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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当下的基层运动式治理存在内在缺陷， 即民众参与不足。 基

于 J省 X 镇的“人居环境整治” 调研， 对基层运动式治理的转型进行分析。 运

动式治理应当转型为强调民主参与， 以政府为中心的多元主体共治的领导型动

员治理， 最后提出推动基层运动式治理的转型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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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型动员治理：

“场域—资本—惯习”框架下的基层运动式治理转型

一、 问题缘起： 运动式治

理的常规化？ 一个伪命题

运动式治理具有其存在的

合理性， 其常规化是一个伪命

题。 运动式治理是对应于常规

式治理的另一常见的国家治理

机制。 运动式治理正在走向行

政化与理性化， 其与常规的制

度化治理并非二元对立。 现有

认为运动式治理应当走向常规

化并没有意识到运动式治理自

身的技术化与行政化， 而是依

然将其视为以克里斯玛为根基

的宏大的国家运动。

运动式治理应当保留其动

员机制， 走向一种更具有价值

性与民众参与性的转型， 即转

向强调民主参与， 以政府为中

心的多元主体共治的领导型动

员治理。这也是“领导型动员治

理”中“领导”之义，即由政府作

为治理中心进行组织机制和价

值精神上的领导， 进而将多元

主体动员整合进基层治理的进

程之中。 本文通过借用布迪厄

的场域理论，以“场域—资本—

惯习”的框架结合J省X镇的实

地调研， 对运动式治理进行分

析， 进而探索出运动式治理的

转型路径。

二、理论框架：场域、资本

与惯习

场域实际上是一种约束行

动者的结构， 但同时也给予了

行动者的能动性和主体性，场

域中充斥着权力的生产。 政治

文化资本指的是在家庭、 学校

以及媒体等政治社会化的过程

中， 民众在整体上形成较为稳

定的行动者精神与性情倾向

等。 惯习是行动者处于外在结

构的影响下， 由主观心态与客

观结构不断互构所形成的行为

秉性。

任何一种治理模式都蕴含

着客观政治结构与主观政治文

化的融合。 本文从“场域—资

本—惯习” 的三维分析框架出

发并结合经验材料， 首先对领

导型动员治理的前身， 即运动

式治理进行分析， 探究运动式

治理中的政治场域、 政治文化

资本以及惯习， 进而探讨民主

参与如何赋能运动式治理转型

为领导型动员治理。 调研地X

镇所在县极为重视生态保护，

当地的运动式环境治理称为

“人居环境整治”， 符合学界所

研究的运动式治理的特点，是

一种典型的运动式环境治理。

三、“场域-资本-惯习” 三维

框架下的基层运动式治理

（一） 运动式治理中的政治场

域：强国家与工具理性

运动式治理的实践与发展

以工具理性为动力。 运动式治

理运行最终都是为了有效应对

资源不足， 有效整合基层治理

资源。 在这一过程中， 是强国

家和高度工具理性的， 便容易

遗忘民主参与、 公共精神等方

面的价值取向。 在访谈时一位

村民谈及当地的环境卫生整治

的意见时， 就认为自己的需求

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回应。

（二） 运动式治理中的政治文

化资本： 弱社会主体性

在运动式治理模式下， 基

层治理会形成弱社会主体性等

政治文化资本。 运动式治理作

为基层治理实践， 承担着管理

维稳的功能。 在这样的政治实

践及强国家的政治场域下， 民

众的社会主体性往往较弱。 调

研地 X 镇公务员也提出当地

人居环境整治中社会参与的不

足。 这主要表现在运动式环境

治理的过程中较少吸纳民众的

建议。

（三） 运动式治理模式作为惯

习

运动式治理模式处于刚性

的科层制治理模式之中， 刚性

的科层制强化了运动式治理作

为惯习的再生产。 在运动式治

理模式中， 民众作为政治行动

的主体， 其能动性和主体性并

没有得到应有的实现， 民众的

主体性未能被完全激发。 运动

式治理作为一种治理模式的惯

习会不断地进行再生产。

四、领导型动员治理：民主

参与赋能下的基层运动式

治理转型

（一）领导型动员治理下的政治

场域：“国家-社会” 的良性互

动与价值理性

民主参与赋予领导型动员

治理价值理性。 运动式治理转

向领导型动员治理， 治理主体

由单一转变为多元， 治理目标

从稳定秩序转为基层善治， 最

为核心的是在价值取向上表现

为工具理性转向价值理性。 民

主参与赋能领导型动员治理则

将民众本身作为治理的目的，

实现公共精神的涌现与公共利

益的建构。 虽然领导型动员治

理强调多元主体的民主参与，

但是政府依然是核心的治理主

体， 实现了国家与社会的良性

互动。

（二） 领导型动员治理下的政

治文化资本： 主体性与能动性

民主参与赋予政治行动者

主体性和能动性。 领导型动员

治理中就要强调民众的主体性

和能动性。 在基层治理中， 甚

至是高度动员性的运动式治

理， 不能仅仅发挥政府的主体

性， 不能只让政府动员民众，

民众也要动员自己。 只有发挥

了民众自身的主体性和能动

性， 国家的基础性权力才能稳

步发展。

（三）领导型动员治理模式作为

惯习

民主参与的赋能强化了中

国科层制中的干部属性， 干部

制下的领导型动员治理促进了

干部与民众的能动性生成，进

而强化了领导型动员治理模式

的再生产。 领导型动员治理中

的民主参与离不开中国的人民

民主理念。 人民民主理念是一

种结构化的主体性民主理念，

调和了政治结构与政治行动者

之间的张力， 打破了西方政治

理论与实践中理性人与结构之

间的张力。因此，人民民主理念

也就成为领导型动员治理的核

心精神推动力。

五、基层运动式治理的转型

实践路径

（一）推动基层运动式治理的价值

化与情感化

通过推动运动式治理的价值

化与情感化， 政府可以增强公众

的参与积极性， 提高公共政策的

可持续性， 更好地解决公共事

务。 这些措施有助于建立多元主

体的柔性治理格局， 促进社会参

与和政府决策的有机结合， 共同

推动基层善治的实现。

（二） 鼓励基层运动式治理中的

民众参与

调研地的村干部也认为， 需

要激发当地村民爱护环境与民主

参与的意识， 让民众积极参与进

来， 人居环境整治才真正有效。

通过推动民众参与， 政府可以更

全面地了解社会需求和公共问

题， 制定更有效的政策和措施。

这有助于建立更加包容和可持续

的领导型动员治理模式， 提升基

层治理的有效性和合法性。

（三） 构建民众参与的制度化与

民俗文化相融合的道路

通过制度化的法规保障措

施， 并结合民俗文化等的柔性措

施， 政府可以确保公众在基层治

理中有明确的参与权利和渠道，

增强公共决策的合法性和可持续

性。 这有助于促进更广泛的民众

参与， 将刚性的制度与柔性的文

化相结合， 推动基层治理向更加

民主、 透明、 公平的方向发展。

结语

民主参与赋能运动式治理转

型是植根于中国经验与理论的中

国式基层治理现代化模式。

□ 叶文杰

  在网上， 也有声音为这些

直播博主进行辩护，“在公共场

所拍摄视频是个人的自由”。这

其实是一种认识误区。 即便是

在公共场所， 公民的肖像权和

隐私权也受到保护， 即权利人

有权决定自身的肖像情况被他

人知悉或不知悉。

我国《民法典》规定，任何

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丑化、污

损， 或者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

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

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

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但

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由此

可知，合法直播的前提是，直播

对象知情同意。

“全民直播”时代，法律保

护人们不被直播的权利。 人们

的日常生活， 不该成为某些博

主的“直播素材”和引流道具。

要知道， 摄像头和人眼不

同， 直播画面不仅可以截图保

存，还可以近距离放大观察。如

果不是出于公共利益的新闻报

道、执法行为等，此举就可能涉

嫌侵犯肖像权、隐私权；若有侮

辱诽谤内容， 还可能涉嫌侵犯

其名誉权。

如果说消费场所通过直播

引流，属于一种营销方式，消费者

能够注意到周边的镜头， 也有明

确的投诉对象和救济渠道，那么，

在地铁站， 着急赶路的人们恐怕

很难察觉自己正在被直播， 更别

提主张权利了，侵权也更为隐蔽。

因此，公共场所也不能“随地

大小播”。 直播平台应该主动作

为， 对于这种公共场所直播予以

规范约束，同时畅通举报渠道；地

铁运营方， 也理应加强管理、巡

视，及时制止此类直播行为，维持

公共场所乘车秩序， 保护乘客合

法权利不受侵犯。

综合自新京报等 （谚路 整理）

“全民直播”时代，法律保护不被直播的权利

观
点

日前， 在深圳通勤高峰时
段， 部分博主在地铁站内摆放
直播设备， 将通勤的“上班
族” 作为直播对象， 且未进行
打码处理。 该类直播在多个平
台吸引了上万观众， 且有大量
观众对来往行人进行“点评”，
引发争议。

对此， 深圳地铁表示， 据
相关规定， 网络博主在地铁站
内用直播设备进行直播的行
为， 须事先征得运营单位的许
可。 地铁工作人员已对其加以
劝导， 之后将加强此类行为的
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