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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新型农村社区治理有效路径

焦亚飞 申嘉欣 李浩昇

南京大学哲学系、江苏城乡一体化研究基地

新型农村社区是推动城乡社会协调发展的新载体，既保留了传统村落部分的“乡土性”特质，又融入了城市社区的管理模

式、服务标准和基础设施，有助于促进生产要素在城乡间的优化配置、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与环境。2021 年，江苏省委办公厅

和省政府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加强新型农村社区治理与服务的意见》。近年来，苏南地区在新型农村社区治理服务方面进行

了多样化的探索。

作为改革开放时代乡镇企业的发源地，苏南地区农村较早具备了提升新型农村社区治理服务水平的客观条件和动力，经济

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推动着传统村庄向新型农村社区的转型，雄厚的集体经济实力促进着村庄基础设施的改进和公共服务的完

善。可以说，苏南地区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一直走在前列。一是建立了以党组织为引领的“一核多元”的治理结构。各地突出党

组织在社区治理服务中的主导作用，普遍构筑了以党组织为统领力量、其他主体协同参与的立体化治理格局，社区党组织在落

实党的政策、推进社区治理效能、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化解基层矛盾、整合社区自治资源方面发挥着引领作用。二是推进了新

型农村社区服务的基础设施建设。各地普遍采取政府补助、村集体自筹、社会支持和资源盘活等方式，汇集资金资源，并制定

了具体的建设细则，打造标准化的新型农村社区服务中心。三是健全了新型农村社区服务体系。各地普遍探索政府、基层组织、

社会组织、市场、社工队伍和志愿者等多种力量协同并进的多层次服务体系，提高综合服务的效能，实现服务主体的多元化、

服务内容的专业化、服务边界的清晰化，把社区中需要解决的各项事务无遗留地纳入服务体系中。四是改善了农村生产生活条

件与环境。雨污分流、垃圾集中处理、燃气管道铺设、道路整治等改变了农村脏乱差的面貌，极大地提高了农村居民的生活品

质。五是形成了一批效能突出的治理创新模式。各地因地制宜，利用自身的优势，进行体制机制创新，形成一批较为成熟的创

新模式。

苏南地区新型农村社区的治理服务在实践中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也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共性问题。比如，部分农村居民

对新型农村社区治理参与不足，一些新型农村社区治理服务过度行政化，有些新型农村社区治理服务建设存在形式主义，少数

新型农村社区治理服务出现“滑坡效应”。造成新型农村社区治理服务问题的原因错综复杂。这包括一些居民对治理的认识还

没有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转换，滞后的观念与新型农村社区对居民公共精神需求之间的冲突构成了居民社区治理参与不足的主

要原因；新的社会组织无法在短期内建立起来，而原有的社会网络被破坏，这使得居民的社会关联减少，很难汇聚成理性的治

理力量；基层组织出现了科层化的倾向，这对于提高特定工作效能具有一定作用，但要考虑社区基层事务的模糊性、零碎性和

难以标准化的特征。解决好这些问题，必须顺应新的阶段性要求，探索提升社区治理服务水平和能力的新路径。

以社区营造为抓手，促进现代熟人社区的建构。由于新型农村社区具有开放性，人口流动带来了居民异质性的增加，更由

于部分新型农村社区属于拆迁、安置或商品房性质，或者是这几种类型的混合，原有的熟人社会结构被打乱，重新聚合在新社

区中的居民虽然在居住空间上更为紧密，但也更为个体化，彼此缺少信任和可供调动潜在资源的网络。这不仅会造成个体和家

庭生活上的困难，而且会影响居民对社区事务的主动参与、社区合作以及社区组织的生长。因此，要通过有效的社区营造来加

强居民间的亲密互动，进而打造现代熟人社区。比如，以居民需求为主体，由居民共同参与公共空间构造，践行“共建共治共

享”的社会治理理念，在提升生活品质的同时，增加彼此的互动、熟悉和信任。通过公共服务下沉，把服务平台变成群众的活

动地，增加居民交往的机会；完善志愿服务机制，提供更多“微服务”平台，激发社区活力，完成社区人际网络的重构。

https://kns.cnki.net/kcms2/author/detail?v=M9N_p6ifsvOmrTnaTUWtqEQtbE0XATaq5KqWfMePSaehh5-9DxmLFa6RUMf5f3Hn_5SBBdyiTxUXAMBIEdH92J7OGVTDAevtcF0AAfN1UTw=&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cms2/author/detail?v=M9N_p6ifsvOmrTnaTUWtqEQtbE0XATaq5KqWfMePSaeTJcfkwXlMjvRsAFZgoDR_Lm_irKQgN_CteWikQP5LzyIN2gEITIXhxftwS-OPMuI=&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cms2/author/detail?v=M9N_p6ifsvOmrTnaTUWtqEQtbE0XATaqkw5gbxmz5nusBma3BlVPAX0T53OOelpXe5kxKyDKpzZX9cOo62PgT2xDbXQMmaaXH0Vx5yzUbRI=&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cms2/organ/detail?v=M9N_p6ifsvNLSCWHI2IKL1ocaRyHy2QXKJ_S1Dm0uQ3rEOetzITjAf5rxX3Bfm6Y7NrwmaKOVUp-_jD5ykQt6QFAOj0YQa2LrNs5nrCqHie-M94EQryPuYFY5OTk5JAxleZTiNZ5e8gQME86Vz2qnuugCxaP4hkc&uniplatform=NZK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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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行政推动为策略，完善社区治理的动力机制。在社区居民参与意识不强、组织力量薄弱、资源匮乏的背景下，完全依靠

社会自我生长的力量、自我联结的方式，只会带来社区治理的混乱，而过度的行政化则无法有效回应居民需求，会抑制社区自

治机制的生产。因此，新型农村社区治理服务必须在行政介入和自发生产之间寻找平衡，即采取行政推动的策略，激发社区内

部的活力，提高治理服务效能，完善社区治理服务机制。这主要体现在：尽量不用强制手段，避免行政刚性和科层制的刻板僵

化；在做好整体规划之后，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培育社会力量上，创造有利的条件，创设特定的情境，采取有效的激励手段提高

各主体主动性。

以强化组织建设为基础，重构“能动善治”的新型农村社区治理体系。虽然各个社区都建立了以党组织为核心、多种社区

力量参与的治理结构，但在实践中，有的基层党建与社区治理还没有实现很好的融合，在领导方式、责权分配上存在一定的偏

差，有的党组织建设存在虚化的现象，社区中党员的号召力不强，社会组织发育缓慢。这就需要协调好党组织和社区自治组织

的关系，强化党组织组织群众、团结群众、服务群众的作用。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中，要根据不同的社区类型分别采取优化原

有组织、组织合并以及重新建立组织等方式进行治理架构的重构，以适应社区治理服务的要求。要注重社会组织作为居民参与

社区治理的载体作用。在原有的村落瓦解和新的共同体重构的过程中，要通过各种手段培育和孵化现代社会功能性组织，提升

居民之间的多维联结。同时，完善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的渠道和路径，真正把各种社会力量纳入社区治理结构中，切实发挥协同

作用。

以多元创新模式为引领，分类分层优化社区治理服务。经过近年来的政策推动和实践探索，各地已形成一批特色鲜明、效

能突出的社区治理服务的样板，有的已总结成较为成熟的模式。这些经验模式对于廓清社区治理服务的思路，确立任务与目标，

制定实施方案，最终以点带面从整体上推进社区治理服务工作有着积极作用。但是也要看到，一些样板按照高标准建设而成，

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尚不具备全面推广价值；有些模式的成功得益于特殊的产业、区位、文化、人口结构等治理资源的组合，

并不具有普适性；有的制度体系契合于社区发展的某个阶段，但并不适用于社区变迁的每个阶段。因此，各地在推进新型农村

社区治理服务能力建设的过程中，除了汲取具有共性的经验外，还要充分考虑各地自然、社会、经济、人文环境差异，以及发

展阶段和社区类型的不同，因地制宜地开展实践探索，分类分层推进，分阶段地制定符合自身特色的社区治理服务的目标、任

务和实施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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