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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与文献回顾

德国社会学家费迪南·滕尼斯（1887）最早将“社区”（又译“共同体”）概念引入社会学领

域，并在《共同体与社会》一书中认为社区是一种由具有共同风俗习惯、价值观念、集体意识的

同质人口所构成的，居民之间关系融洽、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是一种富有人情味

的社会有机体 2①。1948 年，联合国提出了“以社区为代表的社会发展”理念。最早提出“社区发

展”概念的是美国社会学家法林顿，随后社区发展在世界范围内加以推广。1955 年联合国研究报

告《通过社区发展促进社会进步》把“社区发展”定义为依靠社区首创精神，通过整个社区的积极

参与促进社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过程。当前，人们普遍认为社区是指：聚居在特定地域范围

内、具有利益相关联的和共同文化维系力的人群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社区治理是在社区范围

内，政府、社区组织、居民等多元治理主体，依据正式的法律法规以及非正式社区规范等，通过相

互沟通、协调合作的方式，对涉及社区居民共同利益的公共事务进行有效管理，进而满足社区居民

需求，提高社区居民自治能力，增强社区凝聚力，推进社区发展进步的过程。是国家治理的神经末

梢，在政府与居民之间起着重要的桥梁作用。尤其是在当前常态化社会治理与非常态化应急管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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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不同的政治社会制度、经济制度、文化背景和管理理念，欧美国家形

成了各具特色的社区治理模式。本文通过对欧美社区治理发展历程的简要梳理，在分

析欧美社区治理模式的基础上，从社区治理体制、社区服务供给、社区社会组织发

展、社区社会企业参与等方面归纳出其特点，总结提炼可资借鉴的经验。由此提出我

国应推进一核多元、融合共治社区治理新体系，建立与完善社区服务体系，着力培育

和发展社区社会组织，激发民众参与社区治理的内生动力，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区治

理新格局。

【关键词】欧美社区治理；多元模式；经验借鉴与启示

DOI:10.16775/j.cnki.10-1285/d.2023.04.004



·75·

都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我国的社区治理经过多年的探索实践也形成了一系列有效做法，但也暴露出了一些不足。欧

美社区治理起步较早，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经验，因而，引起了我国学术界的较大关注。关于欧美社

区治理的相关研究文献大体可以分为几个层面。一是从理论层面来看，有学者认为西方学界突破了

之前“社区内部互动论”的研究范围，将国家“元治理”融入到社区治理之中，并基于国家与社会

关系、社会资本理论等视角，分析了社区治理的制约因素 , 及社区失灵等问题 1①。有学者认为社区

睦邻运动向世人展示的是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社区发展运动贯穿着一种自觉的以人为本的人文关

怀，“第三条道路”社区建设的理论及其实践所展现的正是对人与社会和谐发展追求的人文价值 2②。

二是从发展历程的层面来看，有学者分析了以美英日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社区治理政策历史变迁的过

程，发现社区治理政策演变的规律特点，即政府更加重视社区治理，且非营利组织、公众参与社区

治理中的作用更加明显，多元主体合作治理的格局日渐形成 3③。三是从结构与功能层面，有学者认

为欧美国家社区治理关联着社区治理主体、主体间关系及治理目标的重新确认，如重新定位社区领

导权、政府赋权状态与社区社会资本，并形成政府与社区的合作伙伴关系等 4④。四是从发展模式层

面，有学者认为美日新澳德英等国家的社区治理已经积累了很多成功经验，然而，这些国家的社区

模式仍存在较大差异。比如，美国实行“自下而上”的社区治理模式，新加坡实行行政控制模式，

英国实行政府较少干预下的自治模式等，无论采取哪种治理模式，其核心都是通过对政府与社区自

治组织间进行职能分割，提升社区治理效率 5⑤。有学者认为随着社区发展理论的发展，在世界各国

和地区落地有不同的形式，形成了“一花四叶”的局面，如欧美“资产为本”社区发展模式、南亚

“社会企业”模式等 6⑥。以上研究从不同层面对国外社区理论发展模式，尤其是欧美社区治理进行

了相关研究，然而，尚未对欧美社区的发展历程，治理模式以及特点进行系统性梳理，并在此基础

上形成对我国社区治理的有益启示。基于此，文章在对欧美社区治理各维度梳理、总结的基础上，

提炼出对我国社区治理的借鉴与启示，以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新时代我国社区治理体系，提升社区治

理能力。   

二、欧美社区治理的历史流变

1884 年英国开展社区互助的社区睦邻运动，开启了世界性社区治理运动的先河。西方发达国

家社区的真正兴起与蓬勃发展是在二战后，以美英为代表的欧美发达国家社区治理，已有一个多世

纪的演变轨迹，于今已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治理模式 7⑦。

欧美社区治理发展是一个历史演变与积累的过程，分别经历了 18—19 世纪中后期的社区救助、

20 世纪的社区组织和 21 世纪的社区发展几个阶段。在 18 世纪末期到 19 世纪中期，主要是解决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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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以及城市化加速推进过程中所产生的诸多社会问题。例如，出现了大

量城市赤贫阶层以及城市贫困人口等。德国一些城市主要借助于社区内卫生、宗教与教育资源和力

量推进济贫改革，并在德国汉堡市建立助人自助的救济制度。此后，英国伦敦建立慈善组织协会以

及英美则发起社区睦邻组织运动，建立社区睦邻中心 1①。同时，美国为激发居民自主能动性，充分

利用社区组织整合社区资源进行济弱扶倾，改造社区居民的生活条件，并由此建立了第一座社区发

展中心——“赫尔馆”。可见，欧美国家社区治理最初目标就是社区福利和社区救助。

自 20 世纪 70 年代起，受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主张制约政治权力，推行公共部门私有化，在此

背景下社区照顾成为主流。进而英美成立了“社区发展公司”与社区志愿者组织。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新自由主义的弊端开始暴露，导致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激化，社区主义由此产生。社区主义

旨在批判自由主义的基础上，在社区找到平衡点，协调个体与社区、权利与义务的关系。自此，英

国开始推行社区照顾计划、邻里复兴战略等，这些战略进一步促进了社区公共服务体系改革与民主

多元参与。

美国在克林顿政府执政后提出了“授权区和事业社区项目”的法案，主要是联邦政府通过税收

优惠和社会援助等多样化方式，针对个别或大量的贫困社区提供援助，进而使弱势群体自食其力，

解决贫困问题。1993 年，克林顿政府颁布了《国家和社区服务信托法案》，成立了全国社区服务协

会，号召不同年龄段的志愿者加入到社区服务队伍，至此国内所有的社区服务项目都被纳入到统一

管理之中 2②。1997 年，美国为进一步促进社区福利发展，在《美国社区振兴法》中提出建立 100 个

“社区振兴区”的计划。2001 年小布什政府执政后，高度重视非营利组织的培育和发展，从资金、

授权、基础设施等全方位支持，并拓展各种社区组织，促使其为社区提供地方性和个性化的服务，

进而推动美国社区自治，践行了“信任为本的社区自主策略”。

进 入 2 1 世 纪 以 后 ， 英 国 社 区 发 展 迎 来 了 繁 荣 发 展 期 。“ 全 英 赋 能 合 作 ”（ N a t i o n a l 

Empowerment Partnership）项目在全国各地予以开展，社区发展组织在政府社区决策中发挥着重

要作用。同时，社区发展组织参与项目广泛，几乎涵盖所有复兴、包容和健康改善项目等，进而形

成政府、志愿者组织、社区以及民众之间的多元合作伙伴关系。此外，社区发展的主要议题包括社

区发展评估、农村社区发展、环境问题等 3③。

从欧美社区治理的发展脉络，可以看出每一阶段的发展特点都与当时当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背景相吻合 , 都是为了破解特定时期的社会问题，是在实践中进行不断探索创新。城市社区建设初

期主要是扶贫济困。20 世纪初期，欧美社区治理主要是加强社区住房、学校和发展中心等基础设

施建设；20 世纪后期，欧美社区建设在具备一定物质条件基础上，着重培养居民的自主意识，挖

掘居民自身潜能，增进社区凝聚力，恢复居民邻里互助、友好和善的社区生活，进而激发居民共同

参与社区治理，解决公共问题。总之，欧美社区治理源远流长、实践丰富，值得研究，他山之石可

以攻玉。我国可根据本国国情，吸收欧美国家的有益经验，进而有力推动我国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

①	 何彪、吴晓萍：《西方城市社区建设历程及其启示》，《城市问题》2002年第3期。

②	 韩央迪：《英美社区服务的发展模式及对我国的启示》，《理论与改革》2010年第3期。

③	 高红、杨秀勇：《美英日社区治理政策变迁的历史逻辑与经验启示》，《东方论坛》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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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欧美社区治理的主要模式

欧美社区不同的治理模式，主要表现在政府部门与社区之间的紧密关系上。二者松紧关系的不

同，体现出各具特点的组织管理模式。通过分析可见，欧美社区的政府行为和社区行为一般是分离

的、松散的。

（一）德国：权力约束下的社区自治

在社区治理方面，德国奉行高度自治的理念，德国政府以立法的形式对社区自治权予以保护，

确保社区实现高度自治。同时，德国民众认为，社区居民最熟知社区的情况，只有充分发挥其自

治能力，才能更好地维护其自身权益。德国的社区自治主要表现在自治内容、自治权力和经费保

障等几个方面。自治内容包含政府不会干涉社区自治机构的人事任免权，即社区自治机构的人员

安排完全由其自主决定。在经费使用方面，社区自治组织的经费来源主要由政府支持以及社区居

民缴纳的服务费用，由其根据社区发展需要自行支配，行政力量不予干涉。因此，宽松的社区治

理制度为社区组织、社区居民参与更多的社区事务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也增加了居民对社区服务

质量的满意度 1①。

（二）英国：政府有限干预下的社区自治

在英国，政府主张在政府政策规则的指导下，进行社区自治，促进社区的良性发展。英国社区

治理实际上是一个提倡多方合作，采取多元化的社区服务和去中心化的治理方式，其中，社区治理

的理念和规范由政府主导，并对社区发展状况进行监管。社区服务费用主要由政府承担，但是政府

直接提供的服务较少。同时，公益组织、非营利性组织、志愿者组织、社会企业在提供社区公共服

务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因此，英国社区治理的特征是在政府的有效监管下，充分开放市场，充分发

挥社会组织的自治功能，促使民众充分享有社会福利。

一是重视发展第三部门。英国在长期的工业文明发展历程中，较为重视非营利组织等第三部

门的培育和发展。例如，托尼·布莱尔执政后，高度重视第三部门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的重要作用。

2012 年 4 月，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政府提出“大社会资本计划”（Big Society Capital），向社会

企业、慈善部门和社团组织等第三部门拨付大量财政资金，英国也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政府向社会组

织购买公共服务的国家 2②。因此，英国政府和第三部门在社区公共服务事务供给中形成良好的合作

关系。同时，英国具有国家统一管理的公共服务系统，并且有专门负责社会组织综合性管理的机

构，主要是对超过一定营业额的社会团体进行备案登记和审查监督。另外，英国社区治理的资金来

源除政府资助外，还有慈善捐款，即通过大规模的政策宣传活动，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进而促使

政府支持、社区动员和社会资本三者之间良性互动。

二是发挥社会企业的协同功能。社会企业在城市社区建设和治理方面发挥着积极协同作用。社

会企业从事的是公益性事业，采用商业模式进行运作并获取资源，投资者在收回投资成本之后，盈

余部分用于企业或解决社区公共问题、增进民众福利。同时，还可以资助其他慈善组织和非政府组

织。然而，社会企业与非营利组织的主要区别在于基金来源的不同，一般来说，社会企业的收入至

少半数是来自交易而非政府补助或是捐款。英国社会企业为其经济发展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减轻了

①	 孟祥林：《社区治理模式：发达国家经验与我国发展选择》，《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

②	 阎耀军、李佳佳：《英国政府社区治理政策与实践及对我国的启示》，《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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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政府在公共事务上投入的经济负担。例如，“截至 2006 年，英国大约有 15000 家社会企业，这

些企业近四年的总营业收入高达 180 亿英镑，可以推算，社会企业每年为英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做出

了超过 50 亿英镑的贡献”1①。由此可见，社会企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具有经济和公益双重功能。

（三）美国：多主体自主参与的社区自治

美国的社区治理是一种典型的社区自治模式，它不依赖于政府，更多的是依赖社会组织、社区

社会企业以及社区居民的自主参与。因此，美国社区治理总体呈现出社区权力分散化、社区治理组

织化、社区治理方式民主化的特征。

社区自治模式表现为政府行为和社区行为相对分离，美国的市是州政府的分治区，市政体制采

用的是“议行合一”或“议行分设”的地方自治制度，实行高度民主自治，主要依靠社区自治组织

来行使社区管理职能。同时，社区不属于联邦政府或地方政府的基层管理单元，因而在社区治理中

政府无权直接干预社区事务，大都发挥着辅助性作用。一般来说，联邦各州乃至各个市、镇政府只

负责宏观调控、规划、指导、资助，具体事务交由社区组织和民间团体自主实施。

具言之，美国城市社区治理结构，一般以社区委员会、社区顾问委员会为核心，社区工作者、

社会组织和社区居民、志愿者等构成社区治理主体，负责社区建设和社区发展。美国社区的民主自

治，不仅表现在社区自治组织对社区发展、社区治理享有充分的决策权与管理权，还对政府的行政

管理以及专业机构的社区服务管理享有建议权、监督权。

总得来看，美国社区治理尽管与北欧等国家相似，都采取“自治”，但所秉持的理念以及形成

途径有所区别。美国的社区自治是“地域归属与文化共享”理念下的自治。即居民没有受制于特定

社区的感受，公民注重价值观的凝聚力，邻里互助意识，相互之间共享着某种地域归属和文化价

值。例如，美国“街”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多的是一个地方社区居民共同价值观的体现。

一是第三部门提供社区服务。在美国社区治理中第三部门发挥着支撑作用，尤其在社区决策、

社区规划、资金筹集、社区关系协调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随着美

国向贫困开战以及政府财政支出减少，联邦政府开始注重第三部门在社区公共服务提供中的作用。

80 年代中后期，美国的非营利组织开始进入专业化和更加开放的发展时期。非营利组织是城市社

区治理的具体实施者 , 为社区建设争取各类经费支持。据统计美国非营利组织约有 150 多万个，占

美国各类组织的 6%，平均每 12 个就业人员中就有 1 人为非营利组织工作。这些社区服务组织既可

享受政府资助和税收优惠政策，又可获得基金会、个人和企业捐赠 2②。

二是社区企业助推美国社区发展。美国社区企业主要包括 : 社区化的小企业发展中心、社区化

的小企业投资公司、社区开发公司、社区微型贷款中心四种类型。社区企业融入到社区居民中，充

分发挥其优势，为社区居民提供服务，能够满足社区居民的真正需求。社区化的小企业发展中心 ,

在美国共有 1200 个，旨在为社区内小企业创业者、经营者提供融资、培训、业务咨询等服务；社

区化的小企业投资公司，在美国共有 369 家 , 主要为当地社区小企业提供贷款；社区开发公司 , 在美

国总共有 270 家 , 主要为社区内初创小企业提供土地、厂房等固定资产方面的长期债务融资。社区

微型贷款中心，在美国共有 270 家 , 旨在为社区内少数民族、妇女、退伍军人等初创小企业提供小

①	 赵萌：《社会企业战略：英国政府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9年第4期。	

②	 张波：《浅谈国外社区建设及其启示》，《黑龙江对外经贸》2007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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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融资服务 1①。 

三是公众积极参与社区治理。美国民众积极主动为所在社区组织，或公益服务的机构提供

无偿志愿服务。同时，志愿者参与社区组织或机构的绝大部分工作。根据美国社区服务机构的调

查，2011 年在正式组织参与社区服务的美国志愿者有 6430 万人，全美范围内的志愿服务率达到

26.8%2②。可见，美国民众自觉加入社区志愿者，充实了社区服务的力量，有效整合社区服务资源，

提高了社区服务质量 , 节约了社区治理成本，激发了社区治理活力。

四、欧美社区治理的模式特点

社区作为全球各国的活力之源和结构基础，欧美社区治理与我国社区治理都是以社区作为基

层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通过系统梳理和比较分析欧美社区治理发展历程和主要模式，发现欧美社

区治理模式具有一定共性。例如，政府与社区关系相对分离，社区治理向着多元主体合作治理的格

局发展；非营利性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主体作用越来越明显；社区治理以公民自主治理的价值为依

归，越来越重视发挥公众的志愿参与作用等。

（一）社区体制的建构

欧美社区体制的建构，主要体现在政府与社区之间的关系上，一般来说，二者之间有明确的权

利边界与职能分工。政府仅对社区承担有限的法定责任。社区居民则是管理社区事务的权利主体。

在这种体制下，欧美社区治理主要是以政府、社区组织、社区企业、社区居民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

治理。政府职责主要表现为对社区治理的宏观指导、政策支持、资源统筹、资金保障以及全过程监

督；社区组织主要承担为社区居民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责；社区居民通过自下而上的积极行动，广泛

参与社区治理，而不仅是治理过程的接受者，进而提升了社区居民素质和能力。这也体现了一种

“以公民为中心的治理结构”。

因此，欧美的社区的多样性、自主性优势相对明显；欧美社区治理中的政府和社会各自独立，

社区治理各参与主体的权利与义务边界清晰，即基于共同事务和集体行动结成平等的合作伙伴关

系，各相关主体能够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尽职尽责，并能为其他各相关主体提供“福利”，这为社

区善治创造了条件。

（二）社区服务的供给

欧美社区治理以为社区居民提供完备的社区服务为核心内容。即针对社区居民的实际需求，以

社区组织为供给主体，政府为辅助，向居民提供服务。其中，政府主要负责项目政策指导与资源支

持，各服务机构通过专业化、职业化的方式向政府、企业、社会以及民众募集慈善资源，促使社会

组织、居民等各相关方各尽其能、双向服务。进一步来讲，社会组织主导下的社区服务在提供方式

上更具有人性化、柔性化和个性化的特点，大都能够做到以服务对象为中心。通过运用专业化的手

段和技巧，不仅为服务对象提供物质帮助以保障基本生活，还可为服务对象提供精神支持，使其更

有尊严、有信心地生活，达到“助人自助”的目标。因此，社区组织在社区服务供给、社区发展参

与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①	 丁元竹：《美国社区建设的几个问题》，《宏观经济研究》2002年第3期。

②	 辛华、张学东：《当前美国志愿者与志愿服务组织状况探讨》，《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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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

从欧美社区治理模式和历史演变轨迹可以看出，凡是社区自治程度较高的国家，非营利组织

和志愿者组织发育程度都相对较高，且都有良好的发展环境和充分的发展空间。当然，欧美社区组

织的发展具有三个重要支点即法权保障、公民社会、价值维护，是基于特定历史文化、传统宗教、

法权观念和政治体制为前提 1①。因而，社区社会组织有充足的发展空间，如志愿者组织在教育、培

训、咨询等方面可获取免费支撑等。另外，欧美社区发展的自主程度较高，社区组织担负的职责也

相应提升，不仅需要聘请专家智囊团对社区发展问题进行深入研究，还要负责筹措资金和人事安

排。总之，这些社区组织在社区治理中扮演重要角色，不仅降低了社区治理成本，还在很大程度上

缓解了人才短缺的压力。

（四）社区社会企业的参与

欧美社区社会企业的运营活动以社区为基础，利用当地资源，调动社区居民的自主性和能动

性，有效解决社区公共问题、为社区居民提供精细化公共服务，尤其为社区创业者提供资金支持、

为失业人士提供再就业机会和帮助贫穷社区发展等。同时，社会企业主要由政府、企业和社会共同

支持，不仅有政府提供的法律援助和财政资助，还有民间企业的多样筹资，以及民众的关心和参

与。另外，欧美国家以补助金或项目援助金等形式达成协议的地区，不仅有直接援助，还有以工资

补贴形式形成的间接财政援助 2②。

五、欧美社区治理模式对我国社区治理的借鉴与启示

社区的有序治理与社区居民的和谐共处，是国际社区治理的共同目标和重要内容。社区治理

是社会治理的基层基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

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

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这一纲领性文件为我国新时代加强和创新社区治理指明了方

向。欧美社区治理具有较长的发展历史，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社区治理模式。我国可以充分吸收和借

鉴其中诸多有益做法、有效经验，加快推进我国社区治理现代化。

（一）推进一核多元、融合共治社区治理新体系

在欧美社区治理中 , 政府发挥重要指导作用。如在美国社区治理模式中，社区治理主体包括政

府、社区委员会、社区组织和社区居民等 , 他们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其中，政府的主要职能是宏

观引导、政策制定、运作监督、资源保障等。英国的社区治理模式主要是通过社区自治履行基层政

府的职能。德国的社区治理是在政府统筹全局的基础上，具体事务主要交给社区组织或民间团体负

责。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

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这是国家治理向基层、社会放权赋能，政府权威的合理让渡。在推进社会治

理现代化过程中，党领导社会治理工作的地位不可动摇，然而，从社会治理发展的演进轨迹可以看

出，国家—市场—社会三个维度在不断调整，我国在不同发展时期，经历过国家主导一切、国家与

市场调适，到当前国家主导下的市场与社会互动构成的治理网络，这是一个不断深化、螺旋式上升

①	 马西恒：《理念与经验：中国与北美社区建设之比较》，《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②	 李庆、周照兴、邱培磊：《英法美三国社会企业发展比较研究与启示》，《北方经济》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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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我国也是在吸收并超越西方“二元对立”思维与弥补国家—社会关系缺陷的基础上，进行

本土化探索，找出适合我国社会治理发展的新思想。

目前我国国家与市场制度体系较为完善，而社会领域起步较晚，尤其是在新发展阶段，尽管我

国在社会领域战略定位不断调整，并连续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但由于多种因素影响，我国的群团组

织、社会组织、志愿服务、民众参与都较为滞后，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下，多元主体互动协同的密

合度还比较低，诸如，传统科层制体制存在的条块分割、职能交叉、封闭排斥，以及与其他主体非均

衡的协作关系。以国家为核心的单一政府治理逻辑限制了社会与市场的信息互通、资源共享、协调联

动。因此，应转变过去基层政府“大包大揽”的新全能主义模式，进一步向社会组织放权，为社区自

治释放空间。同时，以增强社区共同体意识为基础，大力激发社区居民的能动性和自主性。切实厘清

党委、政府、社区组织、社区居民之间的关系，即更好协调公共权力和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促使社

区治理组织体系由垂直科层结构转变为横向网络结构，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群团助推、社会

协同、社区居民参与多元互动的网络型合作治理新模式，进而使各治理主体的优势和要素得到有机整

合，使政府、市场、社会形成合力，共同进行有效的社区治理。

（二）建立与完善社区服务体系

社区服务是社区治理的重要内容，在欧美国家，社区组织主要是为社区居民提供公共服务，维

护居民基本权利。英国社区的服务内容主要包括：一是完善社区服务设施，如建立社区服务中心

等；二是健全社区服务体系 , 如为社区居民提供财政、住房、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美国社区服务

体系较为完备，服务内容涉及教育、医疗、环保、治安等。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健全基本公共服务

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这为我国建立与完善社区服务体系提供了行动指

南。基本公共服务的范围比较广，但基本上都包括公共教育、公共卫生、公共文化等社会事业，也

包括公共交通、公共通信等公共产品和公用设施建设，还包括解决人的生存、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

所需要的社会就业、社会分配、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社会秩序等公共制度建设。

就目前来看，我国的基本公共服务仍然存在短板和弱项。尤其是随着大量的“单位人”转变成

“社区人”，社区服务体系还不够健全。一方面，社区公共服务的总量还不能满足社区居民多层次、

多样化的需求；另一方面，社区公共服务的分配还不够均等、分布还不够均衡、享用还不可及等。

尤其是城市社区的公共服务水平明显比农村公共服务的水平要高，发达地区的公共服务水平明显要

比欠发达地区的公共服务水平要高等。因此，我国社区也亟需强化社区服务功能，充分发挥社区多

元主体的服务职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满足社区居民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为

其提供周到、细致、高质量的社区公共服务，实现社区共建共治共享的目标。一是充分发挥社区党

组织的引领作用，把服务社区群众作为社区党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 全面开展社区服务工作。

二是政府在社区公共服务体系发挥基础性作用，让社会力量和市场机制在较高层次的公共服务供给

方面发挥更多的作用。比如，鼓励社会力量进入医疗、养老等共服务领域，更好地满足多层次、异

质化需求。三是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高科技手段，加强社区服务设施建设，为社区居民提

供更精准的服务，并提升指尖办理、“一站式”服务等办事模式的智能化水平。四是在为全体居民

提供有效服务的基础上，更需坚守底线，织牢社区民生安全网的“网底”，让弱势群体、低收入群

体享受到社区公共服务。

（三）着力培育和发展社区社会组织

欧美非营利性组织规模大、数量多，运转合理高效，在社区治理中发挥突出作用。作为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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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促进社会进步与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组织发挥着提供社会服务、促进居民参与、表

达公众诉求、化解社会矛盾等作用，比如，社会组织在助残、济困、青少年关爱、慈善救助等社

会领域发挥了重要功能。然而，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仍然存在诸多问题，难以有效发挥协同作

用。一是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仍处于初级阶段，数量虽日益增多，但发展质量不高，区域发展

不平衡，难以契合社区治理的现实需要。二是社区居民对社会组织的价值认知存在偏差，社会组

织培育缺乏文化基因，居民有事还是习惯于找政府，对社会组织开展的活动持消极态度。三是社

会组织管理的法律体系还不健全，法律位阶偏低，法规服务性特征不够明显，运行监管力度还有

待加强。四是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存在权责划分不清晰、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等问题，制约了政

社关系的和谐发展。

我国应在共建共治共享理念的指导下，大力培育和发展社区社会组织，强化社区社会组织的

主体性地位，并通过制度构建、方法创新，营造宽松的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环境，更好提高

社区治理效能。一是加强对社区社会组织的宣传力度，提升居民对社会组织的认同感。充分利用

传统媒体和移动互联网等新媒体手段，加强对社区社会组织公益精神的宣传，知识普及，使民众

能够真正了解社会组织，进而获得居民更广泛支持。二是加快制定权威性法律法规，完善社会组

织立法，建立健全法律规范体系，做好社会组织的法治化规范和制度化管理。三是健全社会组织

体制机制，完善社会组织监管制度。厘清党政部门与社会组织的分工协作关系，更好实现“发展

型管理”；加大对社会组织的财政政策支持，完善税收优惠政策，降低非营利性组织进入社区的门

槛 , 使其在国家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充分发挥其自主性、创造性、高效性，为社区居民提供高质量

公共服务和治理。

最后，加强自身建设，提升其参与社区治理能力。一方面，完善社会组织内部的各项规章制

度，治理结构及运行机制，尤其要健全财务公开制度，确保资金运转规范透明，同时，着力打造品

牌项目，全方位拓宽筹资渠道。另一方面，不断加强社会组织人才专业培训，提高社会工作者专业

素养和服务能力。同时，完善职称评定、技能鉴定等人才评价体系，拓宽社会工作者的发展空间

等，确保能留得住人才。

（四）激发民众参与社区治理的内生动力

社区居民积极参与社区事务已成为欧美社区居民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同时，欧美社区组织是

社区居民参与的中介和载体。就我国而言，社区居民参与相对不足，在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

理共同体中，今后应在党委和政府的推动及社区组织的动员下，需要重新找回“公共性”，不断培

育公民社区集体意识，积极发挥社区居民的参与作用。如我国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积淀，有着“集

体观”“情理观”价值取向的中华文明基因，应该予以挖掘和弘扬。一方面，在城乡社区治理中，

应充分延续血缘、亲缘、地缘为纽带的生活联结体的情感价值，充分发挥乡村有名望的长老、族

长、精英在基层公共事务处理、民间矛盾纠纷化解、基层秩序维护中的重要作用，促进正向情感再

生来构建共同体的情感联结。另一方面，针对外生情感易淡化的问题，开辟多种利益诉求表达渠

道，促使城乡社区居民进入公共对话空间，在特定空间范围内按照公开公平的参与程序就共同关注

的问题开展讨论和行动，使其利益诉求能表达，矛盾纠纷能化解。因而，只有秉持公共精神，实行

全过程人民民主，开辟不同的社会参与、协商渠道，使民众在基层公共事务、公益事业中，不断加

强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与自我监督。

具言之，一是全面加强社区党建，充分发挥社区党组织的核心作用，构建上下相通、条块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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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协同联动的社区党建新格局。同时，完善和规范社区党员议事会和党员服务站工作，并以党员

服务站作为社区参与平台，调动社区居民参与的积极性。二是加强社区居民参与的制度化建设，为

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提供制度途径，例如，建立社区参与动力机制、表达机制、供给机制等长效

机制 1①。同时，明确划分不同参与主体尤其是居民的权利和义务边界，规范其参与内容，细化其参

与程序，保证社区居民参与的广泛性和实效性。总之，通过不断加强公众广泛参与，扩大社区自治

权，激发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真正使社区成为居民在共同经济利益或共同文化传统的

基础上的共有共建共享，进而提升社区自治效能，建设融洽和睦的社区生活。

Experience and Enlightenment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in Europe and America

ZHAI Huijie 

[Abstract] Based on different political and social systems, economic systems, cultural backgrounds 
and management concepts, European and American countries have formed their own distinctive community 
governance models. Based on a brief review of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an analysis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models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is paper summarizes its characteristics from the aspects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system, the 
supply of community services,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social organizations, the participation of 
community social enterprises, and summarizes and refines the experience that can be used for reference. 
Therefore, it is proposed that China should promote a new system of one-core,pluralistic, integrated and 
co-governing community governance, establish and improve the community service system, focus on 
cultivating and developing community social organizations, stimulate the internal power of people to 
participate in community governance, and build a new pattern of co-construction, co-governance and shared 
community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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