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息化赋能社区治理

——访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闵学勤教授

本刊记者

城乡社区防控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关键环节之一，承担了居民全面排查、重点人员隔离、宣传防控

知识、辖区道路卡点值守、弱势人群生活服务等工作，在疫情防控中发挥了基础性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

调研疫情防控工作时指出：“把社区这道防线守住，就能有效切断疫情扩散蔓延的渠道。”在城乡社区防

控过程中，信息化应用至关重要。近日，本刊记者专访了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闵学勤教授，围绕信息化在社

区的应用、社区信息化建设历程及未来走向等进行了交流。

信息化应用助力社区防控

【记 者】 您认为在社区疫情防控过程中信息技术发挥了什么作用？

【闵学勤】 应该说，信息技术在整个社区防控工作中发挥了很大作用，比如在防控知识宣传、重点人

群管理、小区封闭管理、群众生活服务等方面都用了信息化的手段。但也要注意到社区信息化中的地域差

异。我们通过对国内不同地区的调查发现，信息技术在相对发达地区使用得更广泛一些，比如电子设备、

小程序的使用等。但也有地区还是使用纸质文件、纸质通行证等传统办法，综合的信息平台使用还是比较

少的。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多部门才会呼吁提高社区的信息化水平，比如民政部在联防联控新闻发布会

上呼吁阿里、腾讯等开发社区公共软件，民政部办公厅、中央网信办秘书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国

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四部门对社区防控工作信息化建设作了更为具体的指导，这些都充分说明了信息化对

社区防控的重要意义。

【记 者】 目前社区主要采用了哪些信息化方式来开展工作？

【闵学勤】 首先比较普遍的就是健康码的使用，通过综合通信、交通、公安以及卫生健康委等相关部

门的防疫大数据和个人申报的健康数据比对生成专属二维码，用这种身份识别的方式保障我们日常出行和

有序流动。其次是对隔离人群的管理，比如浙江在早期的时候就使用了李兰娟院士研发的医疗跟踪系统，

及时对相关人员进行隔离，香港用的是电子手环，上海使用了门磁警报系统。再一类就是管理小区出入的

体温监测手环、人脸识别等，还有一些社区使用了智能外呼系统，一秒可以自动拨打 500 个电话，在通话

结束后根据关键词自动归纳成信息档案，为疫情摸排提供基础数据。

【记 者】 在疫情防控过程中，也有一些社区存在任务重、效率低、多头报送表格的现象，您认为这

是不是信息化水平较低导致的？

【闵学勤】 这个问题在社区常态化工作中也存在，只是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问题更为凸显。社

区的疫情防控工作可谓千头万绪，社区工作人员一直在超负荷运转，不仅信息排查任务重，户外工作任务

重，还要为居民提供买菜、买药等一些生活服务。一些社区难以应付这种高强度的工作，信息化水平低是

其中的一个原因，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基层治理的能力和水平不高。若平时社区组织潜能没有被激发，那

么应急状态下只能依靠社区或物业的大包大揽。



不断演进中的社区信息化过程

【记 者】 社区信息化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与社区建设理念的演进相伴随，您认为，社区的信息化过

程大概经历了怎样的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什么样的特点？

【闵学勤】 近几年社区信息化发展非常迅速，我认为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互联网浪潮，

尤其是移动互联网带来信息传递方式、消费方式、沟通方式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必然会影响基层治理的

方式，倒逼基层在治理过程中推进信息化建设。第二个阶段是先发地区先行先试，比如智慧社区、掌上社

区等一些平台的推进。在这个过程中，一些数据公司基本完成了对基层治理的模块化设计，进而在更大范

围内推广应用。第三阶段是数据化治理阶段，在沉淀了一定的数据之后，就可以通过分析这些数据来指导

下一步的实践，也即进入数据治理阶段。第四个阶段是大数据治理阶段，与前一个阶段的区别在于需要大

数据的支撑。掌握了辖区内人、事、物的数据，就意味着可以足不出户了解民情民意。比如我们从 2018年

5月开始，在南京市栖霞区打造“掌上云社区平台”，每个月通过 1000多个微信群的信息抓取并通过大数

据软件分析生成舆情报告，进而为基层治理提供非常有效的决策参考。

【记 者】 最近几年，“智慧社区”“互联网+社区”“社区公共服务综合信息平台”等社区信息化模

式应用比较广泛，您怎么理解这些不同模式之间的异同？

【闵学勤】 目前社区使用的信息化手段主要有两类，一类是 APP，一类是微信和微信公号的使用。APP

已经在社区推行了六七年时间，比如一些社区网格化治理 APP，它最大的问题在于，只有社区工作人员可

以在端口报送环境卫生、安全治理等方面的信息，居民很难参与进来。也有一些 APP 是居民可以下载登录

的，基层也非常希望居民能参与进来，但现实是，居民的时间精力有限，对某一个 APP的打开和使用率有

限。与 APP相比，微信的优势在于居民每天打开时间比较长，信息沟通的效率很高。居民、社区、物业、

驻区单位共享一个平台，可以说打通了信息传递、问题解决的“最后一公里”。总的来说，不论使用什么

样的信息手段和方式，大前提是要紧紧“黏住”群众，让他们首先是每天愿意打开，进而愿意来参与和表

达。

【记 者】 社区信息化建设已经有了近二十年的发展，并不是一个全新的话题，您对江苏的情况比较

熟悉，江苏的社区信息化总体情况如何？

【闵学勤】 江苏的社区信息化整体来说还是走在全国前列的，包括这次疫情防控期间，我们看到“大

数据+网格化+铁脚板”在社区防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省委政法委牵头，通过联合研判会评估风险，

公安、交通、卫健组成数据服务“铁三角”，对往来江苏人员进行精准研判，按照风险等级排出红黄蓝三

种颜色进行标识，层层推送给各地的网格员，精准指引他们在基层进行摸排走访服务。但也要看到江苏在

大数据治理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比如，目前数据孤岛还存在，上下之间的协同还不够，需要有顶层

设计的支撑，如此基层的信息化才会更有方向。

建设面向未来的智慧社区

【记 者】 在突发的应急事件中，社区信息化的短板暴露比较明显，在您看来，有没有必要和可能打

造一种兼顾日常工作和应急状态的信息化平台？

【闵学勤】 这是毋庸置疑的，现在经济发达地区的大部分社区都在常态化治理中推进信息化，只是程

度不同、方式各异。只有平时的功夫扎实了，信息化平台凝聚了群众，有了良好的运转机制，对群众提出



的诉求进行及时回应，才可能在应急状态下发挥它的作用。没有日常的培育孵化，遇到突发状况时突然设

计一个应用，效果可能不会太理想。

需要注意的是，信息化只是工具性的、技术层面的，软件公司只能根据你的需求去编码、设计模块和

语言，这些信息化产品的背后是治理的理念，比如前瞻性的人文关怀，对扁平化治理的理解，对多元参与

和快速回应的认知等等。社区目前的信息化与实现好的治理之间还有差距。

【记 者】 您认为信息化平台应该由社区自己开发、管理，还是应由更高层级的政府来主导？

【闵学勤】由社区来开发显然是不经济的事情，社区的能力也有限。比较合理的是以市域或者县（区）

政府部门为主导来推动建设，从而尽可能在顶层设计上避免“数据孤岛”的问题。一个正在释放的信号是，

在市域治理中全方位引入数据治理，让政府、企业、社会渐次共享数据平台正在成为可能。在这方面，我

们没有太多的经验，不过当前已经有政府的顶层设计、有前沿的数据技术、有基层的各类经验，由信息化

引发的数据治理不仅可能成为市域社会治理的突破口，还有机会成为大国治理的发力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