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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探讨社区管理服务与居民夜间安全感之间的相关性，文章以柳州市为例进行分析。通过对柳州市多个

社区的问卷调查和实地访谈，收集了不同社区居民对社区管理服务水平的满意度以及居民夜间安全感的

自我评估数据。基于社区发展理论视角，发现有效的社区管理能够显著提高居民夜间安全感知，降低夜

间犯罪率，进而能够增强社区居民的归属感和满意度。为进一步提升居民夜间安全感知，优化与完善社

区管理服务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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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community management services and residents’ sense 
of security at night, this paper takes Liuzhou City as an example to analyze. Through questionna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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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vey and field interview in several communities in Liuzhou City, the self-assessment data of resi-
dents’ satisfaction with community management service level and residents’ sense of security at 
night were collected.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ty development theory, it is found that 
effective community management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residents’ perception of safety at night, 
reduce the night crime rate, and then enhance the sense of belonging and satisfaction of community 
residents. It is imperative to optimize and perfect community management services in order to fur-
ther enhance residents’ safety perception at n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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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社区管理服务作为城市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城市居民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社区管理服务的质量直接关系到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

特别是在夜间安全方面。柳州市作为广西的一个重要城市，近年来在城市建设和社会治理方面取得了显

著成就，但也面临着一些挑战，特别是在提升居民夜间安全感方面。夜间安全感是居民对于社区安全状

态的主观感受，也是衡量社区管理服务水平和社会治安的一个重要评价指标，它不仅关系到居民的日常

生活质量，也是城市形象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体现。因此，研究社区管理服务与居民夜间安全感的相关性

对于提升城市社区管理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2. 文献综述 

社区管理服务是指社区管理机构为维护社区秩序、提高居民生活质量而进行的一系列服务活动。通

常包括治安管理、环境治理、公共设施的维护以及社区文化建设等方面。现有研究表明，社区管理服务

的质量与居民的生活满意度、社区归属感等密切相关。例如，江丽等通过对浙江 13 个城市社区进行调查，

发现社区管理服务的完善程度直接影响居民的满意度[1]。吴怀志和陶维兵的研究指出，优质的社区管理

服务能够增强居民的社区归属感，进而提升居民的幸福感[2]。现有研究表明，居民夜间安全感与社区环

境、治安状况、居民自身素质等因素有关。如袁振龙的研究发现，社区治安状况的好坏对居民夜间安全

感具有显著影响[3]。杨燕和李丽则指出，居民自身的安全意识和防范能力也是影响夜间安全感的重要因

素[4]。部分研究表明，优质的社区管理服务能够提升社区的治安状况，进而增强居民的夜间安全感。如

殷闽华通过对社区治理中的物业管理分析，发现社区管理服务的完善程度与居民夜间安全感呈正相关关

系[5]。 
夜间安全感是指居民在夜间活动或生活过程中对自身安全的主观感受和心理状态。目前，关于夜间

安全感的研究，多从心理学、社会学和犯罪学等角度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夜间安全感受到多种因素的

影响，如社区治安状况、光照条件、社会经济水平等。郭信一以城中村为例，城中村户外步行环境易滋

生违法犯罪，并在夜间呈现出更高的犯罪发生率，夜间治安问题则成为城中村空间环境更新改造中的关

键[6]。叶珍光研究认为社区视觉安全感知关系着外部空间的活力和人们的幸福感，了解影响安全感知的

社区照明设计因素及其影响机制十分重要[7]。王悦等研究发现空间安全感不是由单个因素所影响，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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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空间中多个因素共同影响，其中照明因素在夜晚安全感调查中影响最大，且易削弱其他影响因素[8]。 
社区管理服务通过改善物理环境、加强治安管理、促进邻里互助等多种途径，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居

民的夜间安全感。Deyou C 等通过对农村居民生活水平与农村社区管理服务水平的相关性进行了定量研

究，结果表明提高农村社区管理服务水平，可以有效优化农村社区居住条件，从而能够提升居民的安全

感[9]。燕茹以晋城市城区为例，推动社区精细化管理，聚焦群众服务需求，注重在精细化、智能化、科

学化上下功夫，着重提升居民的幸福感[10]。 

3. 研究方法 

本研究综合运用了问卷调查法和实地访谈法，以柳州市的居民群体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深入探讨

了社区管理服务与居民夜间出行之间的关系。在问卷调查部分，我们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承、

资源浪费现象的观察、社区及居民的参与热情、居民个人及财产的安全问题、社区管理服务的质量、对

未成年人的关爱活动及评价、学校的师德师风建设以及学校周边社会文化环境的治理等十二个核心议题

进行了广泛的调研。 
通过问卷调查所收集到的数据，我们制作了社区管理服务水平和居民安全感百分比表格，并对其进

行了简要但深入的分析。在此基础上，我们还编制了交叉频数分布表，以便更为直观地揭示社区管理服

务与居民安全感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在不同维度上的交叉情况。根据这些表格以及入户访谈的实际情

况，我们进一步剖析了存在的问题，探讨了影响社区管理服务和居民夜间出行安全感的各种因素。 
为了确保研究的科学性和严谨性，我们使用了卡方检验对数据进行了分析。通过这一统计学方法，

我们能够更为准确地判断柳州市社区管理服务水平与居民夜间安全感之间是否存在显著的相关性。最终，

研究结果明确地显示，社区管理服务水平的高低与居民在夜间出行的安全感之间确实存在着显著的关联。

这一发现对于提升社区管理服务质量、增强居民夜间出行的安全感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4. 社区管理服务与居民安全感实证研究 

(一) 社区管理服务 
1. 现状 
社区管理作为现代城市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重要性日益凸显。在柳州市这一具有浓厚地域特色

的城市中，社区管理服务的优化与发展尤为重要。柳州市的社区管理不仅涉及日常的公共设施维护、环

境卫生管理，还注重居民夜间安全的保障。近年来，柳州市在社区管理方面积极探索，相关服务体系已

初步建立，包括社区警务、物业管理、居民自治等多个方面。社区警务方面，柳州市公安部门在每个社

区都设有警务室，负责处理社区内的治安问题。物业管理方面，大部分住宅小区都有专业的物业公司进

行管理，负责小区的日常维护和秩序维护。居民自治方面，柳州市鼓励居民参与社区管理，通过选举产

生业主委员会等自治组织，参与社区事务的决策和管理。 
2. 问题 
根据 2023 年柳州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问卷调查表的数据显示，共有 4775 名柳州市的居民参与了此

次调查。在这些人中，对社区居委会或物业公司的管理服务水平持“好”的评分的居民共有 4334 人，而

持“不好、说不清及不清楚”的评分的居民共有 441 人。具体的统计数据如下表所示，这些数据清晰地

展示了柳州市居民对社区居委会或物业公司的管理服务水平的态度和评价。见表 1。 
根据表 1 所示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柳州市的居民对于社区居委会或者物业公司的管理服务水平

持有高度的认可，认为其服务较好的比例高达 90.76%。这个数字表明，大多数居民对于社区居委会或者

物业公司的服务是满意的，认为他们的服务水平是值得信赖和依赖的。而另一方面，持有负面评价的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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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比例则相对较低，只有 9.24%。这一部分居民对于社区居委会或者物业公司的服务水平持有不好的评

价，或者认为难以评价，或者不清楚服务的具体情况。虽然这个比例较低，但也提示我们，在提高服务

水平的同时，还需要关注这部分居民的意见和需求，尽可能地提高服务的质量和满意度。 
 

Table 1. Community management service evaluation 
表 1. 社区管理服务评价 

社区居委会或物业公司的管理服务水平 

好 4334 90.76% 

不好 155 3.25% 

说不清 237 4.96% 

不清楚 49 1.03% 

共计 4775 100% 

 
根据入户情况分析，发现柳州市在社区管理服务方面存在的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社区服务质量和效率不高。在志愿者入户过程中，有居民反映之前去社区办理异地医保卡，但

是社区没有帮忙办理，还让居民自行邮寄，这一做法使得居民非常生气。还有居民反映去社区办理相关

业务时，社区工作人员不尽职，互相推卸责任，未能有效帮助居民办理。 
二是缺乏相应的物业管理及物业管理水平差。在与社区人员及居民的访谈中可以发现，有许多老旧

小区缺乏专业的物业管理服务，这在一定程度上严重导致了基础设施的老化问题，长期以往不利于居民

的自身安全。还有的小区物业刚刚引入，小区的停车位问题很长时间还未得到解决，一直存在界限不明

确的现象。此外，部分小区收取居民物业费，但不作为的现象也经常发生。据调查显示，有大部分居民

对本社区的物业管理存在极大的不满，物业管理服务亟待解决。 
三是社区相应管理制度不完善。入户过程中，有居民反映小区环境脏乱，道路上经常可以看见宠物

粪便，以及有居民自行圈地，在屋顶上种菜、养鸡等，产生异味，导致附近居民严重不满。除此之外，还

有居民反映楼道、小区内及小区附近学校道路上自行车、电动车和汽车乱停乱放的现象时常发生，严重

阻碍了小区居民的出行安全。 
3. 社区发展视角下的社区管理服务水平 
社区管理服务水平在社区发展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不仅关乎居民日常生活的便利与舒适，

更直接影响着社区的繁荣与和谐。从社区发展的视角来看，提升社区管理服务水平显得尤为关键。 
首先，高效的社区管理能够确保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这包括基础设施的完善、公共服务

的提供以及安全环境的营造。同时，社区管理还能够为居民提供便捷的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服务，

满足居民多样化的生活需求。 
其次，优质的社区管理服务水平能够促进社区的和谐稳定。通过建立健全的社区管理机制，可以有

效地调解居民之间的矛盾纠纷，维护社区秩序。同时，社区管理还能够增强居民的归属感和凝聚力，使

居民更加积极地参与到社区的各项活动中来，共同为社区的繁荣发展贡献力量。 
此外，随着社区的不断发展，社区管理服务水平也需要不断地提升和创新。这要求社区管理者要与

时俱进，不断学习新知识、新技能，以适应社区发展的新形势、新需求。同时，还需要加强与居民的沟通

与交流，了解居民的需求和期望，为居民提供更加贴心、个性化的服务。 
综上所述，从社区发展的视角来看，提升社区管理服务水平是推动社区繁荣与和谐的重要途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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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调解矛盾纠纷、增强居民凝聚力等措施，可以不断提升社

区管理服务水平，为居民创造一个更加美好、和谐的居住环境。 
(二) 居民安全感 
1. 现状 
居民夜间安全感是一个复杂且多维度的概念，它涵盖了治安状况、社区环境、个人心理等多个方面。

在一个理想的社区环境中，居民们应该能够在任何时间，包括夜间，都感到安全和舒适。然而，在现实

生活中，各种因素可能会对居民的夜间安全感产生影响。近年来随着柳州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居民夜间

安全感问题逐渐凸显。据柳州市公安局统计数据显示，近年来柳州市夜间犯罪率呈上升趋势，尤其是盗

窃、抢劫等侵犯居民财产安全的案件频发。这不仅给居民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也对城市的治安环

境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2. 影响因素 
根据 2023 年柳州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问卷调查的数据显示，此次调查总共涉及到的柳州市被调查居

民人数达到了 4775 人。在这庞大的调查样本中，我们发现其中有 4615 位居民对于“敢”一个人在夜间

于本地散步、运动和赶路持有肯定的态度，他们相信本地的治安情况良好，相信自己和他人的素质，因

此对于夜间的单独行动并无恐惧。然而，还有 160 位居民对于这个问题持有“不敢、说不清及不清楚”

的态度，他们对本地的治安情况存在疑虑，或许是因为对周围环境的不熟悉，或许是因为对夜间可能出

现的安全问题的担忧，他们的态度显得较为谨慎。如下表所示，这个数据的比例和分布情况一目了然。

见表 2。 
 

Table 2. Evaluation of residents’ sense of security 
表 2. 居民安全感评价 

是否敢一个人夜间在本地散步、运动、赶路 

敢 4615 96.65% 

不敢 93 1.95% 

说不清 57 1.19% 

不清楚 10 0.21% 

共计 4775 100% 

 
根据表 2 的数据分析，我们可以得知，在柳州市，绝大多数的居民对于在夜间独自一人在本地进行

散步、运动以及赶路等活动的态度是肯定的，即他们“敢”这么做。具体来看，有 96.65%的居民表示他

们敢于在夜间独自进行这些活动，这一比例足以说明柳州市居民对于夜间出行的安全感较高，同时也反

映出他们的生活习惯和心理素质较为积极。而另一方面，持有相反态度的居民，即那些表示“不敢”、

“说不清”或“不清楚”的居民，仅占总人数的 3.35%。这一数据可能说明，虽然有一小部分居民对于夜

间出行存在担忧或疑虑，但他们并不占据主流。这部分居民可能因为对夜间出行安全性的担忧，或者对

夜间环境的不熟悉，而选择了避免在夜间独自外出。 
根据入户情况分析，将影响居民夜间安全感的因素大致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是社区治安状况。入户过程中有居民反映电动车停放在小区内，其电瓶被盗，报警后查看监控

依然未果。还有居民反映家中入户大门上贴有各种各样的小广告。这些现象充分表明小区外陌生人员可

以随意进出小区，社区治安状况严峻，影响居民的日常生活及损害财产安全，严重降低居民夜间的安全

https://doi.org/10.12677/mm.2024.148224


陈扬欣，熊顺聪 
 

 

DOI: 10.12677/mm.2024.148224 1943 现代管理 
 

感知。 
第二是社区环境问题。有相当大一部分的居民反映楼道照明设施失灵，社区没有及时进行设施维修，

以及经过改造后的楼梯走道声控灯不够灵敏，还没有改造前的声控灯便捷。同时，还有相当大一部分的

居民私自占用楼梯公共空间，用来放杂物、自行车和电动车等，大大影响了居民日常出行安全。此外，

小区内自行车、电动车和汽车乱停乱放时常发生，甚至还存在飞线乱充的现象。夜间将会更加危险，都

不利于居民夜间安全感的提升。 
第三是个人心理因素。有些人可能天生就比较敏感，容易感到害怕或者不安。而有些人则可能因为

过去的经历，如遭遇过犯罪或者暴力事件，而对夜间环境产生恐惧感。这些因素都可能导致居民在夜间

感到不安全。虽然在入户过程中，没有居民对志愿者进行反馈，但根据当面访谈情况来看，言语之中还

是可以感受到居民的这一心理因素的，因此，个人心理因素也是居民夜间安全感的影响之一。 
3. 社区发展视角下的居民夜间安全感知 
在现代社会中，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和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社区作为人们生活的重要空间，其安全

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特别是在夜间，由于光线暗淡、行人稀少，社区安全问题更加突出。因此，

从社区发展视角出发，探讨居民夜间安全感知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治安状况是影响居民夜间安全感知的重要因素之一。一个安全、稳定的社区治安环境是居民

夜间安全的重要保障。社区管理部门不仅要加大对社区治安的巡逻和管理力度，还要通过宣传教育等方

式提高居民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共同维护社区的治安环境。 
其次，社区环境是影响居民夜间安全感知的另一重要因素。一个整洁、有序、明亮的社区环境会给

居民带来安全感，而脏乱差的环境则容易让人产生不安的情绪。社区管理部门应该要加强对社区环境的

整治和管理，加强社区照明设施的建设和维护也是提高居民夜间安全感知的有效措施之一。 
最后，个人心理因素也是影响居民夜间安全感知的因素之一。一些居民可能因为曾经的遭遇而对夜

间安全产生恐惧心理。社区管理部门应该多关注居民的个人经历和需求，提供个性化的服务和支持，从

而增强他们的夜间安全感知。 
综上所述，从社区发展视角出发，提高居民夜间安全感知需要综合考虑多个方面的因素。通过加强

治安管理、改善社区环境和关注居民个人心理因素等措施，我们可以为居民创造一个更加安全、舒适的

夜间生活环境，促进社区的和谐与发展。同时，这也需要居民自身的积极参与和配合，共同营造一个安

全、温馨的社区家园。 

5. 社区管理服务与安全感相关性分析 

(一) 相关性分析 
 

Table 3. Cross-frequency distribution of community management services and sense of security 
表 3. 社区管理服务与安全感的交叉频数分布表 

社区管理服务 
居民安全感 敢 不敢 说不清 不清楚 共计 

好 4251 54 23 6 4334 

不好 129 14 12 0 155 

说不清 199 16 22 0 237 

不清楚 36 9 0 4 49 

共计 4615 93 57 10 4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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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州市居民在认为社区管理服务水平“好”的同时“敢”一个人在夜间出行的人数共计 4251，占样

本总人数的 89.03%，认为社区管理服务水平“不好”且“不敢”夜间一个人出行的共计 14 人，占样本总

人数的 0.29%。通过分析可以发现，柳州市居民认为社区管理服务水平“好”且“敢”一个人在夜间出行

的评价较高，但也存在许多威胁和挑战亟待解决。见表 3。 
 

Table 4. Chi-square test of residents’ satisfaction 
表 4. 居民满意度的卡方检验 

卡方检验 值 自由度 渐进显著性(双侧) 

卡方统计量 513.63 9 0 

有效个案数 4775   

 
设定显著性水平为 0.05，由上表可以看到，柳州市居民满意度卡方检验统计量的值为 513.63，P 值

趋近于零，此结果表明两个变量之间不是独立的，显示出它们之间的显著相关性。见表 4。 
(二) 影响因素分析 
由上述卡方检验分析可知，柳州市居民满意度的卡方检验值为 513.63，P 值趋近于零，且变量之间存

在显著相关性，我们可以发现柳州市在社区管理服务与居民夜间安全感的相关性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这

其中存在着多个影响因素，以下是我对这些因素的大致分析： 
首先，从社区管理服务的角度来看，柳州市社区服务中心较为重视居民的需求和反馈。社区居委会

或物业公司能够更加积极地回应居民的问题，及时采取相应措施进行整改。这种积极的互动和响应能够

增强居民对社区管理服务水平的认可，从而提高了居民夜间出行的安全感。 
其次，柳州市的社区文化建设和邻里关系较为和谐。一个充满友善和互助氛围的社区环境能够增强

居民之间的信任感和归属感，进而提高居民在夜间出行的安全感。相反，如果社区内部存在较大的矛盾

和冲突，或者邻里关系紧张，那么居民夜间出行的安全感自然会受到影响。 
此外，柳州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人口结构、居民素质等因素也会对社区管理服务与居民夜间安全感

的相关性产生影响。例如，经济水平较高的区域可能更加注重社区环境的改善和居民生活质量的提升，

而人口结构复杂、居民素质差异较大的区域则可能面临更多的管理挑战。 
综上所述，柳州市在社区管理服务与居民夜间安全感的相关性方面存在显著相关，这既与柳州市的

具体管理实践有关，也与它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背景密切相关。要进一步提升居民夜间安全感，需要综

合考虑多个因素，制定有针对性的管理策略和措施。 

6. 提升社区管理服务与居民夜间安全感的策略建议 

(一) 优化社区管理服务的建议 
1. 提高社区服务的品质与效率，通过引入先进的服务理念和技术手段，创新服务模式，为居民提供

更加便捷、周到、高质量的服务体验。要重视服务人员的专业培训，确保服务过程中的细致入微和响应

速度，打造业主满意度高的社区服务品牌。 
2. 提升物业管理的水平，要求物业公司不仅要做好日常的物业维护工作，还要针对社区的安全、环

境、设施等进行定期评估和优化管理。加强物业服务团队的职业化建设，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确

保居民生活在一个有序、安全、舒适的环境中。 
3. 完善社区的各项管理制度，构建一套科学、合理、高效的社区管理体系。包括但不限于居民信息

管理、设施维护保养、环境卫生保洁、安全防范工作等方面，通过制度来规范行为，通过流程来优化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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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通过监督来保障执行，确保社区管理工作的规范化和常态化。 
综上所述，社区服务品质的提升与物业管理水平的加强是构建和谐社区的关键。通过引入先进的服

务理念和技术手段，不仅能够创新服务模式、增加居民服务体验，还能加强服务人员的专业培训，从而

打造业主满意度高的社区服务。同时，物业公司还应进一步提升管理水平，做好日常物业维护工作的同

时，更要对社区的安全、环境、设施等进行定期评估和优化管理。此外，完善社区的各项管理制度，构建

一套科学、合理、高效的社区管理体系，通过制度来规范行为，通过流程来优化管理，通过监督来保障

执行，确保社区管理工作的规范化和常态化，是确保社区和谐稳定、居民安居乐业的重要保障。 
(二) 提升居民夜间安全感的措施 
1. 社区治安 
(1) 加强夜间巡逻力度：警方和社区治安力量应增加夜间巡逻频次，特别是在犯罪高发区域和时段，

提高见警率，让居民感受到安全就在身边。Polina Putrik 等的研究认为犯罪往往被视为影响邻里安全的关

键因素之一[11]。因此，建立有效的报警和应急响应机制，确保居民在遇到紧急情况时能够及时报警并得

到快速处理。 
(2) 加强社区宣传教育：通过开展安全知识讲座、宣传栏张贴安全提示等方式，提高居民的安全意识

和自我保护能力。同时，鼓励居民积极参与社区安全建设，形成群防群治的良好氛围。 
2. 社区环境 
(1) 提高街道照明水平：Kaplan J 和 Chalfin A 证据表明，更好的环境照明会让人们在社区户外活动

时感到更安全[12]。因此增加路灯数量和亮度，特别是在偏僻路段和背街小巷，可以有效减少犯罪发生的

可能性。 
(2) 优化城市规划和管理：优化居民的居住环境，合理规划交通流线，减少夜间交通拥堵和车辆乱停

乱放现象，提高居民出行的便利性。同时，加强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和服务，减少社会治安隐患。Wenyue 
Y 等的研究结果也表明，居民主观感知的邻里绿地可达性对绿地使用行为和心理健康的促进作用更大[13]。 

3. 提高居民自身心理素质 
然而，单纯地依赖传统的安全措施，可能并不能完全满足这一需求，因此提升居民自身的心理素质

也显得格外重要。首先，加强心理健康教育。通过定期举办心理健康讲座、开设相关课程等方式，普及

心理健康知识，帮助居民了解如何调整心态、应对压力，以及如何在紧急情况下保持冷静。其次，推广

自我防护技能。这包括教授居民如何在夜间安全地行走、如何识别潜在的危险信号、如何在遇到危险时

采取有效的自卫措施等。这些实用技能的掌握，能够让居民在面对危险时更加从容不迫。最后，建立邻

里互助机制。鼓励居民之间建立紧密的联系，形成互帮互助的良好氛围。在夜间，相互照应、及时报告

异常情况，共同维护社区的夜间安全。 
综上所述，提升居民夜间安全感需要我们从多个方面入手，加强巡逻防控、加强宣传教育、提高照

明水平、优化城市规划和管理以及提高居民自身心理素质等方面都需要我们共同努力。只有这样，才能

让居民在夜间也能安心生活，享受和谐安宁的社会环境。 

7. 结语 

基于上述分析，社区管理服务的完善程度与居民夜间安全感呈正相关关系，居民夜间安全感与社区

管理服务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Deyou C 等认为，要想有效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首先要改善农村

社区管理服务[9]。可见社区管理服务的改善不仅可以提高居民的夜间安全感知，还能够提高居民的生活

水平。因此我们要优化和加强社区管理服务，从而推动社区和谐与稳定发展。 
本文研究建议应当从多方面入手提升居民夜间安全感知，包括但不限于社区管理服务：一是加强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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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防控，增强环境安全感知；二是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心理安全建设；三是提高照明水平，提升感官安

全感知；四是优化城市规划和管理，加大社区管理力度；五是提高居民自身心理素质，以应对潜在的安

全威胁。以此可以有效的增加居民夜间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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