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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群团组织的改革行动策略关系到群团改革的成败，是群团组织研究中的重要议题。 对组织内部因素

的作用和群团组织的策略性行为的研究尤其需要引起关注。 纵向追踪企业科协改革行动策略后可以发现，行动者

偏好追求企业科协组织覆盖、吸纳企业优秀科技工作者和重视服务企业技术创新。 针对这一策略性行为，组织分

析的新制度主义理论无法提供满意的答案。 引入组织技术这一扩展性视角，可以为行动者选择耦合抑或脱耦策略

提供进一步的解释。 行动者在平衡组织自身技术禀赋与外部合法性约束的过程中选择行动策略，而社群化组织技

术缺失是导致行动策略脱耦的重要诱因。 这些发现有利于归纳群团组织在治理能力现代化中面临的共性挑战，同
时也有助于弥补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理论在解释组织行动策略时缺乏微观基础的不足。

关键词：群团改革；制度环境；组织技术；行动策略；企业科协

中图分类号：Ｃ９１２．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３）０３－００９１－０９

　 　 党的十八大以来，群团工作和群团组织的重要

性被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 相较于党组织、政府和

军队，同样作为国家治理体系重要组成部分和组织

动员重要载体的群团组织，它的工作对象相对宽泛、
模糊，其正规化、行政化的组织形式有时难免同灵

活、广泛发动群众的任务不相协调，由此产生的脱离

群众问题［１］１８９愈加成为群团组织在新时代提升治

理能力和效能的挑战。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关于加强和改

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的出台和同年 ７ 月党的首

次群团工作会议的召开，拉开了新一轮群团改革的

序幕。 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 （以下简称

“三性”），去除“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
（以下简称“四化”），成为新时期群团组织深化改革

面临的制度环境约束。
在创新成为驱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

背景下，为响应党中央深化群团改革的决策部署和

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群团组织相继制

定深化改革实施方案。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科协系统深

化改革实施方案》的印发，标志着作为国家重要科

技力量的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以下简称 “中国科

协”）①成为首个详细公开自身改革行动策略的群

团组织。 在这一方案中，企业科学技术协会（以下

简称“企业科协”）②改革是深化基层群团组织改革

的重要内容，关系到其是否能将广大企业科技工作

者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为中国式现代化建

设凝聚磅礴的科技力量。 Ａ 中心③作为落实这项改

革的关键行动者，采取何种行动策略事关其能够在

多大程度上将广大企业科技工作者组织动员起来，
进而服务经济和科技领域的现代化建设。 笔者在对

近年来企业科协改革的观察和追踪调研中发现，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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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于增强企业科协组织活力、吸纳和组织动员广大

企业科技工作者，行动者更加追求企业科协组织覆

盖、吸纳企业优秀科技工作者和重视服务企业技术

创新。 由此产生的困惑是：为什么同样能够满足合

法性约束的改革行动策略，有的发生了耦合，有的却

脱耦（ｄｅ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２］ ？ 本文将对此展开讨论，以期

为群团改革提供一些思路。

一、研究基础和研究方法

１．文献综述

围绕上述研究问题，既有中国群团组织的改革

行动策略研究可以归纳为结构性和能动性两种视

角［３］ 。
在结构性视角下，一些研究认为群团组织处于

国家与社会之间，其改革行动策略缺乏自主性和独

立性［４］ 。 在群团改革中，共青团的绝大多数工作都

是在完成党交付的任务，而其主体性未得到充分彰

显［５］ 。 妇联的改革行动策略总体上会跟随党政部

门的阶段性指令和政策发生“钟摆” ［６］ 。 因此，大
部分研究观察到，群团组织在改革中采取积极满足

国家或社会治理需求的行动策略取向。 例如，在组

织建设方面，工会采取组织吸纳、扩张和延伸的改革

行动策略［７］ ；在活动开展方面，全国妇联发起了“乡
村振兴巾帼行动” ［８］ ，地方妇联致力于“解决家庭

纠纷” ［９］ ，地方科协积极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１０］ 。
上述文献将群团组织视为合法性的遵从者，并强调

制度环境对群团组织改革行动策略的影响。 它们为

分析群团组织的行动策略提供了宏观视角和重要解

释变量，并认为各种外部制度压力和需求“超越了

任何单个组织有目的的控制” ［１１］ ，但较少检视并解

释群团组织在改革中的策略性行为。
与认为群团组织的改革行动策略缺乏自主性和

独立性的结构性视角不同，能动性视角下的研究认

为群团组织在改革中的行动策略选择具有自主性。
有研究指出，中国官办非营利性组织拥有“实际自

主性” ［１２］ 。 在经验层面，少部分研究观察到，群团

组织有自利意识［１３］ 和自己的利益诉求［１４］ 以及谋

取自主性的倾向［１５］ 。 具体来看，在群团改革实践

中，妇联在行动策略选择上具有弹性空间［１６］ ，秉持

于己有利的妇联干部群体通过利用或修改制度规则

转移外部压力，策略性地抵制部分改革任务［６］ ，或
在理性驱使下采取目标替代的行动策略［１７］ 。 这些

文献在承认群团组织具备自主性的前提下，研究它

们在改革中的策略性回应及其过程。 然而，这些研

究相对缺少探讨弹性空间如何产生以及哪一（些）
微观因素以什么样的机制影响群团组织在改革中的

策略性行为。 这导致既有解释往往脱嵌于细节丰富

的群团改革现实，不能提供理论的想象空间和扎实

的解释。
此外，在中国群团组织的改革行动策略研究中，

讨论工会、共青团和妇联的行动策略占绝大多数，而
对其他群团组织改革行动策略的深度个案研究相对

较少。 这不利于不同群团组织的改革行动策略之间

形成对照，进而概括和探究这些策略的异同以及背

后的理论逻辑。 下一步的研究既需要突破片面强调

制度环境的影响，又需要更加注重组织内部因素，如
行动者的认知［１８］ 和组织的禀赋，对群团组织的改

革行动策略的塑造以及相应的作用机制。 这些研究

缺口为本文以及后续群团组织的改革行动策略研究

留下了空间。
２．研究方法

为回答研究问题和弥补研究缺口，本文选择在

深描和深化理论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个案研究方

法。 这是因为案例研究更适用于“主要问题为‘为
什么’” ［１９］ 。 加之，个案研究方法的目的“不是证伪

而是提问和解释” ［２０］ 。 选择企业科协改革个案是

综合考虑案例的典型性④、田野的可进入性和数据

的可及性、丰富性的结果。 本文将处于直接负责企

业科协改革任务执行的 Ａ 中心作为重点观察和研

究对象。
在数据收集方面，本文运用访谈法、参与式观察

法等收集了丰富的数据。 第一，文档数据。 笔者收

集了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 年官方公开和内部文件，如党和国

家出台的关于群团改革的文件、中国科协和 Ａ 中心

制定的与企业科协改革相关的文件。 第二，访谈数

据。 从 ２０１７—２０２０ 年，围绕企业科协改革有待解决

的问题及其成因，笔者团队对 Ａ 中心、地方科协和

企业（园区）科协直接负责人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
访谈基本情况详见表 １，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访谈记

录。 访谈记录的编码由访谈时间、科协名称和序号

组成。 第三，观察数据。 ２０１９ 年 ５—８ 月，在 Ａ 中心

蹲点调研期间，笔者围绕组织运行、成员认知等方

面，撰写观察笔记。 观察笔记的编码由观察时间和

序号组成。 第四，其他数据。 除这些非结构性数据

外，本文还收集了结构化数据，如针对地方科协企业

工作负责人的调查问卷数据和中国科协事业发展统

计公报数据。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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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访谈的基本情况

访谈日期 访谈形式 访谈对象 时任职务

２０１７．０８ 书面访谈 Ｙ∗ 某国有企业科协副主席

２０１７．１０ 集体访谈 Ｌ∗ 某园区科协秘书长

２０１８．０３ 集体访谈 Ｚ∗ 某民营企业科协秘书长

２０１９．０７ 集体访谈 Ｔ∗ 某市科协副主席

２０１９．０７ 集体访谈 Ｓ∗ 某市学会部部长

２０２０．０３ 电话访谈 Ｋ∗ Ａ 中心某处业务主管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在数据分析方面，本文立足于经验事实，呈现和

解释行动者在企业科协改革中的行动策略。 首先，
通过公开文档数据，梳理新时期党和国家对基层群

团组织改革提出的要求，并将它们视为评价行动者

采取行动策略的参照基准。 其次，基于文档、访谈和

参与式观察数据，以时间为主要线索开展叙述分析，
深描企业科协改革中的关键事件和行动者采取的策

略，并主要利用结构化数据呈现这些实际行动策略

取得的成效，使用非结构化数据论证行动者的行动

策略与制度需求的差距。 最后，在这些数据的基础

上，提炼影响改革行动策略的关键因素，以解释行动

者在企业科协改革中的行动策略逻辑。

二、案例呈现：企业科协改革中的
行动策略

　 　 在新一轮群团改革中，为增强“三性”、去除“四
化”，党和国家部署了“扩大有效覆盖”“密切联系群

众”和“组织动员” ［２１］ 等基层群团组织改革的目标

及任务。 为将增强“三性”贯穿到企业科协改革中，
中国科协专门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科协建

设的意见（征求意见稿）》。 在“扩大有效覆盖”方

面，该意见中与之相关的行动方案有“加大组织覆

盖、激发组织活力和探索企业科协组织新形态”；在
“密切联系群众”方面，该意见明确了“完善企业科

技工作者参与机制，帮助企业科协开展群众性技术

创新活动”的任务；在“组织动员”方面，该意见提出

“企业科协要把广大企业科技工作者更加紧密地团

结在党的周围”⑤。 在此基础上，Ａ 中心积极学习领

会新一轮群团组织改革文件和会议精神，贯彻中国

科协关于企业科协改革要求。 相较于增强企业科协

组织活力、吸纳和组织动员广大企业科技工作者，Ａ
中心实际采取了追求企业科协组织覆盖、吸纳企业

优秀科技工作者和重视服务企业技术创新的行动

策略。
１．追求企业科协组织覆盖

在新一轮群团改革周期内，“群团组织要以扩

大有效覆盖面为目标……立体化、多层面扩大组织

覆盖” ［２１］ 。 这要求群团组织在基层群团组织日常

运作中，设计出符合群众需要的活动，并以他们喜欢

和接受的方式开展这些活动，进而提高基层群团组

织的亲和力和认同度。 为完成企业科协组织建设维

度上的政治任务，中国科协确定了“推动科协组织

向基层延伸，扩大有效覆盖” ［２２］ 的改革目标，并将

基层组织建设作为重点、难点任务之一。 为解决

“企业科协的工作特色不明显，活力不足”⑤ 的问

题，Ａ 中心在企业科协组织建设目标维度的改革行

动策略是分类、分步在企业（园区）实现科协组织和

工作全覆盖。
２０１５ 年以来，伴随由“Ｚ 专门委员会” “Ｑ 办公

室”和 Ａ 中心共同构成的企业工作体系的搭建，地
方科协也相继设立对应负责企业工作的部门。 这一

条纵向工作体系开辟后，中国科协率先启动科协组

织向国有企业覆盖的计划，与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资委”）联合颁布《关于加

强国有企业科协组织建设的意见》。 一年后，《企业

科协组织建设近期规划（２０１７—２０２０）》在每个时间

节点上均设定了企业（园区）科协覆盖的具体量化

目标，如 ２０２０ 年实现省级层面成立科协组织的国有

企业占比从 ２０％增加到 ８０％⑤的目标。 在选择国有

企业科协作为改革突破口和确立新时期企业科协组

织建设目标后，经过多部门精心筹备，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全国企业科协建设推进会召开。 此次会议再次明确

提出企业（园区）科协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的具体

任务指标。 会后，Ａ 中心与商务部和科学技术部相

关部门对接，推动科协组织向国家级园区覆盖。 与

此同时，在园区科协、企业科协联合会和企业科协创

新联盟等被纳入广义的企业科协范畴后，Ａ 中心持

续通过立项的形式，大力培育这些企业科协组织的

新形态。 据统计，２０１９ 年 Ａ 中心某处 ７０％的项目经

费用于加强园区科协和企业科技联合体建设⑥。 这

开拓了追求企业科协组织覆盖的新的增长点。 此

后，追求企业科协组织覆盖的改革行动策略一直未

改变。
经过近年来持续的资源投入，Ａ 中心的改革行

动策略扩大了企业科协组织覆盖面。 ２０１６ 年，上述

策略迅速取得了新增企业科协 ３０１６ 个的效果；此
后，２０１８ 年新增 １７８９ 个，２０２０ 年新增 ４３３９ 个，２０２１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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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新增 ３８４３ 个，企业科协总数达到 ２５６９２ 个⑦。 同

时，包括园区科协、企业科协联合会等在内的企业科

协新形态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 这些嵌入企业（园
区）的科协组织为行动者后续开展相关工作奠定了

重要基础。
在企业科协组织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行动者

也不能忽视增强企业科协组织活力的问题。 主观调

查问卷数据显示，三级地方科协企业工作负责人对

新经济组织科协活力的评价偏低，均值仅为 ２． ９３
分⑧。 对于这一问题，Ｙ 副主席建议：“‘管种’又要

‘管收’，这应当是（企业科协）组织建设必须面对的

问题。”⑨Ｔ 副主席直言：“我们建了（企业科协）组

织，但很多情况下，大多数我们还服务不到。 ‘僵尸

型’企业科协是没有用的。”⑩这些经验证据表明，Ａ
中心围绕“扩大有效覆盖”采取的实际改革行动策

略与制度规定存在一定落差，未将追求企业科协组

织覆盖与有效覆盖辩证统一起来。
２．吸纳企业优秀科技工作者

在新一轮群团改革中，党和国家明确指出群团

组织“要以群众为中心，让群众当主角”，“必须克服

重精英轻草根的倾向，更多关注、关心、关爱普通群

众” ［１］１９６－１９７。 这要求其在联系和服务群众中，实
现对他们的有效吸纳，从而解决脱离群众的问题。
为增强群众性，解决“不亲”“不紧”的问题，“改革联

系服务科技工作者的体制机制” ［２２］成为重要目标。
作为回应，在企业科协改革实践中，Ａ 中心采取较多

的行动策略是吸纳企业优秀科技工作者。
在平台搭建方面，Ａ 中心的实际操作是与科学

技术部相关部门联手推广创新方法、培养一线创新

工程师，目的是探索企业优秀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在同样作为企业科协改革重要内容的激励方面，专
门针对广大企业科技工作者的常态化“讲理想、比
贡献”活动在 ２０１５ 年被取消后，Ａ 中心主要通过

设立年度项目的形式，不定期选拔和宣传企业优秀

科技工作者。 在 ２０１８—２０２１ 年的企业科协项目设

计中，Ａ 中心在 ２０１８ 年专门设立了“企业创新人才

培养项目”和“企业科技工作者宣传项目”。 其中包

括规定选拔 ２５０ 名企业科技工作者进行创新思维能

力的拓展演练和对 ４ 名企业科技工作者的先进创新

事迹进行宣传［２３］ 。 由此可见，在培养和激励方面，
吸纳企业优秀科技工作者成为 Ａ 中心在新一轮企

业科协改革中的主要行动策略。
通过上述实际改革行动，Ａ 中心在吸纳企业中

的优秀科技工作者方面获得一定成效。 例如，近些

年来，通过开展创新工程师活动，Ａ 中心为企业培育

了一线创新骨干 ８０００ 多名⑤；２０２１ 年全国层面的创

新方法大赛通过一二三等奖项表彰了 １２３ 个项目团

队，共计 ３６９ 名优秀科技工作者［２４］ 受到表彰。 这

些针对企业中优秀科技工作者开展的活动，为他们

搭建了成长成才和学习交流的平台，并在一定范围

内有利于形成社会示范和引领效应。
相比之下，“参加培训的毕竟是少数，如何让广

大科技人员都能应用其方法”⑤需要 Ａ 中心采取实

际的行动策略予以回应。 在表彰企业科技工作者方

面，Ｋ 业务主管指出：“‘讲理想、比贡献’活动取消

了……没有给普通 （企业） 科技工作者任何奖

项。”对此，Ｌ 秘书长提出：“希望给（企业）科技工

作者带来看得见、摸得到、感受到的利益和好处。”

Ｓ 部长也认为：“要给企业科协，包括企业科技工作

者一定的荣誉。 目前，这个也是我们开展工作非常

困惑的一些地方。”这表明 Ａ 中心在改革行动策

略选择上需要处理好“先进性”与“群众性”的辩证

统一关系，尤其是采取行动策略有效响应“密切联

系群众”相关的制度要求。
３．重视服务企业技术创新

在中国，“群团组织承担着组织动员广大人民

群众为完成党的中心任务而共同奋斗的重大责

任” ［１］１９３。 这要求群团组织在深化改革中，将特定

群众广泛地组织并凝聚起来，发动和引导他们参与

到中心任务中去。 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世

界科技强国”的背景下，为贯彻上述政治任务，作为

国家科技事业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科协提出“团结

带领广大科技工作者助力创新发展” ［２２］ 。 具体来

看，在企业科协改革中，Ａ 中心一面紧跟国家创新战

略，一面强调创新资源下沉。
在企业科协改革启动阶段，中国科协首先在组

织机构和职能设定上做出适应性调整，创设的自上

而下的企业工作体系与创新紧密结合，以归口负责

的方式执行来自党政机关布置的技术创新任务。 在

这一工作体系下，Ａ 中心依托下设的职能部门，将高

端智力资源、国内外专利信息和创新方法输送到企

业中。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Ａ 中心正式推出“创新资源共

享平台”，试图将它打造成为科技界的“淘宝”，通过

汇聚专家、技术和专利信息等创新资源，帮助企业解

决创新中遇到的技术难题。 这开启了 Ａ 中心对体

制内科技创新资源市场化运作的探索。 ２０２０ 年，这
一平台成为促进科技和经济融合的“科创中国”平

台的子平台，并更名为“科创中国”中小企业服务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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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这些实际行动被其视为服务国家创新战略和加

强“网上群团”建设的重大改革创新。 由此观之，无
论是在组织治理结构革新上，还是在服务创新平台

搭建上，都凸显出 Ａ 中心重视服务企业技术创新的

改革行动策略取向。
Ａ 中心采取的加强向企业供给科技类公共服务

的改革行动策略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全国已认证企业院士专家工作站 ３４３７
个、园区院士专家服务中心 ７５ 个；已建科技信息

服务总站 ２８ 个、科技信息服务子站 １７１ 个。 在介

绍公司成立企业科协后取得的成绩时，Ｚ 秘书长指

出：“将高端技术和人才引进企业，公司专利产品、
重点新产品工艺上进一步改良提升，提高了生物有

机肥的市场占有率。”通过接入科协系统内这些

“下沉”的优质专家和丰富的专利信息等创新资源，
企业的自主创新水平和能力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

然而，单纯以技术创新为结果导向的改革行动

策略，难以产生长期坚持和持续转化为服务企业技

术创新的内生动力。 就此，中国科协党组书记 Ｗ 曾

指出：“没有企业科技工作者的积极参与和鼎力支

持，科协服务创新驱动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会成为

一句空话。”⑤Ａ 中心某处 Ｓ 处长也认识到：“科技创

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科协组织多大程度上将科技

工作者组织起来，将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发挥出来。”⑤也就是说，理想的企业科协改革行动

策略就是将服务国家阶段性创新战略与组织动员广

大企业科技工作者紧密结合起来。 通过比较可以发

现，Ａ 中心的实际改革行动策略与“组织动员”的相

关要求还有一定距离。

三、案例解释：企业科协改革中
行动策略的逻辑

　 　 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理论揭示：“组织是嵌

入在为其提供合法性的制度情境中，并设法遵从

‘适当性逻辑’ ［２５］下的制度期望。” ［２６］这一主流理

论为分析行动者在新一轮企业科协改革中的行动策

略逻辑，提供了制度环境这一重要的解释变量和

“合法性机制” ［２７］ 。 处于党和国家领导下的群团组

织理应在改革实践中采取默许［１１］或遵从环境的策

略［２８］ ，从而满足组织生存和发展的需要。 然而，该
理论无法充分解释同样为满足具有合法性约束需求

所采取的改革行动策略，有的却发生了脱耦。 与此

同时，这一理论也没能进一步解释行动者是怎样把

自身偏好的、那些高度可见的和显著的做法［２９］ 同

复杂的制度环境约束最终捏合在一起的。 这是因为

运用该理论解释行动者的行动策略时，“组织通常

被去中心化，以强调环境的中心地位” ［３０］ 。 同时，
该理论还刻意突出制度环境的统一性和一致

性［３１］ ，相对忽略制度环境的复杂性可能给组织带

来的“非协调约束” ［３２］ 和自主选择空间。 本文认

为，解释行动者的行动策略需要回答两个紧密相关

的问题：其一，行动者为什么能够自主行动；其二，在
自主行动的空间内，哪一（些）关键因素以何种机制

影响行动者的策略选择。
１．复杂制度环境与弹性空间产生

在新一轮企业科协改革中，增强政治性要求行

动者积极服从党和国家的阶段性需求。 具体来讲，
当党和国家的注意力聚焦于阶段性创新战略时，积
极服务这些中心工作就成为行动者增强政治性的优

先选择。 所以，行动者在企业科协改革中非常重视

服务企业技术创新的相关工作，并将相关行动上升

到政治高度。 当党和国家把注意力放在“眼睛向

下”和解决“脱离群众”上时，资源下沉、夯实基层基

础、联系服务企业科技工作者就成为行动者响应政

治性的重要内容。 这些举措为行动者提供了合法性

前提。 增强先进性需要行动者在改革中，树立典型，
选拔、培养和宣传企业优秀科技工作者。 增强群众

性要求其秉持“以群众为中心”的理念，并通过走

“群众路线”的方式，整合、吸纳和组织动员广大企

业科技工作者。 在操作层面，不同阶段的行动之间

可能存在不同程度的紧张感。
如果行动者在企业科协改革中只是拘泥于在复

杂的合法性约束内进行优先级排序，那么不免陷入

已有研究所描述的“钟摆”式行动策略［６］ 的困境。
在本文观察的改革期间内，行动者面对的企业科协

改革的制度环境是复杂的，它的行动策略在时间上

是持续和稳定的，在结构上是互为支撑的，在逻辑上

也是连贯和一致的。 行动者利用复杂制度环境所产

生的操作空间，为自己的行动策略寻找合法性依据。
如此，它可以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和技术偏好，在多

维合法性的弹性空间里选择自己擅长的行动策略。
２．组织技术与改革行动策略选择

在实地调研中，Ｓ 部长曾向 Ａ 中心反映：“我们

目前困惑的事情就是，缺少一些好的活动载体……
这个叫得响的活动载体最好能够自上而下地创设出

来。”同时，笔者在参与式观察期间也发现，Ａ 中心

缺乏常态化洞察广大普通企业科技工作者需求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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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和有效回应需求的活动。 加之，相关证据显示，
行动者对自身的改革行动策略有待改进的内容比较

清楚。 这说明在控制认知因素的情况下，工作抓手

是影响行动者改革行动策略的关键因素。 行动者反

复强调的工作抓手是为实现企业科协改革目标及任

务，针对特定对象开展各类活动所搭建的载体或平

台。 它们 是 推 动 “ 群 众 工 作 卓 有 成 效 的 机

制” ［３３］ 。
从学理层面， 本文将访谈中涌现的实践术

语———“工作抓手”抽象为“组织技术”这一学术概

念。 曼海姆认为，组织技术涉及社会关系和人本身

以及人类协作形式［３４］ 。 该概念与工作抓手背后所

揭示的深层次内涵相一致。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

为组织技术是指与组织实现宗旨、目标或任务紧密

相关的、稳定的协调机制，即一种达到组织生产目

标、有效动员和管理集体行动的机制。 组织技术作

为组织实现预期目标的协调机制，属于“目的”与

“手段”这对哲学关系中的“手段”范畴。 从两者的

辩证关系来讲，只有响应组织制度或满足制度需求

与组织技术高度统一和适配，才能取得良好的组织

声誉和绩效；若两者倒置或错配，就会出现“目标置

换” ［３５］ 、组织偏离原初目标和行为偏差［１７］ 等现

象，进而使组织可能陷入合法性危机。 这表明在运

用组织技术落实改革目标或组织制度前，组织必须

充分掌握这些目标或制度的特征、针对的对象、适配

或需要储备的组织技术及其优劣势。 案例显示，完
成企业科协改革的目标及任务涉及分散在不同场域

的三类行动主体，即科协系统（人员）、企业（家）和
企业科技工作者。 每一类主体对应的领域内都有各

自达成集体行动所固有的协调机制。 依据这些主体

间关系运作的基础———权威、交换和说服［３６］ 的不

同，组织技术应包括行政机制、市场机制和社群机

制［３７］ ，分别对应行政化、市场化和社群化组织技

术。 其中，行政机制依托科层制组织网络，强调对科

层制顶端组织威信的维护，并以权威、服从和惩戒为

最主要的治理方式［３８］ ；市场机制崇尚自由和竞争，
供给主体和需求主体之间依据平等交易或者契

约［３９］达成合作；社群机制凸显特定群体的主体性，
注重广泛的社会化动员、平等的参与以及组织成员

之间基于身份、认同和自愿达成的集体行动［４０］ 。
这些组织技术及其组合直接影响着组织的行动策略

选择。
既然行动者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改革行动策略都

可使之或至少显得合理和正当［４１］ ，那么它会转向

有组织技术保障的策略，向组织内外部释放明确的

行动信号，确保组织看起来有产出、有效率。 所以，
理性的行动者自然会把对政治任务完成情况的考核

同组织自身擅长的组织技术挂钩，忽略那些组织技

术无法支撑的政治任务。 如此，在短时间内，行动者

以相对可控的成本高效地完成部分政治任务。 相应

地，组织绩效指标的设计也要配合组织所擅长的技

术，力争突出组织技术对组织效率和改革绩效的贡

献，从而赢得党政机关的认可。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

提出解释组织行动策略的命题：面对复杂的制度环

境，组织会依据自身擅长的组织技术，选择多维合法

性约束中与之相契合的部分进行耦合，并对不适合

的部分予以脱耦。 结合上述命题，可以对行动者在

企业科协改革中的行动策略予以新的剖析。
（１）行政机制强化对部分合法性约束的耦合。

中国科协自上而下形成了相对严密的科层体系，与
地方科协之间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 这种“形式

层级”结构的特点是等级分明［４２］１３８。 Ａ 中心借助

体制内身份、主导性地位和体系内权威，影响系统内

各类组织和群体的行为。 加之，设计考核指标、强调

明确责任和加强过程控制等进一步强化了行政机

制。 在企业科协改革中，行政机制所能匹配和支撑

的生产目标是市场商业价值不明、操作性强、可量化

和有明确产出的方案。 行动者频繁熟练地使用行政

化组织技术，如文件加持、指标设定、节点控制等，不
断进行改革任务的量化生产。 具体来讲，行动者开

展了两个方面有效的行动策略生产。 第一，追求企

业科协组织覆盖的行动策略耦合。 虽然 Ａ 中心不

拥有行政权力，但其充分利用体制内的地位和身份，
并凭借科协组织体系内外的科层力量，进行内部管

理、资源控制和关系协调［４３］ ，以完成企业科协组织

建设方面的政治任务。 具体而言，其借助国资委、科
技部和商务部的行政权威和力量，推动科协组织嵌

入企业（园区），不断扩大企业科协的覆盖面。 与此

同时，行动者也积极依托自上而下专业化的企业工

作体系，建立相对紧密的集体行动网络，并通过提升

任务级别、开会统一思想、发文下达和分解任务、明
确指标和项目等手段，发动和激励地方科协。 如此，
其实现了科协系统内外力量相对充分且有效的利

用，这为“扩大组织覆盖”这一任务的有效生产提供

了有力支撑。 正如案例中所呈现的，企业科协数量

在多个时间节点上都有显著增加，企业科协组织新

形态逐渐多样。 这些成绩向党和国家显示了行动者

的作为和效率。 第二，吸纳企业优秀科技工作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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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服务企业技术创新的行动策略耦合。 在企业科

协改革中，行动者依靠科协自身的科层组织网络、项
目和奖励资源，偏重选拔、培育和宣传企业中的优秀

科技工作者。 在服务国家创新战略方面，行动者利

用并发挥全国学会中的技术资源和高端人才优势，
在全国范围内为企业调配和输送体制内优质的科技

资源。 这种行政化组织技术在内部控制、“自上而

下地进行动员、迅速集中资源和整合力量方面非常

有力” ［４２］１３９。 行动者正是使用这种擅长的组织技

术，将少数优秀企业科技工作者吸纳到科协组织中

并将各种创新资源下沉到企业中和整合到“创新资

源共享平台”上，从而达成上述企业科协改革目标

及任务的有效生产。 总体而言，以上这些行动策略

都被上升到了服务党和国家战略决策的高度，并在

实践中被较好地执行。 这是因为“在理性准则下，
复杂组织对那些重要的任务环境要素所最容易观察

的标准会保持高度警觉，并强调在这些标准上获得

好评” ［４４］ 。 这种动机在行动策略上的直接映射是，
行动者在企业科协改革中积极捕捉和敏锐洞悉多维

合法性约束中的显性需求，并运用行政化组织技术，
驱动学会和地方科协相对高效地完成对应的改革目

标及任务。 这背后是行动者立足组织自身行政化组

织技术禀赋，并在效率机制驱动下产生的结果。
（２）社群机制缺失对部分合法性约束的脱耦。

社群机制要求行动者突出企业科技工作者的主体

性，并通过“调动非纯粹的功利考虑因素” ［４５］ ，激
励、引导他们的行为。 因此，在促进集体行动的微观

基础上，它不同于行政化和市场化组织技术。 这要

求行动者在兑现改革目标的过程中，运用“群众化、
社会化、民主化的工作方式和方法” ［４６］ ，开展日常

活动，吸纳和组织动员广大企业科技工作者参与科

技创新。 然而，正如经验证据揭示的那样，行动者缺

少与有效执行这些改革任务相适配的社群化组织技

术。 这不利于其适应新时期开展基层整合、吸纳和

组织动员工作的需要，是导致企业科协改革制度性

规定与具体实践发生脱耦的重要原因。 第一，增强

企业科协组织活力的行动策略脱耦。 在企业科协改

革中，社群机制缺失使行动者难以及时、有效地获取

广大普通企业科技工作者的真实想法和需求，也就

难以有针对性地设计出符合他们需要的活动。 目

前，自上而下式地设计企业科协活动并推动活动的

开展，如创新方法培训和创新人才的选拔、培养，对
广大企业科技工作者的吸引力不够。 这些活动未能

形成双向、持续、良性的互动关系，进而也较难增强

他们对科协组织的信任与认同。 这影响了企业科协

日常活动的有效开展和组织活力。 “扩大有效覆

盖”和“激发组织活力”也因此并非行动者优先级最

高且有效的回应策略，所以产生了被访谈者所描述

的“僵尸型”企业科协、“管种”与“管收”脱节的问

题。 第二，吸纳和组织动员广大企业科技工作者的

行动策略脱耦。 在培养、宣传、表彰企业科技工作者

的活动设计和实施中，社群化组织技术的缺失使行

动者不注重活动参与的广泛性和平等性。 同时，行
动者未能通过建立社群机制，吸纳体制外广大企业

科技工作者与科协组织保持紧密的联系和互动。 这

不利于有效说服和动员他们广泛参与到企业技术创

新乃至国家创新战略中。 也就是说，行动者难以借

助企业科协培育和积累集体行动所需的“观念、利
益和情感” ［４１］ ，进而也就较难有效吸纳广大企业科

技工作者和开展技术创新组织动员工作。 这正是一

些被访谈者建议增加对企业科技工作者激励的初

衷。 因此，在企业科协改革中，行动者并未优先选择

那些试图增强群众性的行动方案。 总之，社群化组

织技术缺失使行动者无法有效激活企业科协，并发

挥它们在吸纳和组织动员等方面的作用。 这意味着

在企业科协改革中，不同主体间持续、密切的互动合

作网络难以形成，行动者在增强群众性这一政治任

务上较难进行有效的行为生产和完成改革目标。 这

反过来也迫使其积极寻求能够带来更多确定性、显
著性和有效性的行动策略。 最终，行动者只能优先

执行有组织技术保障且能够带来效率的实际行动，
而另一些制度需求因社群机制的掣肘难以有效生产

被束之高阁。

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企业科协改革的个案分析，本文得出如

下结论：组织技术是影响行动者采取耦合抑或脱耦

策略的关键变量；在复杂制度环境情境下，行动者偏

好有组织技术保障的改革行动策略；社群化组织技

术的缺失限制了行动者在满足制度需求时的行动策

略选择，脱耦也因此发生。 总之，在社群化组织技术

难以为有效完成与企业科技工作者相关任务提供支

撑的情况下，行动者更加倾向于依靠行政化组织技

术耦合党和国家部署的部分制度需求。 这容易导致

企业科协改革效果同初衷若即若离，也是造成群团

组织陷入“四化”困境的重要原因。 为破解上述困

境，行动者在未来企业科协活动设计和实施中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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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突出企业科技工作者的主体性，并以社群机制

培育为重点，补齐自身组织技术上的短板，从而始终

在与广大企业科技工作者密切互动、合作中有效增

强“三性”，助力经济和科技领域的现代化建设。
本文的理论贡献是主张在解释中国群团组织的

改革行动策略时，不能过度强调制度环境的影响，而
应引入组织技术这一关键因素。 这是因为在中国组

织学所面向的组织中，挑战组织生存的不确定性来

源是合法性因素，组织内用以调适不确定性冲击的

因素是组织技术这个变量。 将组织技术纳入组织分

析的新制度主义理论，有利于降低解释变量的维度，
从而更好地解释组织的行动策略逻辑。 此外，本文

仅截取 Ａ 中心推进企业科协改革这一个片段的经

验数据开展个案研究，缺乏更长时段的经验观察以

及不同时段内行动者的改革行动策略的比较分析。
同时，企业科协改革仍处于进行时，行动者的改革行

动策略脱耦是否会走向耦合，仍有待实践观察。 这

些局限有待后续研究进一步深入讨论。

注释

①中国科协是人民团体，由全国学会、协会、研究会，地方科学技术协

会及基层组织组成，所属机关单位中的在编工作人员参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进行管理，经费来源主要是财政拨款。 因此，它
在组织性质、人事管理和经费来源上都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组

织。 ②企业科协是在企业党组织领导下，由企业科技工作者自愿组

成的群众组织，主要履行为企业科技工作者服务和企业技术创新服

务的职责。 它是中国科协的基层组织，不需要在民政部门注册登记。
③它是中国科协直属事业单位，致力于服务企业科技创新和服务企

业科技工作者，经费主要来源于财政拨款，下设四个核心业务部门。
２０２０ 年，这四个部门共计 ２３ 人。 ④其他群团组织（工会、妇联、共青

团）与中国科协一样，面临同样的体制环境，处于同样的结构位置，
具有相同的组织体系和政治任务。 ⑤资料来源于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至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Ａ 中心提供的资料。 ⑥数据是笔者根据 Ａ 中心提供的

资料计算得到。 ⑦数据是笔者根据中国科协 ２０１５—２０２１ 年度事业

发展统计公报计算得到。 ⑧１～５ 分依次对应非常弱、比较弱、一般、
比较强和非常强，有效样本 １８８ 个。 数据来源于“针对地方科协企

业工作负责人的调查问卷”，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⑨资料来源于笔者访谈

记录 ２０１７０８ＨＤＺＨＫＸ００１。 ⑩资料来源于笔者访谈记录 ２０１９０７ＮＢＳ
ＫＸ００１。 “讲理想、比贡献”活动是激励广大企业科技工作参与技

术创新的群众性活动和重要工作抓手。 资料来源于笔者访谈记录

２０２００３ＺＧＫＸ００３。 资料来源于笔者访谈记录 ２０１７１０ＣＤＹＱＫＸ００１。
资料来源于笔者访谈记录 ２０１９０７ＨＺＳＫＸ００２。 数据来源：院士

专家工作站认证建设平台，ｈｔｔｐ： ／ ／ ｇｚｚ． ｓｃｅｉ． ｏｒｇ． ｃｎ ／ ｉｎｄｅｘ．ｐｈｐ？ ｇ ＝ ＆ｍ
＝ｒｚ＆ａ＝ ｉｎｄｅｘ，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 数据来源：“科创中国”中小企

业服务平台，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ｑｉｙｅｋｅｘｉｅ． ｃｏｍ ／ ｐｏｒｔａｌ ／ ｚｋｘ ／ ６ ／ ｐａｔｅｎｔＩｎ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ａｃｔｉｏｎ，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 资料来源于笔者访谈记录 ２０１８０３
ＬＬＱＹＫＸ００１。 资料来源于笔者观察笔记 ２０１９０５００１。 资料来源

于笔者观察笔记 ２０１９０６００３。

参考文献

［１］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

［Ｍ］．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７．
［２］ ＭＥＹＥＲ Ｊ Ｗ， ＲＯＷＡＮ Ｂ．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ｅ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ｍ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ｓ ｍｙｔｈ ａｎｄ ｃｅｒｅｍｏｎｙ［ Ｊ］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１９７７（２）：３４０－３６３．

［３］王诗宗，宋程成．独立抑或自主：中国社会组织特征问题重思［ Ｊ］ ．
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３（５）：５０－６６．

［４］ＣＨＥＮ Ｆ． Ｕｎｉｏｎ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Ｊ］ ．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２００９（６）：６６２－６８９．

［５］康晓强．国家治理视域下的群团组织转型：逻辑路线与突出短板：
以改革开放 ４０ 年来的中国共青团为例［ Ｊ］ ．人文杂志，２０１９（１）：
１－９．

［６］毛丹，陈佳俊．制度、行动者与行动选择：Ｌ 市妇联改革观察［ Ｊ］ ．
社会学研究，２０１７（５）：１１４－１３９．

［７］余茜．结构性位置与能动性作用：作为枢纽型社会组织的工会组

织［Ｊ］ ．行政论坛，２０１９（６）：７７－８３．
［８］陈义媛，李永萍．农村妇女骨干的组织化与公共参与：以“美丽家

园”建设为例［Ｊ］ ．妇女研究论丛，２０２０（１）：５６－６６．
［９］任大鹏，尹翠娟，刘岩．粘性与弹性：妇联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

的路径研究［Ｊ］ ．中州学刊，２０２２（３）：７３－７９．
［１０］陶建群，王克，金雄伟．科协建设助力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群

团改革的浙江探索［Ｊ］ ．人民论坛，２０１９（２８）：１０６－１０８．
［１１］ ＳＵＣＨＭＡＮ Ｍ Ｃ．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Ｊ］ ．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９５（３）：５７１－

６１０．
［１２］ＬＵ Ｙ Ｙ． Ｔｈｅ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ＧＯｓ： ａ ｎｅｗ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Ｊ］ ．

Ｃｈｉｎａ：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０７（２）：１７３－２０３．
［１３］石汀松．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自主科层：以残疾人专用机动车运营

冲突中的某地方群团组织为例［Ｊ］ ．中国非营利评论，２０２０（２）：
１１５－１３６．

［１４］ＣＨＡＮ Ａ．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ｒ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ｓｍ？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ａｎｄ ｕｎｉｏｎ ｉｎ Ｐｏｓｔ－

Ｍａｏ Ｃｈｉｎａ［Ｊ］ ．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ｆｆａｉｒｓ，１９９３（２９）：
３１－６１．

［１５］王向民．准官僚组织的自主性：义乌工会研究［Ｍ］．上海：上海人

民出版社，２０１４：２．
［１６］陈伟杰．政法传统背景下的妇联妇女权益维护（ １９８０—２０１６）

［Ｊ］ ．社会学研究，２０２１（２）：１８１－２０３．
［１７］杨柯，唐文玉．路径依赖、目标替代与群团改革内卷化：以 Ａ 市

妇联改革为例［Ｊ］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２
（３）：８０－８８．

［１８］王珍宝．中国工会转型及其困境：以上海社区工会组织运行为例

［Ｍ］．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１７．
［１９］ＹＩＮ Ｒ Ｋ．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Ｍ］． Ｌｏｓ Ａｎ⁃

ｇｅｌｅｓ： ＳＡＧ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ｃ．，２０１４：２．
［２０］折晓叶．“田野”经验中的日常生活逻辑：经验、理论与方法［ Ｊ］ ．

社会，２０１８（１）：１－２９．
［２１］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Ｎ］．人民日报，

２０１５－０７－１０（４）．
［２２］中办印发《科协系统深化改革实施方案》［Ｎ］．人民日报，２０１６－

０３－２８（１）．
［２３］关于申报中国科协 ２０１８ 年产学研融合技术创新服务体系建设

８９

　 ２０２３ 年第 ３ 期



项目的通知［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８－０５－０９） ［２０２２－０９－０６］．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ｓｃｅｉ．ｏｒｇ．ｃｎ ／ ｔｚｇｇ ／ ２０１８ ／ ０５ ／ ０９ ／ ｄｅｔａｉｌ＿２０１８０５０９３３０２９．ｈｔｍｌ．

［２４］２０２１ 年中国创新方法大赛获奖公告［ＥＢ ／ ＯＬ］．（２０２１－１２－１６）
［２０２２－０９－０６］．ｈｔｔｐ： ／ ／ ｃｘｆｆｄｓ．ｓｃｅｉ．ｏｒｇ．ｃｎ ／ ｐｏｒｔａｌ ／ ｓｃｄｓ ／ ｎｅｗｓｔｅｘｔ．ａｃ⁃
ｔｉｏｎ？ ｉｄ ＝ ４１１７５．

［２５］ＭＡＲＣＨ Ｊ Ｇ， ＯＬＳＥＮ Ｊ Ｐ． Ｒｅ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Ｍ］．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Ｆｒｅｅ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９：１６０－１６２．

［２６］ 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ＳＥＮ Ｔ， ＬÆＧＲＥＩＤ Ｐ， ＲＹＫＫＪＡ Ｌ Ｈ． Ｏｒｇａｎｉｚｉｎｇ ｆｏｒ
ｃｒｉｓｉ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Ｊ］ ．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１６（６）：８８７－８９７．

［２７］周雪光．组织社会学十讲［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３：７４．

［２８］ ＯＬＩＶＥＲ Ｃ．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ｔｏ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 Ｊ ］ ．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９１（１）：１４５－１７９．

［２９］ＡＳＨＦＯＲＴＨ Ｂ Ｅ， ＧＩＢＢＳ Ｂ Ｗ． Ｔｈｅ ｄｏｕｂｌｅ－ｅｄｇｅ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Ｊ］ ．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９０（２）：１７７－１９４．

［３０］ ＳＣＯＴＴ Ｗ 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ｉｄｅａｓ，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ａｎｄ
ｉｄｅｎｔｉｔｉｅｓ［Ｍ］． Ｌｏｓ Ａｎｇｅｌｅｓ： ＳＡＧ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ｃ．，２０１４：２６２．

［３１］ＳＣＯＴＴ Ｗ Ｒ．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ｉｎｇ ａｄｕｌｔｈｏｏｄ： ｔｈｅ ｍａｔｕｒｉｎｇ ｏｆ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Ｊ］ ． Ｔｈｅｏｒｙ ＆ 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００８（５）：４２７－４４２．

［３２］田凯．非协调约束与组织运作：中国慈善组织与政府关系的个案

研究［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４：５４－５６．
［３３］刘玉瑛，甘守义．群众工作实用大辞典［Ｍ］．北京：中共中央党校

出版社，２０１４：９．
［３４］曼海姆．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现代社会结构研究［Ｍ］．张旅平，

译．南京：译林出版社，２０１４：１９０．

［３５］ＷＡＲＮＥＲ Ｗ Ｋ， ＨＡＶＥＮＳ Ａ Ｅ． Ｇｏａｌ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ａｎｇｉ⁃
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ｏａｌｓ［ Ｊ］ ．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１９６８（４）：５３９－５５５．

［３６］ＬＩＮＤＢＬＯＭ Ｃ 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ｓ［Ｍ］．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Ｂｏｏｋｓ， Ｉｎｃ．，１９７７：１２．

［３７］ ＢＯＷＬＥＳ Ｓ． Ｍｉ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Ｍ］．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４：４７３－５０１．

［３８］顾昕．“健康中国”战略中基本卫生保健的治理创新［Ｊ］ ．中国社

会科学，２０１９（１２）：１２１－１３８．
［３９］赵静，薛澜．探究政策机制的类型匹配与运用［ Ｊ］ ．中国社会科

学，２０２１（１０）：３９－６０．
［４０］郑浩峻，于君博，舒志彪．企业科协发展报告（２０１８） ［Ｍ］．北京：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１８：８９．
［４１］郑维伟．从组织架构到微观行动：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的党群组织与

社会统合［Ｊ］ ．开放时代，２０１８（５）：１１８－１４０．
［４２］柏志英．战略机遇期妇女发展与妇女工作［Ｍ］．南京：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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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汪卫华．群众动员与动员式治理：理解中国国家治理风格的新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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