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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城市社区治理资源配置
提升江苏基层治理效能

摘要：江苏省委党校胡志军、吴青熹研究认为，疫情防控背

景下，江苏城市社区治理人力资源不足、组织资源错配、信息资

源悬浮、社会资源闲置等困境日益凸显。为提升江苏基层治理效

能，建议引入物业企业，强化配置人力资源；加强区域党建，精

准规划组织资源；下沉信息技术，科学利用信息资源；鼓励社区

参与，有效调动社会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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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发生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抗击疫情有

两个阵地,一个是医院救死扶伤阵地,一个是社区防控阵地。坚持

不懈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关键靠社区。”城市社区作为江苏疫情防

控的重要阵地，在“外防输入、内防扩散”方面作出重要贡献。

但与此同时，城市社区治理面临的资源困境也日益凸显。江苏省

委党校胡志军承担的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打造共建共治共

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研究”，通过分析江苏城市社区治理面临的资

源困境，提出优化江苏城市社区治理资源配置的对策建议。

一、江苏城市社区治理面临的资源困境

一是人力资源不足。截至 2022年 3月，江苏取得社会工作

者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有 8.5万人，数量位居全国前列。然而，

72%的受访者表示：基层治理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人。目前，可用

于城市社区治理的人力资源主要是社区工作人员和社工，缺乏市

场化的人力资源配置。例如，南京市江北新区每个社区居民大约

为 2万人，但配备给每个社区的工作人员加上社工只有 20人左

右，管理幅度高达 1:1000。疫情期间，管理任务的剧增导致社区

人力不足，部分街道不得不将机关干部下沉基层协助开展治理工

作。

二是组织资源错配。江苏是民营经济大省，也是社会组织大

省。截至 2021 年 10月，我省共有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 5.59 万

个、党员 77.14万名，社会组织党组织 8466个、党员 6.08万名，

组织资源充足。据统计，“两新”组织的党建工作内容 50%以上

为政治学习、红色旅游、联谊交友、组织团建和员工服务。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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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定向选派了 9.38万名党建工作指导员联系指导“两新”组

织的党建工作，但 68%的受访者表示：党建活动多为助力乡村振

兴和园区发展，鲜有服务城市社区基层治理。

三是信息资源悬浮。江苏作为全国首个提出“大数据+网格

化+铁脚板”基层治理模式的省份，近两年在将大数据与网格化

管理平台相结合方面取得重要进展。然而，81%的受访者表示：

目前信息资源仍悬浮在区级层面，并未完全下沉到社区基层治理

第一线。例如，南京市大厂区的某单位制社区因尚未接入信息平

台，给工作带来诸多不便，网格员要获取和更新信息只能上门登

记摸排。由此可见，区级和基层社区之间的信息差是导致社区治

理面对突发事件反应不及时、不准确的重要原因。

四是社会资源闲置。截至 2022年 3月，“江苏志愿服务”信

息系统中已注册的志愿者数量高达 2202.62万人，其中比较活跃

的志愿者多为青年学生和退休老人。30-49岁年龄段的中青年志

愿者占比仅为 36.6%，且对社区治理工作参与度较低。63%的受

访者表示：社区的中青年居民对参与社区防疫工作不太热心，社

区很难组织和动员中青年居民参与社区治理。

二、优化城市社区治理资源配置的对策建议

1.引入物业企业，强化配置人力资源。物业企业是离居民最

近的市场主体，是突发事件发生时，能够提供帮助的重要力量。

疫情期间，广东、浙江已率先将城市社区治理从政府主导模式转

变为政府引导下的“政府+物业”模式，得到社区居民的一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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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引入物业企业参与城市社区治理，就是要将其服务领域和服

务范围从对不动产的日常管理和维护拓展到满足业主生活需求

相关的各种服务。一是要推动头部物业企业构建系统的公共服务

体系，成为城市治理服务提供商，持续供给多业态的物业服务。

二是要支持中小物业企业在常规服务基础上，延伸服务触角、拓

展服务内容，通过采取低价有偿的收费方式，将服务重点延伸到

康养服务和环境服务上。一方面，鼓励其采用“物业+养老”“物

业+托幼”“物业+家政”的服务模式，积极开展助餐、助浴、助

洁、助急、助医等“五助”居家服务以及生活护理、健康管理、

康复训练等服务；另一方面，支持其盘活闲置资源，开展对社区

及周边零星地块进行统筹开发的“城市更新”服务。三是要促进

公益型物业企业实施老旧小区组团管理，通过规模化降低运营成

本。同时，引导其“自主造血”向中小物业企业转型。

2.加强区域党建，精准规划组织资源。应急状态下的基层治

理远非城市社区所能独立应对，越往基层越需要注重“党政统筹、

一体运行”。区域化党建和基层党组织共建是柔性整合组织资源

的有效路径。消解城市社区治理的组织资源错配，需要通过区域

化党建针对性地推动社区和“两新”组织共建。一是要对“两新”

组织的组织资源、服务资源充分盘点，对可整合资源进行分类分

级，做好紧急情况下的资源调配预案。二是要在常态化状况下，

通过联合开展活动等方式促进社区党支部和“两新”组织党支部

形成“信息互通、大事互商、难事互助、实事互办”的日常沟通

协调机制。三是要在应急状态下，由社区党委对“两新”组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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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资源进行统一协调、灵活配置、精准对接，发挥组织资源的

最大效益。

3.下沉信息技术，科学利用信息资源。信息技术的发展与使

用受政府内部多重关系逻辑的影响。立足部门站位，各部门多在

自身业务领域内以“事本主义”逻辑发展电子政务，导致跨部门、

跨层级的信息整合和协作共享变得比较困难。对此，应当按照科

技引领、信息互通、资源共享的思路，推动地方政府的信息资源

向城市社区下沉。一是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智能终端设备和

各类新技术产品在城市社区治理中深度应用。用最新的科技产品

全面加强对人、地 、物、事、组织等各类治理资源基础信息的

实时采集、动态录入、有机整合，节约人力资源，优化工作流程，

实现精准治理。二是结合智慧城市建设，提高城市社区治理的数

字化、智能化水平。要赋予社区实时获取和动态处理各方面风险

信息所必需的权限，通过多场域的数据信息共享，提高基础网格

面对各种不确定性因素的即时响应与快速适应能力，提升城市社

区治理一线管理人员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4.鼓励社区参与，有效调动社会资源。应努力将社区居民中

愿意参与社区治理、主动配合政府工作的积极分子吸纳到城市社

区治理中来。一是要改变楼栋长的产生方式。即改变传统社区居

委会直接任命楼栋长的方式，由业主推选熟悉和认可的候选人，

再由社区居委会在候选人中选任。社区应在日常工作中加强对楼

栋长工作能力的培养和考察，将信息发布采集、志愿者召集、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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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维护等日常管理任务交由楼栋长来完成。二是积极吸纳社群

“团长”参与治理。疫情时期，以团购群“团长”为代表的中青

年居民社群在各城市社区大量出现。“团长”不只是搭建社区居

民团购的桥梁，更是主动承担公共事务、为社区居民提供服务的

公益群体。社区应将“团长”群体吸纳到社区治理体系中来，通

过“团长”群体对社区居民开展日常公共事务管理的宣传、组织

和动员，以破解公众参与不足的问题。

（作者胡志军，江苏省委党校副校长、教授；吴青熹，江苏

省委党校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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