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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网格化治理的路径研究——基于 T市的调查

王之然

山西师范大学 山西太原 030000

摘 要：在韧性治理背景下，基层如何提升自身的治理能力，实现协同治理是我国社区治理现代化面临的重要命题。基于 T

市特定场域，探究该市实现社区网格化治理协调运作的路径。该市在治理决策上，纵向层面，以政府为治理主体的中心，构

建垂直治理体系；横向层面，打造“网格+N”模式，吸引多元主体的参与治理，发挥治理的适应功能。在治理实践中，依据

规范的网格化治理文件、界定规范的办事流程、培养专业的网格员，实现对社会秩序的模式维持功能。在治理技术上，用数

字技术嵌入网格化治理，利用综合治理信息系统、公共应用平台、微信平台达到治理的整合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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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context of resilient governance, how to enhance grassroots governance capacity and achieve collaborativ

e governance is an important issue fac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in China. Based on a specific field i

n T cit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ath for the city to achieve coordinated operation of community grid governance. In terms

of governance decision-making, the city vertically constructs a governance system centered on the government as the gover

nance subject; horizontally, it creates a "grid + N" model, attracting the participation of diverse subjects to play an adaptive

governance function. In governance practice, by relying on standardized grid governance documents, defining standardized s

ervice processes, and cultivating professional grid officers, the model maintains social order. In terms of governance technol

ogy, digital technology is embedded in grid governance, using integrated governance information systems, public application

platforms, and WeChat platforms to achieve the integration function of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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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社区网格发轫于城市管理，是中国基层最微观的治理单

位，整合了原本分散的基层治理资源，将个体与社会紧密联

系在一起。二十大报告指出：“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

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随着社区网格化治理模式的

日趋成熟，能够释放一定的制度潜力，成为社会治理的中流

砥柱。社区网格作为小型的治理单元，能够构建“横向到到

边、纵向到底”的模式。目前，学界对网格化治理的研究主

要集中于网格化的构建机制（姜金贵、梁静国，2008；崔盼

盼，2022；朱萌，2021）、功能（陈友华、柳建坤、曾伟，2

017；张承安、邹亚楠，2016）、问题（文军，2012；陶振，

2015）展开研究，仅有个别学者从城乡视角论及社区网格化

治理的路径（李慧、韩可卫，2018；谯哲，2017）。近年来，

T市不断提升社区治理水平，致力于打造出网格化治理的样

板。因此，基于常态治理背景下，研究 T 市的社区网格化治

理的优化路径。研究主要基于 2022 年 6 月至 9 月对 T 市公

共卫生事件期间的网格化治理情况开展的深度访谈和实地

走访。访谈对象包括 T市网格化服务管理中心、应急管理局、

街道综治中心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部分社区负责人、网格

长、网格员、接线员。

一、治理主体中心化，发挥治理的协同性

在城市化的进程下，基层治理面临着复杂多样的问题和

矛盾。为了实现社会系统的平稳运行，需要运用制度对社会

的部分结构功能进行调控，从而达到结构功能协调运作的效

果。政府处于治理主体的中心，依托社区网格化治理，建构

治理体系，使社会释放强大的适应能力。

1.1 政府主导，实现精准决策

在社会治理体系的纵向结构中，政府处于网格治理的中

心位置，需要发挥决策、指挥、协调和监督的作用。T市以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全国首批试点为契机，完善社区治理机

制，推动社区治理现代化。构建“双联双应”体系，赓续红

色血脉在基层治理中的作用；健全法律服务体系，营造市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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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良好的法治氛围；建立政法全媒体宣传体系，发挥柔性治

理的作用。T 市政府重视区域间的合作，促进资源整合，推

动分散化治理向整合化治理的转变。政府借助社区网格化治

理能够实现决策“自上而下”的迅速贯通，使基层能及时对

政策做出反应，维护了社区的良好氛围。

1.2 打造“网格+N”模式，形成治理合力

在风险社会中，社会治理情境复杂多变，政府需要汇集

合力，达到对于社会秩序的保卫功能。T市运用社区网格化

治理，整合各方资源力量，推深做实社区网格化治理，构建

“网格连心、服务联动”工作机制，推出“网格+N”治理新

模式。以 H区为例，该区实行“红色网格”的治理模式，全

面构建五级联动组织体系，在辖区内培育出一批“1+2+N”

服务团队，形成了“人在网中走、事在格中办”的治理格局。

T市众多社区的“红色物业联盟”、社区网格员、志愿者组建

了突击队，发动辖区素质较高、能力较强、工作积极主动的

村民组长、居民小组长、楼栋长、群众骨干中心户等人员积

极参与到网格工作。除此之外，还有“网格+警格”、“网格+

物业”、“网格+智能”等模式，从末端发力，动员社会各种

力量和资源，维护人民群众的安全。

二、规范化的处置流程，实现模式维持

社会系统是动态变化的过程，社会成员某种社会活动的

不连续性造成了某种社会系统运行的间歇性。但是，社会系

统不会因为运行的间歇性而中断，它将通过一系列的规范和

原则使自己的运行模式潜存下来。社区是城市管理最基本的

单元，也是化解风险的重要关口。

2.1 规范性的实施文件，明确工作职责

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环境下，选择社区网格化作为一种治

理模式存在着“规范性”的取向。规范是对具体行动过程的

一种文字上的描述，从而被认为是合乎心意的，可以用一项

命令使未来的某些行动符合这个过程。在制度层面，社区网

格化治理需要遵循相关的规范性文件有序开展治理工作。T

市网格化治理的开展依据《中共 T市委 T 市人民政府关于推

深做实全市城乡网格化服务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T 市的网

格体系划分为四个层级，即区（县）、街道（乡镇）、社区（村）、

网格，城乡网格具体划分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动态调整，全市

共划分为 5061 个网格，每个网格均设置 1 名网格长、网格

员作为网格责任人。T市网格员的工作内容主要是采集信息、

动态监测、治安防范、人口管理、隐患排查、便民服务、纠

纷调解、公共卫生、文明创建、城市管理、法制宣传。

2.2 规范化的办事流程，实现高效治理

在社区网格化治理中，网格员依据规范的流程处置网格

事件，形成工作闭环。T市 KY社区的社区主任介绍道：“网

格事件的处置流程是网格员先在网格内自行处置，如果事件

在网格内处置不了，则上报给社区网格化服务管理中心，像

这样逐层上报给街道网格化服务管理中心、区网格化服务管

理中心、市网格化管理服务中心，会有相关的职能部门进行

办结，在交办的过程中网格员需要协助核查，并做好反馈。”

（访谈记录：KY-1）网格员通过走访巡查、群众反映等渠道，

及时掌握网格动态，遇到网格事件后，对于属于职责范围内

的事件迅速处理，办结后进行报备。超出职责范围内的事件，

及时上报、提级办理。社区无法解决的事务上报给街道网格

服务管理中心或派单交办给相关职能部门处理。“事权”在

区级以上职能部门的，转交给区网格服务管理中心处置。因

此，形成了“发现上报、分流交办、分级处置、督察督办、

评价反馈”的工作闭环。

图 1 T 市网格化服务管理事件处置流程图

2.3 价值规范的内化，实现角色期待

社会系统存在结构—功能的协调一致性，内化是指社会

层面的文化观念和价值取向被社会行动者认同、结合到自己

心理结构和行为模式中。在社会结构中，一种真正的行为动

机整合只有依靠制度化了的价值的内化才会产生。T市对于

招录的网格员会实行网格员业务培训班，培训重点围绕推深

做实网格化工作、社区基层网格化治理、网格化数据提交、

网格划分、平台功能培训等专题开展培训。网格员在培训中

掌握了相应的治理知识和技能，能够胜任社区的治理任务，

具备处置事件的能力。XS社区的网格员谈到培训时表示：“我

们接受的培训非常多，网格管理、应急管理、消防方面的培

训都有，这些培训对平时工作帮助挺大的，在遇到问题时，

可以比较快速的进行处置。”（访谈记录：XS-2）通过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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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网格员接受并且认可了网格化工作的价值规范，将内化

的价值规范运用到了社区网格化治理的工作中，社区网格员

角色行为的规范化、制度化会满足公众对于网格员的角色期

待，容易获得社区居民的认同。

三、数字化赋能网格，达到治理的整合

网格是基层社会治理的“神经末梢”。互联网、大数据

和人工智能为社区网格化建构提供了载体支撑，数字化技术

破除了信息孤岛，使网格化治理更有力的向基层下沉。数字

技术的运用，加强了不同治理主体间的联系，形塑了各治理

主体间的联动机制。互联网嵌入网格化治理，保证了“自上

而下”“自下而上”的信息双向传递，促进了对数字资源的

整合。

3.1 通过综合治理信息系统，构建一体化治理体系

综合治理信息系统为社会治理提供技术赋能，实现了

“多网合一、一网运行”的目标。平安 T 市综合治理信息系

统按照“数据采集-数据管理-数据分析-综合展示”的流程模

式，统合了公安、民政、人社、计生等多个系统，充分实现

了数据共享、联动共管、业务协同、动态跟踪的目标。T市

网格员能够通过该系统第一时间了解辖区内的情况，运用该

系统开展工作，T市网格化服务管理中心负责人介绍道：“所

有的网格员都通过平安 T 市综合治理信息系统，进行事情的

上报、结案等，形成一个工作闭环，原则就是发现上报、分

流交班、分级处置、督察督办、评价反馈。”（访谈记录：W

Z-1）对于 T市综合治理信息系统的使用，YB 社区的网格员

介绍，“我们根据平台推荐数据，社区也设有接线员，更加

精准、快捷的和面临困境的群众取得联系。”（访谈记录：Y

B-2）

3.2 依托微信平台，拓宽信息交互渠道

互联网是公共卫生事件期间提升社区网格员和居民充

分沟通的重要窗口，实现共同体归属感。社区网格微信群成

为 T 市动态掌握居民情况、宣传、通知的主通道，也是居民

与社区网格员对话的主要渠道。T 市网格化服务管理中心负

责人表示：“我市网格化治理的群有 6000多个，每位网格员

都有一个网格群，每个网格员在网格群里主要有以下的工作：

第一，宣传相关政策。第二，组织信息采集。还有其他的任

务，比如说，治安防范、隐患排查、矛盾化解、民生服务。”

（访谈记录：WZ-1）T市 KY社区网格员介绍说，“我们通过

微信群专门用来给居民发布相关的政策提示，同时对于不方

便出门的群众，通过微信联系，询问他们平时生活上的困难，

并积极帮助他们解决。”（访谈记录：KY-1）通过手机通信终

端，网格员和社区居民以微信群为媒介，实现了“无接触”

式的日常交流、信息的交互传递，有利于构建“共识性话语”

结构。

3.3 运用公共应用平台，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

公共应用平台汇聚了不同层级的综治部门，破除了不同

部门之间系统林立、条块分割的壁垒，整合了各部门的力量，

发挥了枢纽作用。确保了不同业务和服务的接入、开发与运

营的一致性。实现 T 市依托“万事通”平台统一的身份认证

和事项管理能力，按照“同源同质输出，多点多端办理”的

原则，实现同一事项无差别受理、同标准办理，推进公共卫

生事件期间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便利化。借助“万事通”平台，

群众可以实现无接触、无缝隙的办理业务，办理效力不断增

强。与此同时，T市利用“万事通”应用，与其他应用全面

贯通，居民可以在该应用上进行各项服务查询，有利于推进

公共服务的精准化、便捷化。

四、结语

作为社会系统的子系统，基层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

要组成部分。在社区网格化治理模式下，网格员对于网格内

的事件能够快速觉察，及时做好反馈，缓解事件带来的冲击，

抑制风险的扩展，维持社区和谐的氛围。

当前，社会环境存在一定的复杂性、脆弱性和风险性，

给社会治理带来了诸多挑战。社区网格是我国最基层的治理

单元，肩负着适应风险、及时处理群众诉求的堡垒作用，成

为基层治理的重要抓手。T市在社会治理中，以政府为主导，

纵向上，自上而下构建了垂直治理体系，横向上，积极推出

“网格+N”的治理模式，形成了治理合力，发挥了网格化治

理的适应功能。通过规范的文件、办事流程，将网格规范内

化到网格员的行动中，实现了网格化治理化解风险的功能。

以数字化技术为载体，描绘了数字与网格互嵌的图景，用互

联网、综合治理平台、公共应用平台实现了政府与群众之间

信息的双向传递，塑造了各部门公共卫生事件防控的联动机

制，保证了公共服务均等化，达到了网格化治理的整合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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