬 ” 、 对理 成 治理行于基层治 实践 难以形 动

。规范和约束 象的有效 的现

力 、与 标准 治 中的应用政府强 推进 化工具在 理实践 基层 被动社会 接受 准 范标 规 的 景不情 同，“再

标 化准 ” ，以多元 的 合行动 进 从 提 标准 土更强调 主体 联 推 开放式的标准制定 而 高 规范在乡 社会的适用

性。 垓在杭 镇 的政府主导 “再标准化” 中行动 ， 权镇 标准 的 共享标准政府尝试同 化所涉及 行动者 制定 。

来 ，一 ， ；二说 是将标 规 的统 与整 作 由 队 以确 准 范的科 性具体 准 范 筹 合工 交 专家团 保标 规 学 与专业性

是 村 、村 对 ，干 民 表结 准 的直观感 操作经验 为 准的鼓励 组 部 代 合自身 标 化工具应用 受和现实 新标 制定

，策 以 规 理现实的建言献 提升标准 范同治 契合度。 、 、村 村于乡镇政 专 学者 干部 代 等由 府 家 组 和 民 表

，村 ， 也体的联 动 工程项 操 分 信 交流 为 范多元主 合行 级 目 作规范的制定在充 的 息 中进行 这 推进政府规

了 。管理与 治理的衔接 营造基层社会 融合 良好氛围

（二）现实经验参照与柔性的标准执行

， 对准化 正 是在国家 进行清晰 细 明的 础上 的 定 规标 所依据的 式规范 社会信息 详 说 基 形成 特 标准和

。 ， 权力 。则体 准 实施 更 要系 标 的 多 依赖国家 的推动 种这 ： ，动 现为 方 法规推 体 通过立法 式制定法律

门 、 ， 对通过 策引导等方 化标 工作 以 监察机制 作进部 协调 政 式强 准化在治理 中的应用 及依托 标准化工

。 垓 ， 村行监 和 查 在 镇的 化 践 府以政 导 方式将 准 程督 检 杭 标准 实 中 镇政 策引 的 标 化工具应用于 级工 项

， 村目 理 要管 求 “两委” 据根 、 、 。程逐步推 策 项目申报 实施 同既定操作流 进项目决 项目 等具体行动

，时 镇“三资” 、 门又 村处 等部 以监 方式强化管理 镇纪委 督检查的 “ 委两 ”对 落 。准的 循与标 遵 实 这

义 一 彩。个 上 化实则 定 刚性约 色意 的标准 具有 的 束

， 、 、 一 、由 府 层组 负 式规范具 程序性 统 性实际调查表明 虽然 政 科 织制定并 责实施的正 有专业性

义， ， 村 ，性等 但是 的 范用于乡强制 多重治理含 当将相关 正式规 社会时 一些 也治理效率 下 问题低 的 随

来。 ， 村之而 依 公 标投标 进 的 级工 项例如 据 开的招 流程 行 程 目发包与承包，虽然 了 、坚 公 竞争持 平 平

， ，也 村 、的 集体不得 招标投标而 的招 和宣 问等交易 原则 但是 使 不承担因 产生 标文件制作 传 相关顾 聘

。 ，对附加费用 项合同估 价请等 事实上 单 算 在 10 ，万元 内的 工 而 过招标 环 而以 微型 程 言 不经 投标 节

择 ， 本， 、是直 选 降 交 成 还 情接 施工单位 不仅可以 低 易 能够在人 “ 子面 ” 村 式规范的等乡 非正 约束下

。证工程质量保

本工程 运作鉴于 项目非正式 具有低成 、 势高 优效率的 ， 村镇政府 程项目运 的 实经依据 级工 作 现 验，

村 ， 习 ，强调 各 政 式规范 架 灵活运 地 型 程 目 以下辖 行 可在正 的框 下 用 方的操作惯 运转微 工 项 降低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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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规 束色范的刚性约 ， 对柔塑造 准化运作形相 性的标 态。 项目在 决策中，一 村级事 过般的 项需要经 “五

议 开两公 ” ， ， 村 村流程 但 各 级事项 是在事实上 往往 “ 委两 ” 村 讨 ，和 代表 闲 时 成的民 利用 散 间 论形

村 对 村 。 ：对 讨通 日 的 话交 而 操 规 规定 充 成熟过 民 常 流 在 域范围内扩散 新 作 范 于已经经过 分 论且酝酿

，的事项 必不 村 大 讨 ， ， 对 。代表 会上展 入 论 决过 整在 民 开深 但是 需要 表 程进行完 记录 《村 工程项级

》目 手册实务操作 还就 用 开招 投标 的 目适 公 标 流程 项 了进行 应相 调整， 村级 程建设 目规定 工 项 单项施

工（含货物、 务服 ） 同 算价合 估 在 2 下 包万元以 的可直接发 。 力 本随着工 劳动 成 的不 涨程建材和 断上 ，

了多 项目 价数微型工程 合同估算 超过 2 元万 。对 类于此 略高于 2 的微型工万元 程， 村新 作规 默许操 范

“两委”采 。取 接 式选定 单直 发包形 合作 位

（三）属地自主行动与适时的标准调适

对 ， 垓 力 找面 标准 治 求 政 体系 为 自主行动化 理的效能困境 杭 镇 从 府 设置层面 乡镇政府的 寻 合法性

。 ， 一 、 ，依据 在中国 治运 治理 阔 展不平衡 味着中国 国的政 行中 中央统 和幅员辽 各地发 的现实 意 的 家

治理 临面 “权威 与 效体制 有 治理” 矛 （ ，间的深 周 光之 刻 盾 雪 2011）。权 对 大威体 赋制 予中央政府 广

权， 又 对。权的 辖 效治 为 具体问题 具有可行性 效性疆域 统 有 理则体现 地方政府就 展开的既 具有有 的应

、 。 ， 对 权 ，与有 间 出现紧张 态 前者的 强 味着 方治 弱 样威体制 效治理之 有时会 不兼容状 加 意 地 的削 这

； 对 ， 、 执 ，成有效 而 者的强 则 性 通 行等 能难以达 治理 后 调 衍生出地方的策略 变 性 行为 这可 会影响中

权 。的 威央

， 权 矛 ， 一 了研究 效化解 威体 有效 盾 中 展表明 为有 制和 治理之间的 国进 步发 “ 、合 以块为条块结

、 理主 分级管 ” （ ，的属地 理 制 颜 武和 敏管 体 昌 许丹 2021）。 ， ：一体 地管理 两 意蕴具 而言 属 包含 层

一是 定将 的“属地” 对作 独 的治空间范围视 相 立 理单元，二 赋 属地政府 辖责任是 予单元内的 相应的管 。

对 ，作为 管理 属地 键垂直 体制的补充 管理的关 是通过“上下分治” 办 权威体制和 效 理之的 法寻求 有 治

， （ 汉，的平 而 好 中央和 的 极性 曹间 衡 从 更 地发挥 地方 积 正 2011）。一 ， 权方 框面 在 威体制的总体 架

， 、 、 ，下 诸如 环 生产等进 的责任分配将 社会治安 境保护 安全 行属地化 可以减轻 、负担中央的统辖 降

， 权 ； 一 ， 权， ，风 中央 威 另 地方更多 自 决策 么 在 上 政 的低治理 险 维护 方面 赋予 的 主 那 符合 级 策意图

， ， 对 执 来 。前提 有 地责任 政 际 况 相 灵 行 的任务下 负 属 的 府可根据当地的实 情 以 活的方式 自上级政府

权 ，根 理体制中的 定据属地管 责设 “再标准化” 门中的 不 格遵照上行动 基层政府 再是严 级部 的政

，策要求和 律 规开 治理 的 动 是以能 的 态充分 识 基 的法 法 展 工作 被 主体 而 动者 姿 认 标准化工具并推进 层

。 垓准化 镇标 治理 在杭 的“再标准化” ， 对 ， 门实践中 面 有限治理现 政府 反标准化的 实 镇 相关部 深刻

思 准 自主行动自身在标 化中的 空间， 了 村属地管理 则 起 再 级工 目 作 治理行依据 原 发 造 程项 操 规范的 动。

村 、 、 ，保 级操作 范 效为 证 规 的科学性 合法性 有 性 “再 准化标 ” 对 门级 的延续和既重视 上 部 标准规范

，也 对村 ， 对 习庄现实应用 的深 循正 同 注重 地方 吸整合 重视 场景 刻把握 在遵 式规范的 时更加 惯 经验的

， 了 村 。收与整 由 塑造 合 庄 实 的 范合 此 契 发展 际 标准规

， 、 ， 了对总体 乡 政府在 准 反 自 性行 有 适时而言 镇 标 化治理中的自觉性 思 主 动 实现 既 标准规范的

、 ，纠偏 化 最终使标 得以 理的 分调整与优 准化 摆脱有限治 困境并充 彰显 一 、 、统 性 规范 的其 性 约束性

。治理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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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结论与讨论

， ， 矛随 中国 现代 入 的 段 基层 结 持续变 基 险 织着 式 化步 新 发展阶 社会 构 迁 层社会 盾和社会风 交 叠

， 力 。 一 ， 一、 、加 迫 进 系和治理 在这 过程中 化以 作性切需要推 基层治理体 能 现代化 标准 统 简约 可操

势 ， 对泛 层社会治 过 基层的优 被广 用于基 理 旨在通 “ 一最 公后 里” ， 对治理 序的 实 国秩 规范 现 家 基层

社会的有效治理。

对 、 ，本 对 垓面 标准 在 治 目 失准 不 基于 浙西化 基层实践中遭遇的 理 标 治理效能 彰的困境 文 杭 镇再

村 ， 了级工程项目 规范 观察造 操作 行动的经验 构建 “ 转治理 向－ 拓展理性 －有效治理” ，析框架的分

意 诠 基层 府在 释 政 “再 化标准 ” 。动 意蕴以 成 效治理 行 性 内行 的理论 及达 有 的 动过程 在以科层理 为 核

， 、 、的标 作 规范基于 业分工 规则 和去 性原 并准化的运 过程中 标准 层级制 专 至上 人格化的理 则被制定

。 权 ；贯彻实施 专业分工 设 将标 的制 由 于 顶端的 政 规则至在基层 层级制和 的 定 准 定 交 位 科层制 中央 府

了 对 执 。 ，对 大和 生 层 府 标 刚 规模科层 反馈的上 去人格化的要求催 基 政 准规范的 性 行 而且 超 组织监督

， 对 也 对 。 ，滞后 央政 整和 后 科层理性 准化工具 能 简单使中 府 标准的调 修正 相 滞 最终 由 驱动的标 仅 在

， 杂 。预设 内 挥 能 难以 复 变的现 社的 场景 发 治理效 适应 多 实 会

， 。的 观 景下 性 组织难以 动态变化的 社会在中国式现代化 宏 背 由科层理 支配的政府 深刻把握 基层

， 。本要求 新 理性内涵 的乡镇政 从 准化因此 客观上 拓展和更 政府的 文案例中 府 标 的“减负”“增效”

，悖 出论 发 反思在 ， 门 村 对基层 的 准化为 失 就 职 部 和 层社会 标 何 效 并组织专家团队 各 能 庄在操作 面 治

、 。 ， 了 村的需求 面 等问题开展 调研 乡镇 适 际的工程理工具 临的难点 深度 在此基础上 政府制定 应 庄实

，规范 以项目操作 “再 准标 化” 了 。本 讲，的形 完成 工 的 化 质上态 治理 具 更新优 “ 准再标 化” 韦是 伯

义 。 丰意 的 层 会 理理性 的 合理性具 认知和实践上 科层政府理性和基 社 治 共同作用 结果 这种复 有更 富的

义。 ，认知含 在 层面 “ 化再标准 ” 了对 本 、 ，拓 的 行动面向 据等方面 认展 标准化 质属性 和行为依 的 识

一 ，将标 化视 具 性 理性的 使 为治理 具 兼 科 管理准 作工 理 和价值 统 体 作 工 的标准化能够同时 顾 层 的要求

， 习 。 ，社 要 并以正 地方惯 经验 要的 实践 政和 会治理的需 式规范和 为重 行动依据 在 层面 基层 府的“再

标准化” 了 、执 ， 门、村 、村重 制定 行和 正 程 注 联合 职 部 民代表 家塑 标准的 修 过 重 相关 能 级组织 和专

，者等行 主 制 过 在正 框学 动 体共同参与标准的 定 程 式规范的 架下默许 村行政各 ，合理 式操作性的非正

， 对 ， 了还以 自主 及时 进 性调适 由 准化治理 基 治理 实属地 管理为依据 标准规范 行适应 此提高 标 同 层 现

。的 度契合

，本 ，据 析 文认 过 层政府根 以上分 为 通 基 的“再标准化” ， 以 加 入地 基实践 或许可 更 深 反思中国

禀 杂 。一 ， 计，性 赋及其 中的自主性 动性 层结 国层政府的理 在复 场景 与能 方面 参照科 构的设 中 的行政

、 ， 。 末体系遵循 业分工等 则 保证 织体 理 化 于科层 的 层政府 各层级制 专 原 以 组 系的 性 运作 位 制 端 基 是

执 ， 。 一 ，行 被 求严 项 展治理工 基层政府为项工作事务的最终 者 要 格依据各 标准规范开 作 另 方面 促进

，有效 实现 践治理目标的 在治理实 中开 了展 识别 、 议 、社会 重构公共 策 实施 入或发展需求 政 程 介 干预

一 ， 禀 韦 义 。也 ，等 列 呈现的 赋 远超 伯 上 基 政 在追系 行动 所 理性 已 意 的科层理性 就是说 层 府 求效率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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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 也 对 ，标 公共价值 现 在推进科 务 实 社会 的 遵的同时强调 目标的实 层任 的同时 强调 现实需要 回应 在

对 习 。 一 ， 对从正式 时还强调 经 的运 正是 复 理 础 现代 政 得以在规范的同 惯 验 用 以这 合 性为基 基层 府 应

大 、 杂 。尤量 景 多 治理 程 多的自主 性 其值得注治理任务 复 治理场 和 重 需求的过 中表现出更 性和灵活 意

， 、 、 类 ，是 基 协同 响 意见 整合 范 可以跨 科 制政 的有的 层政府通过 多方主体 应多方 各 行动规 越 层 府 限

。 来， ，性 达 治理 由 复 理性驱 下 行 既 中国 代理 并 成有效 此看 合 动 的基层政府的自主 动 是 式治理现 化的

，也 。践 具有广 拓展空间重要实 阔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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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ss-Bureaucratic Rationality: Understanding the “Re-standardization”
Turn ofGrassroots Governance

YUANFangcheng WANGDan

Abstract: Standardization, as an important tool of modern state governance, is the normative support for the orderly operation of

the government system and the promotion of effective grassroots governance. Facing the reality of the dynamic and changeable

society, the standardization practice driven by bureaucratic rationality often face the difficulties of inaccurate governance objectives

and ineffective governance, which triggers the “re-standardization” turn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Based on the rational endowment

of modern bureaucratic organizations,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governance turning - rational expansion -

effective governance”, and takes the operation specification of the village-level reconstruction project in Hanggai Town, Zhejiang

Province as a typical case to explore the 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rationality and re-standardization. We finds that

the “re-standardization” led by grassroots government not only regards standardization as a unity of both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and value rationality, but also takes into account the bureaucratic management requirements and social governance needs, and

integrates formal norms and habitual experience. On this basis, through open standard design, flexible standard implementation and

timely standard revision, re-standardization reshapes the standard specifications that adapt to the grassroots scene. From the

enrichment of value connotation to the standardization practice, re-standardization is actually the connection and integration of the

Weber’s bureaucratic rationality and the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rationality, and it is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complex ra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government to deal with complex scenes and pursue effective governance. Based on this expanded rational

endowment, it may reinterpret the rationality of grassroots governments and the logic of their independent actions, and enrich and

expand the grassroots governance picture in the process ofChinesemodernization.

Keywords:Re-standardization;Bureaucracy;CompoundRationality; Grassroots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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