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s 社会科学前沿, 2025, 14(4), 721-727 
Published Online April 2025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5.144343  

文章引用: 吴佳慧, 刘欢, 夏宇, 王芊芊.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现代社区分类治理研究[J]. 社会科学前沿, 2025, 14(4): 
721-727. DOI: 10.12677/ass.2025.144343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现代社区分类治理研究 

吴佳慧，刘  欢*，夏  宇，王芊芊 

宁波工程学院人文与艺术学院，浙江 宁波 
 
收稿日期：2025年3月10日；录用日期：2025年4月18日；发布日期：2025年4月29日 

 
 

 
摘  要 

文章研究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的现代社区分类治理，旨在提升社区治理效率和居民生活质量。文章指出在

社区治理时所面临的问题，并以此强调分类治理的重要性，通过对不同的社区制定差异化策略，实现资

源合理配置和服务高效提供。通过文献综述和案例分析，探讨了不同类型社区的治理现状和优化策略，

提出明确治理职责、建立资源供给机制、规范自治组织运行等政策建议，以推动社区治理现代化，构建

和谐、宜居的现代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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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classified governance of modern communit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aiming at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of residents.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e problems faced in community governance, and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classified governance. By formulating differentiated strategies for different commu-
nities, we can realize rational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and efficient provision of services. Thr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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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erature review and case analysi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governance status and optimization strat-
egies of different types of communities, and puts forward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such as clarifying 
governance responsibilities, establishing resource supply mechanism and standardizing the operation 
of autonomous organizations, so as to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and build 
a harmonious and livable modern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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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高质量发展强调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率，以及社会治理的精细化、人性化和可持续性。社区治理效

能直接关联居民生活质量和城市可持续发展，当前社区治理面临治理模式单一、行政化和居民参与不足

等问题。因此，需要克服社区治理问题，提升社区治理效能，而分类治理作为一种创新模式，强调根据

社区差异制定差异化治理策略，实现资源合理配置和服务高效提供，是推动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关键路径。 
本研究主要探讨两个核心议题：一是根据不同社区的特性定制差异化的管理策略；二是增强社区治

理的参与度和自治能力。本研究的最终目标是为现代社区的分类治理提供理论基础与策略指导，提高治

理效率的同时提升居民的幸福感及社会稳定性。研究将通过文献综合评述和案例分析等手段，全面分析

社区治理的现实状况、挑战及发展趋势。本研究旨在为城市社区治理提供新的视角和解决方案，以促进

治理实践的创新与发展。 

2. 文献综述 

近年来，学术界对社区治理与分类治理理论的结合展开了一定的探讨。郑杭生提出我国社区治理模

式所遭遇的“居委会困境”通常指的是居委会在履行其自治职能的同时，也承担了过多的行政任务，导

致其自治性质受到削弱；而“共同体困境”则是指社区居民在参与社区事务上的积极性不高，社区共同

体的构建和维系面临挑战[1]。郎晓波通过将社区公共事务进行分类，将其分为社区行政事务、社区公共

服务和社区自治事务三大类，并进一步细分为更具体的小类。在通过“三位一体”的复合模式(社区党组

织、社区居委会、社区公共服务工作站)和“多中心”的外部网络，实现社区治理的组织保证[2]。将分类

治理的理论应用到基层中，周震旺将上海市长宁区实行社区分类治理，形成“三个清单”和“五大类居

民区”并据此制定相应的治理策略，以实现治理的精细化和成本效益的最大化[3]。同样是对于上海市的

治理，熊竞指出了上海分类治理的不足：当前上海社区分类存在形式主义的分类，更多考虑房屋建筑特

点，忽略了社区的本质是生活的地方。而且社区分类治理更多是自上而下的行政分类逻辑，缺乏居民参

与和多元共治[4]。 
高质量发展越来越成为社区治理的一个主题。阳建强提出高质量发展导向下的城市更新新要求，强

调城市更新的经济、社会、文化、空间、时间多个维度，并倡导走向精细化、常态化的城市综合治理[5]。
张勤和宋青励为新时代基层社区治理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一条新路径“赋权–聚能–归位”。通过对制

度、主体、技术、能力、环境进行赋权，强调通过多维度的赋权和能力来解决基层社区中的自治问题，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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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社区高质量发展问题[6]。沈费伟和杜芳提出对未来治理的优化策略：注重居民需求的融入，为其提

供“一站式”医疗服务、“终身化”教育服务、“低成本、高覆盖”养老服务；明确评价标准，构建内容

全面、目标量化、管理科学的评价标准[7]。 
总的来说，社区治理的研究呈现出多元化和深入化的趋势。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出发，探讨了社区治

理的各个方面，为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持。然而，现有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如对分类治理的系统性研究

不足，对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社区治理的具体实施路径探讨不够深入等。如一些老旧小区无法充分认识到

自己的定位，仍然承担着许多行政上的工作从而忽视了组织居民活动、反映居民需求等本职工作，导致

社区治理效率低下，居民满意度不高。无法让居民同享高质量发展的成果。 
本研究通过访谈进展表明，社区治理正向分类治理转型，但仍面临资源分配不均和居民参与度低等

问题。因此，未来的研究需要更加关注分类治理的实施机制和效果评估，以及探索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

如何通过分类治理提升治理效能，增强居民幸福感和社会稳定性。通过对现有文献的述评，我们可以得

出结论，社区治理需要分类治理，这是实现社区治理现代化、提升治理效能的关键路径。 

3. 高质量发展对社区治理提出新的要求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社区作为城市基本单元的功能和作用日益凸显。高质量发展

不仅要求经济层面的增长，更强调社会治理的精细化、人性化和可持续性。以下是对高质量发展对社区

治理新要求的展开。 

3.1. 人们生活越来越依赖于社区 

然而，当前我国社区建设中面临的一个重大难题就是社区认同和社区参与严重不足，社区在相当大

程度上只是一个地域的概念，社区建设在相当大程度上还停留在政府自上而下运动式推动，社区居民的

归属感不强、参与的积极性不高，使得社区建设实际上成了政府的“独角戏”，这就是所谓的“共同体

困境”。不过随着城市化的深入，社区已成为居民生活的中心，不再仅仅是居住空间，而是集日常生活、

社交互动和文化娱乐于一体的多功能综合体。由此，社区治理变得日益重要，需要采取更精细化、人性

化的管理策略来满足居民的多样化需求。 
为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需要，治理者更应关注居民的日常生活需求，提供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

务，简言之包括且不限于交通、教育和医疗。通过调查和座谈收集居民真实反馈，调整服务内容，实现

服务与居民需求相匹配。举办社区活动，如邻里节和体育比赛，以促进交流合作，增强邻里和谐。建立

微信群、公告栏等沟通渠道，鼓励居民参与社区建设。并且加强安全措施和环境美化，提升居民的安全

感和归属感，增强社区认同感。 

3.2. 高质量的社区能够给人提供高质量的生活 

在城市发展的进程中，高质量社区成为其显著特征。它们不仅提供了适宜的居住条件，也是社会和

谐进步的象征。在这里，居民能有新鲜的空气、赏心悦目的绿化、安静的居住氛围、便捷的交通和完备

的公共服务设施。社区管理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周密的规划和执行措施来提高居民的生活品质，确保社区

成为适宜居住的地方，让居民享受到高品质的生活。 
高质量社区的建造，需要细致的规划，合理分布住宅、商业、教育和娱乐设施，来满足居民的需求。

社区也应注重绿化和公共空间的建设，营造一个健康的居住环境。此外还要落实环保措施，比如垃圾分

类和污水处理，以此提升空气质量。社区服务应全面覆盖教育、医疗、养老和就业等方面，保障居民的

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社区医院充分使用有助于缓解大型医院的压力，而居家养老服务则有助于解决

养老问题。此外，社区还需具备一定的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以保护居民不受突发事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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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城市越来越复杂，社区的差异越来越大 

在城市化进程中，社区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不断增大。社区间的人口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特色

上存在显著差异，如年龄分布、经济活动频率和文化背景等。这些差异对社区治理构成挑战，要求治理

策略从单一模式转向更加差异化和精细化的管理，以适应不同社区的特定需求。 
针对社区治理的多样性，应实施定制化和精细化的管理策略。对于老旧社区，更新升级基础设施是

关键。这包括安装电梯、修复道路、改善水电设施以及通过增加植被覆盖和改善照明来提升居住环境质

量，从而增强居民的生活品质。与此同时，新兴社区应侧重于住宅、商业和交通的合理规划，如人车分

流、24 小时便利店等。充分利用空间资源，并强调低碳出行和垃圾分类等绿色行为，以保障社区的长期

健康增长。 
对于包含低收入家庭、残疾人、外来务工人员和外国人等特殊群体的社区，治理策略应特别关注这

些群体的服务需求。包括为此类人群提供专门的服务和支持，如就业援助、教育机会和医疗保障，以确

保这些群体的权益得到有效的维护，并促进社区的和谐与稳定。 
总体而言，面对社区治理的新挑战，分类治理显得尤为重要，它要求根据每个社区的特征和需求来

定制个性化的治理策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服务质量的提升。这种做法不仅能够提高社区的综合功

能和居民的生活质量，也是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通过分类治理，可以更有效地满足居民的多样

化需求，实现社区的和谐与稳定，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4. 高质量发展下社区分类治理的路径分析 

宁波在社区治理方面具有丰富经验和多样模式，选择其作为研究案例具有代表性。本次研究采用定

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定量方面，设计问卷对居民进行调查，内容涵盖居民对社区治理的满意度、参

与度、对社区各类服务的需求等，通过统计分析获取量化数据。定性方面，对社区工作人员、社会组织

负责人和居民进行访谈，深入了解社区治理的实际情况、面临的问题及需求；同时进行实地调研，观察

社区基础设施、活动开展、居民互动等情况，全面掌握社区治理的一手资料。 

4.1. 案例分析：不同类型社区的治理现状 

4.1.1. 老旧社区 
以宁波的西门社区为例，该社区是棚改拆迁的老旧社区，治理的挑战性非常大。因其行政化色彩浓

厚，使得社区事务多依赖于政府的指令，导致其自主决策空间十分有限。经调研发现该社区资源短缺问

题突出，如资金匮乏，社区活动经费有限，影响活动的正常开展；场地不足，社区内十分缺乏居民活动

和社会组织办公的专用场地。居民参与度低，多为老年人且参与积极性不高，年轻人参与较少，对社区

公共事务关注度低。针对这些问题，西门社区采取了一系列应对策略。去行政化方面，明确社区居委会

自治职能，减少不必要的行政事务，提高社区自主决策能力。郑杭生认为构建新型社区居民自治体制的

首要任务是建设完善的居民自治组织体系。例如，在社区环境改造、活动组织等事务中，社区居委会积

极听取居民意见，自主决策并组织实施。资源整合上，积极争取外部资源，与企业合作获取资金支持；

同时挖掘内部资源，鼓励居民中的能人和志愿者参与社区建设。如社区内有维修技能的居民组成维修队，

为居民提供免费维修服务，节省资金。为提高居民参与度，通过组织兴趣活动、建立志愿者队伍等方式

吸引居民参与。如成立老年舞蹈队、书画社等，定期开展活动，以此来增强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 

4.1.2. 新建社区 
作为新建社区的典范，湖滨社区致力于提升居民的参与感和归属感。在居民自治方面，通过居民议

事会和业主委员会等机制，使居民能够直接参与到社区决策之中。例如，早在社区在规划公关设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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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会通过居民议事会来广泛征求居民意见，确保设施真正满足居民需求。社区文化建设上，打造自己

特色的文化品牌，开展多样化文化活动，满足不同居民群体的需求。如针对年轻家庭举办亲子文化节和

科学类夏令营，引进“滨果”教育这一专业的非盈利组织等；为老年人提供养生讲座等活动。同时，还注

重社区公共空间的打造，建设公园、活动中心等，为居民提供交流互动平台，促进居民之间的联系与融

合，增强社区凝聚力。 

4.1.3. 混合型社区 
九龙湖镇的龙源社区，一个典型的混合型社区。面对居民多样化的需求，采取了综合性的治理策略。

其综合治理模式也是以同样的形式对居民需求进行分类，深入了解居民的具体需求并将其进行分类。针

对基础设施老化问题，采用政府主导并投入资金的方式，对老化的水电管网等基础设施进行改造。居民

参与监督施工，确保工程质量和透明度。为满足居民对高品质生活服务的需求，引入市场机制，鼓励商

家提供多样化服务，并加强规范管理。例如，引进超市、餐厅、健身房等，满足居民日常生活和休闲娱乐

需求；同时社区居委会还与商家进行合作，监督商品价格和服务质量，保障居民权益。 

4.2. 案例分析：分类治理的成功实践与不足分析 

4.2.1. 成功实践 
老旧社区在去行政化和资源整合方面取得一定成效，部分社区环境得到改善，居民参与意识有所提

高。如西门社区通过争取企业资金，翻新了社区活动中心，新增了健身器材，吸引了更多居民参与社区

活动。新建社区的居民自治模式促进了社区和谐发展，居民对社区事务满意度较高。湖滨社区通过居民

自治解决了停车位规划、公共设施维护等问题，提升了社区治理效率。混合型社区在满足多样化需求方

面取得进展，社区活力得到提升。龙源社区引进的商家丰富了居民生活，居民对社区服务的多样性给予

肯定。 

4.2.2. 不足分析 
老旧社区治理中，行政化问题仍未彻底解决，政府与社区职责划分不够清晰，在部分事务上存在推

诿现象。资源整合的可持续性不足，外部资源引入依赖个别项目，缺乏长效机制。新建社区居民自治的

深度和广度有待拓展，部分居民自治组织运行不规范，决策效率低。混合型社区在协调治理模式过程中，

存在管理混乱情况，如市场商家与社区沟通不畅，影响服务质量。各类社区的情况如表 1 所示。 
 
Table 1. Analysis table of the status quo, difficulties and solutions of community classification governance 
表 1. 社区分类治理现状、困难与解决策略分析表 

 老旧 新建 混合 

现状 

以宁波的西门社区为例，该社区是棚改拆

迁的老旧社区，行政化色彩浓厚，社区事

务多依赖政府指令，自主决策空间有限。

资源短缺问题突出，如资金匮乏，社区活

动经费有限；场地不足，缺乏居民活动和

社会组织办公专用场地。居民参与度低，

多为老年人且参与积极性不高，年轻人参

与较少，对社区公共事务关注度低 

以湖滨社区为例，致力于提升居

民的参与感和归属感。在居民自

治方面，通过居民议事会和业主

委员会等机制，使居民能够直接

参与到社区决策之中。社区文化

建设上，打造自己特色的文化品

牌，开展多样化文化活动，满足

不同居民群体的需求。注重社区

公共空间的打造，建设公园、活

动中心等，为居民提供交流互动

平台，促进居民之间的联系与融

合，增强社区凝聚力 

以九龙湖镇的龙源社区为例，

面对居民多样化的需求，采取

了综合性的治理策略。针对基

础设施老化问题，采用政府主

导并投入资金的方式，对老化

的水电管网等基础设施进行改

造。居民参与监督施工，确保

工程质量和透明度。为满足居

民对高品质生活服务的需求，

引入市场机制，鼓励商家提供

多样化服务，并加强规范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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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困难 

(1) 行政化问题仍未彻底解决，政府与社区

职责划分不够清晰，在部分事务上存在推

诿现象(2) 资源整合的可持续性不足，外部

资源引入依赖个别项目，缺乏长效机制 

(1) 居民自治的深度和广度有待

拓展(2) 部分居民自治组织运行

不规范，决策效率低 

(1) 存在管理混乱情况(2) 市
场商家与社区沟通不畅，影响

服务质量 

如何

解决 

(1) 去行政化方面，明确社区居委会自治职

能，减少不必要的行政事务，提高社区自

主决策能力。例如，在社区环境改造、活

动组织等事务中，社区居委会积极听取居

民意见，自主决策并组织实施(2) 资源整合

上，积极争取外部资源，与企业合作获取

资金支持：同时挖掘内部资源，鼓励居民

中的能人和志愿者参与社区建设。如社区

内有维修技能的居民组成维修队，为居民

提供免费维修服务，节省资金(3) 为提高居

民参与度，通过组织兴趣活动、建立志愿

者队伍等方式吸引居民参与。如成立老年

舞蹈队、书画社等，定期开展活动，以此

来增强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 

(1) 持续完善居民议事会和业主

委员会等机制，进一步扩大居民

参与社区决策的范围和深度(2) 
加强对居民自治组织成员的培

训，规范组织决策程序，明确成

员权利义务，提高组织运行效率

和决策科学性 

(1) 建立统一的治理协调平

台，促进政府部门、社区居委

会和市场主体之间的信息共享

与沟通协调 
(2) 制定明确的市场服务规范

和监管机制，加强对市场商家

的管理，确保其合法经营、提

供优质服务 
(3) 建立社区与商家的合作共

赢机制，共同推动社区发展，

满足居民多样化需求 

效果

如何 

部分社区环境得到改善，居民参与意识有

所提高。如西门社区通过争取企业资金，

翻新了社区活动中心，新增了健身器材，

吸引了更多居民参与社区活动 

居民自治模式促进了社区和谐发

展，居民对社区事务满意度较

高。湖滨社区通过居民自治解决

了停车位规划、公共设施维护等

问题，提升了社区治理效率 

在满足多样化需求方面取得进

展，社区活力得到提升。龙源

社区引进的商家丰富了居民生

活，居民对社区服务的多样性

给予肯定 

4.2.3.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的社区治理路径与政策建议 
(1) 明确社区治理职责边界 
进一步明确政府、社区居委会、社会组织等在社区治理中的职责。政府应加强宏观规划和政策支持，

减少对社区具体事务的干预，将更多权力下放给社区居委会。社区居委会应强化自治职能，依法开展社

区事务管理和服务，提高自主决策能力。社会组织应发挥专业优势，填补社区治理服务的空白，形成多

元主体协同治理的格局。 
(2) 建立稳定的资源供给机制 
政府需增加对社区治理的财政支持，并建立长效增长机制，确保社区有足够的资金执行各项任务。

鼓励社区通过自身资源开发、社会捐赠、与企业合作等方式拓宽资源渠道。例如，设立社区开拓多元化

资源渠道，包括自身资源开发、社会捐赠和企业合作。支持社区开展公益创投活动，激励社会组织参与

社区服务，提升资源使用效率。 
(3) 规范居民自治组织运行 
制定居民自治组织运行规范和标准，加强对其成员的培训与指导。明确组织决策程序、成员权利义

务等，提高组织运行效率和决策科学性。建立监督与评估机制，对居民自治组织的工作进行定期评估，

及时发现问题并整改，保障组织健康有序发展，充分发挥居民在社区治理中的主体作用。 
(4) 优化混合型社区治理协调机制 
在混合型社区建立统一的治理协调平台，促进政府部门、社区居委会和市场主体之间的信息共享与

沟通协调。制定明确的市场服务规范和监管机制，加强对市场商家的管理，确保其合法经营、提供优质

服务。建立社区与商家的合作共赢机制，共同推动社区发展，满足居民多样化需求。通过对宁波社区分

类治理的案例研究，认识到不同类型社区在治理过程中的特点和需求。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应不断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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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治理路径，完善政策支持，提升社区治理水平，最终目标是构建和谐、宜居、富有活力的现代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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