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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居民参与社区协商议事的过程与方法
◆  孙江涛

2015年 7月，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颁布了

《关于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的意见》（以

下简称《意见》），从国家层面为推

动城乡社区协商提供了政策制度

保障。《意见》中明确提出“城乡

社区协商民主，是以城乡社区这

一社会基本单元为基础，围绕基

层群众共同关心的涉及群众切身

利益的重大事项，以及存在显著

分歧和冲突的公共决策问题，借

助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形

式，通过广泛的参与、利益表达、

对话沟通，最终形成共识的民主

治理形式。”2017 年 4月，中共

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又颁

布了《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

治理的意见》，明确提出“提高

社区居民议事协商能力，凡涉及

城乡社区公共利益的重大决策事

项、关乎居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实

际困难问题和矛盾纠纷，原则上

由社区党组织、基层群众性自治

组织牵头，组织居民群众协商解

决”“支持和帮助居民群众养成

协商意识、掌握协商方法、提高

协商能力，推动形成既有民主又

有集中、既尊重多数人意愿又保

护少数人合法权益的城乡社区协

商机制”。

结合政策层面对于城乡社区

协商的论述，笔者将社区协商议

事定义为：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

社区居委会为主体，通过广泛的

社区居民参与搭建社区协商议事

制度与平台，针对社区中存在的

制度政策型问题、公共事务型问

题、居民素质型问题等展开充分

讨论与分析，并提出问题解决策

略，整合社区资源，利用群策群

力的方式达到问题解决的具有广

泛群众代表性的一种社区居民议

事机制。

居民参与社区协商议事的过程分析

居民参与社区协商议事的流

程如图1所示。具体来说，整个

流程分为以下五步：

（一）居民通过关注社区，发

现社区问题

社区居民在日常生活中对社区

生活、社区事务等表现出“关心”

是一种良性改变，关注社区有利

于社区居民发现社区的问题和不

足。一般而言，发现问题并不具

有太大难度，一般只要社区居民

有心关注社区，有基本的观察能

力和判断能力即可。社会工作者在

鼓励社区居民发现问题的过程中，

可以通过社区教育或社区宣传的

方式，教授社区居民学会区分社

区问题的事实和个人情绪。

（二）鼓励居民提出问题，侧

重描述问题事实

社区居民提出问题的过程是

居民将自己发现的问题反馈给社区

“两委”的过程，即社区居民直接

反馈社区问题，或通过社区骨干、

社区带头人、单元楼门长等核心

力量间接陈述事实的过程。在此

过程中要逐渐培养社区居民从感

性思维成长为理性思考问题，即

社区工作者需要让社区居民在提

出问题的同时，进一步反思与此相

关的一系列问题，如社区问题为什

么存在？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仍然没

有得到解决？在问题发生和延续

的过程中，自己扮演了什么角色？

（三）协助居民分析问题，排

列问题优先次序 

问题分析过程是社区协商议

事的关键阶段，能够充分体现居

民参与的智慧和力量。在此阶段，

社区工作者要协助社区“两委”进

行能力评估，包括社区自身人力、

财力、物力配置是否合理，是否

能够支撑问题得到及时有效的解

决，以及进一步考量社区工作人员

解决问题的能力、人员分工等因素

的影响。

社区问题解决是持续性的过

程，所以社区工作者要引导居民

对社区问题进行有效排序，除了

从问题解决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角度考量之外，排列优先次序

时还应遵循两个原则：一是先易

后难原则，即先解决一个相对

较容易的问题，后解决难度较大

的问题；二是先紧急后持续的原

则，即先解决紧急的事项或影

响居民正常生活的事项，后解决

促进社区发展、提升居民素质的

事项等。

图 1- 居民参与社区协商议事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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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整合社区有效资源，群

策群力解决问题

问题解决过程是居民参与的

集中体现。首先，居民需要群策群

力解决问题，通过整合社区内外资

源以达到资源多样化。其次，问题

解决过程中监督落实是核心问题，

可以通过以下四种方式开展监督：

第一，社区居民监督，即通过社区

居民达成共识，监督问题落实情况；

第二，社区社会组织监督，即在社

区内建立一支社区监督队，实时监

督落实情况；第三，社区党组织和

社区居委会监督，即社区“两委”

可以委任专人专责检查监督落实情

况；第四，社会第三方监督，即聘

请第三方社会组织进行项目监控或

监督落实情况。

（五）积极维护议事效果，实

现成果积极转化 

社区居委会或社会工作者在

社区协商议事过程中可以拓展服

务领域，挖掘新服务，实现有效

的成果转化，积极维护议事效果。

具体实现的路径表现为：一是将

居民可以参与改善的社区问题转

化为社区服务项目，通过政府购

买服务的项目运作为解决社区问

题提供人财物的保障和支持，并

形成一系列常态化的社区服务；

二是在居民参与协商议事过程中

成立的社区行动小组，随着小组

凝聚力的增强、小组成员能力的

提升，逐步将行动小组培养成为

社区社会组织，实现社区社会组

织的培育和发展。

居民参与社区协商议事的方法与

技巧

（一）促进多方主体参与，搭

建共商共治平台

丰富多元的参与主体能够为问

题解决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镇

（街道 ) 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

社区民主监督委员会、居民小组、

驻社区单位、社区社会组织、业

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企业、社区居

民代表和社区居民以及其他利益

相关方都可作为协商议事的常设

主体。同时，社区“两委”要根据

协商内容和形式的不同，灵活调

整需要参与的协商主体，如社区

老党员、老干部，党代表、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社会工作者、志愿者等。

（二）严格遵循议事规则，推

动协商有序开展

在居民参与社区协商议事过

程中，首先需要保证居民能够用

灵活的方式参与到社区问题的提

出、分析与解决过程中，如采用

工作坊、开放空间等方式，既能

够保证居民参与的活力，又能够

激发居民持续参与的信心。其次

需要建立严格、规范的议事程序，

为协商议事的高效有序开展提供

保障。因此，社会工作者在组织

社区居民协商议事的过程中，既要

调动居民充分激发自身活力，又要

能够带领社区居民制定并遵守协

商议事规则，让规矩和活力能够相

得益彰。

（三）不断提升居民能力，引

导居民有效协商

居民自身的能力与素质是社区

协商议事能否有效开展的关键因

素。实践中发现，在居民能力较强、

素质较高的社区，协商议事能够

取得良好效果。因此，社会工作

者要从社区居民的能力建设着手，

持续不断地开展社区居民能力提

升培训，如社区居民的参与能力、

协商能力、合作能力、资源动员能

力以及情绪管理能力等，从社区协

商议事的源头上出发，引导居民有

效协商，为社区基层民主奠定良

好的居民智力基础。

（四）建立多元监督机制，提

供有力质量保障

完善的监督机制对于居民参与

协商议事成果的维系至关重要。在

缺少监督机制的情况下，一方面会

挫伤社区居民参与的信心与热情；

另一方面可能造成对问题的解决

只停留在协商议事的“形式”上，

协商效果会大打折扣，难以取得

实质性效果。所以，社会工作者需

要积极倡导创建多元的监督机制，

在协商结果的监督上，吸纳更多监

督力量参与进来。同时，在监督过

程中，要形成完善的监督体系，搭

建完备的领导组和执行组，并对监

督成员进行培训，提升其监督能力

和执行力，保证监督工作的有效性。

社区协商议事制度的开展为社

区居民充分发扬基层民主搭建了平

台，为发挥居民自管自治作用提供

了制度和组织的保障，有利于营造

一种“社会协同、人人参与”的良

好社区治理氛围。社区协商议事作

为我国协商民主的具体实践，是促

进居民参与解决社区问题、满足社

区居民多样化需求、推动社区治理

科学化与规范化，进而实现社会和

谐有序发展的有效方式，是符合中

共十九大提出的“打造共建共治共享

的社会治理格局”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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