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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人口结构调整下苏州社区服务管理研究 

刘雅婧
1
 

（苏州工业园区服务外包职业学院商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0） 

【摘 要】：城镇人口结构调整下苏州社区服务管理是基于国家及地方政策中关于人口红利和养老产业健康持续

发展的需求展开的,是对苏州社区实现人口调整下居民的社区服务需求而进行日常运营管理的研究。文章通过在对

苏州现有人口及发展规划的研究基础上,详细阐述社区管理部门、社区服务供给方式及服务项目的对策建议,以期能

够使得整个社区服务体系资源合理搭配,功效最大发挥,最终实现社区服务业在人口结构调整下的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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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苏州人口现状及规划研究 

1.1苏州户籍人口现状研究 

根据苏州市民政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6 年底苏州市户籍人口 6781957 人,其中老年人口 1708816 人,比 2015 年增长 52235

人,占户籍总人口的25.2%,老龄化程度首次超过25%,其中太仓老龄化程度居首,其次是常熟市和姑苏区。户籍人口出生率11.2‰,

比上年提高 1.28 个千分点。户籍人口自然增长率 4.85‰,比上年上升 1.81 个千分点。人口总量基本稳定,苏州全市常住人口

1062.57万人,其中城镇人口 802.24万人。全市新增就业 17.11万人,开发公益性岗位 0.93万人,城镇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 1.8

万人,失业率 1.89%。 

1.2苏州外来人口现状研究 

根据 2018 年初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企业数据中心披露的数据,苏州外来人口为 831.8 万,其中户籍外来人口

679.4万,流动外来人口 152.4万,位居江苏省第一,是全国第二大移民城市。苏州外来人口发展情况如下: 

1.2.1人口数量持续上升 

最近三年,苏州外来人口数量持续增加,其中 2017 年是外来人口增长较多的一年,同比增长达到 19.3%,暑假和春节是苏州外

来人口增长的两个低谷时段,而 4月份则是高峰期。 

1.2.2人口来源外省居多 

截至 2018 年,苏州外来人口国内来源占 77.9%,省内来源占 22.1%,外省人是本省人的 3.5 倍。省外主要来源是安徽,省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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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城。苏州市内跨省福利政策的健全更是迫在眉睫。 

1.2.3外来人口定居较集中 

苏州外来人口中长期定居者与短暂停留者各占 25%左右,定居时间两级分布,1年内与 10年内以上人群最广,在苏州定居时间

越长,组建家庭的比例越高,10 年以上人群组建家庭比例达到 66%。户籍外来人口工作地和居住地以企业工厂较多的昆山、苏州

工业园区、吴中区、高新区为主。流动外来人口居住在昆山的人口更多。因此社区针对外来人口的各项服务管理项目将更有重

点区域的展开。 

1.2.4外来人口年龄趋于年轻化 

在苏州发展的外来人口男性比重较高,18-35岁的年轻人占比达到 55.8%,比全省 18-35岁的人口占比高出 22.7%,外来人口消

费水平总体偏低,但是由于年龄较轻,所以生育几率较高,并且随着结婚生育后的定居,也必将带来家中老者,因此社区针对此类

人群的服务费用如何制定优惠福利也将列入思考范畴。 

1.3苏州人口未来发展规划 

《苏州市“十三五”人口发展规划》明确了苏州“十三五”人口发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制定了人口总量平稳增长、人

口素质水平全面提高、人口结构不断优化、人口分布更加合理、民生保障更为完善五大发展目标。“十三五”期间,是苏州从战

略上全面完善人口分布、人口素质和人口结构的重要时期。 

2 苏州城镇社区服务管理研究 

人口调整下苏州社区服务运营管理是研究苏州社区实现人口调整下居民的社区服务需求而进行的日常运营管理,文章从以

下三方面针对社区服务运营建议展开阐述。 

2.1社区管理部门 

2.1.1加强工作权限与工作过程的透明度 

社区的管理者一直强调由三大部门组成,即社区管理政策和规则的制定者,也是社区运营服务水平和质量的监督者——政

府、社区管理政策和规则的执行者——社区管委会,以及社区管理的参与者和监督者——居民理事会。但是大部分居民并不能准

确地区分三者的职责,特别是在遇到问题的时候,无法准确快速地寻找到求助对象,往往会造成资源紧缺的假象,或者是资源浪费,

因此他们的权限和工作透明度应该在电子社区中强化体现。 

2.1.2完善监督考评 

社区服务机构及企事业所属行业分类繁多,目前政府监督考评标准尚未完全覆盖。与此同时,由于课题研究的适应人口结构

调整后的社区服务机构整体运营采用了服务众包的模式,参与社区内服务的企业数量众多,而且存在一定的变动,所以成熟的服

务监督考评制度就显得尤其重要。建议提高监督考评机构在社区服务运营中的权限地位,同时畅通意见的反馈途径,提供必要的

法律咨询及援助。 

2.2社区服务供给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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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提高电子社区的利用率 

这里所说的电子社区包含网络、自媒体平台以及呼叫中心三种形式,虽然他们都早已建成,但是使用情况远远没有达到建设

预期,主要因为电子社区并不能贯穿社区服务的整个过程。 

2.2.2加强电子社区服务的标准化 

电子社区的标准化也可以称为合理化。电子社区内应包含规定的社区功能,且布局、位置、功能名称等应统一,方便跨社区

办理电子政务。文中强调的是人的标准化,即人员的选拔制度、培训和教育、考核以及奖励、惩罚的激励系统等。政府对电子社

区的管理对接人员可能会因为不同的机构而不同,电子社区也可能会由不同的工作人员接手同一类机构的工作,如何才能让政府

对社区的管理服务以及社区对服务者所提供的帮助不会因人而异呢?这就需要建立标准化来进行操作。 

2.2.3深化服务众包模式下的社企合作 

伴随着第 14次全国性的提高退休金,苏州城镇户籍老年人具有一定的服务业消费水平,同时透过苏州如潮开设的民营儿童教

育培养机构可以窥见未成年服务行业的利润及需求。以上能极大地激发社会对社区服务的投资热情,也为社区的服务众包发展提

供了更好的环境。社区管理者可以在电子平台上为服务项目的众包化提供更方便的途径、更透明的招投标和更严格的监督考评。 

2.3社区服务项目改进建议 

以下仅针对课题组研究的需要改进的苏州社区服务项目进行阐述。 

2.3.1日间照料中心 

日间照料中心主要是为社区中的儿童和老年人提供日常照顾、餐饮及医疗等服务。根据苏州目前社区儿童托管情况的调研

结果,我们发现大家对政府还是信任有加的,所以由社区官方开办日间照料中心,必将会受到广大社区居民的广泛欢迎。同时对于

社区公办日间照料中心的运营内容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中心照料与居家服务相结合。社区开办的日间照料中心不仅要在社区内部提供服务,还应包含居家服务,让中心工作人员

走出去,同时兼顾从社区内中心到家中的接送服务。 

(2)共享循环接送车辆。建议【日间照料中心】与后文提及的【社区学校】共同开通社区与小区间的“循环公交车”,早上

将儿童与老人接到社区,下午再将其送回。(3)开发弹性服务能力。中心服务定位应该更加倾向于婴幼儿,以及失能或半失能老人,

并且设置弹性的工作时间。由于托管儿童或老人的社区居民工作时间不同,日间照料中心的服务时间应该实行弹性制,即 80%的日

间照料时间为周一到周五的 8:00—18:00,20%的可以通过延长日间照料中心服务时间,增加夜间照料服务以及开设周末照料钟点

等形式满足多种多样的需求,当然不同时间段的收费标准也会略有区别。 

2.3.2医疗护理机构 

本课题分析总结调研结果,针对社区医疗护理的细节提出几点建议: 

(1)跨省跨市医疗的普及。目前苏州市省内跨市医疗服务医院名单内尚无流动性人口众多的新区及园区社区医院,而跨省医

保更是连门诊福利都无法享受。社区医院是社区居民日常医疗护理的重要单位,不应该对不同来源的社区居民区别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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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强医院的分级诊疗。国家应该对医院的分诊进行严格控制,针对疾病类型进行分类,除了重大病变以外,其他疾病应该

进入社区医院诊治,专科医院只接受下一级别医疗机构的转接门诊。 

(3)加强社区医院的亲民性。根据调查苏州目前居民的口腔疾病及儿童的眼疾发病率在不断攀升,但是并无一所社区医院具

有该类疾病的诊治条件,而此类疾病却需要频率较高地前往医院治疗,不断地来往于较远的专科医院,给苏州市民带来较大的烦

恼。建议社区医院应该加强康复类服务,特别是加强老人照护和扩大儿科医生的总量。 

(4)增强医疗护理机构心理咨询、职场保健以及临终关怀等相关服务项目。社区临终关怀可以提供上门服务,但是如果回家,

病人家属可以通过申请在家中照料,并享受关怀补贴作为收入减少的补偿,建议补贴费用在关怀者正常收入的 50%-80%酌情确定。

社区提供的临终关怀不应收取任何费用。 

2.3.3社区学校 

社区学校是社区教育的主要载体,针对人口结构变化下的社区学校运营建议如下: 

(1)社区学校的教育覆盖人生不同阶段并且优化课程设置。比如老年人及 0-3岁的儿童课程可以设置在他们的日间照料中心

进行,上课时间可以选择白天段。另外社区学校应该建设终身“慕课”教育平台,让社区居民不用出门也能完成学习、(2)增设劳

务技能培训。社区学校应该与用人单位合作,为社区居民提供劳动力市场培训,该类培训费用完全由用人单位支出,对社区居民免

费,作为普通教育的补充、(3)苏州市应统一设置社区大学,在每个社区分设校区,进行技能培训。同时与各大高校合作,完成学分

互认,从而加大社区居民学习的积极性。 

2.3.4社区人力资源管理 

社区人力资源管理是保障社区服务正常进行的关键部门,主要围绕社区内部人事管理、社区服务众包中的接包方人员监管、

社区志愿者管理以及社区人力资源推荐等方便的工作展开服务管理。以下对于社区服务人力资源管理的建议仅限于社区直接管

理的人员范围。 

(1)在非核心岗位人员安排上,兼职优先,社区内居民优先。比如社区学校教员可以考虑企业兼职,以及低龄有知识文化的老

年人进行统一培训,考核合格后发放证书,允许上岗教授知识。(2)提高社区居民的参与度。对于社区居民加入社区服务者的行为

予以多种形式的鼓励。比如社区内居民的志愿者“时间银行”。社区内居民走上社区讲台的应该予以政策鼓励,比如家中有一人

任教者,其家人可以减免在社区学校学习的费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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