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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多元化公共管理主体能够提升管理效率，当多种社会力量参与到社区治理中时，有利于引入更多元化的

思路和方法，从而不断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本文以多元主体参与治理满意度为视角，通过混合

研究方法对城市社区开展实证分析，剖析出社区多元一体建设过程中存在的影响因素并深入剖析其原因，

提出通过机制优化、主体赋能与文化共识凝聚相结合的协同治理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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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versified public management subjects can improve management efficiency, when a variety of so-
cial forces participate in community governance, it is conducive to the introduction of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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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ersified ideas and methods, so as to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public 
servi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ltiple subjects’ participation in governance satisfaction, this 
paper make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urban communities through mixed research methods, ana-
lyz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causes in the process of community pluralistic integration con-
struction, and puts forward a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practice path through the combination of 
mechanism optimization, subject empowerment and cultural consensus cohe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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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战略部署以来，社区治理作为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场

域备受关注。在民族构成多元、社会生态复杂的西南边疆地区，探索社区治理创新路径具有特殊价值。

学界研究呈现多维突破分别从治理主体培育(居民参与度)、治理机制创新(政社互动模式)、治理效能提升

(协同共治能力)等多个角度，为广西这类多民族聚居区破解社区治理中的文化融合难题、资源整合困境和

治理效能衰减问题提供了理论参照，其揭示的“党建引领–文化认同–机制创新”互动规律，对推进边

疆地区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启示。 

2. 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现状分析 

以下分析基于 501 份有效问卷及访谈数据，运用 SPSS26.0 进行统计分析，信度检验(α = 0.848)与效

度分析(KMO = 0.914)证实数据有效性同时聚焦多元主体参与困境，通过满意度影响因素实证检验，结合

宏观因素解析治理满意度和治理效能。 

问卷样本分析 

调研数据显示(见表 1)，受访者呈现显著人口结构特征：性别分布中女性占比 53.8%，高于男性(46.1%)，
印证女性在社区事务中的主导参与，可能与家庭角色延伸及对公共服务敏感度相关。 
 

Table 1. Statistical table of participants’ gender 
表 1. 参与者性别分布统计表 

性别 数量(个) 百分比 

男 231 46.1% 

女 270 53.8% 

 
年龄分布呈“双峰”特征(见表 2)，25~35 岁群体占比最高(27.9%)，其次为 18~24 岁(22.5%)和 45~60

岁(20.9%)，显示青年群体参与活跃性，其事业家庭发展需求驱动社区建设关注；中年群体 36~44 岁(20.7%)
因生活压力参与受限，老年群体(61 岁以上，7.8%)受身体条件制约(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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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Statistical table of age distribution of participants 
表 2. 参与者年龄布统计表 

年龄 数量(个) 百分比 

18~24 岁 113 22.5% 

24~35 岁 140 27.9% 

36~44 岁 104 20.7% 

45~60 岁 105 20.9% 

61 岁及以上 39 7.8% 

18~24 岁 113 22.5% 

 
民族构成涵盖壮族(46.5%)、汉族(34.1%)及苗、瑶、侗等少数民族(合计 19.1%)，凸显多民族社区治

理需强化文化适应性(见表 3)。 
 

Table 3. The ethnic distribution of the participants 
表 3. 参与者所属民族分布情况 

民族 数量 百分比 

汉族 171 34.1% 

壮族 233 46.5% 

苗族 44 8.7% 

瑶族 27 5.3% 

侗族 14 2.7% 

其他 12 2.4% 

 
居住时长显示长期居民占比突出(10 年以上 26.9%，4~6 年 22.7%)，其社区认同与经验积累为治理改

进提供高价值样本(见表 4)。 
 

Table 4. Scale chart of resident residence time  
表 4. 居民居住时间比例图 

居住情况 人数 百分比 

一年以内 66 13.1% 

1~3 年 105 20.9% 

4~6 年 114 22.7% 

7~10 年 81 16.1% 

10 年以上 135 26.9% 

 
职业分布呈现多元性：“其他”类别居首(30.4%)，公职人员(24.8%)及自由职业者(14.4%)占比较高，

专业技术(8.8%)、退休(9.2%)及私企人员(12.4%)比例较低，反映社区需求层次差异(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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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 Occupational distribution of participants 
表 5. 参与者职业分布情况 

居住情况 人数 百分比 

国家机关、公务员、国企人员 124 24.7% 

医生、律师、司机等专业技术人员 44 8.7% 

企业、个体工商户等私营企业人员 62 12.3% 

自由职业 72 14.3% 

退休人员 46 9.1% 

其他 153 30.5% 

 
住房类型中商品房占比 36.4%，自建房(20.8%)与租住房(16.6%)次之，显示居民对居住品质(商品房配

套设施)与自主性(自建房)的重视，单位房(15.2%)及移民安置房(8.4%)占比较低，为社区住房政策优化提

供依据(表 6)。 
 

Table 6. Residential type statistics 
表 6. 居民住宅类型统计 

住房类型 人数 百分比 

商品房 183 36.5% 

单位房 76 15.1% 

租住房 83 16.5% 

自建房 104 20.7% 

移民搬迁安置房 42 8.3% 

其他 13 2.5% 

 
从数据调查中总结得出了以下几点发现，首先青年女性成为社区参与主力，需针对性设计治理参与

机制；其次民族构成复杂性与居住稳定性叠加，要求治理方案兼顾文化融合与历史经验；最后，职业与

住房类型差异映射需求分层，需构建精准化服务供给体系。 

3. 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居民满意度调查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3.1. 线性回归结果分析 

为探究社区多元治理中影响居民满意度的因素，采用了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作为主要统计学方法并选

取居民对社区整体满意度为因变量。自变量从多个维度选取，涵盖：居民联系程度、居民与居委会互动

情况、居民长久居住意愿、邻里关系、居民的社区归属感、社区民主协商会议开展频次、社区工作对青

年群体的支持程度，以及社区对居民反馈问题的解决效力。借助 SPSS 软件构建回归模型并展开检验。最

后将上述自变量纳入模型，进行线性回归分析，以揭示多元主体参与下各因素对居民满意度的影响机制。 
分析结果如表 7 所示。 
线性回归模型分析显示，调整 R2 为 0.522，表明 8 个自变量可解释居民社区治理满意度 52.2%的变

异量，符合社会科学研究标准(0.3~0.6)。模型整体显著性突出(F = 69.176, p < 0.001)，远高于 F > 10 的显

著阈值，证实模型有效性。通过对 8 个自变量的回归系数检验，最终得到以下分析结果：首先是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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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7. Results of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表 7. 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未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T 显著性  

 B 标准错误 Beta   VIF 

常量 0.521 0.168  3.105 0.002  

居民与居委会联系情况 0.150 0.030 0.198 5.038 <0.001 1.613 

居民在多民族社区的长久居住意愿 0.427 0.040 0.407 10.577 <0.001 1.547 

居民邻里关系 0.148 0.040 0.147 3.701 <0.001 1.640 

居民间的联系情况 −0.082 0.039 −0.087 −2.110 0.035 1.763 

居民归属感 0.155 0.036 0.166 4.341 <0.001 1.538 

参与社区公共事务讨论次数 −0.043 0.024 −0.062 −1.835 0.067 1.213 

社区工作是否有利于青年群体加入 0.080 0.030 0.093 2.686 0.007 1.241 

反映问题解决效力 0.091 0.033 0.094 2.714 0.006 1.218 

调整后的 R2   0.522  

F   69.176  

P   <0.001  

 
分析：未标准化系数(B)为 0.521，T 值为 3.105，显著性为 0.002。这表明在不考虑其他自变量时，模型存

在一个基础的截距值，且该值在统计上显著，意味着它对因变量有显著影响。且 VIF (膨胀因子)均小于 5
说明了自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其次是自变量分析：居民与居委会联系情况：未标准化系数

B = 0.150，标准化系数 Beta = 0.198 (T = 5.038, P ≤ 0.001)，说明居民与居委会联系越紧密，居民对社区治

理总体效果满意度越高；居民在多民族社区的长久居住意愿：B = 0.427，Beta = 0.407 (T = 10.577, P < 
0.001)，表明长久居住意愿越强，居民满意度越高，影响显著；居民邻里关系：B = 0.148，Beta = 0.147 (T 
= 3.701, P < 0.001)，意味着邻里关系越好，居民满意度越高；居民间的联系情况：B = −0.082，Beta = −0.087 
(T = −2.110, P = 0.035, VIF = 1.763)，说明居民间联系情况与居民满意度呈负相关，即居民间联系情况越

好，居民满意度反而越低，但影响相对较弱，且无严重多重共线性，故不作为影响因素的重要参考依据；

居民归属感：B = 0.155，Beta = 0.166 (T = 4.341, P < 0.001)表示居民归属感越强，居民满意度越高；参与

社区公共事务讨论次数：B = −0.043，Beta = −0.062 (T = −1.835, P = 0.067)该变量对居民满意度的负向影

响未达到显著水平(通常以 0.05 为界)，即参与社区公共事务讨论次数对居民满意度影响不显著。社区工

作是否有利于青年群体加入：B = 0.080，Beta = 0.093 (T = 2.686，显著性 = 0.007)说明社区工作对青年群

体加入越有利，居民满意度越高；反映问题解决效力：B = 0.091，Beta = 0.094 (T = 2.714，显著性 = 0.006)
表明社区对居民反映问题的解决效力越高，居民满意度越高。 

由以上结果得知，居民与居委会联系情况、居民在多民族社区的长久居住意愿、居民邻里关系、居

民归属感、社区工作是否有利于青年群体加入、反映问题解决效力等因素，均对居民对社区治理总体效

果的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居民间的联系情况对居民满意度呈负向影响，但影响较弱；参与社区公

共事务讨论次数对居民满意度影响不显著。在提升居民对社区治理满意度的工作中，可着重从加强居民

与居委会联系、增强居民长久居住意愿、改善邻里关系、提升居民归属感、促进社区工作对青年群体的

吸引力、提高问题解决效力等方面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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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线性回归模型诊断分析 

为确保线性回归分析数据结果具备准确性与可信度，深入开展回归模型诊断分析至关重要。线性回

归分析的有效性依托于诸多关键前提条件。若要确认回归分析模型结果是否精准可靠，需满足以下几点：

一是回归模型不能存在共线性问题；二是残差必须服从正态分布；三是不能出现序列相关情况。 

3.2.1. 线性回归模型共线性分析 
从表 X 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来看，8 个参与研究的自变量，其 VIF 值均小于 5。依据共线性诊断标准，

这表明这些自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由此可见，该回归模型中的自变量通过了共线性诊断。 

3.2.2. 线性回归模型残差正态性分析 
通过绘制线性回归模型的残差直方图，得出结果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Regression standardized residual diagram 
图 1. 回归标准化残差图 

 
观察图十五可知，横轴表示回归标准化残差，纵轴为对应残差取值的频率。蓝色柱形呈现不同残差

取值的频数分布，黑色曲线代表理论正态分布曲线。其均值为−3.03E−16，近乎为 0，标准差是 0.992，样

本量为 501。从图形呈现来看，残差围绕均值 0 集中分布，柱形分布与正态分布曲线形态相近。这表明在

本次线性回归分析中，残差满足正态分布这一关键假设条件。从残差分布层面，为回归模型结果的准确

性与可信度提供了有力支持，反映出模型在残差正态性方面表现优异。由此，增强了回归模型结论的真

实性与可靠性，助力我们更精准、深入地理解变量间的相互作用，有效揭示出自变量与因变量间的深层

因果关联。 

3.3. 结果分析与讨论 

3.3.1. 社区居民对社区多元主体参与治理满意度调查结果分析 
居民对多元主体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满意程度，是衡量社区治理成效的关键。调查显示，73.6%的居

民对社区治理整体满意度颇高，印证多元共治模式获得广泛认可，且满意度与治理成效呈正相关。从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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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调查结果来看，影响社区治理满意度主要有以下几点因素。首先是居民与居委会联系程度：有 69.2%的

居民和居委会联系较为密切或偶尔联系。因此居委会应继续搭建沟通桥梁，开展交流，拓宽反馈渠道，

以此提升居民认可度与参与积极性。其次是多民族社区居住意愿，52.2%居民愿长期居住在多民族社区。

社区管理部门需推动民族文化交流，落实权益保障政策，提供多元公共服务。同时邻里关系好坏也算为

影响因素之一，有 74.8%的居民认为邻里关系友好或比较友好。社区还可组织文化节、志愿服务等互动活

动，来增进邻里信任，化解矛盾。并且居民归属高低感也同样影响社区整体满意度，有 58.4%居民对社区

有较强归属感。社区应挖掘特色文化，打造标识，完善公共空间，组织特色活动，增强居民认同感。再次

是青年群体吸引力，有 77.4%的居民认为社区在吸引青年加入方面有成效。社区应创新工作模式，引入数

字化管理，开展创业分享会等活动，吸引青年参与。最后是问题解决效力，66.4%的居民对问题解决效力

满意。社区还应继续健全反馈处理机制，明确分工，加强监督，提升问题解决效率与质量。 
此外，虽居民间联系频率对满意度呈弱负向影响，参与次数对满意度影响不显著，但也不容忽视，

76.4%的居民与邻里联系频繁，60.6%的居民多次参与社区事务讨论，说明社区在促进交流与事务参与上

取得成效，提升了居民融入感，营造了积极的社区氛围。 

3.3.2. 社区居民对社区多元主体参与治理满意度调查讨论 
社区居民对社区多元主体参与治理的满意度，是衡量社区治理成效的重要指标，反映居民对该模式

的认可。调查表明，社区治理满意度与多个要素紧密相关。首先，社区治理满意度和居民与居委会联系

程度、多民族社区居民长久居住意愿密切相关。多数居民与居委会沟通密切，认可其服务工作。这种联

系能让居委会及时解决居民问题，提升居民满意度。同时，多数居民愿意在多民族社区长期居住，说明

社区在促进民族团结方面得到认可，有助于提升社区凝聚力。其次，社区治理满意度与邻里和睦度、居

民归属感息息相关。居民认可社区在促进邻里互动等方面的成效。和谐邻里关系让居民获得归属感，满

足精神需求，提升生活质量。居民归属感又激发参与热情，推动社区发展。再者，社区治理满意度和青

年群体吸引力、问题处理效率紧密相连。多数居民认可社区为青年参与创造的条件，也肯定社区高效解

决居民诉求的工作机制。这不仅赢得居民信任，也为社区发展提供动力。此外，尽管居民间联系情况对

满意度呈弱负向影响，但仍不容忽视。多元主体可通过组织社区活动、搭建互动平台、拓宽公共事务讨

论渠道等举措，营造和谐社区氛围，增加居民对社区事务的关注度与参与感，进一步提升居民满意度。 

4. 多元主体参与城市社区治理困境纾解 

4.1. 明晰多元主体职责，构建协同治理格局 

“当前我们社区治理面临三大难点：一是楼道设施老旧但资金短缺，居住环境改善困难；二是社区

活动策划与工作审批流程复杂繁琐，效率低下；三是居委会政务繁重，且需调解居民矛盾，致使工作难

以统筹兼顾。”(相关访谈记录，社区工作者，女)究其根源在于长期基层政府主导的街居制模式尚未发生

实质性变革，居民委员会自制权虚，沦为上级政府“附庸”，难以专注于社区治理与服务。此外，政府部

门科层体制决策繁琐、信息不畅，治理效率低下，加之一些基层党组织“实干精神不足、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现象较突出”，出现党建脱离社区、引领脱离实际等诸多“悬浮化”问题，导致党引领基层治理效能

下降，甚至党的影响力也遭削弱[1]。针对上述问题，可采取以下几点措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社区治理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要加

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2]因此为推动社区多元共治可构建以党建为核心的治理机制。如推行“二八议事会”，即每月 28 日由社

区党委牵头，社区两委、物业公司、社区社会组织、商户联盟、小巷管家(网格员)以及街道 4 个平台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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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人员共同参与，举行社区议事协商会。会上，社会组织既可以提出自身发展的需求，反应运行问题，

针对社区管理、社区发展积极建言献策。通过二八议事协商机制，推进社区协同治理，形成多元共治的

社区治结构，社区社会组织嵌入到社区治理体系之中，在社区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3]。第二，政府应优

化职能定位，从主导者转变为引导者和支持者，聚焦社区养老、医疗服务、低收入者再就业等民生领域，

建立健全公共服务网络，完善公共服务制度，提供法制环境，扮演后勤工作者而非一线管理者的角色[4]。
同步培育公民社会生态，弱社会本身并不利于政府的强势，因此政府要涵养公民社会的土壤，积极培育

社会组织发展，通过职能让渡促进管理社会化，同时引导社会主体摈弃“等靠要”思维，提升社区自治

治理能力，形成“强政府–活社会”的良性互动格局[5]。 

4.2. 强化技术赋能，打造专业人才梯队 

“广西相较于其他省份经济和社会发展比较落后，面临经济动力不足、科技水平落后、薪资水平低

导致人才外流等境遇。”(相关访谈记录，社区工作者，男)技术赋能不足制约社区治理现代化，智能化管

理系统覆盖有限，数据分析作用未充分发挥，导致资源调配低效、应急响应迟缓等问题，加之人才匮乏

成社区治理创新瓶颈，现有工作者社区工作需复合型人才，但目前工作者队伍素质不一，专业人才稀缺

且流失严重，难以满足多元化、精细化需求，影响治理效率与社区可持续发展。因此，城市社区应加强

人才队伍的建设与培养，从政策支持与物质保障等方面加强专业人才的选用育留，使优秀人才“愿意来”

并“留得下”[6]。因此，为解决技术赋能与人才储备问题，可采取“技术 + 人才”双轮驱动策略：技术

层面，加大技术投入，拓宽智能化管理系统的覆盖范围，实现全域数据采集，组建专业团队或引入外部

合作，深入挖掘数据价值，建立跨部门的数据共享机制，打破数据壁垒，提高数据流通效率；人才层面，

聚焦人才的生存与发展需求如提供住房补贴、落户便利等吸引专业，联合院校开设治理课程定向培养，

组织职业培训和资质认证提升能力，配套绩效薪酬与晋升通道增强岗位吸引力，形成“引育留用”全链

条机制。 

4.3. 化解文化交流障碍，提升群体参与意识 

“治理难点其实有些是语言这一块，部分少数民族对本地方的语言可能还比较欠缺，所以在我们这

个地方跟他们交流存在一定的障碍”(相关访谈记录，社区工作者，男)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广西等少数民

族聚居区因语言障碍影响社区沟通，易引发矛盾隔阂，影响居民诉求表达和社区和谐，阻碍共同治理。

同时，社区发展需不同层次的居民共同参与，但中青年因工作流动性大参与率低，社区活动依赖退休者

和主妇，治理需求表达片面；加之资金人力有限，传统宣传模式难以满足各群体需求，导致居民精神文

化空缺，参与度低，协同治理机制难形成，影响社区民主自治。针对这些问题，可采取以下对策：一是开

展多语言培训与文化交流，促进民族沟通理解；二是建立线上议事平台等灵活参与机制，方便中青年参

与；三是拓宽资金渠道，争取政府补贴与社会赞助；四是创新宣传方式，利用新媒体吸引年轻居民；五

是深入调研居民需求，组织个性化文化活动，提高参与度，促进协同治理。 

4.4. 健全工作机制，夯实群众参与基础 

“在社区治理这我们主要服务对象是社区居民但属于一个需求比较多样化的群体，当社区治理无法

满足居民们所提出各种需求时就产生了治理矛盾难以调和。”(相应访谈记录，社区工作者，女)在社区治

理中，社区主要服务对象是社区居民。当社区治理无法满足居民多元化需求时，便容易产生矛盾，根源

在于居民需求与社区治理服务供给错位，因社会组织多以政府购买服务形式，以完成任务和绩效考核为

导向参与社会治理且缺乏群众基础，难以深入了解居民需求，无法有效解决社区关键问题，在社区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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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处于治理边缘。加之薪资待遇低，难以吸引留住人才，制约服务质量和治理水平提升。针对上述问题，

需采取如下对策：第一，社会组织应转变运作理念，深入社区进行走访、调查，广泛收集居民需求，增强

群众基础；政府需完善考核机制，将居民满意度作为重要考核指标，并联合企业提高待遇，设立补贴，

完善培训，提升服务治理水平。第二，构建“1 + 3 + X”党建引领多元共治机制：“1”即党组织政治核

心引领，“3”即社区、物业公司、小区管理委员会或业主委员会三方治理主体，“X”即红色阵地、红

色活动、红色联盟等[6]，以此推动多方协同治理，提升居民民主参与意识与活力。第三深化社校合作，

建立季度社校联席会议交流机制，策划文化交流活动，鼓励高校学生参与志愿服务。第四，强化社会组

织管理，建立名录公示制度，畅通居民监督渠道，加强法律培训监督，推动社区治理体系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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