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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精准供给的社区教育公共服务:
价值审视与实现机制

□ 陈 岩，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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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提升社区教育公共服务供给的精准性是社区教育内涵式发展的策略选择。从合理性、协同性、回应

性及参与性四个方面对社区教育公共服务精准供给价值进行分析，审视社区教育公共服务过程的价

值。社区教育公共服务精准供给的价值实现机制包括建立社区教育公共服务供给目标的价值判断

机制，完善社区教育公共服务供给需求的表达机制，优化社区教育公共服务供给主体的多元联动机

制，健全社区教育公共服务供给绩效的评估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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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十三五”规划明确指出，“必须在适度扩

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

供给能力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

化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要”［1］。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不仅针对经济领域，也适用于教育领域，包

括社区教育。社区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经济

转型发展背景下对社区教育提出的直接要求。重

点是从解决社区教育供给侧与需求侧现有矛盾入

手，兼顾社区受教育者与社区教育供给端问题，基

于对社区成员学习需求、学习习惯和学习偏好的有

效识别，引导供给方真正认识每个学习者个体，通

过对需求结构、供给结构和要素结构的有效调整，

提升供给端质量与效率，为社区成员提供丰富、多
元、可选择的教育资源、教育环境和教育服务模式。
将精准化理念引入社区教育公共服务供给，是“在

公共服务资源总量限定和稀缺的前提下，秉行公平

公正公开的供给服务理念，兼顾公共服务‘均等

化’‘普惠型’供给的同时，面向社区公众需求，精

准识别、精细运行，以实现公共服务资源最优化配

置，供需高效对接”［2］。通过精准补齐社区教育公

共服务短板，统筹配置服务资源，提高服务供给体

系质量和效率，可以切实保障社区成员更加公平享

有基本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一、社区教育公共服务供给价值取向

的提出

社区教育公共服务供给包括行政机制、市场

机制、社会机制等多重治理机制。治理理论为其

在内涵、目标及供给方式等方面注入新的价值因

素，拓宽了社区教育价值取向。
将社区教育公共服务供给融于治理体系中思

考，前提是认识的价值取向从管理型治理体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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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型治理体系的转变。管理型治理体系中，

“建立在官僚理性基础上的政府尽管在努力提供

规范化的服务与产品，但它与不同文化背景的公

民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疏远了……标准化的政策、
程序与多样化的敢于直言表述自己观点的公民之

间的关系越来越不协调”［3］。服务型治理体系

中，“服务成为治理体系中的核心伦理价值，成为

这种治理模式得以生长的基础，在服务型治理活

动中，政府所追求的不再是管理型治理模式下的

效率主导，而是强调公共利益的实现，倡导公平正

义的实现”［4］。服务型治理既包含以往治理模式

中沿袭而来的价值因素，也包含价值体系与外部

开放中交换获得的新质因素，随着权力发生基础

和运行机制的变化，价值结构也发生变化。“这

种价值因素的多样化、价值结构的复杂化，必然会

使价值标准、价值尺度体现出多层次特征。”［5］

对社区教育公共服务供给价值维度的思考契

合了服务型治理价值取向的研究趋势。价值取向

对社区教育公共服务供给具有重要的引导和规范

作用，它“关注社区教育供给由生产什么、为谁生

产、由谁来生产、如何生产四个价值要素所形成的

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价值

链”［6］，具体规定公共服务供给的目标、主体、内

容及方式，指导公共服务供给绩效评价，贯穿于社

区教育公共服务供给整个过程。
有效的社区教育公共服务供给不仅要发挥每

个社区成员的积极性、创造性和主动性，而且要把

他们集中到共同目标的实现上来。社区成员接受

社区教育公共服务精准供给，正是接受特定的价

值取向，本质上体现了公共服务供给合目的性与

合规律性的统一。由此，探讨和确立适合我国国

情的社区教育公共服务供给价值维度，将为社区

教育公共服务供给的规范化、系统化、制度化找寻

到一条可适发展路径。

二、社区教育公共服务精准供给的价

值审视

1． 供给目标的合理性

合理性是指一项社区公共服务供给所涉及的

各种目标所具有的重要性，以及拟定这些目标时

所依据假设是否妥当的判断。互联网时代，社区

教育公共服务精准供给目标合理性被赋予新的内

涵解读。社区教育公共服务模式从面向社区成员

共性需求的规模化、无差别供给，转变为面向个体

定制需求的精准化、智能化、个性化、适应性供给，

需要创新社区教育服务供给渠道、手段和内容，形

成多元社区教育服务并存的良性供给模式。［7］供

给目标合理性应关注目标是否切实反映社区成员

个体期望的价值问题，是否达成以“赋权增能”为

核心的社区发展宗旨，同时，合理性应关注是否促

进社区教育供给系统内部的整合，以此维持系统

的功能与运作。［8］面对不同情境下的社区教育公

共服务供给问题，合理性更加侧重于通过评判问

题背后基本假设的呈现，各种假设之间的比较评

价、汇集与综合是否妥当，以此发现社区教育公共

服务供给的妥适与否，并提出有效解决“供给偏

差”的优化方案。
2． 供给内容的回应性

回应性是指社区教育公共服务满足社区成员

需求、偏好或价值的程度。回应性的主要指标包

括，社区成员在多大程度上认同该项公共服务; 该

项公共服务的实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社区成员

的受教育需求，增进了他们的福利; 社区成员在多

大程度上参与了该项社区教育公共服务的实施

等。［9］任何一项社区教育公共服务都要涉及不同

范围内的社区成员。其个体需求往往受到文化背

景、经济条件、个人状况、期望水平等因素的影响，

同时随着时间的更迭、空间的演变而改变需要的

类别和需要的强度。伴随需求变迁，供给主体能

够适时展望或预期，提出应对策略，满足成员新的

需要，这些都可作为回应性的体现。
3． 供给主体的协同性

在社区教育公共服务需求日趋精细化和多样

化的背景下，供需矛盾凸显。为增强社区教育公

共服务供给能力，政府改变传统单一主体供给模

式，通过积极引导市场、非营利组织和社区居民等

参与到社区教育公共服务供给中来，探索形成多

元主体供给模式。然而，由于各供给主体间利益

关系复杂、职责定位不清晰以及缺乏协调机制等

原因，从实践效果来看，社区教育公共服务多主体

协同供给效果并不理想。［10］社区教育公共服务精

准供给体现为多个主体有效协同。不同的供给主

体具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在供给过程中，各自所持

有的价值观、要维护哪一群体的利益，对社区教育

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作用对象都会产生重要影响。
供给主体的协同性应从现有碎片化公共服务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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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有效整合从手，关注多元主体如何“围绕共同

目标进行相互协调、相互合作，通过互动资源、共
享信息、共同决策等进行同步联合以达到整体倍

增的效果”［11］。
4． 供给过程的参与性

社区居民在社区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中的参与

程度是精准供给的保障; 同时，也体现了公共利益

是否公正、合理地通过公共服务供给进行选择、综
合、分配与落实。作为公共利益的受众，社区居民

对公共服务的认可程度往往表现为对一些与自身

利益切实相关的指标表达，特别是社区居民对社

区公共服务知情权、参与权与监督权的表达。社

区公共服务精准供给过程实质上为社区指明了行

为方向，通过供给产品内容和范围的价值选择，引

导、修正和培养社区居民的社区参与行为，如通过

社区公共服务信息公开对社区居民开展服务动

员; 促进社区居民就社区公共服务问题与供给主

体达成协商意见，通过自身利益整合和民主程序

表达，实施议事规则以决定社区公共服务的选择

及提供; 通过建立社区居民参与供给绩效评估的

有效路径，保证其对供给过程的监督。

三、社区教育公共服务精准供给价值

实现机制

社区教育公共服务精准供给的价值体现在以

满足社区居民学习多样化、差异化需求为目标的

系列制度、体制及行为模式中。在以服务价值为

核心的价值体系基础上，如何通过制度安排实现

社区教育公共服务精准供给的价值? 笔者尝试提

出以精准识别、精准运行及精准评估为主要维度

的社区教育公共服务精准供给体系框架，如图 1
所示。其中，分别以目标合理性与内容回应性为

价值导向形成供给目标价值判断机制与供给需求

表达机制，构建起精准识别的价值实现基础; 在主

体协同性价值导向下形成的供给主体多元联动机

制则是精准运行的核心; 过程参与性这一价值导

向贯穿于包括供给绩效评估机制在内的制度框架

始终，成为全系统、全方位、全链条式的价值呈现。
1． 建立社区教育公共服务供给目标的价值

判断机制

“价值判断是公共服务供给的首要环节，其

规定供给过程和最终产品的存在意义与利益导

向。”［12］精准供给目标的价值判断是正确认识和

图1 社区教育公共服务精准供给价值维度与实现机制

衡量社区教育公共服务问题的价值前提。当前，

我国社区教育公共服务供给面临供需失衡、社区

教育资源相对匮乏、社会认可度较低等诸多与社

会经济发展不相适应、亟待解决的“偏差问题”。
问题导向成为社区教育公共服务供给目标价值判

断机制的出发点。而价值审视的关键在于确认某

种目标是否值得为之争取，采取的手段是否能被

接受以及改进系统的结果是否“良好”。具体而

言，通过价值审视，要精确回答以下问题: 因为什

么、为了什么、为谁、许诺什么、多大风险、应优先

考虑什么等等。核心是用什么标准证明社区教育

公共服务供给的正确、有益或公正。供给目标价

值判断便于供给决策者辨识社区教育公共服务问

题面临的各种利害关系，从而站在合理立场确定

为何供给、为谁供给以及如何供给。目标价值判

断可引入“价值澄清”方法，明确所有影响或受目

标影响的利益相关者，列出相关者所赞成的目标

的价值前提，并将价值前提分成哪些为解释目标

提供基础的前提，以及哪些为目标的合理性提供

理由的前提。［13］供给决策者还可以现有需求满意

度状况、需求满足偏差及群体需求平衡状况作为

价值判断起点，从以稳定、服从和冲突消除等刚性

目标为主的价值判断结构转向以关注区域价值、
社区群体价值以及社区成员个体价值为主的包容

型发展价值结构，这也正是一个传统刚性供给目

标价值判断向柔性转化的过程。
2． 完善社区教育公共服务供给需求的表达机制

“社区公共物品供给结构失衡的很大原因是

供给需求表达机制不健全”［14］，关注源于生活的

社区居民需求，是社区建设“本源性表达”和“本

质性诉求”［15］。社区教育公共服务中的需求差异

源于不同社区的构成与特征。因此，社区教育公

共服务精准供给的前提是要了解社区成员个体的

优势、不足、兴趣、偏好、风格、知识缺陷、能力缺陷

与发展目标，为其提供每个个体发展所需的环境、
资源、活动、工具等外部条件。需求表达是精准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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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的基础。
社区教育公共服务需求表达是社区成员在一

定的制度体系内按照特定的规则、程序、方法表达

个人对供给产品种类、数量及质量要求的过程。
它直接关系社区教育公共服务的科学性和准确

性，关系社区教育资源是否能够有效利用、瞄准及

传递。需求表达机制的完善要同时考虑线上与线

下相结合，“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表

达机制设置。传统的线下需求表达受时间、空间

及表达人群样本限定，无法实现社区成员社区教

育需求识别的广泛性及实时动态性，而互联网所

具有的不受时空限制进行信息交换的优势恰恰打

破了线下表达的局限。将线上与线下相结合可以

更加精确控制影响供给成效的关键点，突出供给

过程的精细实施。一直以来，传统的“自上而下”
供给决策机制造成需求表达与有效供给的不相匹

配，社区成员对社区教育需求表达渠道的单一化

致使社区教育公共服务难以真实反映社区成员的

真实需求，导致“供需错位、供需脱节”等低效供

给现象客观存在。“自下而上”表达的动力主要

来自民间、基层乃至各种各样的人、社团或组织，

并且可能对上一层面的创建理念与行动产生影

响。［16］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是对

以广泛深入了解社区民意为需求表达的信息基

础，以多元主体协同系统为需求表达载体，以“认

同与参与、引导与服务”为需求表达路径进行精

细化研究。
完善社区教育公共服务供给需求的表达机

制，要强化社区成员在社区教育公共服务供给中

的关键地位，针对多样化的受教育需求进行教育

产品项目设计。可考虑引入市场细分方法，在进

行区域特征识别及细分的基础上，根据社区成员

年龄、性别、家庭、受教育程度、职业及民族文化等

进行群体细分，形成差异化细分基础，着眼于开发

多种类、个性化、实用性的社区教育产品。在具体

施教过程中，以社区成员个性化学习需求为中心，

精准诊断和测评其学习状态，为其推荐和选择适

宜的学习资源、学习服务和学习伙伴，让社区成员

真正体验到学习的获得感与满足感。此外，在强

调个体需求表达的同时，积极建立和培育具有较

强整体利益表达和博弈能力的社会组织，通过提

高组织化程度，更多地发挥自治组织渠道的需求

表达功能。

3． 优化社区教育公共服务供给主体的多元联

动机制

近年来，许多学者聚焦于社区公共服务多主

体供给的有效机制研究，提出良好的制度设计是

克服社区各主体间集体行动逻辑的关键［17］。优

化社区教育公共服务供给的多元主体联动机制旨

在建立一种精准协作的“伙伴关系”，其实质是

“形成一种新的教育治理结构和关系，将多元、跨
界的主体重新融合，形成能够满足社区成员个性

化需求的生态格局”［18］。作为教育资金、学习资

源的提供者，各级政府、学校、企业、社会组织构成

有机整体，突破行政隶属的局限，实现跨地域、跨
行业、跨领域及跨社区的协作，以互利互惠为资源

整合的基础，形成短中长期战略伙伴关系，前瞻

性、有计划、高质量地提供学习资源和学习保障，

满足社区成员的个性化学习需求。
多元供给主体联动的社区教育供给机制需要

明确各主体的角色定位及边界限定，权责清晰，形

成彼此间信任共享机制，进而促进精准、有效、引
领式的社区教育供给。同时，应在准确回答“不

同供给主体协作的条件是什么”“有哪些可供选

择的协作模式”等具体问题前提下，明确主体间

信任关系的合作发生机制与维系机制。政府、学
校、企业和社会组织等供给主体处于平等地位，在

整合各自的知识、技能和信息的基础上，利用互联

网等信息技术手段进行沟通协调，促成信任，达成

共识，通过具有共同价值的对话实现公共利益。
在社区教育公共服务供给规则中各主体彼此选

择、适应，形成供给稳定发展的归属关系，实现精

准配合。在此过程中，为确保公共价值的精准实

现，作为供给主体核心的政府要有意识地引导其

他主体更为广泛地参与社区教育公共服务的决策

和执行，这也是精准供给参与性中民主原则的重

要体现。
特别强调的是，优化社区教育公共服务供给

主体多元联动机制的关键是在对供给情境精准辨

识的基础上，通过选择协商、合作、协同行动等治

理手段集群，推动公共服务的生产分配和调整，从

而实现供给路径的开放化。应鼓励多元主体对社

区教育公共服务加大金融投入，有效利用所有利

益相关者的学习资源，通过创新方式利用人力资

源，实现“经费投入、学习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多元

化”这一学习型城市建设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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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健全社区教育公共服务供给绩效的评估机制

社区教育公共服务精准供给不仅是一种事

实，一种状态，也是一个主观的评价性概念。［19］它

重在运用系列科学评价方式对社区教育公共服务

供给绩效做出有效评估，旨在评价现有社区教育

公共服务供给是否满足社区成员的补偿型需求、
发展型需求及享受型需求等，评价是否通过增强

供给内在运行动力确保社区教育公共服务目标的

有效实现。
社区教育供给绩效评估机制包括评估主体、

评估指标体系、评估运行机制及评估保障机制，核

心是评估指标体系。“要建立科学合理的评估指

标和测量方法，选择多元、独立的第三方评估机

构，注重绩效导向，强化成本效益核算，使资源配

置、权力赋予、奖励报酬与服务绩效挂钩，完善社

区教育公共服务供给绩效评估体系。”［20］具体来

说，社区教育公共服务供给绩效评估，要对供需均

衡、资源配置和利用的效率以及社区教育效用的

增进程度等给予客观考量。同时，要充分考虑社

区教育公平的实现程度。“社区教育公平在其终

极意义上归结到个体本身，所以满足个需是社区

教育公平的落脚点。”［21］基于此，在建立评价指标

体系时应围绕公平这个价值焦点对合理性、协同

性、回应性及参与性四个价值维度进行具体的指

标细分，以保证社区教育公共服务精准供给评估

的有效开展。通过对社区教育公共服务从需求到

供给的全过程、全方位绩效评估，促进需求者、供
给主体、内容、水平和方式不断优化，为实现社区

教育公共服务精准供给体系的精准识别、精准运

行提供依据。
社区教育公共服务精准供给的目标在于通过

社区教育体制机制改革及政策调整，优化供给结

构，整合优势资源，缩小并消除“供需偏差”。如

前所述，系列价值维度导向下形成的实现机制被

赋予应有的价值内涵，而其彼此间基于供需平衡

的有效联动则成为社区教育公共服务精准供给体

系的运行动力。动力源来自以社区教育政策价值

判断及线上、线下需求表达为基础的精准识别体

系。基于目标合理性与内容回应性形成的社区教

育政策将进一步明确精准供给系统的整体框架设

计，为精准供给系统各组成部分的分工及合作提

供依据。动力源推动动力创新，创新的核心在于

如何实现多元供给主体的有效联动，即“进一步

探索社区教育公共服务‘网络化’供给机制，创造

新的主体关系与资源整合方式来提升公共服务的

效度与满意度”［22］，创新的关键则是在供给中形

成更深层次的合作以及提升更高水平的协同治理

能力，重在解决“政府、市场、社会三部分供给资

源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的交叉地带的协作”［22］。
供给绩效评估本身也是精准供给体系运行动力的

组成，其指标体系的设定影响着动力源的决策输

出，成为动力创新的参照。值得指出的是，“在精

准供给机制运行效果评估中，社区公众满意度、社
区公众参与度及社区公众学习与发展等要素逐层

展开”［23］，这既是对精准供给过程的检验，更是

对供给目标价值体系的有效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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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Service in Community Education Based on Accurate Supply: Value Examination
and Ｒealization Mechani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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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mproving the accuracy of community education supply is the strategic choice for community education＇s connotative de-
velopment． The value analysis of community education＇s accurate supply is conducted to examine its proces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rationality，coordination，responsiveness and participation． It shows that the value realization mechanisms of community educa-
tion＇s accurate supply include establishing the value judgment mechanism of its goal，improving the expression mechanism of its
demand，optimizing the multi-linkage mechanism of its main body and perfecting the evaluation system of its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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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hanisms and Functions of Community Education Promoting Community Governance

Shao Xiaofeng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Community governance is the key to social governance，and community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force to promote com-
munity governance． There is a close internal connection between community education and community governance: sharing the
common superior discipline and the regional foundation and both representing the distinctive modernity，having the common goal of
promoting the community governance，namely，community education cultivating community citizens and social organizations that
community governance needs． The functions of community education promoting community governance are mainly embodied in im-
proving citizens＇ basic qualities necessary for their participation in community governance; cultivating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the
community and improving the maturity of the civil society; training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social workers to professionalize com-
munity governance; strengthening the coordination between government and citizens and community social organizations，recon-
structing social order，and so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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