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52 ·

公共管理 Public  Management

“互联网 +”背景下的社区治理模式探析

钟欣凌
（四川旅游学院，四川 成都 610000）

摘要：信息时代加速了我国社区治理创新模式的进程。本文首先分析了“互联网 +”社区治理模式所具有的优势，

主要包括形成网格治理、优化社区治理机制、完善社区服务的新格局。基于分析“互联网 +”的背景下社区治

理的内容，提出了展开社区治理模式的策略，即在政府部门的主导下，梳理权责归属实现政社分离，积极完善

社区资源加强人力保障，利用宣传教育鼓励居民参与，建立沟通平台完善智能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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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城市化建设的进程中，信息

网络时代对现代社区管理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社区作为社会管理最基本的单元，

需要创新社会治理模式，利用智能化工

具提高服务水平，从而有效促进社会和

谐发展。互联网时代使社区治理和互联

网技术的结合成为必然趋势，优化社会

治理模式，鼓励居民自主参与到社会治

理中，形成“互联网 +”社区的治理模

式是社区治理的必然选择。

1 “互联网 +”社区治理模式的优势

1.1 形成网格治理

网格化管理是将特定的管理区域划

分为若干个网格，每个网格有特定的人

员负责采集信息并上传到特定的系统，

并建立一个统一的网格管理中心，为相

应的职能部门提供支持。[1] 使用网格化

模式展开社区治理，利用网络技术改变

政府主导的管理理念，能使更多主体参

与到社会治理中，让居民归属感和认同

感得到提升，同时，借助互联网技术，

也实现了多元主体参与渠道畅通无阻，

使各个主体能够达成共识，最终实现多

元主体共同展开社区治理的治理方式。

1.2 优化社区治理机制

“互联网 +”的社区治理模式能优

化社区治理的机制，实现社区工作的精

细化管理：一是政府部门角色从直接领

导变成了间接领导。政府与居民、政府

组织以及居委会共同进行社区治理，满

足了社区持续发展的需要；二是政府部

门要主动转变职能要求，将单向管理转

变为引导、服务和自治，能构建多元化

治理模式；三是随着互联网的深入发展，

社会用人方式也出现了巨大的转变，政

府部门可以通过购买社工服务的方式，

在每个社区内安排一到两名社工对社区

治理工作进行指导，提高社区服务的专

业水平，以实现更优质、更专业的服务。

1.3 完善了社区服务的新格局

在“互联网 +”背景下，社区管理

可以借助于数据系统，将社区中的资源

整合起来，让单一的服务更加多元化，

提高社区的服务水平。如：建设公共服

务平台，实现社区资源共享，居民在线

上平台上和社区展开互动，及时掌握社

区的动态要求，将自己的需求传递给社

区，让社区多元化需求得到满足，保障

公共服务的质量。  

2 “互联网 +”的背景下社区治理的

内容

根据居民需求、社区治理需要，本

文提出了在“互联网 +”的背景下社区

治理的具体内容，主要包括：

基础设置维护。主要包括道路维护、

房屋调查、绿化维护、档案管理等内容。

需要政府部门联合企业共同展开服务。

秩序管理。主要包括治安管理、流

动人口管理以及产品质量监督。通过建

设网络系统，公安和政府部门的指导下，

组织企业和居民有序地进行。

公共事业管理。主要包括交通管理、

教育管理、生活管理以及通信管理，这

部分还需要依赖于政府部门和企业联合

展开管理。

公共服务管理。主要指的是劳动就

业管理、社会保险管理、医疗卫生服务、

计划生育服务、法律服务以及养老助残

服务 [2]。政府部门需要联合企业和其他

公益组织，进行服务。

便民服务。主要指的是物业管理、

居家服务、调解纠纷等。需要政府部门

联合相关组织和企业进行服务。

政府部门为了实现“互联网 +”时

代的智能社区管理，要着手建立智慧社

区平台，也就是说通过建设智慧社区网

络平台，为社区治理提供一个良好的管

理工具。智慧社区网络平台包含九个技

术层次，主要包含：技术层、设备层、

保障层、应用层、平台数据层、网络层、

感知控制层、设施层。这些架构构成了

智慧社区平台，让智能化社区治理模式

具备了运作基础。

3 “互联网 +”背景下展开社区治理

模式的策略

3.1 梳理权责归属实现政社分离

在“互联网 +”的背景中，社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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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政府需要树立权责归属，根据权责

范围划定权利范围。政府部门需要主动

设计智能化社区的发展路线，鼓励基层

政府从实际出发探索社区服务智能化路

径。同时要简政放权，将法定职权以外

部分交给街道办事处。街道办事处作为

执行终端，要将管理思维转变为服务思

维，和居民建立平等合作的关系。在社

区治理中，需要积极和企业、居民以及

社会组织建立合作，激励各方进行治理

模式创新。以郑州市为例，政府部门想

要将社区治理服务从实体化推向智能网

络化，让社区治理效率得到提高，则整

理自己权利责任，将没有办法参与的微

观工作转移给社区办事处手中，对社区

办事处展开的工作进行积极扶持 [3]，而

社区办事处则以联络居民、附近企业建

立合作平台的方式，从而实现多方主体

共同治理社区。

3.2 完善社区资源加强人力保障

政府部门需要加强制定社区规划，

配置必要的社区资源，给社区基础建设

提供必要的资金准备，引导制定社区信

息化治理的纲要和规范。同时，要积极

引导使用云计算技术和数据挖掘技术，

建立网络管理平台，在平台上设置等级

管理、信息公开平台、志愿服务以及舆

论诉求互动等功能，在社区治理领域激

励企业积极探索软件开发。此外，政府

部门也不能忽视治理人员的素质水平，

政府部门需要主导治理人员展开针对性

培训，通过培训，有助于提高让社区管

理团队的素质，将治理社区的途径和思

路更加智能化和高效化。

3.3 利用宣传教育鼓励居民参与

在智能社区治理中，居民不仅仅是

被动接受管理的位置，需要主动参与到

社区治理中。要想鼓励居民参与到社区

治理中，需要社区办事处积极展开宣传

教育活动，加强居民自身的主体意识：

一是社区居民需要对社会共同体具有认

可度，要让居民主人翁意识得到加强，

让居民可以认识到自己是社区内最基础

的成员，不仅是服务对象，更是治理参

与主体，拥有维护社区利益的权利；二

是通过新媒体平台扩展社区宣传桥梁，

让居民可以感受到自己的利益和社区整

体利益有着高度关联性，让居民受到激

励，更加主动地参与到社区事务之中；

三是要建设治理网络平台，在平台上将

治理相关信息公开，保证信息可以公开

透明，可以建设出一个公平互惠的环境。

例如：成都市锦江区水井坊街道目前已

形成了社区事务居民自治的体系。该街

道建立了综合信息智慧信息中心，中心

整合了档案数据管理系统和办公系统，

形成了信息服务平台、电视智能平台以

及综合信息平台三类管理平台 [4]，平台

赋予居民社区管理、应急管理以及监督

管理的职能。各类信息借助于信息系统

社区监控、收集等渠道得到整合，让街

道办事处可以实时掌握社区动态。辖区

内各个社会治理力量得到统筹管理，而

对于辖区内重大事件则进行集中管理。

2017 年，该辖区共处理了 295682 件民

生诉求，网格化办理每天平均可以处理

1.7 件案件，居民的账号使用率达到了

83.5%，全年报送信息达 96442 条。

3.4 建立沟通平台完善智能服务

目前很多社区已经建立了便民平

台，便民平台已经可以实现基础的服务

功能和治理功能，为社区居民建立了一

个良好的诉求表达平台，给居民申诉提

供一个良好的渠道。同时社区要积极使

用大数据技术和云计算技术，对社区相

关事宜进行创新。在决策治理上，需要

对居民碎片化和多元化的利益诉求进行

全面搜集，只有搜集了居民的诉求和意

见才能了解治理主体对于社区治理模式

的意见和想法 [5]。因此，要有一个治理

沟通平台可以让居民和社区办事处之间

进行良好的互动，对利益进行积极调

和，将社区治理推向于一个正确的方向

上发展。

站在居民角度上，一方面需要不断

完善升级社区基础生活的配套设施，另

一方面需要将社区治理和服务系统整合

起来，建立多功能模块的服务平台。在

此基础上，要主动研究居民的社区生活

需求，着力建设社区智能服务体系，通

过政务、物业、商贸以及居家多元化的

社区治理，让社区成为共享公共资源、

治理主体互相帮助的共同体。在社区治

理智能服务体系中，可以对居民的医疗、

教育、物管以及公益等多方面展开智能

服务，以实现社区服务的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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