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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我国进入城乡统筹发展新阶段的背景下，加强社区公共服务，完善社区治理体系，提升社区治理能力

是社会发展的基本条件，也是大数据情景下实现整体性治理的现实需要。然而现阶段社区治理还存在着

职能定位不明确、专业管理技术落后、治理资金缺乏等诸多问题，无法有效满足居民需求。对此，强化

党建引领，构建和完善社区多元参与、协商共治的格局，推进大数据安全运用与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的

深度融合，推进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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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that our country enters the new stage of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as a 
whole, it is the basic condition of social development to strengthen community public service, 
perfect community governance system and enhance community governance ability, it is also the 
realistic need to realize the holistic governance under the big data situation.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in community governance at present, such as unclear function ori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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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ward professional management technology, lack of governance funds and so on, which can 
not effectively meet the needs of residents. To this end, strengthen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build and improve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consultation and co-governance of the pattern, to 
promote the safe use of big data and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and service 
innovation, to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
pacit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harmonious socialist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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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社区治理是指“政府、社区组织、居民及辖区单位、赢利组织、非赢利组织等基于市场原则、公共

利益和社区认同，协调合作，有效供给社区公共物品，满足社区需求，优化社区秩序的过程与机制[1]。”

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层系统，社区治理水平直接关系到广大居民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的和谐程度。习

近平总书记曾经强调：“基层是经济社会发展矛盾的聚焦点，必须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党的工作的长远

之计和固定之策。”进入新时代，我国的基层社区治理已取得了较大改进与提升，基本形成了“党委领

导，政府负责、公众参与、科技支撑”的社区治理新格局。但是当下我国基层社区治理仍旧面临一系列

困境，亟待解决。 

2. 问题提出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社区承载的功能越来越多，传统社区管理的单一属性已经无法满

足居民日益丰富多元的利益诉求，社区治理也从原本单纯的“管理”与“被管理”的简单行动逻辑转变

为积极探索“服务型治理”模式，社区治理效能不断提升。这种治理模式的转变对于服务理念、路径、

方法技术和评估体系等均有着明确的要求，不仅需要专业的服务逻辑来实现有效的链接和支撑，还需要

多元主体的积极参与和各司其职[2]。此外，在 2021 年 4 月 28 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中，也明确提出了要“坚持共建共治共享，建设人人有责、人

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基层治理共同体”[3]。建设基层治理共同体，完善社区多元参与、协商共治机制，

需要积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动员、政治引领、资源整合等核心领导作用，将政府、企业、社区、居

民等多元主体共同纳入到社区建设中来，凝聚成一个紧密联系的社区治理网络。 

3. 社区治理的现实困境 

3.1. 社区管理体制固有缺陷 

一方面，现有的专业管理技术落后，尤其是部分社区治理主体难以适应大数据时代的变迁，造成了

信息分散、数据泄露、社情民意反映渠道不畅通、矛盾纠纷无法及时解决等棘手问题，导致制度化和精

细化的民意表达机制和社区参与机制无从建立，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效率低下、个人信息被滥用与失焦

问题长期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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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影响社区治理的一大问题还在于社区居委会整体统筹能力的欠缺。除了党委、居委会的

工作人员之外，网格员、楼组长、志愿者们也是社区工作的主干力量，但由于缺乏统筹，各方面工作人

员的工作仅仅浮于表面，没有深入开展。由此可见，提高社区管理的统筹能力，提升工作人员的素质和

能力也是促进社区实现有效治理的重要抓手。 

3.2. 社区职能定位不明确 

社区居委会的本质是居民自发组成的自治组织，但在居民眼中，居委会是政府的下属部门，具有浓

厚的行政色彩[4]。政府也从引导者的角色定位转变为更趋近于领导者的实际控制者，上级政府部门直接

下发通知到街道办事处，再由街道将通知转达至社区，之后再由社区去将各类工作落实到位，上级政府

部门直接等待结果。这就使得社区需要对接各个部门的工作，事务繁杂，反而减弱了与居民之间的沟通

交流，缺乏时间去倾听民声、民意，没办法更好地为居民服务。同时，社区资源配置不合理，规模划分

不均衡，社区公共服务水平参差不齐，无法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这就导致了居民的不满

愈演愈烈。 

3.3. 社区治理主体单一化 

社区治理现代化的重点内容之一是实现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只有在党委领导和政府负责下发挥多元

主体作用，才能真正实现现代意义上的社区治理[5]。当前社区治理主体虽开始趋向多元化，但基层政权

组织、自治组织仍是治理的主体，社区中的各类自发组织及居民被动参与社区治理的局面没有发生根本

性改变，不同治理主体之间对社区治理参与困境的认识也存在差异。街道、社区居委会等工作人员认为

社区的发展离不开社区各类组织及居民的参与，但社区中的各类组织及居民共同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

不高。 

3.4. 社区治理经费来源单一 

社区居委会在社区开展各项服务及治理活动所需的经费来源单一，主要依靠上级政府部门的拨款，

没有形成多元化的筹资渠道。所开展的社区治理活动和服务，多是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提供，时常因

经费不足无法有效开展服务，从而导致社区治理工作受限。整体上，社区居委会及社区相关组织仍缺乏

有力的社区自治经济基础，社区居民需求得不到充分满足，社区治理效果也不够理想。 

4. 社区治理优化策略 

4.1. 夯实“智慧社区”平台建设的基础。 

提升专业管理技术，落实“智慧社区”平台建设[6]：利用大数据高效整合社区周边的医疗、教育、

社交、电商、家政等社会化服务资源，搭建全方位、联通共享、功能齐全的“智慧社区”大数据资源中

心平台，在为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提供精准化、精细化和科学化的基础性工作信息的同时，使广大居民

群众足不出户就可以享受到“一站式”便捷高效的公共服务。加速探索和创新公共服务管理的信息化路

径，建立具有权威公信力的统一信息发布平台，以确保网络信息与舆情数据的完整可靠，织密织牢社区

信息网，全面提升社区治理和服务等级，让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更高效便捷。 

4.2. 引入具备大数据技能的复合型高校志愿者队伍 

为进一步加强“智慧社区”平台建设，提供“一站式”便捷高效的公共服务，社区居委会应主动引

进一支具备大数据思维特点、较强数据综合分析和专业技术能力的高校志愿者队伍[7]，通过志愿服务岗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3.124239


车莉，王炳琦 
 

 

DOI: 10.12677/ass.2023.124239 1761 社会科学前沿 
 

前专业性培训，强化高校志愿服务精神内核，对志愿服务项目化运作，不仅能使大学生自身专业素养有

效提升，还能使高校志愿服务向“专、精、优”的高品质目标发展，推动其志愿服务助力社区治理的长

效发展。总的来说，高校志愿服务参与社区治理不仅有助于提高社区科学化治理水平和人性化、信息化

服务水平，还能大幅度优化社区基层治理。而对于大学生融入社区志愿服务过程中存在的多方面问题，

如大学生志愿服务体系尚未形成长效机制、志愿服务激励机制不健全等，则可以通过构建完整体系、完

善激励机制、推动科学治理等方式来完善，从而不断提高社区治理水平。 

4.3. 厘清社区主体责任 

首先，坚持强化党建引领，为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提供坚强有力的组织保证。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全

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要充分发挥社区党建引领的核心领导作用，构建起党员、居民群众共同参与的

社区治理和服务新格局。其次，无论是处理社区日常事务还是进行社区治理，政府都要明确职能，厘清

自身与社区居委会之间的责任界限。政府原有的“大包大揽”思想不仅增加了政府自身工作负担，造成

财政资金的压力，还在很大程度上剥夺了其他主体的参与权利。因此，在社区治理过程中，政府应摒弃

传统行政观念，找准自身“引导者”“协调者”的角色定位，明确政府和社区居委会在治理过程中所要

承担的不同职责[8]，将更多权限下放到居委会，方便居委会更好地自治，使政府部门与居委会在社区管

理中既有协作又有分工，逐步提高社区的自治水平与能力。最后，社区居委会应拓宽与居民之间的信息

沟通渠道，改变过去“贴信息单”式的下发通知方式，增加双向沟通交流，促进居民和社区的良性互动。

社区治理是否有成效，社区居民拥有最大的发言权。社区居民积极参与社区治理能够有效提高社区工作

的公正性和相关服务品质，增强社区居民的认同感、归属感和参与感，让居民感受社区大家庭的良好氛

围，从而进一步激发他们参与社区治理与建设的热情。 

4.4. 拓宽资金来源渠道 

积极引导企业参与，丰富资金来源渠道，促进社企良性互动。就现实情况而言，政府的财政拨款和

补助对社区发展及服务质量的提升仅能提供有限帮助。因此要吸纳更多有责任、有担当、有资金优势的

企业参与到社区治理的过程中来，缓解社区运行过程中的资金困扰，为居民提供更完备的生活服务，打

造充满幸福感的美好家园，实现社区改造和企业的双赢。 

5. 结语 

综上所述，为进一步促进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社区服务质量，不仅要积极发挥基

层党组织的核心领导作用，坚持服务群众的社区治理基本思想，促进社区治理主体资源的相互融合发展，

构建起党员、居民、志愿者共同参与的社区治理协同网络；还要将大数据和高校志愿服务充分融入社区

治理中，在搭建全方位、联通共享、功能齐全的“智慧社区”大数据资源中心平台，为社区治理和服务

创新提供精准化、精细化和科学化的基础性工作信息的同时，引入具备大数据技能的复合型高校志愿者

队伍，助力社区治理的长效发展。随着社会发展的深化，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逐步提高，

新时代我国基层社区治理会得到不断完善与发展，一个个安居乐业、邻里和睦、守望相助的社区正在缔

造，我们生活的家园将越来越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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