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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网络动员：突破“中心-边缘”结构的尝试 

——以南京市栖霞区为例 

席亚洁 

“中心-边缘”结构在国际关系、区域发展、复杂系统和网络、人际交往、组织管理等众多层面都有不同程度

的表现。在社区中，区政府、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等多元行动者也存在着“中心-边缘”结构。南京市栖霞

区运用网络动员的方法，利用微信群、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作为平台，给予社区中的多元行动者以平等的话语权，

是一种能够突破社区“中心-边缘”结构的尝试。 

一、行政动员下的“中心-边缘”结构 

南京市栖霞区在实行“掌上云社区”之前，所采用的社会动员方式主要是为了完成行政指标的行政动员，其突出特点是强

制性、时效性和单向性。在此之前，栖霞区的居民对于居委会的工作参与度和认同感都很低，居民遇见的公共问题大多得不到

解决，物业发挥的作用也微乎其微，业委会形同虚设。因为缺乏有效的沟通平台和监督管理机制，及相关部门的不作为，导致

社区居民遇到问题时，往往难以得到圆满解决。加之，居民只关心和自己利益相关的事情，对社区的活动、社区的事务管理参

与度都很低。社区的这种行政动员机制多是在区委、区政府的要求下进行的，具有很强的组织化特征，行政动员的主体是政府，

客体是居民，所依赖的方法是强制性权力，其基础是政府庞大的行政体系，呈现出运动式、阶段性的特征，这种强制性的动员

方式违背了居民的意愿，使之被迫参与社区活动。 

在这种行政动员的机制下，拥有行政权力的区委或区政府，依靠其合法性权力，通过行政命令如发公告、贴公示等方式对

社区进行动员；区政府对居委会、业委会具有指导、支持和监督的权力，对物业公司具有监督管理的权力，对社区的全体居民

具有行政管辖权力。对于社区中的其他行动主体而言，区政府具有强大的话语权，居于社区的“中心”；居委会作为社区自治

组织，是由居民选举产生的，本应对社区居民负责，为社区居民提供服务，但是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居委会更多地承接了区

政府的指令，按照区政府要求对居民进行维稳和控制工作；居委会对业主委员会具有指导、支持和监督的作用，业主委员会是

由业主通过业主大会选举产生的，代表业主的利益，其对物业公司进行监督；物业公司是由业主或社区居民通过购买服务所得，

本应对业主负责，但是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物业公司在小区楼层新建之前就可能已选定，业委会对物业公司的监督没有特别

明显的优势，对物业公司存在的不供给服务行为也没有良好的解决渠道，而频繁更换物业不利于小区的稳定，所以物业公司在

提供服务时存在着严重缺位的现象。因此，本应处于社区“中心”位置的居民被一步步挤到边缘，不具有行政权力，又难以行

使自已作为选举人、购买者的权力，变成了社区中话语权最弱的群体，甚至难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二、网络动员对“中心-边缘”结构的解体 

“掌上云社区”是社区运用微信群、微信公众号等平台，结合智能机器人，云服务和智慧大脑，以及线下网格，在线处理

社区事务的模式。这种模式是由区委、区政府进行政策、资金、技术和智力支持并在全区推广，社区党委最初只是执行区委、

区政府的指令。微信群的建立，使得社区干部和居民处于一个相对平等的平台，让每个人都拥有平等的话语权，社区干部言行

都展现在公众的监督之下。但是，社区干部的观念却并没有随着微信群的建立而发生转变，传统治理模式下“家长式”的身份

不可避免地会触及社区居民的红线，易导致居民和社区居委会之间产生距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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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突破“中心-边缘”结构，实现社区合作治理，要求政府和社区要进行职能转变和角色转变，变管理者为服务者，以平

等的身份与社区居民建立合作互助关系。一是主动转变态度，社区应本着“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借助微信平台，主动与居民

联系，建立相互理解和信赖的良好关系。南京市栖霞区西岗街道齐民路社区的两委班子是一个年轻的团队，在传统社区治理背

景下，很难取得社区“长辈”的信任，但他们主动借助线上平台和居民沟通，逐渐建立了互信合作关系。二是人民监督倒逼社

区转变态度，社区微信群会放大居民的声音，社区干部的言行受到居民的监督，众目睽睽之下，社区便会改善自己的态度。三

是区里考核激励态度改变，2017年3月，栖霞区委研究室下发通知，将“掌上社区”建设工作纳入全区月度考核，分值为3.5分，

从微信群工作人员应答能力测试和第三方评估两个方面，着重考核社区工作人员线上互动和服务居民的能力，将社区居民体验

和评价好坏作为工作优劣标准，并把微信群主、骨干培养放在首位；在年中，起草中期运营方案及“掌上社区”单项工作考核

激励办法，推动“掌上社区”向纵深发展。随着对网络语言的熟练运用和社区干部态度及身份的转变，行政命令式的管理变成

了群主及居民之间的互动合作。 

在栖霞区“掌上云社区”实行与发展过程中，原本处于社区“中心”位置的区委、区政府率先转变治理理念，变压力导向、

权力控制的行政动员为创造平台、平等对话的网络动员，使“中心-边缘”的行政层级关系变为平等协商的合作关系。栖霞区运

用微信群这种新媒体平台，赋予了公民大胆发声的权力，使原处于“边缘”的公民和处于相对“中心”的区委、区政府、居委

会、业委会、物业公司能够进行平等对话。同时，在微信群这一公开透明的平台上，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的一言一行都

会受到居民的在线监督，社区问题也能够快速得到妥善解决，社区治理的效率不断提高，居民的参与度、认同感也不断提升。 

三、在线治理形成：一种合作治理的方式 

“掌上云社区”这种网络社会动员方式为何能够成功动员居民，使其自愿参与社区公共事务，以达到良好合作？首先这种

网络动员的方式，降低了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成本，只要有一部智能手机，加入一个微信群就可以参与社区事务，以往需要聚

集在一起才能解决的事情，现在只需要在微信群中发一个消息@一下管理人员就能很好地完成。其次，网络动员具有“身份不在

场”的特性，让平时忙于工作、无法参与社区事务的中青年群体有机会参与社区的治理，拓宽了公众的参与渠道，使社区参与

主体更为多元和全面；网络动员使参与行为所需的动机门槛大大降低，人们通过新媒体参与某种网上集体行动时，并不需要做

出实际牺牲，只需要能做到简单的回复、转发和跟帖就可以了。 

“掌上云社区”实现了社区多元主体在同一平台上的平等对话，消除了在现实生活中居民与社区两委、业委会和物业公司

在身份、地位和话语权的不平等，间接实现了公众对社区工作人员的监督；社区办事效率的提高，使居民的切身利益得到保障，

居民也更愿意花时间和精力参与到社区公共事务之中，每日在微信群中温馨的问候与切实的关心，拉近了社区干部与居民的距

离，增强了社区多元主体之间的信任，尤其是居民对社区干部的信任和理解；在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处理之中，居民感受到了自

己在社区中的价值，增强了对自我能力的认同，也更加愿意参与到社区的治理之中，形成了社区治理的良性循环。随着治理理

念的转变，微信群中多元主体之间身份逐渐平等，相互信任，协商合作，“中心-边缘”结构逐渐消融，在线合作治理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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