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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视域下“互联网+社区公共服务”建设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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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商贸经济不仅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部分，而且还是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在2020年初随着

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川渝地区经济发展受到了冲击，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后，川渝地区经济得到了恢复，各行各业的经济

开始复苏，在此发展视域下，对于互联网+社区服务的建设有很大的帮助，因此，本文便针对川渝地区经济视域下互联网+

社区服务的建设路径展开研究，进而推动川渝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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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usiness economy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part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also an important guarantee to 
promote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t the beginning of 2020, with the outbreak of COVID-19 epidemic,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Sichuan and Chongqing was impacted. After the COVID-19 epidemic, the economy of Sichuan and Chongqing recovered, and the 
economy of all walks of life began to recover. In this development perspective, it is of great help to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services in internet plus. Therefore, this paper studies the construction path of community services in internet plu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ichuan and Chongqing economy, and then promotes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Sichuan and Chongqing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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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当今时代是属于互联网+的时代，各行各业的发展都

与其有一定的联系，使得人们的生活模式也逐渐与其相融

合。社区服务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连，而互联网+与社区服

务的融合不仅满足于时代发展的趋势，而且，还能提高社

区居民的服务体验。除此之外，四川省在2018年出台《四

川省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十三五”规划》，此方案要

求各行各业加快与现代技术的融合，为先进制造业与当下

的服务行业有效融合打好基础[1]。2021年四川省民政厅联

合省委组织部、省委政法委等部门印发《“互联网+社区”

行动计划(2021—2025年)》(以下简称《计划》)，提出到

2025年，以智慧党建、智慧政务、智慧自治等场景营造为

重点，基本实现大数据、云计算、5G、区块链、物联网、

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在社区治理和服务中耦合应用，建成

一批智慧科技型社区，提升社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

1　当前川渝经济发展的现状

在疫情期间，川渝经济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川渝经济从

疫情开始到疫情常态化阶段，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

段便是恐慌停摆期，在这个阶段所有行业都受到冲击，停

工停产；第二个阶段便是复工复产期，在此阶段各个行业

开始陆续复工复产，人们回到各自岗位，社会开始恢复往

日运转；第三个阶段便是经济恢复期，在此期间各行各业

开始恢复自身产业发展能力，努力恢复到疫情前的发展水

平（我们当前处于第三阶段）。川渝经济在第三阶段，将

步入全面复苏阶段，在复苏之后，各行各业将得到优化升

级，同时在2022年末，疫情防控政策不断调整，疫情形式

逐步好转，将大幅度的弱化疫情常态化对川渝经济发展的

影响，提高川渝经济的有效回升[3]。

1.1  川渝经济疫情防控期间的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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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情常态化防控期间，川渝有一些企业面临一定的困

难。首先是缺乏物资，企业的原材料物资相对有一定的运

输和生产局限，无法满足川渝部分企业复工复产的需求；

然后是人员返工不足，各地疫情防控政策不同，在节前节

后会造成部分外地员工不能及时返回企业上班；最后是交

通因素，前面提到各地区疫情防控政策不同，所以交通管

制也各不相同，如此对于一些依靠物流发展的批零企业而

言，无疑是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疫情防控期间，川渝还遭

遇了线下人流量减少的问题。对于线下消费人流减少，疫

情期间的居家隔离，导致大量的线下零售店被迫关门歇业
[4]。除了生活必需品有阶段性的增长往外，其他商贸产品

整体增速放缓。但是，川渝经济在2022年仍然处于上升装

填，在2022年，川渝经济总体累计实现7.39万亿元，占全

国的6.5%，比去年同期（下同）增长4.2%（数据价值2022

年9月）。在2022年末，国家防控政策不断调整，在疫情防

控方面的不利影响逐步弱化，川渝经济将不断发展。

1.2  后疫情时代川渝经济发展面临的机遇

疫情防控期间，人们在不出门的情况下，能够知道当前

社会发展的现状，以及能够在线支付消费，因此，疫情间接

的催生了社区网络团购这一消费模式。对于社区团购这一形

式而言，是指以发起人为点，发起人将身边的商品通过微信

群向周边小区推广，以自身为中心点向四周扩散，辐射到周

边各个小区。这些发起人被称之为探客，其将周边的美食、

其他商品发到自己所创建的微信群，然后再配上一些简单的

介绍和推荐，以此形成团购，所团购的商品会送货上门。为

此，也出现了大量的团购平台，但是由于市场和人们消费习

惯的影响，社区团购并没有得到理想的结果，处于不温不火

状态，并没有为社区服务带来过多的改观[5]。

除此之外，疫情还拉快了直播带货模式的发展，使其

得到迅速发展，2020年《品质川货直播电商网络流量新高

地行动计划(2020-2022年)》(以下简称《计划》)颁布，有

效的促进了川渝直播电商的发展，且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加入直播带货行业之中。同时，川渝在

电子商务的转型方面也有较好的发展，一方面是原有的大

量电商用户，新增了自媒体短视频营销和直播营销，提升

了川渝的电子商务发展潜力；另一方面川渝是头部电商的

重要阵地，对于川渝电子商务的创新和转型都有较大的支

持，助力了川渝经济在疫情中的复苏。

2　以川渝经济发展为背景的互联网+社区服务实践策略

“互联网+”背景催生出新式的互联网思维，不断深化

互联网思维在人民生活中的渗透，资源供给主体从单一的

政府及权威机构转变为多元供给。供给模式的转变是一个

循序渐进的过程。个体在互联网中发起供给行为逐渐形成

一定规模的模仿行为，在这种自下而上的互联网现象影响

下社区服务模式的创新是十分必要的。而且，当前处于后

疫情时代，川渝经济已经经历了全面复苏阶段，转向全面

发展阶段，所以，要将多元供给主体融入到现有的社区服

务模式之中，保证资源的最大化利用，从而通过社区服务

创新带动社区经济发展，继而推动川渝经济进一步发展。

2.1  以互联网思维治理社区，设计智慧社区建设系统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在川渝经济发展的视域下，要加

快智慧社区建设系统的设计，进而满足社区经济的发展需

求。一方面要建设社区电子政务系统，系统建设之中要对

社区的需求展开深入调研，以此优化公共系统。然后建设

公文交换的模块，通过建立此模块使社区与各部门之间的

业务协同能够更有效率，之后再利用移动终端对社区现有

资源进行有效的整合。另一方面，还需要加强社区信息管

理与交流服务系统的建设，以此对社区现有资源进行有效

整合，进而提高社区信息数据的交流速度，使社区内的居

民能与社区、相关企业、以及政府进行交流沟通，进而提

高智慧社区服务的质量[6]。

对于智能设备而言，是智慧社区之中比较重要的信息输

入端，同时也是数据信息获取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所以，

智慧社区的设计要依托智能设备的优势展开。首先，要转

变以往智能化理念，从智能化单品设计转向智慧化场景

构建，积极与社区居民进行沟通，了解居民的实际生活需

求，了解其关于智能化社区的想法与建议，然后记录下，

之后在居家生活空间的设计中多考虑居民的建议，使其更

贴合居民的实际需求。在社区安全方面还需要加强智能化

设备的使用，将环境安全监测数据连入社区应急呼叫中

心，在居民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时，可以紧急联系社区应急

呼叫中心，为居民的人身安全提供防护。

除此之外，还需要加强社区监管系统的建设，在社区物

业及监管系统方面，通过互联网技术平台，改变物业服务

运作的传统模式和社区监管方式，要充分利用社区微信公

众号对社区的服务内容进行发布和管理，同时引入APP及网

络直播平台等内容，使社区工作更加公开化、透明化，在

此之中还要开设社区服务的监管专线，使居民的意见能够

顺利反映到社区物业中，并得到第一时间的处理。2022年

是我国社区治理的重要一年，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成为了社

区服务的重心。在社区智慧社区建设过程中，需要充分依

托和借助社区服务中心，应用国家社区治理基础，通过设

计智慧社区建设系统，达到互联网+社区服务的有效建设，

进而吸引川渝更多的外来资源融入社区经济体系[7]。

2.2  完善社区服务供给模式，提高互联网+社区服务质量

在川渝经济发展视域下，社区服务想要与互联网+进一

步融合，需要通过完善社区服务的供给体系，以此丰富社

区服务的内容，使社区居民从中得到更好的体验。社区供

给资源需要充分结合人口老龄化、以及中青年因为社会压

力的缘故而出现的心理问题，积极与社会相契合，满足当

代人们的实际生活需求，以此维护社会的稳定[8]。

因此，首先要建设社区智慧养老服务平台，此平台要以

老年人的实际需求为主，减少重复建设，提高信息数据的共

享率，加强老年人的社区服务体验。而且，为了提高社区养

老服务平台的建设层次，需要以政府为主导搭建此平台，对

老年人的身体健康、生活需求、以及精神方面的服务进行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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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加强与企业、社区之间的合作，引入企业资金，在社区

创建更多的社区服务岗位，带动社区养老服务体系的优化升

级，为老年人带来更优质的服务体验[9]。例如：在2022年，

我国逐步在川渝各街道建设了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辐射

街道范围内社区的老人、残疾人等相关弱势群体。要充分借

助综合养老服务中心，依托信息技术和网络科技，不断完善

社区服务供给模式，提高互联网+社区服务质量。2022年10

月，市统计局社会经济调查队针对全市10个区(县、市)的调

研报告显示：对未来社区居家养老的期盼主要体现在完善基

本生活服务、健全医养康养服务、丰富文化娱乐活动和提升

服务人员专业化水准四个方面[10]。

社区服务供给模式中还需要搭建文化供给系统，因

为，其满足于社区居民的文化生活需求，以及社会发展的

目标，所以，为了满足社区居民日常的文化生活需求，在

社区之中要搭建文化供给系统。随着社会的发展，社区文

化供给系统会逐渐成为社区服务之中的一个亮点，在其

发展过程中，要将社区文化供给系统与其他现有资源进行

融合，丰富社区服务的内容，提高社区服务质量。当今社

会，因为物质生活快而导致很多的人精神层面出现畸形发

展，对社会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所以，社区文化供给

系统要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为主，为其提供精神文化服

务，以此使社区文化供给达到智能化的发展。比如，可以

向政府建议实验“百姓文化超市”，向已开展百姓文化超

市的城市学习经验，在百姓文化超市之中以社区居民的实

际文化需求为主，通过“超市化”供应、菜单”服务、“

订单”配送的常见互联网消费服务模式,精准高效地满足了

广大群众的文化需求。因此，在社区服务供给模式中要搭

建文化供给系统，以此满足社区居民的精神文化需求[11]。

基于此，通过完善社区服务供给模式，给社区居民带来

生活与心理上的保障，进一步提高互联网+社区服务质量，

同时为川渝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发展需求。

2.3  完善社区体育活动模式，提高互联网+社区服务质量

在社区服务之中，不仅需要为居民提供优质的生活、养

老、医疗方面的服务，还需要丰富居民的业余生活。所以，

需要提高社区体育服务的供给效率，满足社区居民的体育需

要，对此，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出发推进供给侧改革：

2.3.1需要强化需求分析。因为体育运动在一定程度上

会受限于人的年龄、性别、以及职业等因素的影响，而且，

社区居民的职业与年龄都有很大的差异，这些差异会影响居

民的运动需求。比如，社区老年人比较多的话，那么社区体

育需求会在很大程度朝着养生运动偏移，如太极操；如果小

区里面青年居多，那么社区体育需求便会朝着对抗性强的运

动偏移，如篮球。因此，要利用互联网+对社区居民的体育

服务需求进行精准分析，在此过程中可以使用方兴未艾的大

数据技术，其能够精准的对居民的需求进行识别，然后为其

提供定制化、以及个性化的体育服务[12]。

2.3.2要加强体育资源的整合。在当前，川渝社区体

育资源存在浪费的情况，一些体育资源因为较为分散的原

因，使其没有得到有效的利用，造成了供需之间的不平

衡。对此，社区管理者可以与政府进行合作，对川渝现有

的公共体育设施进行有效统计，然后借助互联网将这些闲

置的体育资源进行实时发布，为社区居民提供更多体育资

源的选择，使得近距离的体育场地设施资源实现共享[1]，而

且，还能进一步推动川渝体育设施行业向社区服务靠拢，

融入社区经济，为社区居民带来更优质的社区体育服务，

进而推动川渝经济之间的融合。

3　结语

综上所述，川渝经济发展视域下“互联网+社区服务”

建设路径的研究，需要结合当前川渝经济发展的现状，并

满足互联网+社区服务发展的需求。通过构建智慧社区、

完善社区服务供给模式、以及完善社区体育活动模式方面

展开实践，充分借助当下我国社区治理中的社会工作站、

社区综合养老服务中心等平台基础，应用互联网技术，推

动社区服务的优化升级，使社区经济与川渝经济进一步融

合，在为社区居民带来更优质服务的同时，不断推动川渝

经济的有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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