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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共服务低效供给与坏的公共服务体验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由于公共服务低效供给所导

致的坏公共服务体验成为各国共同面临的问题。发达

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遭遇了公共服务挑战，20 世纪 90

年代被称为“公共服务更新的十年”（decade	of	public	

service	renewal）。由于公共服务供给动机不足、伦理价

值不一，政府遭遇公众信任骤减危机，美国开始了长达

数十年以公共服务伦理重建、公共服务动力探索、行政

机构改革为内容的公共服务改革。［1］1994 年南非转型

后，面临过时的管理实践、腐败和资源的管理不善，也

开始了公共服务改革；［2］1999 年英国出台《现代化政

府》白皮书，将“整体性的公共服务供给”作为政策目

标；2001 年，新西兰开始持续关注公共服务供给问题，

并卓有成效。

在各国开展公共服务改革的同时，研究者也开始

总结造成公共服务低效供给的原因，并将其归结为：

其一，行政机构激励不当导致公共服务动机不足。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部分国家开始通过公共服务改革

提升政府信任度，并将公共服务供给问题归因为行政

机构激励不当导致的公共服务供给动机不足。［3］公共

服务动机理论聚焦于个人与组织关系，其运作机制是

通过个人表现影响组织的工作表现，［4］认为公共人员

的服务动机是促进服务高效供给的重要因素。在此基

础上，各国开始了以薪酬改革、人力资源管理制度改革

等为内容的行政机构改革，通过加大行政机构的激励

促进公共服务提供。［5］

其二，科层组织“训练性无能”（trained	incapacity）

导致公共服务回应性弱化。一方面，“科层组织的程序

化规则导致其习惯例行公事，一旦偶然事件发生，既定

条件改变，习惯于固定规则的行政人员便会反应迟钝，

即‘训练性无能’”。［6］另一方面，科层组织无法避免的、

高度理性但却具压制性的原则使科层体系成为铁笼

子，［7］导致科层体系本身调适缓慢。科层体系基于对

秩序的渴望，会继续将科层关系理性化和结构化，这些

结构最终成为组织控制不可动摇的目标。这种循环导

致组织行为被科层的理性化过程所吸纳，并越来越被

它束缚，科层体系调适变得极为困难，对社会的回应性

也日趋弱化。

其三，科层体系的“管理悖论”与碎片化治理。科

层体系的专业分工原则要求在行政管理中按照业务分

类，对各种具体工作进行分工，［8］并通过技术效率的提

高实现组织效率的提高。但科层体系的专业分工也会

产生“管理悖论”，［9］即分工太细或过分专业化导致组

织发展走向反面，出现职能交叉、机构重叠、重复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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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不高等现象。20 世纪末“新公共管理”理论将私

有制竞争引入科层体系，加剧了政客控制、专业垄断倾

向的碎片化治理（fragmented	governance），［10］进一步导

致公共服务低效供给。

公共服务低效供给在中国亦是普遍现象。从曾

经的“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到目前仍然

普遍的“项目立项要盖 100 多个印章”乃至到引发众

怒的“如何证明我妈是我妈”，都形象地反映了中国

公共服务过程的复杂性及其带来的坏体验。不少研

究都以“公共服务供给碎片化”［11］来特指中国公共

服务的低效供给现象，这种碎片化被归结为：其一，分

割。是指同一类服务被分成不同板块分散在不同职

能部门（后文也称为“部门”）。这意味着服务对象通

常需要到多个部门才能办理完同一项服务，这被称之

为多头供给。其二，隔离。是指相同或相似材料需要

重复提交。不同部门有一套自己的材料提交形式，并

且不同部门之间的材料表格互不认可。其三，繁琐。

是指不同证明材料互为前置条件导致服务无法办理。

部门习惯将其他部门的许可决定作为本部门许可的前

置条件，导致各部门都将服务对象推向下一个环节的

部门。［12］为了获得一项服务，服务对象必须开出很多

项证明，并经常因为前置证明无法开出而无法获得公

共服务。

对公共服务供给碎片化的解释涵盖两个维度：第

一，基于部门主义的解释。在部门界定问题、制定政策

和执行政策的过程中，局限于部门视角，缺乏整体意

志，导致“部门主义”、“本位主义”等。［13］部门主义的

直接表现是“地盘战”（tarf	war）。“每个部门都在各自

的地盘上制定自己的政策议程，并试图以最有效的方

式运用自己的资源，达到自己设定的政策目标”，［14］结

果是部门之间的对立与冲突。［15］第二，基于部门协调

失灵的解释。当前公共服务需求动态化、多元化和棘

手问题等特征决定了公共服务的复杂性，［16］“很多项

目都会要求不同功能系统、不同层级、同一层级不同部

门的人主动合作”。［17］但中国的问题在于部门协调失

灵，包括部门之间沟通无效、协调效率低；［18］“即使存

在单一部门无法解决的问题，部门之间也不愿意协作

解决，而是选择不作为”。［19］地方官员合作困难的根源

并不主要在于地方官员的财税激励及他们所处的经济

竞争的性质，而是在于嵌入在经济竞争当中的政治晋

升博弈的性质。［20］

以上研究解释了公共服务供给碎片化的成因，其

共同点都在于对部门利益的强调。但关键在于，首先，

如果部门利益是部门主义（包括部门协调失灵）的核

心，那么到底什么是部门利益？也即，部门到底所图何

为以至于会不断阻隔公共服务供给。其次，这种部门

利益是如何形成的？

显然，部门主义本身也是作为一种结果的中间机

制，而不是底层的解释机制。因此，我们还需要继续追

问两个重要问题：部门利益是如何形成的？部门利益

如何促成了部门主义并最终造成公共服务供给碎片

化？基于对这一问题的关注，我们对 A 市社会保障服

务部门及其服务提供过程进行了跟踪调研，获得了大

量经验材料。综合已有研究和田野调查，我们将根据

“总体性体制的部门竞争”框架分析部门利益的形成，

并解释因此而导致的部门主义以及作为一种表象的公

共服务供给碎片化。

二、总体性体制的部门竞争：一个分析框架

“每个社会的宏观管理安排与其特定的文化、制度

和权力分配特征相联系，并且根植于此”。［21］我们的分

析源自于对总体性体制特征的观察。公共服务供给作

为政府的主要职能，主要通过行政体系来实现。中国

行政体系植根于特定的总体性体制中，其运行机制被

这种总体性体制形塑，并呈现出不同于传统科层体系

的运行逻辑。

（一）总体性体制的特征

总体性体制的核心是“中央政府（广义上）对广大

国土的统辖权，体现在中央政府自上而下推行其政策

指令意图、在资源和人事安排上统辖各地的权力”。［22］

中国“议行合一”的政权组织原则决定“一经人民大

会授权，政府就可集中行使一切权力”，［23］因此，总体

性体制的核心是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合一。由于特定

的制度安排，行政体制的组织基础——部门——同时

也是政治体制运行的组织基础，而在实际运行过程中，

政治动员机制往往比行政组织规则占据更为主导的位

置，所以总体性体制呈现出“政治体制为实，行政体制

为体”的特征。我们将总体性体制理解为中国国家治

理的一种制度逻辑，其具有两个方面的特征：权力向上

集中，风险向下转移。

权力向上集中。资源配置和人事任命的权力向上

集中，并表现为阶梯化配置。在资源配置上，中央政府

掌握与地区、部门发展相关的审批权力资源、财政资源

和编制资源，并通过三定方案、财政转移支付和项目制

等方式逐级委托给地方政府及其部门。在人事任命上，

总体性体制通过上下分治的制度设计，将“治官权”，即

“选拔官员的权力，以及监督、考核和奖惩官员的权力”

保留在中央。资源配置和人事任命权力的向上集中，

使得中央政府对组织发展和个人晋升能够完整地控

制；阶梯化的逐级委托制度，强化了各级政府的等级

权威。

风险向下转移。中央政府通过上下分治的治理体

制将执政风险分散到地方政府，并且行政层级越低，风

险越大。总体性体制内，中央政府面临的首要问题是

降低执政风险，确保政权稳定，因此，需要通过选拔和

监督地方官进行执政，分散执政风险。［24］这种上下分

治的治理体制将由政府治理民众所产生的政治风险转

移到地方政府，并且呈现出行政层级越低，风险越大的

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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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总体性体制的部门运作模式

锦标赛竞争。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推行以经济

增长为基础的晋升锦标赛，省级官员的升迁概率与省

区 GDP 的增长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25］加之锦标

赛模式在中国各级地方政府的放大机制，实际上每一

级政府都处于增长竞争格局，每个官员的仕途升迁都

与本地经济增长挂钩。因此，总体性体制下的部门运

作首先表现出行政绩效与政治绩效合一的锦标赛竞争

模式。这一模式具有三个特征：晋升的政治绩效来源

于行政过程中的行政绩效；相对竞争而非绝对竞争，胜

出的标准是竞争者之间的排序而非差距，促使参与人

只关心自己与竞争者的相对位序；［26］淘汰制竞争，［27］

给定有限数目的人可以获得晋升，一个人获得晋升将

直接降低另一人晋升的机会，参与人面临的是一个零

和博弈。政治锦标赛导致官员之间的高度竞争成为部

门常态。

考核惟上机制。权力向上集中促成了部门运作

的考核惟上机制。考核惟上机制，是指各级部门以上

级政府目标作为自身目标，以完成上级政府命令作为

最重要的工作标准，其机构设置、工作方式和系统设

计等都首要考虑和上级政府对接、沟通的方便性。以

机构设置为例，各级政府呈现出“职责同构”［28］的特

点，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通过与上级政府相同或相似的

部门设置，更直接地承接上级政府的资源，完成上级

政府的工作任务。考核惟上机制导致上级政府对于

部门的垂直监督较强，来自水平方向的监督和制约则

有限。直接承受政策后果的民众无法影响官员，也就

无法保证官员对民众的多样化偏好做出足够和有效

反应。

行政部门承担政治风险。风险向下转移的直接结

果是行政部门承担政治风险，导致政治风险的行政化

和个人化。通过风险转移机制，冲突发生的场所转移

到下一层级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以及其他执行行政任

务的具体部门，政治需求（比如稳定）转变成部门任务。

因此，风险向下转移的过程，也是政治风险转化为行政

风险的过程。

三、部门代表性竞争：代表性实现、维持和保护

代议制官僚理论认为，官僚机构将产生反映所有

群体利益和需求的政策结果和产出，［29］其基本命题是，

“如果官僚的价值与公众所持价值相似，那么官僚作出

的决定一般会对公众的愿望作出反应”，［30］最大化其

价值，产生对最广泛公众有益的政策，这一理论弱化了

行政行为外部的政治控制。［31］但事实上，官僚的价值

感知与公众需求未必相似。“政府为了获得政策支持，

吸引社会各个群体加入政府，去传递和经营政策”。［32］

即使如此，一些官僚仍会感知并接受代表组织中少数

群体利益的角色，抵制组织中的其他社会群体，尽管这

些官僚很多并不属于少数群体。［33］这种代议制官僚

甚至会导致官僚往往代表社会中的统治阶级。［34］总

体性体制权力向上集中、风险向下转移的体制特征，决

定了上级政府作为政策支持的来源，上级政府具有决

定政策实施的权力、掌握政策实施的资源，从这个层面

而言，行政官员被视为在竞争政治力量过程中分配资

源的关键角色，行政决定即是政治决定。［35］因此，总

体性体制下的部门竞争围绕着部门对于上级政府“代

表性”进行，即部门代表性竞争。

如何争取上级政府的“代表性”？首要的是了解

上级政府关注什么。改革以来，以经济发展为核心的

绩效合法性成为中国国家合法性的基础，而中央则通

过不断提高执政绩效减少执政压力。［36］另一方面，经

济发展过程中，征地拆迁或者容易产生管理疏漏或其

他责任问题的公共服务领域成为政府与民众冲突高

发领域，［37］降低执政风险，确保政治制度的稳定，是

中央政府面临的另一个关键问题。［38］因此，部门代

表性竞争围绕可持续创造绩效和避免冲突这两个方

面发生，具体表现为代表性实现、代表性维持和代表

性保护三个维度，并形成总体性体制的部门竞争模型

（见图 1）。

图 1　总体性体制的部门代表性竞争模型

第一，代表性实现：争夺行政审批权及财政和编制

资源。代表性实现是部门代表性竞争的起点，其方式

在于绩效创造，并且是优于同类竞争者的绩效创造，因

为锦标赛机制是一种相对竞争。

在部门体系内部，任何稀缺但与绩效创造有关的

资源都会成为部门竞争要素，［39］权力则是首要竞争要

素。组织中通常存在两种权威：正式权威和实质权威。［40］

正式权威是指决定的权利，因此具有资源分配、审批性

质的权力成为部门争夺的重要资源。实质权威是指对

于决定的有效控制。影响部门与被管理对象的部门权

限范围和有效性［41］都属于实质权威范畴。

其次，赋予部门职能的权力同时还会附带财政资

源和编制资源。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官僚们关注官位

的特权、公共声誉、权利和管制，这些与官僚的预算规

模大小呈正比，所以官僚们的目标是追求预算规模的

最大化。［42］“可动用的资金不仅是一笔经济资源，同

样意味着政治影响力，在地方政治层面，掌握资金流的

部门拥有更大的政治影响力和话语权，成为地方政府

主要领导器重的对象”。［43］

最后，部门严格的编制管理，使编制成为中国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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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稀缺资源。固定且严格的编制管理导致编制无法通

过增加供给来满足部门需求。更重要的是，根据编制

管理制度，部门编制数量越多，相应的领导职位数量也

越多，因此编制可以为部门带来更大的晋升空间，而对

编制的竞争也成为中国部门竞争的特有现象。

第二，代表性维持：垄断信息。“出于经济或政治

竞争中对有价值信息的保护，科层制避免关于技术的

公共讨论，形成科层秘密（bureaucratic	secrecy）”。［44］

相比权力、财政和编制资源，信息资源不具备排他性，

但具有专业性和参考价值，往往需要通过部门的专业

化工作建立，［45］而非直接配置。信息作为一种专业要

素在部门的代表性竞争中发挥两种作用。首先，垄断

性信息是保证部门原有职能不被剥夺的重要工具；其

次，在职能转变过程中，由于公共事务越来越具有综合

性，部门已掌握的信息往往能够促进新职能的获得，进

而影响权力、财政和编制资源的配置。随着大数据时

代的到来，信息资源的重要性将日益增长，部门对于信

息的竞争甚至会超越“专业信息”的竞争，扩大到所有

作为大数据分析的信息。

第三，代表性保护：规避风险。安全是官员的自利

动机之一。［46］“责任规避是理解公务员行为的核心，

也是其他激励的前提”，谋求责任最小化才是官员的行

为特征。［47］“责”既包括政府官员所承担的直接责任

以及由于其特殊位置所承受的潜在损失（例如受到指

责等）。［48］总体性体制下，政治秩序的“稳定”需求使

科层组织成为“低度风险承担体系”，［49］因此，总体性

体制的风险转移机制与官员个体的责任规避动机天然

矛盾，更重要的是，相对行政风险而言，政治风险更为

不确定，因此，部门绩效评价指标也从“产出最大化”

变成“出事最小化”，通过将政治风险转变为行政风险

的方式，在行政过程中进行规避。主要表现为两种方

式：对于法律规章范围明确规定执行的工作，直接与民

众接触的部门设计出一整套复杂流程，将可能发生的

风险都设计于流程中，然后通过审查、证明等材料进行

责任规避；对于法律规章范围明确规定之外的工作，部

门通常选择消极应对。其结果是，风险规避贯穿于行

政过程的每一个环节，加剧了官僚制本身存在的繁文

缛节，并且由民众承担繁琐程序的后果。

四、部门代表性竞争与公共服务供给碎片化

总体性体制下部门的代表性竞争，形成了以争夺

资源、垄断信息和规避风险为内容的竞争，而竞争的结

果则形成了以多头供给、部门壁垒和流程复杂为特征

的行政体系。在机构设置上表现出“机构重叠、职责

交叉、权责脱节”的问题，在公共服务供给上则体现为

分割、隔离和繁琐三个特征，也即公共服务供给碎片化

（见图 2）。

（一）代表性竞争、资源争夺与多头供给

按照上述模型，部门绩效取决于部门占有的资源，

上级政府对于稀缺资源的单向配置，导致各部门展开

对资源的争夺。由于机构职能设定方案较为宏观，没

有明确、具体的权责规定，加之部门职能边界模糊这一

长久存在的问题，使得部门竞争相同相似的资源具有

了组织基础。具体表现为一类事项由多个部门分管。

在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中，一类公共服务事项，特别

是带有审批性质和资源分配功能的公共服务事项，往

往作为稀缺资源被众多部门分割，形成了公共服务的

多头供给。就社会保障服务而言，人力资源与社会保

障部门负责城镇和农村社会保险事务的管理、运营、监

管；民政部门负责社会救济、社会福利和优抚安置的管

理运行；卫生部门管理农村合作医疗；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门管理住房公积金和保障性住房；人社部、保监会、

证监会、银监会按照各自的管辖范围共同管理企业年

金。其他机构，诸如人事部、财政部、发改委、卫生部、

审计署等也有相关职能（见表 1）。

表 1　社会保障事务及其多头管理部门

社会保障事务 管理部门

社会保险体系 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门

企业年金 人社部、保监会、证监会、银监会

社会救济、社会福利和优抚安置
体系

民政部门

住房公积金和保障性住房体系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

农村合作医疗体系 卫生部

人事部、财政部、发改委、审计署等其他职能

公共服务的多头供给导致三个结果：一是服务对

象的过度精细化和服务事项的切割。比如，A 市社会

救助服务对象被分为低收入群体、离退休人员、失业人

员、残疾人、学生、优抚对象和计生家庭等七类人群，每

一类人群对应不同类型的社会救助服务，且都被分为

两到三项，每项服务由不同部门供给（见表 2）。

二是服务重复供给。以教育资助服务为例，民政

局设有福利助学项目、对部分职工子女的学费减免项

目，总工会有金秋助学项目，残联设有针对残疾人的助

学项目，此外，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还设置部分教

育资助项目。如果一个人同时符合几项条件，则需分

别进行申请，提供成套相似材料，各部门再分别进行审

核。从政府角度而言，服务供给成本提高；从服务对象

角度而言，服务获得成本也提高，并且伴随不佳的服务

体验。更重要的是，服务的重复提供导致保障资源配

置效率低下，即有的群体重复获得资源，有的需要的群

图 2　部门代表性竞争与公共服务供给碎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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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又可能没有资源。

三是服务缺失。部门利用多头供给的制度缺口，

互设服务限制条件，导致部分服务不可获得。以农村

子女学费补助服务为例，民政部门规定补助城市中的

农村人口子女学费，但补助的前提是其户口要注明“从

事农业工作”的情况，但是教育部门规定，只有本市人

口才能在本市入学，如果户口注明“从事农业工作”，

就不具备在该市接受教育的资格。这样的规定导致服

务陷入一个困境，如果要接受教育，就不能申请补助；

如果要申请补助，就不能接受教育，但是不接受教育的

话，补助也就没有发放基础。因此，这项补助就成为一

种“看得见拿不到”的补助，导致需要领取学费补助的

群体享受不到这份补助。

表 2　A 市社会救助服务的分割

服务对象 服务名称 提供部门

低收入困
难人群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

医疗救助 市民政局

最低生活
保障人员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

医疗救助 市民政局

就业困难人员援助服务 市劳动就业服务管理中心

五保对象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

医疗救助 市民政局

离退休
人员

城乡最低生活保障管理 市民政局

社会化管理退休人员特
殊困难救助资金发放

市退休职工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失业人员 城乡最低生活保障管理 市民政局

重度残
疾人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

医疗救助 市民政局

广州市困难残疾人专项
补助金申报审批

市残疾人联合会

就业困难人员援助服务 市劳动就业服务管理中心

优抚对象 医疗救助 市民政局

计生家庭
申领广东省计划生育家
庭特别扶助金

市劳动就业服务管理中心

学生

城乡最低生活保障管理 市民政局

医疗救助 市民政局

就业困难人员援助服务 市劳动就业服务管理中心

资料来源：根据 A 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服务清单整理。

（二）代表性维护、信息垄断与部门壁垒

信息作为“科层秘密”，对于部门专业性的维护具

有重要价值，成为继资源之外部门竞争的另一重要内

容。部门对于信息资源的垄断主要通过设置不同且互

不共享的信息系统设置，形成坚固的部门壁垒。

部门之间的信息隔离不仅存在于相同职能系统内

不同层级的部门，同一层级不同部门之间也存在信息

隔离。这表现为：不同公共服务类型部门建立了不同

信息系统，且互不兼容和共享。比如，目前涉及人口信

息的公安、卫计、民政、统计、房管、残联、人社、劳动、教

育、老龄、信访等部门都按照自身职能，各自建立信息

网络平台。

同时，同一公共服务类型部门建立了不同信息系

统，互不兼容也不共享。比如，同为保险系统，A 市分

别建立了医疗保险信息系统和社会保险信息系统。其

中，医疗保险信息系统中有医保药品、诊疗项目、医疗

设施服务项目和医疗保险待遇支付信息，而大量关于

参保人员和单位的基础数据、缴费信息和社会保险支

付信息则存储于社会保险信息系统。又如人口管理系

统，A 市公安局和人社局具有相似的人口管理系统，但

仅仅因为其中有少数几类信息不共享，导致两套信息

系统完全不兼容。

“公安局建立了基本完整的户籍人口数据库，其中

已经采集了十个区、两个县级市常住人口的户籍信息

和暂住人口的基本信息，我们（人社局）也有社会保障

人口数据库，采集和维护参保人员个人数据。但由于

迁入迁出、死亡等信息不共享，社会保障人口数据库和

公安局的数据不同步。”（访谈记录）

在被问及为什么不共享信息时，我们与部门负责

人之间有了如下对话：

“为什么信息系统都要自己做一个呢？”

“因为这样方便啊。”

“为什么不把信息共享给其他部门呢？”

“因为这是没好处的事情。”

“没好处就不做？”

“是啊，但也没坏处。”（访谈记录）

“没好处”有几层意思：其一，信息不同于行政审

批、财政和编制等资源，依靠上级政府配置，而是部门

在实际工作中逐渐积累起来的，不愿意共享。其二，信

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部门的专业性，是竞争过程中

不可或缺的要素，尽管信息共享是双赢的行为，但总有

信息强弱部门之分，对于强势信息部门，共享信息意味

着“利人”成分更高，而政治锦标赛下官员的“溢出效

应”内在化，对于“利人”行为不具有激励作用，即使这

种行为同样利己。更有甚者，对部分部门，信息一旦共

享，部门职能甚至会被合并，这在职能相近的部门之间

更普遍。其三，信息作为一种资源，可以成为部门发展

非正式关系的筹码。最后，如果共享信息出现问题，部

门还要承担不必要的风险，此时不仅没好处，甚至有坏

处。应该说，以上几个方面成为了部门不共享信息的

主要内在原因。

各部门的信息系统建设口径各异且兼容性差，导

致各系统只围绕自己的单项业务运行，并不会考虑数

据库衔接和信息共享。各种数据分散收集、存储和使

用，形成“信息孤岛”，也形成了部门间的壁垒。于是，

在具体公共服务供给中，服务对象因为每个部门的表

格形式不一，经常需要重复提交相似甚至相同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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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不同部门。“信息孤岛”导致的部门壁垒带来许多问

题：就政府而言，部门需要建立多个服务系统，成本激

增；部门之间交换信息，沟通困难，很多情况需要依赖

非正式关系；信息重复采集，行政人员重复劳动。就服

务对象而言，部门壁垒导致公共服务供给的隔离，服务

对象要获得一项服务，必须来回奔波于不同的部门和

同一部门的不同科室之间，重复提交信息，大大影响服

务绩效感知。

（三）代表性保护、规避风险与程序繁琐

总体性体制激化了官僚制本身的责任规避，导致

部门设置出一整套复杂流程，将政治风险转化为行政

风险，再在行政过程中进行规避。这套复杂流程在公

共服务供给过程中表现为繁琐的审批程序和证明材

料。以 A 市保障性住房为例，从申请到审批需涉及十

多个部门，包括住房保障办公室、国土房管局，房改住

建办、建委、规划局、民政局、总工会，等等，历时至少三

个月，多则一年。

“初始审核是二审二公示，街道受理初审初示，然

后区民政局会向市民政局复核，然后报到市住房保障

办，再公示，再批准资格。整个下来，就是 58 到 62 个

工作日。那老百姓的反应肯定就是服务不到位，而且

在办理这么多业务中肯定反复提交资料，觉得很麻

烦。”（访谈记录）

以上是 A 市住房保障办公室工作人员对于保障性

住房申请程序的简单复述，可以看出，工作人员对于服

务供给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民众的服务体验其实非常

清楚，但是在现有制度下，也没有可以解决的方案。

除了严格漫长的审批过程，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中

多遭人诟病的是需要大量复杂的材料证明。如，A 市

与社会保障服务相关的证明性文件多达 246 项，其中

具有国家认证的证书 50 项，各类事务表格 47 项，证

明 147 项，乃至确实出现“如何证明你妈是你妈”的

极端现象。证明性文件往往由基层政府或社区开出，

比如社区居委会。大量证明材料的存在，体现出更深

层次的问题是——大部分文件的法律效力不足。以

再婚证明开具为例。通常办理业务需要填写婚姻状

况，但当民众出示离婚证后，却通常被要求还要到所

属街道（居委会）开具离婚后没再婚的证明。事实上，

按照现有规定，如果离婚后再婚离婚证就会被收回，

所以不存在持有离婚证而再婚的情况。但众多部门

还是要求到社区开具离婚后没再婚的证明，极其繁

琐，也体现出对离婚证效力的不信任。在这种情况下，

街道（居委会）作为基层，成为自上而下风险转移的最

终载体。

在很大程度上，部门强烈的不安全感源于对风险

的担心和焦虑，因此表现为希望通过繁琐且直接的证

明材料将风险发生的可能性降到最低。“证明再证明”

在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中导致了大量的服务延迟；对

于部分有紧急需求的服务对象，则最终只能选择放

弃服务。

五、结论：从公共服务供给碎片化到整体政府

如本文开始提出的，多数研究将公共服务供给问

题归因部门利益，但并没回答公共服务供给的部门利

益究竟是什么以及部门利益为什么促成了部门主义？

我们的分析表明，总体性体制作为行政体系的制

度基础，其基本特征是政治和行政合一。因此，行政体

系作为总体性体制的组织载体也因此具有了双重属

性，即同时作为政治竞争和行政竞争的共同场所。同

样，行政体系中的官僚，也随之具有双重属性，即同时

作为政治领导和行政官员。总体性体制、行政体系和

官僚这三个层次的双重属性，决定了总体性体制中部

门竞争的特征，即部门的行政过程同时也是政治过程

（见图 3）。

图 3　部门代表性竞争的制度基础

或者说，在总体性体制中，由于没有另外的政治过

程，因此代表性只能通过部门来实现，这体现为部门的

代表性竞争。换言之，部门行政绩效的获得也就是政

治代表性的获得。在此意义上，部门不仅是公共服务

供给的单位，也是政治代表性竞争的单位和场域；公共

服务供给过程也不仅仅是公共服务的输出过程，而变

成了更复杂的利益博弈过程。经验层面的公共服务供

给碎片化现象如此严重，其症结在此。

公共服务供给碎片化导致从官员到部门的强烈部

门意识，相对应的则是普遍性的公共意识缺失。各地

盛行的政务服务中心，只能缓解公共服务分割现象，但

对于隔离和繁琐现象则难以解决。此外，与韦伯科层

制“把所有政治问题都转化为行政问题”［50］不同，部

门的代表性竞争还带来一个问题，即整个体系倾向于

将需要重点解决的行政问题定义为阶段性政治要求或

中心工作，然后以政治动员的逻辑推动。这种运作机

制的好处是令行禁止，呈现出总体性体制下的有效治

理。但是，恰恰是这一点掩盖了行政体系结构性能力

的缺失。行政体系对于运动型机制的依赖，导致部门

的职能意识和规则意识都难以建立，那些没有被定义

为政治要求或中心工作的问题，往往就会出现管理失

灵。在此角度，公共服务碎片化虽然只是行政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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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侧面，但其反应的内在症结却构成了一种总体

性现象！

公共服务供给作为政府和民众连接的桥梁，将在

很大程度上影响民众对政府形象和感知绩效的满意

度。［51］以分割、隔离和繁琐为特征的公共服务供给碎

片化在各级政府的普遍存在，带来坏的公共服务体验，

公共服务供给的高效成为凸显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内

容。在迈向新时代进程中，无疑中国正经历着更复杂

的转型，纵横交织的张力关系使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

命题被赋予了更多新的内涵和历史意义。一个具备充

足治理能力，具有与现代治理结构相匹配的职能边界和

机构设置的有效政府应当成为这个治理体系运行的基

本组织框架。［52］十九大报告也提出，“深化党和国家机

构改革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场

深刻变革”，这对于以现有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为基础

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改革无疑是一个积极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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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or Representative Competition”： An Explanation of the Fragmentation of Public Service Supply

He	Yanling　Qian	Lei

［Abstract］	The	public	service	supply	 in	China	 is	characterized	and	presented	as	much	more	segmented，	isolated	and	
cumbersome	compared	to	other	countries’	inefficient	supply	of	public	services.	The	existing	studies	attribute	the	
fragmentation	of	China’s	public	service	supply	to	the	interests	of	the	sector，	but	seldom	explains	its	connotation,	
operational	mechanism	and	public	service	process.	The	study	proposes	a	model	of“representative	competition	
among	sectors”	under	the	overall	system，	and	puts	forward	that	the	core	of	sector	interests	is	the	representative	
competition	 to	 its	higher	authorities.	The	 representative	competition	process	contains	 three	dimensions,	
which	are	 representative	 implementation，	representative	maintenance	and	representative	protection.	The	
representative	competition	process	of	 the	superior	 is	 finally	externalized	 into	 the	 fragmentation	of	public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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