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问题提出

2022年 6月，《国务院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
的指导意见》指出，“到 2035年，与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相适应的数字政府体系框架更加
成熟完备，整体协同、敏捷高效、智能精准、开放透
明、公平普惠的数字政府基本建成”。推进基层政府
敏捷治理，实现高效能发展已经成为党和政府治国
理政的战略要求。当前，各地数字治理建设和应用
成效显著，数字平台开发和推广取得积极进展，“云
享乌镇”“有呼必应”“接诉即办”“为村”“城市大脑”
等创新实践不断涌现，基层敏捷治理效能大幅提
升。识别并理解数字平台在基层治理中的作用及其
实现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已有研究表明，数字技术打破了基层固有的条

块壁垒，优化了基层的协调方式并重塑了基层组织
文化和创新服务供给的手段，实现了政府与社会在
公共治理过程中的共同行动［1］，但数字技术赋能也
引发诸如技术歧视、隐私泄露等基层治理风险，这就
要求数字技术赋能基层治理既要在运作层面提高办
事效率和速度，又要从机制层面实现治理问题的灵
活应对和人本化处理。如何通过发挥数字平台的作
用，快速精准地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增强治理的适应
性、包容性与人本性，实现基层敏捷治理，就成为当
前基层治理创新的重要命题。现有研究揭示了数字
平台能够驱动基层形塑具有灵敏性、快捷性的敏捷
治理模式［2］，但对于数字平台何以推进基层敏捷治
理这一关键问题的探讨仍显得不够充分。数字平台
推进基层敏捷治理是一种动态的运作过程，这种动
态运作过程不只在于其实践表征下的功能作用，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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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这些表征背后的有效作用机制。那么，这种有效
的作用机制是什么？本文将尝试剖析数字平台助推
基层敏捷治理的作用机制并结合“云享乌镇”治理实
践，寻求理论与实践的进一步对话。

二、文献述评：数字平台助推基层敏捷
治理的解释
（一）数字平台及敏捷治理的特性
目前，学术界对于数字平台的研究较为丰富。在

整体上，既有研究强调数字平台是技术与治理实践
相结合的产物，具有多种治理特性。而对于敏捷治
理，学者大多将其界定为一种治理模式、治理形式或
是一种新的治理状态，并认为其治理特性可以表现
在治理方式、治理结构和治理过程等方面。

1.数字平台是借助移动互联网、云计算、人工智
能、大数据等数字技术与治理实践充分融合而打造
的接点服务系统。它的本质作用是在多元行动者的
接点互动中实现聚合治理，即“资源能力化与能力资
源化的集成聚合”［3］以及在党政动员中实现稳态运
作。这种本质作用也促使数字平台具有联动共享性、
开放无界性和统合动员性等特性。其一，联动共享
性。数字平台强调“互动式民主”［4］，在数据信息的
联合驱动中广泛吸纳多元参与者，进而促进形成联
动共享的集体行动［5］。其二，开放无界性。数字平台
通过“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的连接特性，将治理对
象、治理要素、治理资源和治理工具有机连接”［6］，
实现整体性技术场景应用中的结构包容。其三，统合
动员性。数字平台作为政治与行政力量统合驱动的
产物，其本身蕴含使命型政党与服务型政府的双重
动员机制。这种双重动员机制使得数字平台的自主
动员能力增强，具备较高的稳定运转和灵活回应能力。

2.敏捷治理是政府在处理复杂性事务中寻求互
动共享、开放互惠与柔韧有序的治理模式，“是一种
自适应、以人为本以及具有包容性和可持续”［7］特
征的治理状态。它的核心属性是促使政府在繁杂多
变的治理环境中及时有序回应社会问题和民众需
求，并在迭代创新中推进组织结构扁平化和激发治
理主体间的持续互动活力，实现整体联动的高效能
治理［8］。这意味着敏捷治理在治理方式、治理结构
和治理过程上具有显著的特性。在治理方式上，强调
技术赋能下的充分互动以及在信息的开放与共享中
推进资源的集约化［9］；在治理结构上，推进利益相
关者的共生合作，这种共生合作具有较强的利益调
适能力并形塑一种开放互惠的多元合作格局；在治
理过程上，主张稳定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结合［10］，不
仅仅在稳定中推进复杂性任务的分解，更为重要的

是潜移默化地提高自我组织与解决问题的能力，保
证治理柔韧弹性。
（二）数字平台助推基层敏捷治理的解释
整体上，既有关于数字平台助推基层敏捷治理

的研究强调，平台或为提高基层政府内部治理效率
的技术工具或为政府与非政府部门双向互动的有效
介体［11］。这些研究在追问“数字平台何以推进基层
敏捷治理”中，形成了以政府内部单向和政府与非政
府部门双向的两种分析角度。

1.政府内部的单向分析角度着重探讨数字平台
对基层政府组织内部运作的影响。其一，数字平台在
数字技术赋能下促进科层组织结构的开放包容。数
字平台不但适度分离了原先科层组织中的制度性、
工作性和信息性结构，而且构造出以问题为中心和
以信息共享为基础的新型组织结构［12］。同时，数字
平台的嵌入也促进了政府组织机制的包容化转型，
即由传统的单一科层主导向“科层”与“平台”并轨的
组织机制转变［13］。其二，以数字平台为主的大数据
应用推进政府公共服务的集约化、精准化供给。平台
系统不但能够破解服务资源“碎片化”和共享壁垒困
境，促成整体的互动协同［14］，而且能够凭借大数据
技术的搜集、分析、预测及动员功能，提供更精细化、
精准化的公共产品［15］。其三，平台便捷的动员和统
筹功能有助于增强基层政府运作过程的韧性。数字
平台一方面通过统筹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的
职能权限和参与流程而保证政府运作过程的有序
性［16］；另一方面，平台在服务数据的互联互通中进
一步构建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双空间格局，将有效
激发主体活力并增强治理的适应性［17］。

2.政府与非政府部门的双向分析角度聚焦探索
数字平台在政府、市场、社会等三者之间的功能作
用。这种分析角度所达成的共识在于：数字平台作为
政治、经济、社会等三重逻辑共同塑造的技术产物，
不仅敏捷化提高政府与市场、社会之间的互动效率
进而满足主体需要［18］，还成为联络多元主体的接点
传媒或组织界面［19］。从这些研究来看，数字平台通
过数字赋能对组织内外、政府部门与非政府部门两
端进行双向的激活［20］，具有显著适应性和可持续性
的敏捷治理价值。同时，在更加开放包容的结构层
面，数字平台不仅聚集政府、市场、社会等三方的资
源，还能将其统筹运用并实现整体智治［21］。因此，有
研究指出，数字平台实则是政府与非政府部门两端
的互动“接点”，它既凝聚了政府、市场、社会等三者
的资源和服务，也提供了多元行动者集体行动的组
织中介［22］。因此，部分研究认为，数字平台显著提升
了基层敏捷治理水平。一方面，平台极大地促进政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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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市场参与和社会协同［23］，实现跨组织、跨部
门、跨主体间的目标整合和资源共享，达成多元主体
共治的互惠局面［24］；另一方面，数字平台通过统一
端口和服务界面既实现了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社
会回应力的监督［25］，又在赋权增能中增强基层敏捷
治理的适应性［26］。

无论是政府内部的单向角度还是政府与非政府
部门的双向角度，现有研究都以数字平台为焦点，从
不同角度表明数字平台对于推进基层敏捷治理具有
重要作用，但是这些讨论有其隐而不彰的缺陷，即没
有很好地从数字平台及基层敏捷治理的特性出发探
讨数字平台如何作用于基层敏捷治理，二者核心特
性之间的内在关联仍未能充分论证。基层敏捷治理
并非遵循线性生成逻辑，笼统地指出数字平台对推
进基层敏捷治理的影响或功能作用，缺少作用过程
的分析，既难以揭示平台何以
“卷入”基层敏捷治理中，也难
以深入刻画实践面貌。虽然部
分研究关注到数字平台在推进
基层敏捷治理中的“纽带”角
色，但多从技术赋能、战略驱动
等宏观层面论证数字平台的功
能，抑或集中于微观层面，分析
特定地方治理中的实践案例来
归纳数字平台推进基层敏捷治
理的经验和建议，而从中观机
制层面，深入剖析数字平台助
推基层敏捷治理深层机理的研
究较少。数字平台为何能助推
基层敏捷治理？其作用机制到底是什么？事实上，事
物的特性往往框定了事物发展的因果逻辑。本文将
从数字平台及敏捷治理的特性出发，探究数字平台
与基层敏捷治理之间的关系，发掘数字平台助推基
层敏捷治理的作用机制及其内在逻辑。

三、数字平台助推基层敏捷治理的作用
机制
随着全球化、市场化、网络化的推进，基层治理

情境愈发呈现复杂化、关联化、差异化和多元化等特
征，这些特征不仅明确了基层敏捷治理的目标，更在
行动体系中要求建构能够驱动敏捷治理目标实现的
数字平台。在数字技术的支撑下，作为一种协调供需
双方或利益相关者的行动介体，数字平台的治理特
性将有助于增进基层敏捷治理［27］。其一，数字平台
的联动共享性使得其在治理方式层面具备显著的链
接功能。为了聚合资源并链接行动者，数字平台充当

一种互动“竞技场”，以强有力的互动式民主和集约
化行动促进国家、市场与社会互动及条块资源的集
约。其二，数字平台的开放无界性允许其在治理结构
层面推行一种扩展融合的治理。通过一种持续性的
创新激励，数字平台将扩展协作主体并在开放式创
新中促使主体利益融合。在联动共享性和开放无界
性的作用下，数字平台为基层敏捷治理提供了有效
的行动介体，并为多元主体创造了合法性的互动协
作空间。其三，数字平台的统合动员性有效驱动其在
治理过程中成为一种“力量倍增器”。作为党和政府
双重组织嵌入的产物，数字平台通过具有可操作性、
稳定性的制度性行政动员机制和有效性、灵敏性的
使命性党建动员机制，有效形塑权威式敏捷的系统
运作过程，体现一种秩序与活力相统一的敏捷模式，
具体如图 1所示。

（一）链接机制：促进治理方式的双向互动和集约
共享

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为代表的
数字技术一旦与治理情境相结合，将从整体上驱动
组织的基础设备、运营模式、资源要素的变革［28］，这
得益于数字技术本身的智能识别、检测分析、语言捕
捉以及细分服务等功能［29］。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
数字平台有机链接治理主体与治理资源，实现了治
理主客体间的高效互动和资源要素的集约共享。一
方面，数字平台双向赋能国家与社会的高效互动，体
现互动式民主的逻辑。数字平台突破了传统自上而
下的科层传递模式，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发挥接点传
递作用。在这一过程中，技术链接科层条块结构并显
著提高互动效率。基层政府得以动态掌握民众需求
变化，进而即时提供精准化的公共服务。且数字技术
的智能识别、精准分析和点面感知功能也使得平台
能够提供可视化的互动画面，为基层政府有效预测

图 1 数字平台助推基层敏捷治理的机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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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分析问题发展态势提供介体支持，进而推动政府
决策科学化。而对于社会主体而言，数字技术凭借跨
时空、跨组织、跨系统的特性突破了信息单向传递的
权力体系，民众得以借助开放共享的平台将个人意
见反馈给基层政府，推动自身需求与政府资源及服
务供给的有效适配。质言之，数字平台有效弥合了国
家与社会供需两端的互动鸿沟［30］，成为国家与社会
衔接互动的新型界面。另一方面，治理资源呈现条块
集约整合与灵活调配的网络化联动状态，数字平台
成为汇聚行政部门资源与业务服务的大系统。具体
而言，数字平台以“全联通、全对接、全匹配、全协同”
的模式推进平台的资源流动与整合，深入推进公共
服务供给的集约化、精细化。与此同时，平台的这种
链接机制也为进一步有效灵活调配离散于各部门的
资源提供了可能［31］。特别是在应对危机事件中，能
够尽快地“发现处理、调配资源和回应反馈”［32］，以
化解危机事态扩大与治理资源不足之间的矛盾，这
将极大地变革传统基层治理方式。
（二）融合机制：强化治理结构的开放包容与合作

互惠
数字平台的开放无界性使得平台成为融合多元

参与主体的聚合性互惠场域。在这种场域中，多元参
与主体通过持续性的互动和多向发力而逐渐形成互
依共存的共生网络关系。这种关系稳固有效的前提
是如何通过持续性的创新激励而有机地协调多元主
体间的利益。在整体上，数字平台通过融合机制将平
台的利益空间扩展到内外部的多元参与主体，达成
多元参与主体特定利益契合和相容利益共存［33］。其
中，实现特定利益契合既是各主体相容利益共存的
前提，也是数字平台凝聚多元主体力量的关键抓手。
一方面，数字平台是多个主体和部门共同开发而形
成的互动结构，其本身融合并匹配着不同参与者的
特定利益。数字平台中的多元主体涵盖基层党政部
门、市场主体及社会主体。本质上，基层政府推进数
字平台建设与创新由压力型体制下的政绩考核目标
和晋升锦标赛所驱动［34］，实现政绩目标并获得职位
晋升成为政府官员的特定利益。从市场主体角度看，
追求商品营销和利润最大化是企业的根本利益所
在，其特定利益是通过数字平台的服务外包、民营
化、产权交易等形式得以满足，从而助力数字平台提
供跨功能、跨部门、跨地域的开放性服务。对于民众
及社会组织而言，由于民众个体及社会组织的多元
性和异质性不断增强，其特定利益也呈现不断发展
演化的特点。因而，数字平台识别并满足社会主体特
定利益的理路在于能够精准捕捉重点人群的利益需
求，并依托数字技术建立动态数据库和民主参与渠

道，从而在提供接点服务中增强社会主体的自主治
理能力。另一方面，数字平台大量联络并融合了多种
组织渠道的治理资源，这些资源是多元主体包容互
惠的基础，满足多元主体的各种差异化利益诉求。这
种功能全面驱动多元行动者相容利益的共存，形成
了包容互惠的敏捷性治理格局。在此基础上，多元行
动者相容利益的共存将促使社会资源和政策过程逐
渐面向主体互动与利益交融。多元化、在线化和一体
化的服务功能也将不断契合多元主体参与公共生活
诉求与实现美好生活的需要，进而有力地推进数字
时代的基层敏捷治理。
（三）动员机制：形塑治理过程的坚韧稳定与有效

灵敏
在中国治理情境下，作为政府治理实践的产物，

数字平台不但蕴含着行政部门自上而下的制度性行
政动员机制，而且蕴含着党组织的使命性党建动员
机制。这两种动员机制内嵌于数字平台中，相辅相
成，分工协作，共同构筑形成中国情境下独特的数字
平台动员机制。

1.制度性行政动员机制是指内嵌于数字平台中
的一系列能够规范秩序、稳定过程的技术性和常规
性行政机制，其作用是借助制度权威保证数字平台
在助推基层敏捷治理过程中的坚韧性和稳定性。由
于数字治理情境中的基层民众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群
体性单位，而是裂变为具有独特“价值判断、利益代
表和情感认同”的个体［35］，呈现多元性、异质性和流
动性的特征，因此，如何借助制度性行政动员机制统
一规范和有效凝聚民众个体实属关键。制度性行政
动员机制可以体现在：一是流程处置机制，主要聚焦
数字平台运转的常态性治理过程。数字平台通过流
程处置机制保持行动识别和问题处置过程的留痕管
理，借助全过程的在线监测与精准分析，保证数据存
储、转译、分析和应用的规范化，进而推动打造问题
处置和在线协作的一体化治理格局。二是项目化运
作机制，主要在于促进平台服务应用的分解化和高
效化。它既是一种体制安排，也是一种能够激发体制
高效运转的治理要素，更是一种“思维模式、行动者
战略和策略”［36］，成为平台平衡供给端与需求端的
重要制度保障。在项目化运作机制的规范引领下，平
台服务应用实现供给“外包”，进而确保平台多功能
协同应用的稳定运行。三是专业化管理机制，重点关
注平台在运作过程中的集体行为和组织关系问题。
它具体通过网格管理机制、分级管理机制和责任分
工机制促进平台有序、高效、稳定运作。

2.为了保证平台的运作功能、服务模式、场景应
用与环境保持相调适的运作以获取“敏捷性”，还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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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激活内嵌于数字平台中的使命性党建动员机制。
它的核心作用在于防范因制度性行政动员机制固化
而带来的刚性问题，侧重在潜移默化的行动中灵活
纠偏并最大限度动员社会。它具体以“思想动员、政
治站位、政治学习、党建教育”等形式介入治理过程，
发挥着协商调解和动态调适的灵活作用，尤其在应
对突发事件时，数字平台中强有力的使命性党建动
员机制能有效发挥基层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并
将离散的社会主体再组织化，同时以联动帮扶形式
激发治理过程的柔韧弹性，从而彰显秩序与活力兼
具的敏捷治理逻辑。由于任何人类创造的人工器物，
本质都是经学习和知识的创造而服务人类［37］，所以
在党建动员机制驱动下，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
情怀有机内嵌于数字平台中，使其在兼具稳定与灵
活特性的基础上彰显弹性适应的敏捷治理特征。

四、数字平台助推基层敏捷治理的探索
实践：以“云享乌镇”为例
本文着力点不在于全景化展现“云享乌镇”平台

的实践样貌，而是基于案例的考察对“云享乌镇”平
台有效助推基层敏捷治理的作用机制进行探讨，因
为是一项探索性研究，所以选取案例研究方法。2020
年 8月—9月，研究团队在乌镇镇的实地走访和参
与式观察为本文提供了田野依据。另外，本文在撰写
过程中，利用网络检索到大量有关“云享乌镇”平台
的政策文件和新闻报道，为案例分析提供重要支撑。

浙江省嘉兴市乌镇镇是全国乡村治理示范镇，
其创新治理方式、优化治理结构和重塑治理过程的
治理经验被评选为第二批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
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转型，新时代基层治理情
境愈发复杂。一方面，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和民
众治理素养的提升，民众渴望拥有更高质量的、实效
性的服务，如何运用数字技术有效汇聚资源并精准
回应民众需求、寻求科技应用与人文关怀之间的平
衡便成为基层治理的重要挑战［38］。另一方面，由于
基层的异质性和流动性不断增强，传统科层治理体
系难以有效聚合社会多元资源，同时也面临调解利
益冲突与激发合作共识的瓶颈。如何在治理模式创
新中寻求治理资源、主体力量、利益共识等方面的多
重聚合实属关键。在这种背景下，推进基层敏捷治理
成为基层政府治理创新的重要命题。2014年，乌镇
镇借助举办世界互联网大会的契机，在全镇开展了
一系列的数字化、信息化治理探索。2017年，乌镇镇
成立了“管家”联动队伍并组建了“管家”联动中心，
整合了综治、便民服务、交警、消防、市场监管、供电
等条块部门，初步形成线上线下的互联互通治理格

局。2020年，乌镇镇加快整合全镇智慧应用和数据
资源，升级打造了“云享乌镇”平台，集合了多元部
门、多个数字社会综合应用和数字法治综合应用平
台，实现了部分虚拟场景的落地应用。目前，“云享乌
镇”平台已建成涵盖公共数据平台、党政机关整体智
治综合应用、数字政府综合应用、数字经济综合应
用、数字社会综合应用和数字法治综合应用等子平
台的一体化智能服务体系。另外，全域性物联网专
网、地下管网系统和云上农业试验场景等项目正在
持续落实和推进中。整体上，“云享乌镇”平台在辅
政、善治、惠民和兴业等方面赋能乌镇镇基层治理变
革，在助推基层敏捷治理中取得了较好成效。
（一）完善平台系统以促进联动集合
1.夯实数字治理基础设施。乌镇镇依托世界互

联网大会永久举办地这一重要身份，因势利导地加
快健全数字基础设施。一方面注重开发和普及基本
网络设备，成功接入并使用 26条万兆级的光缆，在
全镇范围内建设了 5，408个WiFi点，实现大范围的
免费WiFi覆盖，为增强“云享乌镇”平台的资源集约
和主体互动能力提供了基本保障。另一方面，推进传
统基础设备智能化改造。为了实现基层敏捷治理，乌
镇镇加快安装智能窖井盖、智能消防栓、治安监控、
智能灯杆、智能水闸和智慧烟感等设备，全面推动形
成集城镇安全、运维管理、资源共享、部门协同和组
织保障于一体的“云享乌镇”数字平台。

2.利用数字技术双向链接政府与社会，促进二
者互动。“云享乌镇”平台利用“互联网 +”的功能手
段打造形成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运作体系，通过平
台民情反馈等功能为政府部门与社会主体提供无缝
隙对接的互动渠道。因此，平台已然成为推进基层敏
捷治理的技术媒介，这种技术媒介中的多应用、多功
能服务紧密契合社会主体的动态需求，形成政府与
社会主体的全链条式治理［39］。同时，政府与社会主
体利用“云享乌镇”平台的接点传递功能，开展跨时
空的对话交流，打破了传统科层体系的自上而下单
向传递方式。

3.“一网统管”实现治理资源的统筹集合。升级
改造后的“云享乌镇”平台形成了“1+4+X”的网络模
式。其中，“1”是指建构形成一个由社会治理联动和
社会治安立体化防控相结合的中心，目的在于保证
社会问题处置中的资源及时调用；“4”则是指平台统
筹了四个关键的功能平台，即数据集成、监测预警、
分析决策和共治服务平台；而“X”则是“云享乌镇”
数字平台在整合治安、服务、监测、民情等数据信息
基础上形成的一张“治理大网”，利用这张“治理大
网”实现对基层条块部门资源的互通集合和统筹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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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另外，从具体功能服务来看，“云享乌镇”平台整
合警情服务、医疗服务、疫情防控、公共交通和法律
服务等多方面内容，推动服务系统由松散向聚合转
变。例如，在警情服务方面，将社会治安管控领域的
多功能应用嵌入数字平台中，整合公安部门与相关
部门的资源，借助警情在线上报、平台线上督办、职
能部门线下管办、平台线上反馈这一闭环管理体系，
提高警情预测和处置能力。
（二）探索积分管理以推进利益融合
为持续激励多元参与主体，高效发挥“云享乌

镇”平台“治理大网”作用，乌镇镇将平台集合应用中
的“管家”小程序嵌入特定积分平台中，以积分管理
模式促进利益融合。积分管理是通过积分平台建立
信息库，凭借积分对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的行为、表
现进行全过程考核，将政策福利及各类资源与积分
结果相融合［40］，从正强化角度驱动多元主体参与。
目前，“云享乌镇”平台依托积分管理模式逐步形成
四重激励体系，即物质激励、精神激励、政策激励和
信用激励，在利益共生驱动下构筑了多元主体特定
利益和相容利益有机联结的利益共同体，助力广泛
参与和包容共生的敏捷治理结构形成，如图 2所示。

图 2 数字平台积分管理塑造敏捷治理结构的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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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立四重激励体系以适应主体需求的多样
性。一是物质激励，即民众凭借积分兑换生活用品或
线下各类消费券等。从“理性经济人”角度肯定治理
主体的作用，反映了基层政府主动调适变革，从外生
动力角度激发民众参与基层治理的活力。二是精神
激励，以评奖树立典范、以评优树立标本，满足个体
及组织在参与基层治理中的精神需求。乌镇镇探索
建立了“文明币”银行积分体系，即以新时代文明新
风为指引，建立“文明币”积分及其精神文明奖励机
制，从而将民众个体转变为“云享乌镇”平台的有效
参与主体，营造“人人都是大管家”的良好社会氛围。
三是政策激励，主要通过部门协同和资源整合，实现
公共服务供给与积分管理相结合，既能有效提高政

策执行的质量，又能在激励环境中塑造开放包容的
治理结构。同时，政策激励中蕴含的行政权威将有效
凝聚“原子化”的个体，从而保证组织“在场”。四是信
用激励，以“三治信农贷”为核心，根据民众日常参与
基层自治、法治、德治中的信用表现进行评判，农户
若在道德评判团的信用评议中获得高分，便可凭借
信用享受优惠贷款。积极运用“云享乌镇”数字平台
反馈问题、意见或加入平台线下“管家”队伍中服务
基层治理工作，将有效增进个人信用。信用激励能够
激发民众的共治意识，使数字平台实现由“外部监督
管理”向内部治理主体自我治理的转变［41］。

2.相容利益与特定利益有机联结以激活共生行
动网络。如前所述，数字平台中的多元主体相容利益
是对美好社会生活的追求。在平台积分管理模式驱
动下，政府、市场、社会围绕美好社会生活的相容利
益，充分调动自身潜在资源，从而促进基层问题的自
洽性调适，形成政府、平台、市场及社会之间的多向
度良性循环［42］。换言之，数字平台的激励体系为多
元主体参与基层治理提供了利益契合点与合作枢
纽，但仅靠相容利益还无法高效激发多元主体的能
动性，因而满足个体或组织的特定利益是关键抓手。

在政府层面，“云享乌镇”平台通过积分管理既形塑
了基层的治理格局，也建构了基层政府与上级政府
绩效对话的组织化渠道。这种组织化渠道由于本身
的包容性和弹性特质赋予基层政府开展晋升锦标赛
的灵敏空间［43］。对于市场主体而言，其特定利益是
以满足自身发展需求为主，同时寻求与外界沟通对
话过程中的良好公共关系。市场主体作为积分兑换
的主要角色，在数字平台中提供一系列的物质资源
与参与渠道。这种行为背后的逻辑不单局限于营销
产品，更在于从平台积分管理的实践中借助行政力
量树立自身的品牌权威和积极的社会形象。在特定
利益满足下，数字平台有效凝聚了市场主体力量并
建构起长效的合作关系。对于民众个体而言，其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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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则呈现复杂多变的特点，而平台积分管理的四
重激励体系恰好能够契合其多样化诉求，从而强化
个体的积极性。因此，“云享乌镇”数字平台中的积分
管理，不仅实现了多元主体相容利益的共存，也契合
了各主体的特定利益，达成彼此的融合共生。这种融
合共生将使得问题解决过程更加透明化，条块部门
的协同性和联动性更加显著，多元主体间的共治格
局也将进一步强化［44］。
（三）坚持党政分工动员以确保运作稳定与灵活
当前，基层已成为一个具备高度差异性和复杂

性的开放系统，需要重新塑造一种兼具权威稳定和
弹性灵活的制度体系［45］。“云享乌镇”数字平台在党
政体制的塑造下，逐步凭借制度性行政动员机制和
使命性党建动员机制，有效塑造了权威稳定和弹性
灵活的敏捷治理过程，如图 3所示。

1.平台制度性行政动员机制通过行政规制保证
了治理过程的权威稳定，具体包括流程处置机制、网
格管理机制和责任分工机制。其一，依托流程处置机
制对复杂性社会问题进行分解化处置，这是实现敏
捷治理的基本要求。在“问题上报—平台调度—部门
处置—信息反馈—评价考核”的闭合型运作流程下，
平台线下“管家”队伍在巡逻中一旦发现治理问题，
可迅速反馈。平台在接到上报的问题后，根据问题性
质进行综合研判并以派单形式调遣相应部门受理并
及时公开受理结果。若问题涉及多个部门，平台则将
按照职能分工综合协调。全流程的处置留痕也将成
为后期工作人员及“管家”绩效考核的重要依据。其
二，借助自组织的网格管理机制实现全场景监控和
无人化巡视。2021年，“云享乌镇”平台推出“网格 +

安全监管”和“网格 + 街居治理”的多场景网格应
用。一方面，“网格 +安全监管”主要用于企业端和
监管端。在企业端，利用平台实现作业流程的跟踪管
理，压实各生产环节的责任；在监管端则通过共享部
门安全监管信息，即时连接智能感知设备，实现对各
个站点的精准预测，从而提高应对基层风险事故的
能力。另一方面，“网格 +街居治理”通过叠加无人
巡视街居应用场景，逐一识别街居人员流动及交通
违规情况，形成自动反馈与就近网格处置的有序治
理。其三，以责任分工机制强化对阶段性问题处理情
况的反馈评估。平台将“日处理、周汇总、月分析、季
评估”作为治理责任的评判节点。“日处理”在于将反
馈问题分派处置并形成分派日报；“周汇总”主要是
梳理形成每周的问题处置概况；“月分析”要求整体
分析、研判每月的处置问题并提出政策性建议；“季
评估”则是依据每季度的问题处置情况作绩效考
核。“云享乌镇”平台的制度性行政动员机制，以行
政动员驱动跨部门协作和复杂问题的分解，最终
为实现敏捷治理提供稳定的秩序保障。

2.平台以“党建 +治理”为着力点建立使命
性党建动员机制以增强治理弹性并激发多元主体
的行动活力。其一，以支部引领和党员联户，提高
平台服务基层和调适需求的能力。“云享乌镇”平
台尤其注重以“三个突出”为抓手，即突出支部引
领、突出党员联户作用和突出激励推动。一方面，
结合网格管理机制，把党支部建立在数字网格中，
即将党员先锋站和网格“管家”工作站相联结，实
现“双站合一”，增强支部引领作用。如通过“周三
议事日”“每月 25号固定活动日”等线上与线下相
结合的形式研判与分析民意，从而提高平台调派
职能部门解决民众急难愁盼问题的能力。另一方
面，突出党员联户作用。在“云享乌镇”平台网格党

支部驱动下，借助“红袖章”大巡防和“两学一做”等
在线活动将离散的民众再组织化，从而扩充基层治
理队伍。党员联户功能，能够深入基层收集民众意
见，充分了解社情民意，保障平台在国家与社会间的
接点功能有效发挥，促进供需契合。其二，通过线上
思想学习和党建宣传，增强治理过程的灵活性和弹
性。“云享乌镇”平台采取民众更加喜闻乐见的方式
宣传党的思想理论。目前，平台已推出反诈骗、志愿
服务、垃圾分类、交通安全等系列宣传教育漫画，利
用“云享乌镇”平台集合的各项应用程序全方位、全
天候地进行网络传播，推动民众内在认同平台作用
和参与基层治理。这既契合了基层的需求变化，又能
以灵活的方式促进政社互动，显著增强基层治理的
敏捷性。另外，在多元矛盾纠纷事件中，“云享乌镇”

图 3 党政分工动员塑造敏捷治理过程的机理

敏捷治理过程

权威稳定 党政分工动员 弹性灵活

“云享乌镇”平台

行政规制 政治认同

制度性行政动员机制

网格管理机制

流程处置机制

责任分工机制

使命性党建动员机制

党员联户

思想学习

党建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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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凭借思想动员模式，实现“原子化”的个体积极
参与基层事务治理［46］，也进一步增强治理韧性。“云
享乌镇”平台使命性党建动员机制的巧妙在于将党
的核心领导力有效嵌入基层治理中，不仅弥合制度
性行政动员机制在问题处置中的刚性张力，也持续
赋予基层弹性灵活的敏捷治理特性，实现了党政分
工动员的敏捷治理。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乌镇镇“云享乌镇”数字平台为例，对数
字平台助推基层敏捷治理的机制进行了回答。研究
发现，数字平台是促进主体互动、资源集约、利益共
存与持续动员多元行动者的组织场域，成为全面驱
动基层敏捷治理的行动介体。这其中的关键是激活
数字平台的三重机制：一是链接机制，数字平台在技
术加持下实现了治理方式中供给端的国家与需求端
的社会之间双向互动及条块部门的资源整合；二是
融合机制，数字平台凭借可持续性的创新激励而保
证治理结构达成一致性的利益融合状态；三是动员
机制，数字平台通过党政部门双重嵌入而形成的党
政分工动员机制塑造了治理的稳定性和灵活性。从
更深层的机理来看，前两者凸显了数字平台“接点聚
合”的实质逻辑：既有行动者互动与合作的调适空间，
也有突破条块限制整合资源的协同化场域，更有凝
结利益驱动行动者持续融合共治的共生场景；后者
则彰显了“稳态运作”的实质逻辑，即稳态是秩序与
活力的结合体，数字平台中的党政分工动员机制在
整体上双重回应了敏捷治理中的秩序与活力命题。
基于此，本文可能在以下两个方面具有一定贡

献：其一，结合数字平台及敏捷治理的特性动态识别
了“数字平台助推基层敏捷治理”的深层作用机制，
在此基础上提炼了其“接点聚合”与“稳态运作”的实
质逻辑。这既呼应了基层敏捷治理中的多元主体结
构问题，也为理解国家与社会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
其二，细致观照本土化的数字平台动员内涵。在本土
治理情境下，我们不能简单停留于技术应用本身的
技术动员机制，更深层次的逻辑在于剖析出本土化
的数字平台动员机制，即双重嵌入平台中的“党政分
工动员机制”。它不仅在宏观结构上赋予平台保持吸
纳与开放的功能，也在中观层面确保平台变革的灵
活性与稳定性，更在微观行为中为平台主体提供自
我组织、适应变化的行动空间。这无疑契合并驱动基
层敏捷治理。
进一步来看，数字平台更有效、更合理地助推基

层敏捷治理仍需注意以下四点：一是强化数字平台
在基层治理中的合法性，从法制层面防范传统与现

代的张力。数字平台助推基层敏捷治理的过程本质
是现代化理性思维扩张的过程，要从法制层面明晰
数字平台的合法性治理角色，突破接点互动中更为
复杂的结构壁垒与行动障碍，增强基层敏捷治理的
可见度、协同度与共生度。这就要求在宏观法制层面
明晰数字平台的作用权限、边界、核心对象及服务内
容等。二是增强数字平台在基层复杂场景应用中的
人本价值，寻求更善的回应。更善的回应既是贯穿
“人民性”的整体化过程，也是提高治理精细化水平
的要求。这意味着，在实践中，重点强化数字平台的
两大核心能力，即空间活化能力和流程再造能力，从
而更好呈现有温度的敏捷运作逻辑。其中，空间活化
能力核心在于需要增强数字平台在基层治理空间的
赋能作用，借助数字平台建构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
数字孪生治理空间，强化孪生治理空间的集成服务
效能并凸显精准化、民本化的价值内涵；流程再造能
力，则需进一步串联数据、事件与主体，推行一种更
具实质意义的数据协同分布式治理。分布式治理是
将数据、事件与主体整合形成治理链与服务链，确保
虚实交互的流程处置在治理与服务层面更加安全，
迭代更加有序。其中，数据是治理链和服务链的基
础。数据与治理链和服务链的联通将从流程上防范
“数据独裁”“数据垄断”等风险。治理链针对的是基
层敏捷治理中的事件，需要同步建立并完善非常态
问题处置和常态问题处置的治理链。服务链则针对
的是基层敏捷治理中的主体，需要建立基于情感体
验的需求方与供给方相互对话的运作渠道。这是协
调差异与均衡进而保证敏捷治理中秩序与活力兼具
的关键。三是推行全时性的分布服务，呈现一种“平
战结合”的韧性服务状态。既要在数字平台的组合应
用中提高平台的数据关联分析能力，又要系统组建
全时域的移动专网应急通信网络，更要建设以人为
中心的多频段实时感知监测场景，以此在剧烈的时
空变化中提高危机防范与动员能力。全时性的分布
服务重在强化数字平台的韧性服务能力，具体需要
从其基础运营能力、数据调配能力、网络联动能力、
感知监测能力等方面进行强化，以保证数字平台在
助推基层敏捷治理过程中的稳定性和灵活性。四是
寻求高效透明的前置管理，提供一种兼具前瞻性和
全程性的算法披露机制。这种算法披露机制从平台
应用可能衍生的风险源头出发，以全过程公开、知情
权保障、无门槛监管等方式对算法权力进行全方位
的前瞻、约束和监管。

需要强调的是，本文并非主张“数字平台是助推
基层敏捷治理的唯一渠道”，也无意提出要在全国范
围内搭建数字平台助推基层敏捷治理，只是阐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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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作为一种基层敏捷治理的有效介体，特别是聚焦
“数字平台为何能助推基层敏捷治理”这个问题。如
若基层政府能够探索出有效促进多元主体互动、资
源集约、主体融合及柔韧有效的治理工具或模式，同
样能够助推基层敏捷治理。同时，并非所有地方都有
充足的条件和充分的需求搭建数字平台，也并非所
有地方都应遵循一套统一的标准和程序来推进数字
平台的运作。无论是数字平台抑或是其他治理介体，
都需要精准结合当地治理情境，始终紧扣诉求回应、
基层减负和体制创新等治理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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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ction Aggregation and Steady-state Operation: Digital Platforms Promote
Grassroots Agile Governance—Taking“Yunxiang Wuzhe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CHU Tianyou, ZHU Rensen, LI Jingyi

（School of the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Guangxi, 541006）

Abstract：In a basic level society filled with uncertainty, complexity and difference, how can the digital platforms
promote grassroots agile governanc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topic for the innovation of basic level governance at
present. Most of the existing research is limited to theoretical elaboration at the macro level or empirical analysis
at the micro level, while the mechanism of action at the meso level is not explored enough. Starting from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gital platforms and agile governance, this study constructs the mechanism framework of digital
platforms to promote grassroots agile governance, and through the case analysis of the digital platform“Yunxiang
Wuzhen”, it finds that in terms of governance mode, the digital platform uses the link mechanism to promot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different actors and resource intensification. In terms of governance structure, the integration
mechanism is used to continuously stimulate and achieve the inclusiveness of the interests of the subjects. In
terms of governance process, the mobilization mechanism is used to ensure the unity of order and vitality. Among
them, the first two highlight the logic of “junction aggregation”, while the latter highlights the logic of “steady-
state operation”. To promote grassroots agile governance more effectively and reasonably, it is still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legitimacy of digital platforms, enhance the humanistic value of digital platforms in the application
of complex scenarios, implement full -time distributed services, and seek efficient and transparent pre -
governance.
Key words：digital platforms, grassroots agile governance, junction aggregation, steady-state operation, Yunxiang
Wuz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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