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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本文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结合相关理论研究，采用文献分析、扎根理论等

质性研究方法识别了 影 响 网 络 治 理 形 成 的 三 个 因 素，包 括 政 府 主 体、公 共 服 务、社 会 环

境，探讨了不同因素对网络治理形成 的 影响，形成概念模型并提出假设。据此对地方政

府相关部门进行问卷调查，运用ＳＥＭ统计方法来验证假设，从而探讨网络形成的影响因

素及路径，尝试为地方政府在网络治理形成前期更好地发挥作用提出具体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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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日臻完善和政府职能转变的不断深入，我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出现

了重大变化，这些都为建立地方政府与第三部门共同管理公共事务的网络治理奠定了良好的组织

与资源基础。然而，目前我国地方政府网络 治 理实践 处 于 形成 初期，已有实践更多是因政府限于

自身能力、资源的局限性和改进公共服务的急迫性而被动做出的选择，未达到预期的治理效果，部

分实践甚至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是地方政府在网络治理形成初期缺乏适用的理论指导和实践

借鉴，导致其对需要考虑的因素认识模糊，缺乏对可治理、责任性、合法性和有效性的全面考量，未

能根据客观环境情况有效整合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力量，也并未建立权责明晰的长效合作机制，阻

碍了治理网络作用的发挥。
正 是 基 于 对 地 方 政 府 实 施 网 络 治 理 现 状 和 存 在 问 题 的 清 醒 认 识，本 文 以 政 府 主 导 型 治 理

网 络 的 形 成 为 研 究 重 点，结 合 政 治 学、管 理 学、社 会 学 等 多 学 科 的 理 论，采 用 文 献 分 析、扎 根 理

论 等 质 性 研 究 方 法，探 讨 政 府 主 体 因 素、公 共 服 务 因 素 和 社 会 环 境 因 素 对 地 方 政 府 网 络 形 成

的 影 响。本文采用结构方程模型（ＳＥＭ）定量研 究 方 法，通 过 对 西 安、南 京、深 圳、重 庆 等 地 政 府

部门采用分层整群的判定抽样法进行调查，运用数据分 析 来 验 证 政 府 主 体、公 共 服 务、社 会 环 境

对网络形成的因果关系路径，进而对地方政府在网络治 理 形 成 前 期 更 好 地 发 挥 作 用 提 供 借 鉴 和

指导。

一、文 献 回 顾

（一）地方政府网络治理及其形成的内涵

网络治理（亦称“网络化治理”）的概念首次是由ＧｏｌｄｓｍｉｔｈＳｔｅｖｅｎ和 ＷｉｌｌｉａｍＤ．Ｅｇｇｅｒｓ（２００４）
提出的：网络治理属于一类全新的通过公共和私人部门合作，营利组织、非营利组织等多方主体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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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广泛参与以进行公共服务供给的治理模式①。在国内，学者陈振明（２００８）指出，网络治理是指为

了实现与增进公共利益，政府部门和非政府部门等众多公共行动主体彼此合作，在相互依存的环

境中分享公共权力，共同管理公共事务的过程②。
从参与主体与范围角 度，可 将 网 络 治 理 划 分 为 全 球、国 家、地 方 政 府 和 企 业 四 个 层 面。在 我

国，地方政府是指除了中央政府以外的其 他各级政 府 的 统称。本文认为地方政府网络治理指：在

一定的框架和合约规定下，地方政府通过行政授权、购买服务等合作方式与其他非政府部门（包括

企业组织、社会团体、公民个人等）一起为实现公共利益最优化而采取的协同行动③。进而，本文提

出地方政府网络治理形成指：地方政府根据特定的公共事务，选择相关的利益群体或是拥有特定

资源优势的企业和社会组织共同参与，各合作主体基于信任关系或者契约等关系建立合作机制，
进而形成对该公共事务的治理网络的过程。

（二）网络治理形成影响因素

表１　网络治理形成影响因素可借鉴研究归纳

理论或文献 观　　点 网络形成借鉴

网络合作初始条件④
高度的资源依赖、风险共担 的 需 要、合 作 经 历、项 目 复 杂 性 较 强 需 要

合作完成。

组织决议制定⑤
组织需要（资源稀缺、期望、外 部 压 力）、组 织 需 求（组 织 形 象、所 需 资

源）、支持能力（组织支持能力、环境支持能力）。

组织间合作条件⑥ 主体的合作意愿、对专业化的需求或需要、对财政资源和共担风险的依赖。

影 响 组 织 间 合 作 的

因素⑦
项目的技术不确定性，交易成本，目标一致性，信任，资源依赖性。

地 方 政 府 公 共 项 目

案例⑧

网络形成影响因素：机构设置 因 素（组 织 规 模、社 区 复 杂 性）、项 目 因

素（资源依赖、任务复杂性）、管 理 能 力 因 素（管 理 者 的 经 验 和 态 度）、
政治环境因素、社会环境因素。

家庭保护服务提供的

案例⑨
网络形成影响因素：组织因素（组织规模、资源依赖、合作经验）、项目

因素（服务类别、客户多样性、潜在合作伙伴数量）和环境因素。

一是政 府 主 体 方 面：包

括主体 合 作 意 愿、合 作

能 力、组 织 信 任、预 期

合作收益、组织规模。
二是公 共 服 务 方 面：包

括资源 依 赖 性、市 场 成

熟 度、任 务 复 杂 性、服

务类别。
三是社 会 环 境 方 面：包

括 政 治 环 境、公 民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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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现有的文献来看，国内外学者对于地方政府网络治理形成的研究并不多见，但是有关组织

间合作形成的研究相对较多。随着实践和研究的不断深入，组织间合作关系由传统的双边关系转

变为多边关系，组织间多元主体的关系也变 为网 络 化，而这种组织间合作的模式也可以理解为网

络治理。本质上，组织间合作和网络治理都是多 主 体共 同合 作 的模 式，后者是对前者的继承和发

展。因此，地方政府网络治理形成和组织间合作 形 成这 两者 的 研究 有着 许 多相似 和共 通之处，组

织间合作领域的研究也对网络治理形成的研究有借鉴意义。
网络化的安排已经发展成为公共决策和执行方面的关键战略，越来越多的对组织间网络管理

的研究指出，在网络化环境下的公共管理，需要通过组织间合作，以完成日益复杂的任务瑏瑠。传统

指挥和控制的科层制管理的失败，促使管理者去寻求新的管理方式与方法以提高公共服务的供给

效率瑏瑡。借鉴契合度较高的部分理论及研究文献，对已有的网络形成治理影响因素进行总结（见表１），
为笔者归纳地方政府网络形成影响因素进行理论铺垫。

二、模型构建及假设提出

（一）概念模型构建

通过笔者对西安市弱势群体法律援助、重庆市三峡移民培训、深圳市社会工作、南京市社区公

共服务站等具有代表性的网络治理实践的 调研，发现多元化治理主体的地位并不是平等的，政府

依然占据着很大的优势，网络治理形成和运行以政府主导型为主，无论是从治理伙伴的选择，治理

机制条款的制定，网络资源的分配，还是到最后战略决策的制定与实施。在归纳总结国内外学者

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地方政府网络治理形成的实地调研情况，本文以政府主导型治理网

络的形成为研究重点，采用文献分析法，将影响网络形成的因素划分为“主体、客体、环境”三大类，
归纳为政府主体、公共服务、社会环境三个方面因素。在此基础上，本研究按照涉及的公共服务领

域选取其中三个案例运用扎根理论进行分析，具体过程如表２。

表２　扎根理论分析过程

案例

编号
案例访谈资料摘录

开放性译码

概念化 范畴化

Ａ
西
安
市
法
律
援
助

法律援助是一项扶助贫 弱、保 障 社 会 弱 势 群 体 合 法 权 益 的 社 会

公益事业。（ａ１）
ａ１任务复杂性

　
公共服务因素

　

西安市有较多律师事 务 所 可 以 提 供 类 似 服 务（ａ２），通 过 与 这 些

律师事务所的合作可以 提 供 专 业 法 律 服 务，极 大 减 少 法 律 援 助

机构工作人员数量（ａ３）。

ａ２市场成熟度

ａ３资源依赖性

　

公共服务因素

　

在陕西省法律援助中 心 的 指 导 下（ａ４），西 安 市 法 律 援 助 中 心 引

导和鼓励非政府组织参与（ａ５），以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减低行政

成本，提高监督效力（ａ６）。

ａ４上级政府支持

ａ５政府合作能力

ａ６政府预期收益

社会环境因素

政府主体因素

４１

瑏瑠

瑏瑡

Ａｇｒａｎｏｆｆ　Ｒｏｂｅｒｔ，Ｍｉｃｈａｅｌ　ＭｃＧｕｉｒｅ：“Ｂｉｇ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ｙ２００１年第３期：第２９５－３２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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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案例

编号
案例访谈资料摘录

开放性译码

概念化 范畴化

Ｂ
重
庆
市
三
峡
移
民
培
训

从中央政府到重庆市政 府，都 将 做 好 移 民 工 作 作 为 一 项 重 大 政

治任务（ｂ１）。迁移对当地农民的 生 计 造 成 了 极 大 影 响，他 们 亟

需进行生计培训（ｂ２）。

ｂ１上级政府支持

ｂ２公民社会

　

社会环境因素

　

移民培训是移民工作的 重 要 内 容，是 移 民 搬 迁 安 置 和 发 展 扶 持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解决农民生 计 的 关 键（ｂ３）。在 重 庆 市 已 有

了部分能够提供职业培训的学校和教育机构，但师资水平、办学

条件有限（ｂ４）。

ｂ３任务复杂度

ｂ４市场成熟度

公共服务因素

　

政府推行“校企合作”方式，发展 多 种 形 式 的 职 业 教 育（ｂ５）。政

府优先选取有良好信誉和 资 质 的 职 业 教 育 集 团 进 行 合 作（ｂ６），
以期提升移民就业能力（ｂ７）。

ｂ５政府合作能力

ｂ６组织信任

ｂ７政府预期收益

政府主体因素

Ｃ
深
圳
市
社
会
工
作

《深圳民政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为实施社工专业化队伍建设

提供思路和操作方案（ｃ１）。随 着 民 众 对 社 会 服 务 需 求 的 上 升，
对政府有更高要求（ｃ２）。

ｃ１上级政府支持

ｃ２公民社会

社会环境因素

　

街道社会工作者工作主要是青少年教育、老年人保障等（ｃ３），是

对政府工作的良好补充（ｃ４）。
ｃ３任务复杂度

ｃ４资源依赖性

公共服务因素

　

发展初期，龙岗区政府通过给予资金支持等措施培育了龙祥、彩

虹、春雨三家社工服务中心，并与之开展长期合作（ｃ３）。
ｃ５政府合作能力 政府主体因素

　

　　在当前我国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下，地方政府对于网络治理的形成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在网

络治理形成过程中发挥着主导与支配的作用。对于政府主体如何影响网络治理形成，席恒和雷晓

康（２００９）指出人们之所以选择合作，是因为合作能产生收益瑏瑢。同时，合作能力强的部门往往在合

作中因其可信性和专业性能够降低交易成本，与不同的主体间频繁互动又能使其与其他组织合作

的可能性增大，这会促进网络治理的形成。社会交易理论指出，组织` 合作并组建联盟的主要目的

就是获得最大的效率以及相应的公平。每个组织在合作初期都会有特定的预期，这既包括对价值

创造的预期，也包括对价值分配的预期。此外，信任是组织间合作的基础，Ｐｕｔｎａｍ（１９９３）认为人们

之所以选择合作而不是对抗，原因首先在于彼此之间的相互信任，稳定的信任关系使自发的合作

成为可能瑏瑣。因而，政府主体因素对地方政府网络治理形成的影响作用分析，可以从政府的合作能

力、预期收益、组织信任三方面开展。
从公共服务因素来讲，基于指挥和控制的传统科层制管理存在弊病，这促使政府寻求新的管

理方式与方法以提高公共服务的提供效率。Ｇｕｌａｔｉ和Ｓｙｔｅｈ（２００７）指出一个组织的加入联盟外部

能力，是受到该组织的社会网络的影响瑏瑤。因此，即使一个组织愿意加入一个合作网络，但是还是

会受到潜在合作伙伴的可得性的限制。Ｅｎｒｉｃｏ　Ｂａｒａｌｄｉ（２０１２）认为当组织面临资源有限且无法自

５１

瑏瑢

瑏瑣

瑏瑤

席恒，雷晓康：《合作收益与公共管理：一个分析框架及其应用》，《中国行政管理》２００９年第１期：第１０９－１１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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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期：第３５－４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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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自足时，组织会倾向与外部环境中掌握 关键因素 者 进 行交 换。而当组织无法自给自足，此时就

需要向外去建立联盟关系取得所需资源瑏瑥。Ｎａｒｅｌｌｅ　Ｂｅａｕｍｏｎｔａ和Ｄｉａｎｎｅ　Ｄｒｅｄｇｅ（２０１０）认为组织

间合作的重要原因是相互之间的资源互补与依赖瑏瑦。这与笔者的调研结果相一致，此外在调研中

还发现，针对某项特定公共服务，地方政府在网络治理形成过程中，重点考虑的因素还有该项公共

服务的复杂性。综上，公共服务因素对网络治理形成的影响作用分析，可从任务复杂性、市场成熟

度和资源依赖性三方面进行。同时，地方 政府是公共服务主要提供者，公共服务因素也通过政府

因素来对网络治理形成产生影响。
环境因素对网络治理形成的影响同样不容忽视。Ｍａｔｔｅｓｓｉｃｈ和 Ｍｏｎｓｅｒｙ（２００８）认为政治和社

会环境是否支持是影响合作的重要因素，政治和社会环境主要指政治领导、资源持有者和公众支

持或反对合作的态度瑏瑧。ＧｏｌｄｓｍｉｔｈＳｔｅｖｅｎ和 ＷｉｌｌｉａｍＤ．Ｅｇｇｅｒｓ（２００４）也强调公民社会作为网络治

理中重要主体，与政府共同承担起治理的责任，公民社会在政府治理中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不仅体

现在弥补政府角色的失灵，而且还体现在以积极的姿态改变社会的治理状况，公民社会的成熟和

发展程度与网络治理的形成有着密切关系。Ｒｏｂｅｒｔ　Ａｇｒａｎｏｆｆ和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ＭｃＧｕｉｒｅ（２００１）在其文章

中提到网络治理中管理者的主要组织或基层 组 织的 重要 性，并强调上级的支持必不可少。因而，
环境因素对网络治理形成的影响作用分析，可从公民社会成熟度和上级政府支持着手，也需要考

虑其通过政府因素对网络治理形成的影响。
（二）假设提出

１．政府因素对网络治理形成的影响作用

（１）合作能力。对于政府部门而言，由于自身资源和能力的局限性，难以满足公众对公共服务

日益提高的需求。于是，政府联合其他在技术或专业上有优势的组织，形成合作伙伴关系，以达到

提供优质服务的目标。政府主体的合作能力越强，越能够降低交易成本，与多主体形成良好互动，
有助于网络治理的形成。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Ｈ１－１：政府主体合作能力与网络治理形成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２）预期收益。网络治理的目标是充分发挥政府机制、市场机制和社会群体参与的优势，实现

各方的利益帕累托均衡瑏瑨。政府是否对治理网络投入更多的资源和精力，取决于其对收益、风险和

成本等方面的认识和 预 期。在 网 络 治 理 的 形 成 阶 段，如 果 治 理 主 体 对 网 络 治 理 绩 效 预 期 是 积 极

的，就认为通过与其他 主 体 的 合 作 可 以 有 效 地 实 现 自 身 的 战 略 目 标，就 会 倾 向 于 组 建 治 理 网 络。
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Ｈ１－２：政府主体对于网络收益的预期程度与网络治理形成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３）组织信任。鄞益奋（２００７）认为网 络治 理 的形 成 有赖 于 信 任 机 制 和 沟 通 机 制 的 培 育 和 落

实，并重点强调信任机制瑏瑩。高度信任的关系中，人们更加愿意参与合作。建立在双方信任基础上

的合作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可以加快信息流通速度和提高信息处理效率，减少监督成本，增强对不

断变化的内外部环境的适应性。信任促使合作向着积极的方向发展，信任在网络治理形成中起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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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瑥

瑏瑦

瑏瑧

瑏瑨

瑏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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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Ｈ１－３：政府主体对于其他主体的信任程度与网络治理形成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综上所述，本文做出政府主体的总假设：

Ｈ１：政府因素与网络治理形成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２．公共服务因素对网络治理形成的影响作用

（１）任务复杂性。彭正银、韩炜（２０１１）认为任务复杂性是网络组织形成的诱导条件和成员间

协同行为的促进因素瑐瑠。网络治理可以促进多个组织重新配置与整合资源以完成复杂的任务。调

研也发现，当地方政府能力不足以解决复杂问题的时候，他们更有可能选择合作的方式，与其他组

织建立合作关系来增强组织应对公共管理领域复杂问题的能力。可见，任务复杂性是促进网络治

理形成的一个诱因。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Ｈ２－１：公共服务的任务复杂性程度与网络治理形成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２）市场成熟度。这里的“市场成熟性”是指公共服务提供的市场和产业环境。当社会环境中

潜在合作伙伴越多，网络治理形成的可能性就越大。在成熟的市场中，政府可以通过招标方式从

多家有能力提供服务的服务商中选择合作伙伴，能够大幅度降低成本、控制风险和获得良好服务。
同时，服务商之间形成 的 竞 争 关 系，能 够 对 签 约 和 履 约 过 程 中 机 会 主 义 的 发 生 有 一 定 抑 制 作 用。
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Ｈ２－２：公共服务的市场成熟度与网络治理形成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３）资源依赖性。资源依赖性鼓励参与主体将组织间的关系进行战略整合。当合作双方具备

较强的资源依赖性时，双方的合作关系更有可能形成，也更有可能共享各自拥有的资源技术，最终

在市场上获得组织间的竞争优势。地方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由于缺少相应的资源与专业

能力，更加依赖外部有资源和专业能力的组织或部门。资源相互依存是政府出资和私营供应商提

供社会服务之间合作关系特征中常见的现象。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Ｈ２－３：公共服务的资源依赖性与网络治理形成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Ｈ２－４：公共服务因素通过政府因素对网络治理形成产生正相关关系。

３．环境因素对网络治理形成的影响作用

（１）公民社会成熟度。地方政府由于传统执政理念的约束，在公共服务提供中的绝对优势地

位还较难转变，政府政策制度、服务理念等因素会极大影响网络治理的形成。成熟的公民社会，就

会有明确的制度规范能够降低非确定性的 负面 影 响，使政府和民间组织有清楚的权责边界，使权

力行使和责任承担都走上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改善行政环境，为双方合作提供稳定的制度环境

进而促进网络治理的形成。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Ｈ３－１：公民社会的成熟度与网络治理形成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２）上级政府支持。上级政府支持程度表明其对网络合作的重视程度。由于目前我国的行政

体制为中央集权的层级制构架，下级政府部门受上级部门的直接和全面领导，地方政府层面在没

有得到上级政府同意的情况下难以开展网 络治 理 实践，上级政府可以通过赋予更多资源、下达更

好政策规定以促进网络治理形成。结合前期的调研访谈情况，提出假设：

Ｈ３－２：上级政府支持程度与网络治理形成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Ｈ３－３：环境因素通过政府因素对网络治理形成产生正相关关系。
本文的理论假设情况总结如图１所示：

７１

瑐瑠 彭正银，韩炜：《任务复杂性研究前沿探析与未来展望》，《国外经济与管理》２０１１年第９期：第１１－１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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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理论模型及变量间结构关系示意图

　

三、研究设计

为保障调查问卷的准确性和科学性，本文在充分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对西安市弱势群体

法律援助、重庆市三峡移民培训、深圳市社会工作、南京市社区公共服务站等具有代表性的网络治

理实践开展实地调研，对多个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进行半结构化访谈，充实了问卷设计所需要的

材料，制定了调研问卷初稿。并且通过预调研，进行问卷的制定与修正。
本次调查选取不同地域和经济发展状况的城 市 进 行 调 研，包 括 中 西 部 城 市 以 及 东 南 沿 海 发

达城市。调研对象是参与网络治 理 的 政 府 部 门，这 些 部 门 在 日 常 工 作 中 往 往 与 企 业、非 营 利 组

织等关系密切，参与问卷填写的也大都为合作的领导 者 或 参 与 者。本 研 究 的 样 本 选 择 采 用 基 于

分层整群的判定抽样法，共发放问卷７００份，采用自填式，回收５８８份，回收率８４．８％，经过进一

步的整理和筛选，最终用于分析的样本 数 量 为５０１份，问 卷 有 效 率 为８５．２％。本 文 采 用 的 数 据

分析方法 为 因 子 分 析 与 结 构 方 程 模 型，使 用 的 统 计 分 析 软 件 为ＳＰＳＳ１７．０，结 构 方 程 软 件 为

Ｌｉｓｒｅｌ　８．７。

四、数据分析及结果

（一）信度效度检验

信度是对量表一致性程度的估计。本文所用的多数变量都是来自于以往的文献和研究，并对

这些测量指标结合实际进行调整，因而选择大于０．６来检验变量是否具有内部一致性，最终结果

显示所有的克朗巴赫系数都在０．７以上，表现出较好的内部一致性特征。
效度是指测量工具对其所要测量的特性究竟测量到何种程度的估计，可以分为内容效度和结

构效度。所用量表题项都建立在国内外已有 成 功研究基 础 之上，经过专家修改与检验，因此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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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较好的内容效度。结构效度主要通过收敛效度和区别效度来体现：从分析结果来看，所用变

量的标准化路径系数都很高，绝大部分都大于０．７，全都在０．６以上，因此本文所使用指标和结构

变量之间有着统计上的显著性，反映单个指标的可靠性；在本研究中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来验证

区别效度，结果显示潜变量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区别效度。
（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接下来，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来对各个 路 径关 系 进行 分析 验证。拟合的结果如表３所示，潜变

量之间的路径系数和观测变量对潜变量的载荷系数如表４及图２所示。

表３　模型的拟合指数

主要指标 χ
２／ｄｆ　 ＳＲＭＲ　 ＲＭＳＥＡ　 ＧＦＩ　 ＡＧＦＩ　 ＣＦＩ　 ＮＮＦＩ

数值 ２．２６８　 ０．０４０　 ０．０５０　 ０．８８　 ０．８６　 ０．９７　 ０．９７

　　从表３所示的模型拟合的结果来看，χ
２／ｄｆ＝２．２６８＜５，根据 Ｈａｉｒ和Ａｎｄｅｒｓｏｎ给出ＳＥＭ 模

型常用的拟合参数及其判定标准，说明上述模型拟合较好。ＳＲＭＲ＝０．０４＜０．１，ＲＭＳＥＡ＝０．０５＜
０．０８，ＧＦＩ＝０．８８＞０．８，ＡＧＦＩ＝０．８６＞０．８，ＣＦＩ＝０．９７＞０．９，ＮＮＦＩ＝０．９７＞０．９，反映整体上的模

型拟合程度较好。从以上这些模型拟合指标来看，概念模型基本是符合要求的。

图２　数据结构全模型

　

表４　模型检验结果

变量间关系 标准化路径系数 结果

合作能力→网络治理形成 ０．２５＊＊＊ 支持

预期收益→网络治理形成 ０．１７＊＊ 支持

组织信任→网络治理形成 ０．４３＊＊ 支持

政府主体→网络治理形成 ０．５６＊＊＊ 支持

任务复杂性→网络治理形成 ０．０８ 不支持

市场成熟度→网络治理形成 ０．０５ 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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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间关系 标准化路径系数 结果

资源依赖性→网络治理形成 ０．２７＊＊ 支持

公民社会成熟→网络治理形成 ０．０９ 不支持

上级政府支持→网络治理形成 ０．１２＊＊ 支持

资源依赖性→政府因素 ０．２４＊＊＊ 支持

任务复杂性→政府因素 ０．２７＊＊＊ 支持

市场成熟度→政府因素 ０．３５＊＊＊ 支持

公民社会成熟→政府因素 ０．４１＊＊＊ 支持

上级政府支持→政府因素 ０．００ 不支持

　　　　＊＊＊ｐ＜０．００１；＊＊ｐ＜０．０１；＊ｐ＜０．０５

１．政府因素与网络治理形成

从上述模型所得出的检验结果来看，假设 Ｈ１－１：政府主体的合作能力与网络治理形成之间

成正相关关系（Ｂｅｔａ＝０．２５＞０，Ｐ值为０．０００），得到验证；假设Ｈ１－２：政府对于网络治理预期收益

认识程度与网 络 治 理 形 成 之 间 成 正 相 关 关 系（Ｂｅｔａ＝０．１７＞０，Ｐ值 为０．００２），得 到 验 证；假 设

Ｈ１－３：政府对于其他主体的信任程度与网络治理形成之间成正相关关系（Ｂｅｔａ＝０．４３＞０，Ｐ值为

０．００５），得到验证；假设 Ｈ１：政府因素与网络治理形成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Ｂｅｔａ＝０．５６＞０，Ｐ值

为０．０００），得到验证。从实际的调研结果来看，合作能力、预期收益和组织信任对网络治理形成的影响

都是显著的。其中，组织信任的影响是最显著的，因为只有政府主体对网络治理其他主体足够信任，才
能充分调动政府的合作能力，所以组织信任是政府因素对网络治理形成影响因素中最重要的因子。

２．公共服务因素与网络治理形成

通过ＳＥＭ模型中公共服务因素对于网络治理形成的影响，假设 Ｈ２－１：公共服务的任务复杂

性程度与网络治理形成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Ｂｅｔａ＝０．０８＞０，Ｐ值大于０．０５），被拒绝；假设Ｈ２－２：公
共服务市场的成熟度与网络治理形成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Ｂｅｔａ＝０．０５＞０，Ｐ值大于０．０５），被拒绝；
假设 Ｈ２－３：公共服务的资源依赖性与网络治理形成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Ｂｅｔａ＝０．２７＞０，Ｐ值为

０．０００），得到验证。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任务复杂性、市场成熟性对网络治理形成的影响都并

不显著，而资源依赖性对网络治理形成的影 响 显著，是公共服务因素中对网络治理形成影响因素

中的最重要的因子。
通过政府因素对于公共服务任 务 复 杂 性、市 场 成 熟 性 以 及 资 源 依 赖 性 的 中 介 效 应 分 析，可

以得出公共服务任务复杂性、市场 成 熟 性 只 是 通 过 政 府 因 素 对 网 络 治 理 形 成 产 生 正 向 影 响，而

与网络治理形成之间并不存在 直 接 的 影 响 关 系。但 是 公 共 服 务 的 资 源 依 赖 性 对 于 网 络 治 理 形

成不仅仅有直接影响，而且还存在通过政府因素的间 接 效 应。资 源 依 赖 性 通 过 政 府 主 体 中 介 对

网络治理形成的间接作用为０．２４×０．５６＝０．１３，资 源 依 赖 性 对 于 网 络 治 理 形 成 总 的 影 响 值 为

０．２７＋０．１３＝０．４０，而任务复杂性对于网络治理形成的影响作用为０．２７×０．５６＝０．１５，市场成

熟性对于网络治理形成的影响作用为０．３５×０．５６＝０．２０。因 此，假 设 Ｈ２－４：公 共 服 务 因 素 通

过政府因素对网络治理形成产生正相关关系，得到验 证。对 比 这 三 个 变 量 对 网 络 治 理 形 成 的 标

准回归系数可以看出，资源依赖性 对 网 络 治 理 形 成 的 影 响 远 大 于 任 务 复 杂 性、市 场 成 熟 性 对 网

络形成的影响。

３．环境因素与网络治理形成

通过ＳＥＭ模型中环境因素对于网络治理形成的影响，假设 Ｈ３－１：公民社会的成熟度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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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形成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Ｂｅｔａ＝０．０９＞０，Ｐ值大于０．０５），被拒绝；假设 Ｈ３－２：上级政府支

持程度与网络治理形成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Ｂｅｔａ＝０．１２＞０，Ｐ值为０．００７），得到验证。通过政府

因素对于公民社会成熟度以及政策支持的中介效应分析，公民社会成熟度通过政府主体中介对网

络治理形成的间接作用为０．４１×０．５６＝０．２２，而上级政府支持对于网络治理的形成仅有直接效应

（Ｂｅｔａ＝０．１２，Ｐ＝０．００７）的存在，并没有通过政府因素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网络治理的形成。因

此假设 Ｈ３－３：环境因素通过政府因素对网络治理形成产生正相关关系，被拒绝。同时，可以看出

环境因素对于地方政府网络治理形成的影 响：一方面，公民社会成熟度通过政府主体的中介作用

对网络治理形成产生影响；另一方面，上级政府的支持没有通过政府主体来对网络治理产生影响。

五、结论及进一步研究

本研究对地方政府网络治理现状进行 抽 样调研，选择西安、重庆、南京、深圳四个城市的十余

个政府部门作为调研对象，分析地方政府网络治理形成与政府因素、公共服务因素、环境因素之间

的影响关系。运用ＳＥＭ统计方法对所提出的理论框架和影响因素的假设进行检验。结果表明有

７个假设得到验证，４个 假 设 未 得 到 实 证 数 据 的 支 持，政 府 因 素 中 的 合 作 能 力、预 期 收 益、组 织 信

任，公共服务因素中的资源依赖性以及环境因素中的上级政府支持会对网络治理的形成产生直接

的影响，而公共服务因素中的任务复杂性以及市场成熟性只是通过政府因素间接影响网络治理的

形成。同时，研究表明，组织信任是最重要的政府因素，资源依赖性是最重要的公共服务因素，公

民社会成熟度是最重要的环境因素。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一）从政府自身能力建设入手，推动网络治理形成。公共服务因素和公民社会成熟度通过政

府因素来对网络治理形成产生影响，为了使其更好地推动地方政府网络治理实践的开展，政府主

体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首先，需要提高政府部门的合作能力，一方面可以降低与其他组织合

作的交易成本，另一方面，合作能力高意味着政府主体可以更好地、更充分地与其他潜在主体进行

互动。其次，政府部门在合作网络形成之前需要对网络治理的收益做出客观、科学的评价与认识。
政府主体通过实施网络治理要实现公共服 务提 供 的高 效率、高质量，同时也会为了提升政府的公

信力而努力。
（二）充分发挥社会资本的作用，促进信任作用的发挥。本研究表明政府主体对于其他治理主

体的信任，会对网络治理形成产生显著性 影响。信任是治理主体关系质量中的重要维度，是组织

间合作的基础，可以降低交易和监督成本，加快信息流通速度和提高信息处理效率，增强对不断变

化的内外部环境的适应性。在我国这样一个重视社会资本的特殊环境下，政府要更加注重培养组

织间互信，发挥社会资本在网络治理中的作用。
（三）建立健全的公共服务市场机制，重视资源依赖性问题。建立健全的公共服务市场机制一

方面可以扩大网络治理主体的选择范围，让更多的潜在网络主体参与到网络治理实践中去；另一

方面，随着公共服务市场机制的完善，市场竞争程度和市场监管水平能够提高。此外，由于政府部

门作为公共服务提供者缺少相应的资源与 专业 能 力，地方政府在寻找合作对象的过程中，应把资

源依赖性作为公共服务提供的一个重要参考指标。
（四）完善公民参与机制，促进公民社会成熟化发展。地方政府在网络治理形成前期要特别重

视参与机制的建设，提供第三部门参与治理的平台和良好的参与机制，并保证能最大限度地发挥

他们的作用。参与机制的完善将有助于第三部门直接或者间接地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
有助于挖掘和发挥第三部门的潜力，从而促进公民社会的发展。

虽然本文较为全面而系统地对地方政府网络治理形成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和讨论，但是由

于主观能力的局限和客观资源的约束，存在一些局限性，有待进一步完善：（１）研究结论存在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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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性限制，为了减少经济性和地域文化差异而导致的系统性偏差，本文选取了西安、重庆、南京、
深圳等城市进行调查，但不同区域、城市网络治理的具体情况不同，研究的可推广性有待加强，笔

者接下来将扩大样本数量，进行更深入研究；（２）影响因素有待进一步扩展。本文将政府作为研究

对象来探讨地方政府网络治理形成影响因素是一个新的尝试。迄今为止，公共管理学界对网络治

理形成影响因素的框架还没有达成一个普 遍的 认 识，没有全面涵盖网络治理形成的影响因素，在

将来研究中可能需要更细致和深入的划分。（３）问卷中的量表有待完善。虽然本文在参考国内外

研究成果和对政府部门主管领导访谈的基础上设计测量问卷，并根据预调查数据分析和访谈结果

对问卷进行修改，但由于目前国内外相关研究很有限，问卷有待完善，下一步要对量表进行多次检

验和修改。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ＬＩＵ　Ｂｏ，ＷＡＮＧ　Ｂｉｎ，ＷＡＮＧ　Ｓｈａｏ－ｊｕｎ，ＹＡＯ　Ｙｉｎ－ｌｉａ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Ｘｉａｎ　Ｊｉａｏｔ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Ｘｉａｎ　７１００４９，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ｆｉｅｌ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ａｎｄ　ｕｓｉｎｇ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ｅｔｈｏｄ　ｌｉｋｅ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ｒ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ｇｒｏｕｎｄｅｄ　ｔｈｅｏｒｙ，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ｐｏｉｎｔｓ　ｏｕｔ　ｔｈｒｅ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ｔｈａｔ　ｍａｙ
ｅｘｅｒｔ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ｆｔｅｒ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ｉｔ　ｆｏｒｍｓ　ｉｔｓ　ｏｗｎ　ｍｏｄｅｌ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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