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尧引言院被理性遮蔽的情感

贫困是人类社会长期面临的社会问题遥 贫困

问题始终是党和政府关注的焦点袁为了消除贫困袁
我国先后出台了多项政策遥 精准扶贫本质上是一

种治理方式袁精准扶贫在主体尧方式和内容等方面

都具有显著的国家治理属性[1]遥 扶贫治理水平的高

低体现国家的执行能力袁 也是新时期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课题遥 与西方重视理

性尧公平尧权利尧利益不同袁我国是一个野情本体冶社
会尧野感性国家冶尧野情理社会冶袁 情感是我国的立国

和社会建设的基础袁 中国的治理体系尤其需要关

注情感层面[2]遥 翟学伟也认为袁野中国人的人情交换

和施报关系是以情感相依而非理性计算为基础冶袁
中国大多数人办事和处世原则是情理兼顾袁 甚至

野情大于理冶[3]遥
随着我国现代化发展进程的不断推进袁 理性

化程度也在不断深入遥 我国正在迈向总体支配到

技术治理的进程中[4]袁野技术治国冶已经成为重要的

治理理念[5]遥 习总书记的系列讲话饱含着对人民群

众袁尤其是贫困群体的深厚感情袁不仅体现了习总

书记对于贫困群体的个人关心袁 更是彰显了对于

贫困群体的国家关怀遥 精准扶贫本质上是一种治

理方式袁在主体尧方式和内容等方面具有显著的国

家治理属性遥 自精准扶贫实施以来袁学界的研究多

集中在对于精准扶贫的制度尧 技术等议题的讨论

上袁相对忽略了野人冶及其情感这一特殊的面向遥 精

准扶贫政策的实践也遵循技术治理的逻辑袁然而袁
技术治理在显著提高效率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问

题袁学界主要围绕现行行政体制尧村庄精英尧村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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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文化尧村庄治理结构等层面探讨其实践困境[6]袁造
成技术偏差的主要原因是单纯技术治理往往难以

适应情景化的治理弹性 [7]袁过度重视单一化尧技术

化的治理袁而忽视了农民的生存伦理观念遥 张康之

指出袁 人的行动以及社会治理基本上是建立在工

具理性尧技术理性基础之上袁排斥了人的情感和道

德袁但从经验理性的角度看袁应该凸显情感和道德

的价值[8]遥 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亟

需关注情感层面 [2]袁野人冶及其情感因素理应被纳入

到精准扶贫中遥 换言之袁情感治理被忽视和边缘化

了袁而情感的回归是消解治理技术主义的关键[7]遥
纵观我国历年的扶贫政策袁不难发现袁精准扶

贫政策蕴含着情感伦理维度[9]袁情感性因素始终贯

穿其中袁 只是由于我们过于强调了技术理性而使

得情感性因素被遮蔽起来遥 在这种意义上袁精准扶

贫的实践过程在应然意义上是情感治理尧 技术治

理等多种治理方式共同作用遥 惟其如此袁野精准扶

贫需要真感情冶尧野没有情感投入袁就谈不上精准扶

贫冶尧野精准扶贫要用心用情用力冶之类的呼声频频

见于报端遥 或许正是因为学术界受制于理性的强

大功能袁 以及对于情感的载体要要要关系可能会被

不正当使用的戒备袁 所以对于精准扶贫在政策设

计尧 政策执行以及政策评估阶段的情感因素已被

野精准冶所暗含的理性所遮蔽遥 斯通指出袁政策是从

政治情理中形成的袁政策本身就包含着矛盾[10]遥 作

为一项公共政策袁精准扶贫亦不例外袁集中体现了

公共政策的情感治理策略袁 且与一般的公共政策

相比袁 精准扶贫的情感治理功能愈加凸显遥 近年

来袁国内学术界对于西方情感社会学理论的引进袁
正在悄然唤醒我们社会情感的神经袁 并可能引发

一场情感治理研究的热潮袁 进而推动国内学术界

对于社会治理领域的相关研究遥 正是基于精准扶

贫实践中野情感冶生产被野理性冶扶贫所遮蔽而未能

纳入国内学者的理论视野袁 本文尝试以精准扶贫

为例袁阐释其中所蕴含的情感逻辑遥

二尧国家治理及其情感治理

渊一冤国家治理相关研究

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袁 学界逐步开始

进行国家治理的研究遥 治理可以分为政府治理尧社
会治理尧社区治理等多个方面袁任何治理类型的本

质和共性均是在求索提升野国家治理冶[11]遥国家治理

的模式有多种类型袁如项目制尧行政发包制尧运动

式治理等袁 这些治理模式本质上都是国家改革过

程中的纠偏机制遥 蔡禾指出袁任何国家治理都必须

解决治理的有效性与治理的合法性问题[12]袁学者周

雪光尧冯世政等从多个角度论述了该问题遥 不难发

现袁以往的国家治理研究多关注国家的制度层面袁
而相对忽略了野人冶的主体性及其情感维度遥 事实

上袁国家是由具体的人尧社会机构等要素构成的袁国
家治理既是一个政治问题袁 也是一个伦理问题[13]遥
我国正在迈向技术治理袁而相比于野技术范式冶的
大行其道而言袁以道德尧伦理为核心的野情感范式冶
相对较为缺乏[14]遥因此袁国家治理应重视情感作用遥

渊二冤情感及情感治理

情感几乎渗透到人类经验的每个方面和所有

社会关系袁 但是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方才纳入社

会学家的视野[15]渊P9-10冤遥 情感是一种社会事实袁是
构成人性的基本要素袁也是一种社会行动[16]遥 情感

兼具个人主观性和社会现实性遥 情感唤醒受遗传尧
生理尧环境尧社会等多种因素影响袁其中袁社会因素

是决定情感的主要因素 [17]渊P89冤遥 同时袁情感有正

性尧负性或者积极尧消极之分遥 特纳和肯珀指出袁物
质资源尧权力的分配与正性情感能量正相关[18]袁那
些较多获得成功体验的人则充满正性的情感体验袁
具有积极情感袁而野那些一直以来很少获得成功人

生生活体验的人袁充满了负性情感体验冶[17]渊P16冤遥
情感治理是指以情绪安抚和心灵慰藉为目标

的制度化或非制度化的情感回应袁有社会心态尧群
体心理尧个体情绪三个层次[2]遥 情感治理对于激发

行动者的积极情感袁 消解其消极情感具有重要的

作用遥 野国家是由人们指向社会结构和文化的正性

情感凝聚而成噎噎情感是维持或改变社会现实的

能量噎噎情感对社会的结构和文化具有重要的效

应冶[17]渊P159冤遥
贫困群体的消极情感对于精准扶贫进程具有

阻碍作用遥 情感唤醒的影响因素有很多袁如内在的

不适尧外在的压力等遥 精神健康学认为袁人类的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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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情绪主要与生活压力有关袁 长期暴露于多种压

力下会引起心理上的负面情绪反应[19]遥 负面情绪主

要集中在弱势群体底层袁农民阶层是消极情感体验

最强的群体之一[20]遥 贫困群体容易生成消极的情感

反应[21]袁并由此而形成不良的认知和消极的行动[22]遥
消极的情感体验会削弱贫困者的减贫意志袁 对于

贫困户的脱贫行为实施具有负向阻碍作用[23]遥除了

自身的消极情感体验外袁 社会其他群体隔离尧孤
立尧冷漠等态度袁则更加重了贫困群体社会压力袁
如果不加以干预袁 势必会加剧贫困袁 甚至会陷入

野越扶越贫冶尧野越帮越恨冶的困境[24]遥 情感社会学认

为袁野人们倾向于对消极情感进行外部归因冶 [15]

渊P141冤遥贫困群体的消极情感会导致他们将贫困归

因于外部袁进而产生对于社会和国家的消极情感遥
总之袁贫困户消极的情感体验尧错误的外部归因以

及社会群体对其孤立冷漠的态度均不利于激发他

们脱贫的内生动力和形成脱贫的主体意识遥
贫困群体的积极情感对于精准扶贫进程具有

促进作用遥 在积极情感的作用下袁贫困人口更容易

产生内生脱贫的力量袁 主动寻求改善贫困的生活

状态[25]遥 情感影响个体的行为选择袁情感关怀有利

于促进个体正确的行为选择[26]遥 因此袁培养贫困者

的脱贫感知和脱贫情感袁 有利于他们实施脱贫行

为[23]遥 其他研究亦表明袁情感的培养有利于加快脱

贫工作的速度和进程[27]袁且对于贫困群体的情感治

理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袁 可以促进贫困群体的积

极情感袁进而推动物质脱贫的展开[28]遥
精准扶贫的情感治理就是要在扶贫政策和实

践中彰显其积极情感袁减少其消极情感遥 在不断的

互动中袁干群之间形成文化共鸣尧情感联结袁进而

提升贫困群体的积极情感袁 促成贫困群体能力快

速增长[29]遥

三尧农村贫困群体的三重情感
及其弥散性情感表达

渊一冤贫困群体的三重情感院自我情感尧集体情

感和国家情感

与何雪松宏观的社会心态尧 中观的群体心理

以及微观个体情绪相对应袁 本文将贫困群体的情

感分为国家情感尧集体情感和自我情感三类遥 贫困

群体的致贫原因是复杂的袁 阿马蒂亚窑森认为袁贫
困本质上是对个人可行能力的剥夺袁 贫困不只包

括收入贫困袁还包括能力贫困和权利贫困[30]遥可见袁
贫困是多维度的袁 是多种资本贫困相互交织而形

成合力遥 从社会组织的微观水平来说袁每个个体都

处于社会结构体系中的某一具体位置上袁 社会理

论学家把这种野定位冶现象概念化为野地位安置冶[15]

渊P177冤遥 贫困群体的野地位安置冶决定了他们在地位

的阶梯上处于底层遥 贫困群体所处的社会位置以

及他们所拥有资本数量等因素容易唤醒他们的消

极情感体验遥
1.贫困群体的自我情感

自我情感指的是贫困群体对于自身价值特性

的评价遥 自我情感虽然是个体化的袁但不能简单的

归结为心理问题袁 而是应该将个体情感置入社会

的大背景中去考察袁换言之袁个体情感受社会结构

的影响和制约遥 在现有的社会结构制约下袁弱势群

体处于一种矛盾的情感状态院 通过横向和纵向的

比较袁他们认识到自己所处的弱势地位袁因此形成

对于自我的认同[31]遥贫困群体自我情感的突出之处

便是袁在社会结构愈加僵化的状况下袁意识到自身

所处的劣势社会地位却无法改变的社会现实遥 贫

困群体通过物质的贫困袁可以体现出其精神贫困尧
能力贫困袁表现为被动尧不满尧茫然尧自卑等心理遥
尽管致贫因素多样袁但其情感状态多为否定的尧消
极的袁 贫困群体的自我情感基调即为消极情感的

泛化袁表现为对自身劣势社会地位的认同遥 在消极

情感基础上形成错误的外部归因袁 将自身的贫困

归结于外部社会袁形成对于社会的抱怨尧不满尧愤
懑尧怨恨甚至仇视的情感遥 情感可以激发行动袁贫
困群体的自我情感是个人内在的心理动机袁 这种

心理动机能够进一步激活个人采取与之相适应的

行动遥 过多的消极情感不利于贫困群体主动脱贫袁
通过情感治理可以将贫困群体的消极情感向积极

情感转化袁从而促进他们积极开展脱贫行动遥
2.贫困群体的集体情感

集体情感主要通过群体之间的比较和群体内

部的认同而形成[32]遥人类学家萨姆纳首次根据群体

成员对待群体的态度袁将群体划分为内群体渊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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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冶冤和外群体渊野他群冶冤遥 内群体中成员因其内在

的相似性袁而产生情感归属和情感认同遥 成员之间

容易产生合作意识袁形成情感共鸣袁由此进一步形

塑了群体成员的身份认同遥 农村贫困群体的集体

情感通过情感表达尧情感互动来完成袁并从中获得

情感依赖尧情感支持曰通过血缘尧地缘等关系袁在相

对封闭尧联系密切的群体中生成地方性伦理袁进而

逐步形成集体认同曰基于地域上尧文化上尧经济上

的同质性袁 这些同质性及其相似境遇共同塑造了

贫困群体的集体情感状态遥 贫困既是一种客观状

况袁也是一种主观感受遥 贫困群体的物质贫困袁也
反映出他们不免存在一定程度的精神贫困袁 往往

具有消极的情感体验遥 正是为了避免受到其他村

民的蔑视和排斥袁 贫困群体会对其他群体进行分

类的基础上袁进而建构自己的认同方式遥 贫困户倾

向于融入贫困群体之中袁 群体成员之间普遍存在

的自卑尧孤独尧无助等消极心理袁导致其集体情感

基调也是消极的袁 久而久之便会形成贫困 野亚文

化冶遥 而这种野亚文化冶一旦生成袁会对扶贫工作的

进程造成负面影响遥
3.贫困群体的国家情感

国家情感是贫困群体对于国家在政治尧心理尧
文化尧历史等层面的认同态度遥 在贫困群体的日常

思维中袁国家是公平尧正义尧平等的象征遥 作为弱势

群体袁贫困群体的弱势表现为他们对物质尧能力以

及情感等需求得不到满足袁受到压力尧舆论等因素

的影响袁他们的情感往往极为敏感和脆弱袁所以袁
他们更需要国家尧社会的关怀遥 贫困群体生活在国

家的关怀之中袁特别是精准扶贫实施以来袁贫困群

体的国家情感袁经由各级干部尧村干部以及扶贫工

作队的宣传和落实袁得到了进一步增强遥 在扶贫过

程中袁贫困群体更多的感受到了国家的野在场冶袁进
一步加深了他们对于国家深度的情感认同遥

贫困群体的国家情感具体又可分为地方国家

机构的国家情感和中央国家机构的国家情感两

类遥 贫困群体在与地方国家机构发生交往的过程

中袁 日常经验表明了基于地方性而显现出的利益

化尧 无规则化袁 从而对地方国家机构的信任度较

低遥 对于贫困群体而言袁中央国家机构所具有的总

体的正当性和高度的道德性不容置疑袁 表现为对

于国家的积极稳固的认同与热爱遥 因此袁就有了群

众中广为流传的一句话要要要野中央是好的袁是地方

的歪嘴和尚把经念歪了冶袁群众对中央的高度认同

与对地方国家机构的低度认同并存袁 且越是基层

国家机构袁群众对其认同度越低袁于是也就有了群

众口耳相传的民谚院野中央是恩人袁省里是亲人袁市
里有好人袁县里有坏人袁乡村多恶人冶的说法遥

渊二冤贫困群体的弥散性情感表达

国家对于贫困群体情感状态的识别是以贫困

群体的情感表达为前提的遥 在情感表达方面袁则是

呈现于日常的生产生活中院渊1冤 在自我情感方面袁
贫困群体情感复杂尧微妙袁鉴于其在村社中的弱势

地位袁相应的就缺少话语权遥 因此袁贫困群体的日

常生活情境中袁处于一种 野半孤岛冶状态袁与周围的

人们缺乏足够的交往与互动袁呈现出孤立尧消极尧
自卑等消极的情感状态遥 渊2冤在集体情感方面袁贫
困群体表现为参与冷漠袁 尤其是对于选举政治的

参与冷漠遥 村民自治制度的实施袁为当前我国农民

的政治参与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和条件遥 然而袁
由于经济尧教育尧制度尧心理等方面的原因袁农村贫

困群体的社会融入度不高袁 对政治参与表现出无

奈尧消极尧冷漠和逃避的态度[33]遥 渊3冤在国家情感方

面袁表现在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院在地方层面袁群
体性事件和民间纠纷的连年上升袁 群众对地方政

府机构存在怨恨与不满袁 通常与具体的社会事件

相联系袁诸如侵权尧贪污等曰在中央层面袁则主要表

现于越级上访数量的连年攀升袁 体现了农村贫困

群体对于中央国家机构的信任尧认同与热爱遥 质言

之袁贫困群体的三重情感表达是弥散的袁表现在其

日常的生产生活中袁这种情感表达无处不在袁无时

无刻不在进行遥 同时袁在他们的不断的表达中建构

了对国家的认同遥

四尧野在场冶国家的聚焦式情感慰藉

精准扶贫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开发式扶贫袁因
而涉及不同层级的多元参与主体袁主要包括中央尧
省尧市尧县尧乡镇各级扶贫办尧政府职能机构以及基

层扶贫干部及贫困农户等遥 在精准扶贫执行中袁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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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是资源的提供方与委托方袁 各级政府是资源输

送的传送方和代理方袁 贫困群体则是资源的接受

方和目标方遥 纵观中国式扶贫政策的推进袁精准扶

贫概念的提出以及扶贫政策的清晰化袁 体现了政

策目标群体的逐步精确化遥
习近平的精准扶贫思想突破了传统瞄准机制

的缺陷袁 将瞄准机制聚焦于深度贫困地区和特殊

贫困群体袁取代了对于贫困地区尧贫困县尧贫困村

的较为粗放的瞄准机制遥 具体而言袁其野精准冶的要

求直接瞄向了贫困人口袁从而将野非贫困群体冶排
除在外袁体现出国家对贫困群体一家一户的聚焦遥
易言之袁 精准扶贫系列政策本身就是国家发挥集

权的优势袁 使各种资源形成一种凹面镜式的聚焦

效应袁 针对贫困群体展开各种资源投入和扶贫行

动遥 不仅如此袁为了防止执行过程中的可能偏离袁
精准扶贫的执行过程根据科层制的特点而充分发

挥了行政发包制的 野一根竹竿插到底冶 的深入效

应袁进而又体现了纵向执行过程的精准遥 精准扶贫

的瞄准机制从区县下沉到家庭个人袁精准发力尧靶
向治疗袁将扶贫对象和扶贫资源对准尧聚焦袁将资

源用到真正需要帮助的贫困人群上[34]遥 因此袁在精

准扶贫的政策设计与实践中袁国家不仅从未缺席袁
而是直接通过国家机构渊如各级党委尧政府冤工作

人员袁或者间接通过非国家机构或人员渊如体制外

精英等冤袁处处体现了国家对于贫困群体的关注与

扶持袁从而体现出一种野在场冶国家效应遥
政策过程可以分为制定尧 执行及评估三个阶

段[35]遥 在精准扶贫实施中袁在场国家在情感治理方

面的聚焦性慰藉集中体现在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中袁 包括在政策制定中政策目标群体的聚焦和政

策执行过程的聚焦两个方面遥

渊一冤政策目标群体的聚焦

中国式扶贫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遥 截止到 2014
年底袁我国约有 7000 万贫困人口遥 经过 4 年多的

扶贫攻坚袁目前 4000 多万贫困人口尚未脱贫遥 从

扶贫难度看袁 相对容易扶的人口都已经实现了脱

贫袁 剩下的贫困群体呈现出难度大尧 程度深的特

点袁当前的扶贫迈入了攻坚拔寨的阶段遥随着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间节点日益逼近袁 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袁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与 4000 万人

口的贫困状况之间袁 一股巨大的张力正在牵扯着

国家神经遥 我国一直重视贫困治理袁自 1986 年设

立了专门性的减贫工作机构开始袁 相继经历了开

发式扶贫尧八七攻坚式扶贫尧整村推进扶贫尧集中

连片扶贫和精准扶贫 5 个阶段袁 其中第 5 个阶段

尤其体现了我国贫困治理的革命性变革袁 实现了

由野粗放冶到野精准冶的根本性转变遥 由此可见袁自改

革开放以来袁 我国扶贫工作总体上遵循着逐步聚

焦的推进路径遥
首先袁 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于我国农村贫困状

况的准确评估袁 适度地展现了在场国家对于贫困

群体的情感聚焦遥早在 2001 年袁习近平就在其博士

论文中指出袁必须通过对贫困农民的扶持尧保护和

帮助噎噎促进共同致富的农村市场化发展道路[36]遥
可见袁 习近平早在福建任职期间已经饱含着对于

贫困群体的关怀遥
其次袁 系列政策文本的具体内容同样体现了

对于目标群体的聚焦遥 2013 年习近平首次提出了

野精准扶贫冶思想袁强调扶贫要实事求是尧因地制

宜尧精准扶贫遥 随着研究的深入袁精准扶贫的系列

政策也日益聚焦遥 中央制定了叶中国农村扶贫开发

纲要渊2011-2020 年冤曳袁设立了野扶贫日冶遥精准扶贫

按照野五个坚持冶的工作原则袁通过做到野六个精

准冶尧实施野五个一批冶和野十大脱贫工程冶袁解决习

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精准扶贫野扶持谁冶尧野谁来扶冶尧
野怎么扶冶三个问题袁力求到 2020 年贫困户稳定实

现野两不愁尧三保障冶目标袁确保现行标准下农村贫

困人口实现脱贫[37]遥 精准扶贫从野面冶尧野线冶到野点冶
的聚焦袁从区县下沉到家庭个人袁将资源对焦和输

入于贫困户袁资金使用效率得到了提高遥

渊二冤政策执行过程的聚焦

公共政策的执行是一项系统工程遥 相比于政

策设计袁政策执行的难度更多更大遥 恰如艾利森所

指出的袁野在实现政策目标的过程中袁方案确定的功

能只占 10%袁而其余的 90%取决于有效的执行冶[38]遥
在精准扶贫的政策执行中袁野瞄不准冶尧野精英俘

获冶尧野识别成本高冶 等问题频现于学术论著之中遥
不可否认袁 精准扶贫的实施过程中的确存在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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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遥 然而袁这些问题中有的问题具有普遍性袁有
的问题则是在学者野问题视角冶被放大而凸显遥 精

准扶贫政策的项目制运行逻辑袁从委托方袁到代理

方袁再到服务对象袁正是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多重聚

焦袁官员激励尧层层加码的执行特征袁使得中央政

府尧地方政府以及村庄等多个执行主体袁共同打造

了一枚野凹面镜冶袁实现了国家对于贫困群体的情

感慰藉遥
1.中央国家机构的聚焦式情感慰藉

国家层面对于贫困群体的情感回应体现于一

系列的政治尧经济尧文化与社会政策中袁尤其是精

准扶贫的政策设计及其执行过程袁 更是体现了对

于农村贫困群体的情感慰藉遥 让贫困人口和贫困

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袁 是中国共产

党的庄严承诺遥 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央政府在精

准扶贫的实践过程中袁不断深入乡村调查袁在面上

几乎囊括了所有的贫困区域袁尤其是 14 个集中连

片贫困区曰从调查频率上来看袁时间间隔也越来越

短曰从讲话内容和形式来看袁一方面是关于精准扶

贫的具体指示袁另一方面则是送关怀袁即把党中央

的关怀送到乡亲们的心里袁 把群众心愿转化为精

准扶贫的方针政策[39]遥如果将国务院其他领导人以

及国务院扶贫办尧 各相关部委的领导的调查及重

要讲话包括在内袁在精准扶贫政策的执行过程中袁
中央政府对于贫困群体表达了一种持续的聚焦式

情感慰藉遥
2.地方国家机构的聚焦式情感慰藉

为了层层落实上级的扶贫任务袁 各级政府成

立了扶贫办袁负责扶贫开发工作遥 在精准扶贫政策

的执行过程中袁 地方政府的参与主体主要是各级

扶贫办遥 其中袁省扶贫办尧县扶贫办是扶贫工作中

的主要推动者遥 在精准扶贫实践中袁其他省直尧市
直机关也会适当参与袁 这些机构的参与最终落实

则需要基层政府的助力遥 扶贫项目渊措施冤的最终

落实必须要依托于基层政府尧村干部的落实遥 基层

政府在精准扶贫的政策执行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

作用遥 在行政发包制的运作过程中袁基层政府是最

后的承包方袁 而其之上的所有发包方都只是在传

递指令和监督执行[40]遥基层政府在精准扶贫的过程

中袁积极贯彻中央政策袁在政策执行中也将情感治

理运用到扶贫实践中袁诸如袁送温暖袁基层政府正

是通过送温暖这种情感仪式化过程构建出国家的

野在场冶袁 从而建构出一套沟通国家与民众情感的

渠道[9]袁实现政府与民众的情感共鸣遥
3.基层干部的聚焦式情感慰藉

基层扶贫干部在精准扶贫的政策执行中发挥

了重要的作用遥 在日常实践中袁为了完成既定的任

务袁 基层干部与基层群众之间产生不同频次的社

会交往遥 这种频次一般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因素院
渊1冤具体任务执行期的长短袁短则几个月袁长则达

几年曰渊2冤具体任务的执行难度袁难度越大袁执行期

越长或者在相对既定的时期段袁 基层政府工作人

员与基层群众的互动频率增加遥 简言之袁在基层干

部与基层群众的日常社会交往中袁 会形成一定的

关系基础遥 这种关系基础有利于干群之间良性互

动袁进而增强情感联结遥 扶贫干部在扶贫中投入情

感袁以情感说服尧政策关怀等方式激发他们的潜能

和内生动力袁动员贫困户主动脱贫遥 群众在互动中

获得了情感共鸣袁进而积极脱贫袁并形成了对于干

部尧国家的情感认同遥
在精准扶贫资源输入村庄的过程中袁基层干部

不仅发挥了资源链接的重要功能袁更是投入了大量

的情感因素遥 那些取得了扶贫突出成效的地方袁扶
贫干部都将野情感路线冶作为一件法宝袁而在扶贫攻

坚的关键阶段袁野情感路线冶更是不可或缺[41]遥 相反袁
精准扶贫工作存在问题的原因之一就是扶贫干部

对人民公仆的责任担当领悟不到位袁对群众情感不

浓袁不能融入群众[42]遥 从干群互动的角度来看袁贫困

家庭与政府工作人员的互动对他们精准扶贫政策

的满意度评价有着积极的影响[43]遥 因此袁基层干部

的扶贫过程袁同时也是基层干部的情感聚焦过程遥

渊三冤聚焦式慰藉的情感治理

在场国家对于贫困群体的情感慰藉遵循着两

条基本的路径袁具有一种凹面镜的聚焦效应渊具体

参见图 1袁形似一枚凹面镜冤院渊1冤政策制定层面对

于目标群体的精准聚焦遥 在精准扶贫概念提出后袁
党中央根据精准扶贫的实践袁系列政策相应跟进袁
通过系列政策的强化从而将国家的关注点聚焦于

贫困群体袁并成为当前时段的重要任务曰渊2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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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层面对于群众的情感慰藉遥 通过核心领袖的

系列讲话精神袁 对地方政府精准扶贫的行动路线

持续给予引导遥 通过纵向的行政发包制袁完成发包

到承包袁 从而最终实现了对于政策目标群体的聚

焦遥 通过逐层锁定贫困区域尧贫困村和贫困户袁从
而在实践中逐步完成精准识别尧精准扶持尧精准管

理尧精准考核袁最终实现精准脱贫遥 必须指出的是袁
各级政府都将情感聚焦于贫困群体袁 但在聚焦方

式上存在差异袁 基层政府是以一种直接的聚焦方

式进行情感慰藉渊图中用实线表示冤袁而其他各级

政府均以一种间接方式予以情感慰藉 渊图中用虚

线表示冤遥

图 1 在场国家聚焦式慰藉的情感治理路径

在目标导向上袁 情感治理是要实现对于目标

群体的情感再生产遥 精准扶贫在目标意义上实现

野贫困群众冶在物质上野脱贫致富冶袁但事实上在情

感治理上也将取得重大成果遥 2014~2016 年间袁我
国的减贫率分别为 14.9%尧20.6%尧22.2%[44]遥精准扶

贫成效的取得袁 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贫困群体的贫

困现状袁 在政策实施过程中袁 干群之间的不断互

动袁无疑使贫困群体的积极情感得到强化袁消极情

感得以弱化袁贫困群体的情感实现了再生产遥 贫困

群体不仅在物质方面更加富裕袁 而且也实现了精

神层面尧情感层面的提升遥 如果说物质脱贫是一种

可以写入政策文本的治理目标袁那么袁情感慰藉以

及贫困群体的情感再生产则是一种未被写入政策

文本但却具有同等甚至更加重要性的目标袁 或可

称之为野民心工程冶遥 正如叶孟子窑离娄上曳中的精辟

论述袁野得天下有道袁得其民袁斯得天下矣遥 得其民

有道袁得其心袁斯得民矣遥 得其心有道袁所欲与之聚

之袁所恶勿施尔也遥 冶[45]可见袁在国家层面通过精准

扶贫使得贫困群体脱贫袁对贫困群体予以情感慰藉

与回应袁进而赢得民心袁贫困群体情感得以再生产袁
正是我国国家治理针对贫困群体的情感治理逻辑遥

五尧结论与讨论

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综合的治理体系袁 是制

度逻辑尧技术逻辑尧情感逻辑等多重逻辑的组合遥
通过对国家治理的分析发现袁野人冶 及其情感被理

性所遮蔽遥 精准扶贫在政策设计尧政策执行阶段的

情感因素被忽视和边缘化了袁 但是技术治理在实

施过程中所遭遇的诸多困境迫切需要情感的回

归袁进而来消解技术主义带来的问题遥 在精准扶贫

实践中袁通过扶贫工作人员与贫困群体的互动袁在
政策实践中的情感卷入袁 实现了干群之间的情感

联结袁促进了贫困群体的情感再生产袁体现出情感

在扶贫治理中的良好效果遥
本文以精准扶贫为例袁 揭示国家治理中的情

感逻辑遥 本文的论述包括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

两条线索院渊1冤农村贫困群体的情感表达遵循自下

而上的线索遥 依托于贫困群体的自我情感尧集体情

感和国家情感袁 贫困群体在日常生活实践中持续

地进行着情感表达袁但受制于社会环境尧国家体制

等因素袁这种情感表达是弥散性的遥 渊2冤野在场冶国
家的情感慰藉则遵循自上而下的线索遥 从中央到

地方袁精准扶贫任务通过层层打包与发包袁在政策

制定和政策执行过程的双重聚焦袁 实现国家对于

贫困群体情感的慰藉袁受到野精准冶施策的影响袁这
种情感慰藉是聚焦式的遥 通过分析可以得出袁野在
场冶 国家的情感治理逻辑是以农村贫困群体的自

下而上的情感表达为基础袁 通过政策目标群体和

政策执行过程的双重聚焦袁 实现国家对于贫困群

体自上而下的聚焦式情感慰藉遥
从根本上讲袁情感治理是一种野人心冶治理遥 贫

困群体的情感对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具有重要作

用遥 积极情感能够促进贫困群体脱贫袁消极情感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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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贫困群体脱贫遥 农村贫困群体总体上的消极情

感状态袁这种社会心理会造成消极的影响遥 通过情

感治理可以将贫困群体的消极情感转化为积极情

感袁进而实现精准脱贫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

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遥
受到西方理性至上主义的影响袁 我国的政治

领域更为注重理性袁 情感维度一度被忽视和边缘

化遥 与西方契约社会不同袁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遥
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有一套复杂的情感伦理袁 这套

伦理可以促进国家行动的合法性[9]遥 理性化的治理

方式或者技术治理在基层的现实遭遇恰恰说明

野相比于技术袁民众更信赖人尧依靠人冶袁野人情尧情
感是农村社会最具亲和性的要素冶袁看似不合理的

情感互动袁在基层治理中往往也最有效[9]遥 国家的

基层治理应该汲取基层的伦理资源[9]袁进而以此来

夯实治理合法性基础遥 情感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

要维度袁国家只有综合使用多种治理范式袁方能实

现善治遥
情感治理在国家治理的实践中日益展现出重

要作用遥 情感治理作为一种重要的治理范式袁不仅

可以运用于扶贫治理中袁 还可以推广至其他政策

和实施中遥 当前以及未来的国家治理实践应该更

加重视野情感维度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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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The Emotional Logic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National Governance

CHENG Jun
(Law School, Nan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Nanjing, Jiangsu 211816)

Abstract: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the modernization level of China爷s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has bee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including not only the modernization of institution and technology,
but also the modernization in emotional dimension. China is an 野emotion-oriented冶 society, and emotional governance
should be an important paradigm of state governance. However, emotional governance tends to be neglected in China爷s
current governance practices. It is urgent to give weight to emotional governance to overcome the disadvantages of
technical governance and institutional governance. Taking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emotional logic implicit in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finds that the emotional governance of the state is
based on the bottom-up emotional expression of the rural poor groups, and that through focus on the policy target groups
and policy implementation the state provides emotional comfort to the poor in a top-down way. The review and analysis of
the emotional dimension in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indicate that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emotional
governance in current and future national governance practice.

Key words: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national governance; emotional governance; emotional expression;
emotional comf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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