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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9·11”事件反思现代官僚政治 

作为一场悲剧事件，“9·11”给美国人心理上造成的冲击要远远大于它的物质和财产损失。无数美国

人都从电视屏幕上目睹了恐怖分子劫持飞机撞向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大楼的一幕，在那一刻他们感受到

的恐惧和不安全感是史无前例的。美国拥有两洋屏障的天然地理优势，自19世纪早期的美英战争之

后，没有任何外来的攻击者踏上过这片大陆。在将近200年的历史里，美国人的安全感是与生俱来的。

唯一的例外是1941年日本人对珍珠港的偷袭，仍然那是一场军人对军人的真正战争，并没有波及普通

百姓的安宁。众所周知，在二战的战火使欧亚大陆各国人民陷入水深火热的苦难之时，美国老百姓为

这场战争付出的代价不过是尼龙袜的短缺。 

“9·11”制造的恐惧和不安全感构成了这一年来美国国内政治变化的心理基础。围绕本土安全这个中

心任务，小布什对美国的政府体制进行了规模空前的调整和改造。联邦政府接管了机场的安保工作。

联邦调查局大张旗鼓地宣布了改革。中央情报局、国务院移民局等机构纷纷立誓要改进工作程序和作

风。与之相关的立法、修正案更是不计其数。当然，最重大的一项改革是布什提出合并相关的17个部

门，组建国土安全部。美国是一个十分重制度、重法治的国家，在出现了“9·11”这样重大的疏漏之

后，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加强法律和制度建设。 

当然，这其中也不免掺杂着部门的私心杂念。情报、移民等与事件直接相关的机构为了推脱罪责，自

然要争先恐后地表演知错就改的态度。FBI的改革本来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但其中做秀的成分也太过

露骨。国土安全工作的确需要加强，可组建一个新的内阁部们涉及到几十个相关部门和十几万工作人

员，这么复杂的系统工程事先竟然不向国会通气。有些机构的改革也颇有矫枉过正的味道。机场的安

检变得无比繁复，外国人和少数族裔美国人更得忍受不白之辱。最近去美国使领馆签证的人恐怕大多

都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在顶头上司被迫辞职之后，签证处的官员是“宁可枉杀一千，不让一人漏

网”。不过，被“枉杀”的无辜已经远远超过了一千，本·拉登有没有漏网可不好说。 

“9·11”的悲剧之所以未能避免，某种程度上就是官僚系统出现故障造成的。在“情报风波”中揭发

的“凤凰城文件”表明，美国情报机构并非事先没有发现恐怖分子的行踪和企图，而是关键性的情报

被浩如烟海的文牍吞没了。情报机构的致命失误还在于，FBI和CIA这两大核心机关之间缺乏足够的横

向交流，从而未能及时判断出潜伏的危险。这两个失误反映了现代官僚制度与生俱来的两大弊病：文

牍主义和条块分割。文牍主义使人麻木，而条块分割使人僵化。在面对突然性的、非常规的威胁挑战

时，官僚制度经常显得漏洞百出、笨拙不堪。 

事实上，现代官僚体制发展到今天，它的惰性和缺陷早已暴露无遗。人们并不是不知道弊病的存在，

只是找不到治病的良方。很多国家都在尝试改革官僚体制。早在1993年，克林顿和戈尔就提出了“重

塑政府”的变革口号，试图借用信息技术和企业管理的成功经验来改造政府。这场运动发明了很多新

名词、引进了很多新技术、也提出了很多富有启发性的新观念，但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重塑”了美

国政府，仍然是一个疑问。至少，从“9·11”之后美国人的反思和改革中可以看出，过去8年的变革

似乎丝毫没有触及官僚体制根深蒂固的弊端。“重塑政府”在某种意义上也不过是克林顿和戈尔所做

的“政治秀”而已，就象鼓噪一时的“新经济”一样，最终还是没能逃脱基本规律的制约。 



 

政治历来包含权力分配和公共管理两个层次。人们在谈论政治的时候常常过份关注权力分配过程中出

现的各种戏剧性场面，而忽略公共管理。当然，相比于前者的精彩性和可观赏性，后者的确有些乏

味。然而，真正与我们平头百姓相关的政治恰恰就是公共管理。政府行政水平和效率的高低，会直接

影响到我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透过“9·11”事件的教训，我们或许更应该关注政府的行政能力，因

为它还关系到公民们的生命和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