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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社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社区治理的发展则与社会治理息息相关。进入新时代，我国对于社区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指明了发展方向，构建社会治理新格局。文章主要是通过研究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发展现状，深入剖析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

题，从而提出完善城市社区治理的路径，不断地提升新时代城市社区治理的水平和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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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munity is the basic unit of socie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is closely related to social governance.

Entering the new era, China has put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community governance, pointed out the direction of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ed a new pattern of social governance. This paper mainly studies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urban community governance in China,

deeply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so as to put forward the path to improve urban community governance,

and constantly improve the level and efficiency of urban community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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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城市社区治理概述

城市社区治理是指在城市的一定地域范围内，政府部门以

及社区治理各主体，通过相互协调、合作等方式，提供社区公

共物品与公共服务，对社区公共事务进行共同管理，最终实现

社区的持续性发展，保障公共利益的目标。其特点主要有四个

方面：第一，社区治理的主体核心发生变化，由政府主导变为

多元主体共同协商；第二，社区治理在完成社会经济发展目标

的同时，也要兼顾其他要素的发展；第三，社区治理的内容更

加广泛；第四，社区治理的指导核心是合作与协商。

我国的社区治理大致分为三种理论模式：行政主导模式、

政社合作模式和多元共治模式。行政主导模式主要是以政府的

指导为主，政府是社区治理的主体；政社合作模式中社区治理

的主体是政府和社会组织，两者在发展过程中相互合作；多元

共治模式指的社区治理的主体逐渐多元化，多个主体通过协商

的方式对社区公共事务进行管理。

2 新时代城市社区治理的重要意义

第一，这是践行党的执政宗旨的必然要求，通过进行社区

治理，能够了解与居民利益密切相关的事情，做好社区工作，

能够不断提高服务居民的水平，能够让居民共享改革成果。第

二，能够不断完善创新社会治理新格局，完善党委领导、政府

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通过

加强社区治理，能够调动各个主体的积极性，通过协商方式解

决社区公共事务，形成社会治理新格局。第三，做好城市社区

治理，有助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城市社区是城市居

民居住生活的基础空间，做好社区治理有利于居民更好地参与

社区公共事务管理，提升居民主体意识，从而更好地实现基层

民主，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3 新时代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存在的问题

3.1治理主体权责职能不清晰

在现实的运行过程中，由于社区治理工作的复杂性，各个

治理主体之间的合作并非易事，导致出现了较多问题，如有些

主体权力与职责不明确，工作范围超出了自己的能力等。另外，

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中并没有对城市社区治理权力主体进行

资格授权与法定职责界定，这就会导致区政府、街道办、居委

会等主体之间出现权责职能不清晰的问题。例如，居民委员会

是社区治理的基层组织，主要承担着便民利民服务、社会保障、

科学普及等任务，同时也要协助政府开展相关工作。社区居委

会一方面代表着居民，保护居民的利益要求，具有“自治性”；

另一方面，居民委员会也是在政府或其他派出机关的管理下行

使职责，因此同时也具有“行政性”。但是由于各个治理主体

之间的权责不清晰，使得居民委员会的行政化倾向较严重，出

现“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状态。长期发展下去，将不

利于社区建设。

3.2社区居民参与不足

社区居民是社区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对社区治理的发展起

着重要作用。但是目前在实践过程中，并未发挥居民的主体作

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居民缺少参与意识，参与的

热情不足。居民是社区治理的主体力量，应积极投身其中，但

是由于部分居民对于社区治理仍然保留着“与我无关”的意识，

对于社区事务了解较少，缺乏参与能力。二是居民的参与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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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健全。居民参与的渠道和方式单一，居民对于社区治理过程

甚至不了解，固化其过程。在社区治理结果方面，居民的利益

诉求并未得到满足，反映渠道不畅通，这使得居民的参与意愿

大大降低。

3.3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不足

社区公共服务的供给者主要是政府部门，社区公共服务的

供给质量对社区治理的成效具有重要的影响。在目前的社区治

理过程中，依然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是治理资金投入有限，

社区建设的资金大部分来自政府的公共财政，社区的基础建设

得不到完善，不能够满足居民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居

民对社区的认可度。其次是社区精准化服务能力不足。在实际

治理过程中，社区的公共服务不够精准化，难以将公共服务送

到所需居民手中，甚至会导致一些服务存在浪费现象。最后是

社区的智能化建设服务不足。社区服务涉及的领域和范围十分

广泛，但是由于资金不足等问题，导致出现缺乏智慧安防系统、

信息化平台建设不完善等问题，不能够及时地倾听居民意见，

从而不能满足其各方面要求，因此在新时代，对于社区智能化

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4 新时代完善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路径

4.1明晰主体权责，构建多元化治理主体格局

一方面，在多元化主体的背景之下，要加强党组织的领导

核心作用。新时代背景下，要完善社区的党组织体系，针对社

区党委，要明确职能，在治理过程中不断发挥优势。党员干部

在社区建设过程中也要发挥其示范引领作用，解决社区的相关

矛盾和问题；对于社区居委会、业主委员会和物业公司这三个

治理主体，要充分发挥各自的功能与职责，协调三者的关系，

达到相辅相成的效果；同时社会组织的规模也越来越大，作为

社区治理的一个主体，要不断对其进行激励、引导，不断拓宽

社会组织的类型来满足居民的需要。

另一方面，要加强社区治理主体之间的合作。社区治理多

元化是时代的需要，也是科学化的发展。社区公共事务的处理

过程中，只有社区治理的各个主体充分合作，利益共享，才能

够推动社区的建设。

4.2深化居民自治实践，提升参与程度

第一，要培养居民的参与意识，强化主体意识。在社区治

理过程中，社区政府、居委会等在举办活动或者开展社区公共

事务时，尽量采用新颖、有趣的形式来引起居民的关注内容也

要以居民需求为导向，开展与居民密切相关的活动，让居民能

够乐于去参与活动，有利于激发其参与热情。另一方面，居民

是主体部分，对于社区治理的运行以及相关的政策等都需要有

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要明确自己的权利与义务，从而增强自

治意识。

第二，要拓宽居民的参与渠道。首先是政治性事务参与渠

道。参与社区的政治性事务是居民的应有权利，例如民主选举、

民主监督等。对于选举部分，社区要保证公开透明，保障居民

的知情权和参与权，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加强居民对社区的

认同度。在民主监督部分，要增强居民的监督意识，社区在治

理过程中要采纳居民的意见，同时应尽量拓宽居民进行反馈的

渠道与机制，这样既能使公民行使自己的权利，也能够对其他

主体的治理工作起到一定的约束作用，更好地促进社区的建

设。

4.3完善社区服务机制与体系，精准供给服务

首先，社区服务要以居民为中心，坚持以民为本的原则，

聚焦群众的需求，通过对居民进行上门走访等途径，统计居民

所需要解决的问题，从而能够不断完善提高社区的服务水平。

其次，要拓宽社区资金的来源渠道。社区资金是进行社区

建设、提供服务的前提保障，要加强政府资金的保障，社区建

设过程中，政府要有计划地把资金分配投入到各项设施的建设

中，保障社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也要通过社区自筹等多种

途径来提高资金的自给能力，在解决资金困难的同时，也能提

高居民对于社区的参与和认同。

最后，打造社区信息服务平台，完善社区智能化服务。随

着现代科技与信息化的不断发展，智能化以及信息化平台在社

区建设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社区服务要充分发挥智能化水

平，构建智慧社区平台，让居民在平台上就能够了解相关信息，

同时也能汇总居民的相关问题，提高社区的服务时效性。

5 结语

城市社区是服务居民群众的“最后一公里”。我国的城市

社区治理取得了一些成果，同时也积累了经验，但是仍然面临

着许多问题和困境，在新时代，坚持在党的领导下，通过各方

参与主体共同努力，创新社区治理的模式和路径，不断总结经

验，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推动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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