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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推动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议

摘要：常熟理工学院朱卫卿研究认为，“十三五”期间，江

苏社区治理取得较为显著成效，但同时也面临党建引领不强、治

理主体单一、协作机制不畅、居民参与不足等问题。推进构建社

区治理共同体，是打造江苏社区治理新样板，形成江苏社区治理

新格局的必然选择。建议突出党建引领，筑牢治理根基；明确主

体职责，提升服务能力；完善网格机制，推动融合协同；拓展参

与渠道，实现共建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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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治理关系民生、连着民心，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

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工程。2021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

的《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明确

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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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熟理工学院朱卫卿承担的江苏省社

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国家与社会关系学说对当代中国国家治

理的启示研究”，基于江苏社区治理现状，分析构建社区治理共

同体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提出对策建议。

一、 推动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十三五”期间，江苏社区治理取得较为显著成效。一是法

治保障更加有力。省人大常委会修订《江苏省实施<中华人民共

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江苏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

省委省政府相继出台加强城市社区和农村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

网格化社会治理机制等政策举措。二是综合服务设施普遍改善。

在城乡社区综合服务设施项目方面，省级财政投入专项资金1.05

亿元，地方财政累计投入资金超 56 亿元，累计完成新建、改（扩）

建项目 5276 个，新增社区服务用房 185.3 万平方米，其中 85%

以上的社区达到每百户 30 平方米。三是社区治理水平显著提升。

大力推动“清单化”管理，全省社区台账和挂牌减幅保持在 85%

左右，社区治理回归“服务”本位。全省普遍建立城乡社区议事

组织，议事协商活动进一步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江苏获评

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试验区等数量均居全国前列，并涌现出了太

仓“政社互动”、泗阳“四个常态化”、睢宁“党建+社会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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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社区天天乐”等社区治理创新模式，为深入推动基层治理

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基础。

但同时，社区治理也面临一系列问题和挑战。一是党建引领

不强。一些社区党组织活动往往流于形式，基层党建与社区治理

融合不够。少数社区党员干部服务意识不足、工作不实。访问某

市便民网站“咨询投诉”栏目，2021 年 12 月有关社区投诉贴达

116 个，其中 49 个直指社区不作为、工作效率低等。二是治理

主体单一。“政府是社区治理中唯一管理方和最大利益主体”的

认识仍较普遍，调研发现，某市社区治理案例政府主导的达 84%，

社区自治或社会组织合作治理的仅占 16%。三是协作机制不畅。

社区治理普遍存在共建共享机制的缺失，物业与居民、居民自治

组织、社会组织的常态化协同机制不健全，在社区安防、小区地

面停车位、生活噪声干扰、侵占公共空间等方面容易产生矛盾纠

纷。四是居民参与不足。调研发现，由于社区多元共治机制不畅、

参与平台僵化趋同、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缺失等原因，社区居民

参与治理的内生动力不足、参与度不高、主体分布不均。例如，

某县级市常住人口超过万人的中大型社区招募疫情防控志愿者

时，报名者人数不足 20 人。

当前，面对经济社会发展新目标、信息化时代新挑战、人口

深度老龄化新趋势，群众需求更加多元，治理环境更加复杂，社

区治理“单打独斗”的模式已经落后于实践要求。把握时代发展

机遇，落实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需要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

层下移，努力构建“党建引领、主体协同、信息赋能”社区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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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体，不断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现代化。

二、江苏推动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对策建议

1.突出党建引领，筑牢治理根基。突出党组织在社区治理共

同体建设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创新“党建+网格”“党建+项目”

“党建+服务”等管理体系和服务模式。推进基层党组织向社区

内社会组织、物业公司、社区单元延伸，形成“支部-党员-群众”

基层党建工作新链条，提升党组织影响力与战斗力。引导基层党

组织与辖区内及周边高校、企事业单位等建立“党建协同创新中

心”，协同破解治理难题。促进基层党组织利用互联网、大数据

等建立党员教育学习终端，严格落实“三会一课”等制度，探索

建立基层干部讲师团，不断提升基层治理凝聚力。

2. 明确主体职责，提升服务能力。进一步简政放权，下沉

公共服务机构至社区层面，优化村（居）便民服务中心服务职能，

完善社区居民健康信息平台，巩固提升社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

力。提高基层政务服务质量和效率，增强基层决策的开放性与透

明度。推动社区公共服务供给改革，积极引导市场主体进入社区

服务领域，为社区居民提供就业、养老、医疗、托幼等高质量公

共服务。大力培育发展社会组织，重点培育和发展专业性社会服

务机构，提升社区养老服务能力和健康支撑能力，构建居家、社

区、专业机构相结合的社区养老服务体系。

3.完善网格机制，推动融合协同。整合基层党政职能部门与

社会力量，组建由党员干部、民警、网格管理员、志愿者为主干

的社区工作队伍，形成各治理主体有效衔接、互为支撑的基层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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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治理体系。完善社区网格工作机制，以居民需求为导向，制定

网格管理事项清单，实现清单式管理和菜单式服务。加快“数字

化”社区建设，推动“互联网﹢”与社区治理深度融合，建设线

上社区数字化智慧服务平台。打通市、区（县）、街道（乡镇）

三级数据通道，开展智慧社区试点建设，持续提升社区治理精准

化与智能化水平。

4.拓展参与渠道，实现共建共享。搭建居民参与平台，建设

社区书记工作室、社区党校、党员之家、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等，

开通线上“民意直通车”，放大居民参与社区共治的平台。探索

社区数字化贡献积分机制，以积分换服务制度等方式激励居民参

与社区治理。落实社区干部联系居民制度，社区干部主动服务，

了解社情民意，处理矛盾纠纷。完善社区民主决策机制，定期召

开社区干部、党员和居民代表等参加的民主协商会议，及时向社

区居民公布落实情况，主动接受群众监督。

（作者朱卫卿，系常熟理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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