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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已迈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城市社区作为城市基层治理和社会生

活空间组织的基本单元,是践行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

理格局的重要抓手,其治理的现代化也是适应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客观要求。在实践中因

城市社区问题的复杂多样映射出治理手段的层出不穷,本文旨在通过明确社区和社区治理概念、
社区治理的时代要求及当前的新兴技术发展状况,梳理多元治理、精细化治理的社区治理理念现

状及PPP模式(Public-Private-Partnership)、人工智能的社区治理手段现状。最后从社区治理中

的基层政府、社区居民、新兴技术三个方面入手,提出了如下社区治理路径,政府:强化引导、弱化

主导;居民:削弱精英主义,强化公众参与;技术:提升居住体验,数字化运营。在治理理念与治理

手段上进行了探索,以期为当前中国社区治理提供新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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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社区与社区治理

社区作为人们生活工作的基本平台,是与人关

系最为密切的城市空间单元。关于“社区”的定义

与理解因研究者的研究视角不同而千差万别,总的

来讲,“社”是指相互之间存在联系且有某些共同特

征的人群,“区”是指一定的地域范围。所以,“社
区”可以说是相互有联系、有某些共同特征的人群

共同居住的一定区域[1,2]。我国的城市社区人口密

集、社区工作者能力欠缺、居民责任意识不强、基础

设施匮乏、社区自我调节能力不足等问题显著。导

致以上诸多社区问题的根本原因:社区规划管治方

法未能真正意义上满足公民需求、社区公众参与力

度不足、治理技术手段欠缺[3,4]。
根据全球的实践经验判断,当城镇化率达70%

即城市接近或进入城镇化后期时,为解决城市病将

城市社区作为城市治理的着力点,如1980年日本开

展社区精细化治理。预计到2025年,中国城镇化率

将达到65.5%,即将步入城市化稳步提升的精细化

治理阶段,为避免重蹈发达国家城市化过程中出现

的诸多问题,我国已将精细化治理理念在城市治理

的不同领域不断深化,城市治理的重心已经下放至

社区。为解决社区诸多诟病,存量规划、共同缔造、
多元共治、协同规划、社会影响力债券等在社区治

理中的探索应用应运而生。因此,不仅当下社区治

理现代化是城市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实践切点,而且

未来社区治理终将成为社会治理的关键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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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新兴技术

人工智能的应用既是城市社会精细化治理的

主要技术手段,又是实现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的重

要举措之一[5,6,7]。步入21世纪,智能时代伴随着

第四次工业革命到来,曾经借助互联网将办公与业

务数字化、自动化以提高办公效率为目的的“数字

城市”已逐渐突显出局限性。在移动互联网、大数

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的引领下,人居环境的发展趋

势发生根本性的转变,由单纯以网络系统为中心提

高办公效率向功能复合、高品质和谐便利宜居的

“智慧城市”转变。在技术层面创新我们社区管治

的新方法,通过手机、摄像头、电脑等硬件;微信、微
博、QQ等软件;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平台构建和谐

便利宜居的智慧社区。

1.3 时代要求

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推进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

的“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均是为社

会治理适应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提出的新要

求。在2017年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上海市代表团全

体会议中提到“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8],

使得精细化治理成为应对社会问题的重要手段,并
逐渐将精细化治理作为城市治理现代化的路径进

行探索,将其与基层治理相结合进行实践模式与理

论探讨。在2019年党中央、国务院正式印发的十八

号文件,正式提出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此次国

土空间规划明确表明了“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并
提出未来规划应立足于社区,强调了社区规划对于

国土空间规划的重要性。

2 社区治理现代化现状

为解决社会治理问题,在理论层面上,众多政

府管理人员从政治学、管理学、社会学等不同角度

提出了对应的治理策略,其治理对象都以城市社区

为主。在规划层面上,城乡规划领域的工作和研究

人员以小区或街道地段为治理单元,对其利用存量

规划、旧城更新、微更新等治理手段进行物质空间

的改造提升。在新兴技术层面上,腾讯、阿里、小米

等互联网企业的技术研发人员,通过对社区内的建

构筑物、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植入人工智能、物
联网等新兴技术,形成智慧便捷宜居的人居空间。

以上各类社区治理的视角与方法均对我国城

市社区治理的现代化有巨大贡献,但各类治理方法

在实践探索过程中也逐渐显示出各自的短板,主要

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各种治理理念方法大多局限

于特定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甚至特定个案的治理,难
以对其它地区社区治理提供现实依据与治理策略;
二是各种治理手段虽然各具优势,但缺少将理论、

规划、技术构建为一个治理共同体的媒介,导致管

理与技术割裂、理念与方法脱节等问题。治理现代

化不单纯是治理框架、理念、方法的现代化,更应该

是构建不同领域、不同主体、不同部门“共商共建共

治共享的合作治理机制。

2.1 理念现状

2.1.1 精细化治理

面对粗放的治理理念、治理规则、治理手段,精
细化治理是治理手段与治理思维的升级,它不是

“鸡毛蒜皮”式的一网打尽治理,而是融入基层治理

且精准高效的治理方式[9,10]。但当下我国精细化治

理还存在以下问题:
(1)适用对象局限:从现有研究与治理案例来

看,精细化治理在北京、上海、杭州等发达城市社区

有进行试点工作,此类城市具有基础设施良好、智
能化水平高、社会经济发达、公民素质较高等优势。

相比之下,中西部欠发达城市的社区因其自身治理

底子薄弱,只能另辟道路。
(2)内涵界定模糊:不同地区、不同领域对精细

化治理存在片面化理解,错误的将治理工作量的增

加认为是精细化,导致治理的流程环节过细、治理

不足、治理过度等问题,最终耗费人力财力且不合

实际。
(3)缺少综合运营平台:不同小区对信息的收

集标准与处理方式不一样,导致当下信息的采纳收

集因小区不同而难以统一,最终形成信息孤岛。若

进行数据二次整理将增加工作量,因此在综合数据

平台的建立上还需要进一步公关,才能够真正解决

城市治理“最后一公里”的难题—社区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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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以人为本”践行不足:以上海为例,治理过

程中的传感器与数据收集装置建设主要以监管为

主,涉及到居民的个人隐私,导致居民反感。以人

为本的理念践行不足,使得居民满意度下降,对社

区治理精细化产生质疑与疏离感。

2.1.2 多元治理

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

社会治理格局”后,社会治理逐渐强调多元主体的

共同参与[11,12],其治理主体、目标、模式与传统的社

区治理模式都有很大区别,主要表现为其摒弃政府

作为唯一的治理主体,而提倡社区居民、开发商、居
委会、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社区治理、共同分享社区

利益。多元共治理论在很多地区的治理上得以推

广应用,如厦门市海沧区将多元治理理论作为社区

治理的创新模式进行探究,湖南省长沙市借助多元

治理理论进行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体系的优化。目

前在实践过程中仍存在以下问题:
(1)缺少沟通媒介:在权力交织的情况下,想要

坚持各个主体共治共享,建立第三方作为沟通协调

媒介是关键。建议在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社区

公民等主体所在群体中各遴选出两到三位代表,遇
到有争议的问题时以代表投票的方式做出决策。

(2)主体角色难以改变:从厦门市的治理实践

来看,一是政府因传统观念仍然在社区治理中起主

导作用,二是社区居民因其能力有限和认识不够而

难以融入社区治理。导致难以形成由基层党组织

引导,社区居民和其他社会主体共同参与社区治理

的治理路径。
(3)各治理主体权责不清:由于政府、社区党组

织、社区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社区民间组织、物业

管理部门相互间的关系比较模糊,导致了社区治理

过程中责任的相互推诿和混乱,难以真正实现基层

多元主体共治。

2.2 手段现状

2.2.1 PPP模式

在共同缔造、多元治理等治理理论引导下,PPP
模式(Public-Private-Partnership)在社区公共基础

设施的建设中逐渐体现出其特有的优势[13],一是

能够引进企业,丰富治理主体;二是能够形成一种

多方合作的伙伴关系;三是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提
升国家治理能力的一次体制上的变革。通过政府

与企业在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管理的目标层面

签订相关协议、社区公民与企业在公共服务设施

的建设实施层面进行协商共建,最终既能降低政

府和社区居民的风险与经济压力,又能提高居民

在建设中的参与度和满意度,使居民成为社区真

正的主人。PPP模式在社区治理中的运行模式如

图1所示。

图1 PPP模式在社区治理中的运行架构

Fig.1 The
 

operational
 

architecture
 

of

PPP
 

mode
 

in
 

community
 

governance

2.2.2 人工智能

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背景下,出现了人工智

能、大数据与云计算、5G移动互联网、智能建造、机
器人等新兴技术,这些新兴技术将进一步与相关治

理理论有机结合并在不同方面应用于社区治理。
在技术的驱动下使得社区向更加高效、智能的智慧

社区发展,根据当下关于智慧社区的相关案例与既

有研究总结出其在建设过程中存在以下几点问题:
(1)不具有普适性:即便在同一城市不同地方

的经济发展也不一致,这种差异导致各地的智慧系

统采集信息的标准和能力都存在差异,使得在信息

的统计整理时难以统一标准。各个地区的信息互

通障碍将直接造成“信息孤岛”现象。
(2)信息安全难以保证:由于不同软件或硬件

在采纳信息时不能确保信息不被泄露,这将影响到

居民的生命财产与个人隐私安全,最终导致居民对

于智慧社区的建设产生抵触心理,将会阻碍到智慧

城市建设进度。
(3)缺少顶层设计:由于在智慧社区的建设与

治理中涉及多个智能系统的应用,如果没有科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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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总体规划设计,各个智能系统将独立开发、各
自为政,最终难以实现高效管治。如何构建一个能

够促使人人参与社区管理运营的平台成为未来建

设智慧小区的关键。

3 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路径构建

在我国社区治理现代化的探索过程中,不同领

域、不同部门的专家学者都提出了真知灼见,但由

于政治学、管理学、社会学等不同领域的学者对治

理现代化的理解不同,最终导致各种片面化理解产

生且在实际工作中存在理论上的分歧。通过发现

我国社区治理现代化探索与实践过程中面临的困

境,对造成困境的原因进行深入分析,找出当下社

区治理的症结所在。试图通过规划的手段使理论、
技术、实际问题三者协同构架,创新一种新的社区

治理方式—现代化治理,并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构

建建议。

3.1 政府:弱化主导,强化引导

3.1.1 弱化主导

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政府更多的是协

调化解各种矛盾、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其本质是服

务人民,而非管控,在社区治理过程中应当本着“立
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治理理念。我国很多地方政

府因为传统观念根深蒂固使权力下放难以实现,即
使打着“多元主体、民主协商”的口号,也名存实亡,
难以实现公共参与和顾及社区居民的实际需求。
为弱化政府的主导作用,地方政府应当与社会企

业、社会公共组织等建立合作关系,让社区居民根

据“服务质量”差异买单,这其中政府还扮演着协商

各方矛盾的角色,具体可以借助PPP模式和社会影

响力债券等方式用于社区治理中实现政府主导地

位的弱化。

3.1.2 强化引导

政府作为多元主体的主体之一,虽然政府不在

扮演主导角色,但在对居民进行政策宣传教育等方

面仍需要具有引导作用,这将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居

民在治理中的参与意识,削弱居民对政府的过度依

赖。政府由管控者转变为社区治理的倡导者、协调

者和支持者,推动各级干部“为民做主”思想的改

变,同时以群众身边的微小事件为媒介,重新树立

群众的主人翁意识,促进政府和群众关系由“你”和
“我”向“我们”转变[14]。以社区各项服务的建设治

理为核心,各个主体协同运行的架构模式如图2
所示。

图2 政府引导监督、各主体协同合作示意图

Fig.2 Schematic
 

diagram
 

of
 

government
 

guidance

and
 

supervision,and
 

collaborative
 

cooperation

among
 

various
 

entities

3.2 居民:削弱精英主义,强化公众参与

3.2.1 削弱精英主义

由于我国是一个以宗族人情和生活习惯等为

主导的人情社会。在我国的社区治理过程中,从全

国的大范围来看,社区治理主体主要包含基层政府

区委会、开发商、物业管理、社区居民四大类。当社

区居民作为治理主体之一时,由于社区居民内部的

人群存在类型划分,主要包括四类:经济雄厚的富

人、德高望重的老人、与基层政府关系密切的居民、
普通社区居民。其中前三类人在社区总人口中的

比重较小,但是在解决社区纠纷矛盾时行使权力时

却占有很大比重,尤其是在一些基层政府效力不足

的地区,情况较为严重,这将造成严重的社会治理

危机[15]。因此应当合理利用这些社区精英的优势

并削弱其个体权力,建立公平公开的制度体系,引
导各类居民互相监督,尤其是提高普通居民的话

语权。

3.2.2 强化公众参与

通过提升政府政策的开放性与社区居民意见

的有效性来强化公众参与,提升居民的归属感与自

治权,逐渐让公众决策取代政府和个别社会精英的

决策。可以通过线上“微信建群”的方式将社区居

民拉入微信群,既方便居民及时的反馈社区治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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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又便于相关管理人员高效处理社区问题。
通过社交软件拓宽了参与范围与公众参与决策的

公开性。线上建群促进公众参与社区治理的模式

如图3所示。

图3 “微信建群”分级分类示意图

Fig.3 Schematic
 

diagram
 

of
 

hierarchical
 

classification
 

for
 

“WeChat
 

group
 

building”

3.3 技术:提升居住体验,数字化运营

在2018年国家提出了新型基础设施建设,2020
年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出台了信息网络等新型基础

设施投资支持政策,包括5G建设、建设充电桩、新能

源汽车、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受到业界的普遍关注,
尤其是在智慧社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将与社区

建设治理相关的各类硬件和软件结合利用形成一个

以社区为单位的智慧网络,通过数据、人工智能、传感

器等技术改变居住空间,更好的满足如居家养老、居
家医疗等功能,让新兴技术使居民生活更美好。

社区治理受到各类新兴技术的影响,将传统的

开发商逐渐转化为社区治理的运营商,以“人性需

求”、“生活方式”、“价值创造”为开发目标,而不再

是单一的空间塑造。通过社区的物质空间与互联

网平台建立联系,使社区能够进行自我管理、自我

组织运营,人人都能参与到社区的管治当中。其中

社区内物业服务机器人、环境清洁机器人、智能治

安门禁管理、家居环境调节、家居能源控制、智能家

具、AI生活助手等在社区治理与居家生活中的应用

将成为常态。
目前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在社区建设治理中

的社区公共服务场景、智能家居设施、居民个体生

活中的应用如表1所示。

表1 人工智能在社区不同场景的应用

Table
 

1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different
 

community
 

scenarios

人工智能在社区不同场景的应用

社区场景 居家场景 居民个体

政府热线 门厅:智能门锁、智能终端、智能面板等 居家购物:美团、饿了么、京东、淘宝等

智慧安防 客厅:智能网关、智能家电等 居家办公:腾讯会议、企业微信等

应急指挥 阳台:风雨传感器、声光报警器等 居家教育:腾讯课堂、中国大学 Mooc等

智慧医疗 厨房:燃气、水浸、烟雾报警器等 居家娱乐:快手、抖音、哔哩哔哩等

智慧物流 卧室:起夜灯、电动窗帘、紧急按钮等 居家服务:58到家、爱回收、团家政等

4 结语

城市社区治理作为社会治理的主要部分,一直

是社会各界的主要探讨话题之一,本文在对我国城

市社区治理的理论与技术等方面所出现的困境分

析基础上,综合多元主体、精细化治理、共同缔造、
人工智能等方面的优势,从社区治理中的基层政

府、社区居民、新兴技术三个方面入手,将政府作为

社区治理中联系和协调各方的媒介、居民作为社区

治理中的主角、新兴技术作为营造高效美好社区的

手段,形成一种有别于传统治理的新模式—现代化

治理。
由于知识储备的限制,缺少对城市社区治理中

新兴技术应用于社区精神环境建立上的研究。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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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开发商在城市社区管治、运营等方面的内容,也
需要在后续的研究中进一步完善和补充。另外,在
国家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号召下,城市社区只是基层

社会的一部分,未来希望能在基层治理的另一方

面—农村村庄治理做进一步研究。

利益冲突:作者声明无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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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hina
 

has
 

entered
 

a
 

new
 

journey
 

of
 

building
 

a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in
 

an
 

all-round
 

way.As
 

the
 

basic
 

unit
 

of
 

urban
 

grassroots
 

governance
 

and
 

the
 

spatial
 

organisation
 

of
 

social
 

life,the
 

urban
 

communi-
ty

 

is
 

an
 

important
 

hand
 

in
 

practising
 

the
 

modernisat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and
 

in
 

constructing
 

a
 

social
 

governance
 

pattern
 

of
 

"common
 

construction,common
 

governance
 

and
 

common
 

sharing",and
 

the
 

modernisation
 

of
 

its
 

governance
 

is
 

also
 

an
 

objective
 

requirement
 

to
 

adapt
 

to
 

the
 

change
 

of
 

the
 

main
 

social
 

contradictions
 

in
 

the
 

new
 

era.In
 

practice,due
 

to
 

the
 

complexity
 

and
 

diversity
 

of
 

urban
 

community
 

problems
 

mapping
 

out
 

the
 

endless
 

means
 

of
 

governance,this
 

paper
 

aims
 

to
 

clarify
 

the
 

concept
 

of
 

community
 

and
 

community
 

governance,the
 

requirements
 

of
 

the
 

era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and
 

the
 

current
 

state
 

of
 

development
 

of
 

emerging
 

technologies,and
 

to
 

sort
 

out
 

the
 

current
 

status
 

of
 

the
 

concept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of
 

pluralistic
 

governance,refined
 

governance,and
 

the
 

current
 

status
 

of
 

the
 

community
 

governance
 

means
 

of
 

the
 

PPP
 

model(Public-Private-Partnership)and
 

artificial
 

intelli-

gence.community
 

governance
 

means
 

status
 

quo.Finally,Starting
 

from
 

three
 

aspects
 

of
 

community
 

govern-
ance:grassroots

 

government,community
 

residents,and
 

emerging
 

technologies,the
 

following
 

community
 

governance
 

paths
 

are
 

proposed:government:strengthened
 

guidance,weakened
 

dominance;residents:weak-
ened

 

elitism,strengthened
 

public
 

participation;and
 

technology:enhanced
 

living
 

experience,digital
 

opera-
tion.It

 

explores
 

the
 

concept
 

and
 

means
 

of
 

governance
 

with
 

a
 

view
 

to
 

providing
 

a
 

new
 

path
 

for
 

current
 

com-
munity

 

governance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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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governance
 

conc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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