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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介入推进社区治理精细化的
几点思考
◆  孙江涛

研究

为了进一步加强基层政权建

设，推进社区治理的精细

化、规范化、有序化、制度化、

常态化，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于2015 年出台《关于加

强城乡社区协商的意见》，2017

年党中央、国务院出台的《关于

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

见》，对社区治理提出了更精准、

更细致的要求。2017 年召开的

党的十九大，更是为未来社区治

理指明了新方向、描绘了新愿景。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打

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

局。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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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

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

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

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

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

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

理格局”的本质是让普通社会大

众积极参与社会建设、协同社会

治理，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并享受

社会发展和社会治理的优秀成果。

社区作为人们生活的重要场域，是

社会治理的基础单元，也是社区居

民参与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的基

础领域，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建设与

社区治理是促进社区发展的重要

原动力。那么，社会工作该如何介

入推进社区治理？本文特提出一些

可行路径，以供实践参考。

促进居民参与，实现更广泛的

社区动员

居民作为社区的主体，是参与

社区、建设社区、治理社区的主

力军，在新的社区治理格局中必

须更加广泛地动员社区居民参与

社区事务。在实践中，居民参与社

区的方式有许多种，就目前情况而

言，主要分为组织行为和个人行为

两大类。

组织行为，即社区居民通过参

加到某一个或某几个社区社会组

织中，以组织形式参与到社区活

动或社区服务中。具体表现为：第

一，居民通过社区志愿者服务队，

以志愿服务的方式参与社区各项

活动，例如：参加社区为老服务

志愿队开展社区为老服务，参加

社区绿色环保队伍开展社区环境

维护和绿色生活的服务等。第二，

居民通过各种社区文体队伍，贡献

自身才艺参与社区、服务社区，例

如：参加社区舞蹈队、社区戏剧社、

社区合唱队、社区话剧社等。第三，

居民通过社区协商共治组织，贡

献自身的经验和智慧为社区治理

出谋划策，例如：参加社区协商议

事厅、社区车管会、社区文明养犬

自律会、社区监督委员会等。

个人行为，即社区居民自身作

为单独主体参与社区活动或社区

服务。主要方式有：第一，居民通

过直接“对话”社区居委会，向社

区居委会反馈社区问题或个人意

见。第二，居民个体通过参与社

区居委会举办的各种活动或服务，

从而参与社区、贡献社区。例如：

参加社区运动会、社区绘画比赛、

摄影大赛、蔬菜种植大赛、社区

邻里节等。

不管社区居民采用组织方式还

是个人方式参与社区活动或社区服

务，在社区治理的过程中必须要最

广泛地动员社区居民参与进来，才

能够不断地从居民中发现社区能

人、培养社区骨干、培育社区组织，

为进一步推动社区治理和社区建

设提供充足而有力的人才保障。

开展社区协商，搭建社区问题

解决平台

社区协商议事作为解决社区问

题、满足居民多样化需要、提升

居民社区参与度的新举措，为社

区问题的解决搭建平台、创新机

制。随着社会发展，社区问题涉

及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而社区

问题的解决不能单纯依靠政府出

资、出力或等待政府出面解决。针

对诸多社区问题，有些需要政府

部门介入，而有些则可以通过整合

社区资源、依托社区居民、联合

物业公司等辖区单位，在社区居委

会带领下依靠社区内协商解决。

通过社区协商议事解决社区

问题，一方面，缩小了社区问题的

影响面，将社区问题限定在社区

内部解决；另一方面，社区问题

能够在第一时间得到及时有效的

解决，避免过多烦琐的行政程序，

缩短了社区问题的影响时长。同

时，参与社区协商议事的社区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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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大都作为志愿者参与其中，减

少了社区问题治理的资源投入，为

政府节省了治理成本。“居民事居

民议、社区事社区办”的社区协商

议事使得熟悉社区、了解社区问

题的居民参与其中，能够保证社区

问题的解决效果，提升社区问题

的解决效率，从而进一步推进社

区治理的精准化。

整合多种资源，促进多方主体参与

社区

社区治理和社区发展必须依

托社区多方资源提供支持和保障。

社区本身可以称为“小社会”，不仅

“藏龙卧虎”而且“物产丰富”，如

果能够整合利用多种资源，并充分

发挥各种资源的优势，社区必然会

获得源源不断的能量来源。从社区

营造角度来看，整合“人、文、地、

景、产”五大社区发展方向，也可

以理解为整合社区“人、文、地、景、

产”五大社区资源。“人”指的是社

区居民需求的满足、人际关系的经

营和生活福利的创造，等同于社区

人力资源；“文”指的是社区共同

历史文化的延续、文体活动的开展

以及终身学习等，等同于社区文化

资源；“地”指的是地理环境的保

护与特色发扬等，等同于社区物力

资源；“产”指的是当地经济与产

业活动的集体经营等，等同于社区

财力资源；“景”指的是社区公共空

间的营造、生活环境的永续经营、

独特景观的创造等，等同于社区环

境资源。

在这五种资源中，人力资源

是核心，社会工作者要深度挖掘

社区居民的潜能和优势，充分发

挥他们的才能和智慧。另外，每

一位居民都是一个资源库，通过

鼓励和肯定居民参与社区治理，

不断整合社区居民背后的优质资

源，搭建社区资源一体化平台。

除此之外，辖区单位和社区商户

也是社区可使用的重要资源，他

们不仅能够为社区发展提供人力、

物力、智力资源，有时也能提供

必要的财力支持。

优化项目运作，提升社会组织专业

能力

目前，社区居委会在提供专业

社会工作服务方面尚显不足，仍需

进一步提升其专业性。随着社会

工作服务机构的逐渐发展和成熟，

越来越多的基层政府和社区居委

会日益倾向于选择与社会工作服务

机构（第三方）合作，委托机构为

社区居民提供多样化服务，丰富居

民生活。通过政府购买社会组织

服务的合作模式在运行过程中大

都采用项目化运作的方式，即以项

目打包或服务外包的形式委托给

社会组织，通俗地讲，就是“地方

政府出钱、社会组织出力、社区

居民受益”的一种运作模式。但是，

在项目执行过程中，从头到尾缺乏

足够而有力的监督和管理，导致

许多项目变成一次性居民福利，服

务项目难以持续发展。

所以，为了更好地推进社区治

理精细化、实现政府购买服务的

目的、满足社区居民日益增长的多

样化需求，项目化运作模式在项

目设计、项目审批、项目执行、项

目管理、项目监督等各环节必须

加以严格把控。不仅要不断提升

社会组织的项目执行和管理能力，

在专业服务能力方面也要逐渐提

高。同时，要加强政府对项目服

务内容、服务效果的评估和考核，

保证服务效率和效能，真正借助

项目推动社区发展，并且通过积累

项目经验，逐渐形成一系列常态化、

专业化、高效能的社区服务项目。

提升居民素质，推进公民社会有序

形成

在居民参与社区治理、推动

社区发展的过程中，社区居民的

参与能力与居民自身素质密切相

关。社会工作者在实践中发现，居

民能力较强、素质较高，则参与度

更高，参与也更加有效，并且居

民在解决社区问题时能够发挥自

身智慧、积极链接周边资源、主

动承担社会责任，进而推进社区

问题的解决。相反，居民参与能

力和素质一般或较低，则居民公

民意识和责任感较差，更倾向于

情绪宣泄、“吐槽”社区、推诿后

撤，把责任推给社区居委会和政

府，阻碍了社区问题的解决。

因此，提升居民参与能力与自

身素质成为推进社区治理、促进社

区发展的重要手段。社会工作者要

从社区居民的能力建设着手，持续

不断地、有针对性地提升社区居民

的各种能力，包括协商能力、合作

能力、资源动员能力、项目策划能力，

以及情绪管理能力等，为社区治理

和社区发展奠定良好的智力基础。

总之，推进社区治理的精细化

需要多方主体的共同努力才能保证

其真正实现。简言之，社区治理精

细化不仅仅依靠“自上而下”的政府

政策推动、社会多方响应等，在实

践中更多需要“自下而上”的广泛社

区动员、居民积极参与、社区协商议

事、整合社区资源、提升居民素质

等以保证其有良好的群众基础。社

会工作者需要在不断实践的服务过

程中，逐渐探索社区治理的新模式、

积累社区问题解决的新经验，逐步

形成具有专业化、规范化、模式化、

常态化的社区治理新路径和新思路，

真正实现社区治理的精细化。

（作者系国家开放大学文法教

学部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