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设为首页 | 加为收藏 | 站点地图

首页︱ 校院新闻︱ 主体班教学︱ 科研工作︱ 自选培训︱ 学历教育︱ 机关党委︱ 特区实践与理论︱ 图书馆︱ 信息化建设  

 

本刊简介 

读者意见 

我要投稿 

主编信箱 

联系我们 

 作者名 关键字

 搜索>>

  2010年 第6期

 按期查阅>>

== 专栏查阅 ==

2009年 more >

·第一期 ·第二期

2008年 more >

·第一期 ·第二期

2007年 more >

·第一期 ·第二期

友情链接 

[返回前页]  

社区的治理与善治  

作者/来源：胡 冰  

在街道办事处与社区治理的研究方面，传统的路径是管理主义或技术主义的，即从政府内部的改革来影响城市

社区的治理模式选择。但这种路径选择，仍然无法摆脱政府权力和规模扩张的内在冲动。本文选择了另一研究

视角：治理与善治以及民主政治发展，即从政府管理体制以外来重新审视街道办事处与社区的关系。国外在这

一问题的研究上，正逐步从管理主义的途径转向制度主义的途径。博克斯、彼得斯等的研究分析了公民参与对

社区治理和对政府行政的影响；奥斯特罗姆、沃尔曼、廷德尔等主要分析了城市政府对社区治理的规划指导、

法律规范、项目组织、财政支持、绩效监督等作用。 

       近年来，我国的政治学学者从治理与善治和民主政治发展的角度研究城市社区治理，强调社区民主选举、社

区自治以及政府与公民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这些研究为我们思考新形势下的街道办事处与社区关系奠定了较

好的认识基础。 

       一、治理与善治关于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定位 

          新中国成立60年来，社会治理走过了两个阶段。前30年依靠单一的国家治理主体，在维护了社会的简单公

平的同时，产生的问题不言而喻。改革开放30年我们引入了第二个治理主体———市场，整个经济社会发生了

巨大变化，但贫富分化、社会公平、环境恶化等问题也凸现出来。可见仅仅依靠政府管理和市场机制还不能完

全有效解决问题。未来30年，中国的社会治理必然要依靠第三种力量或治理主体，那就是公民社会的力量。 

  马克思主义关于公民社会决定国家的观点，是我们正确理解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基本出发点。马克思主义认

为，公民社会是国家的真正基础，公民社会决定国家。只有公民社会才是国家的原动力和决定国家的力量，决

不是国家制约和决定公民社会，而是公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 

      治理与善治理论在关于发挥公民社会作用方面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基本一致的，治理理论关注社会管理力

量的多元化格局，重视发挥公民社会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作用，促进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它在政府与市场

之间引入第三种力量或者说寻找到第三条道路———公民社会，从而达到政府与市场、社会之间的平衡，限制

政府权能，实现“有限政府”。治理理论的实质是在政府与市场、社会之间形成良好的合作、良性的互动关

系。 

          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和管理活动。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

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善治的基本要素有以下10个：1.

合法性，指的是社会秩序和权威被自觉认可和服从的性质和状态。2.法治，即法律是公共政治管理的最高准则，

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3.透明性，指的是政治信息的公开性。4.责任性，指管理者应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5.回

应，它的基本意义是，公共管理人员和管理机构必须对公民的要求作出及时的和负责的反应。6.有效，主要指管

理的效率。7.参与，这里的参与首先是指公民的政治参与，参与社会政治生活。但不仅仅是政治参与，还包括公

民对其他社会生活的参与。8.稳定，意味着国内的和平、生活的有序、居民的安全、公民的团结、公共政策的连

贯等。9.廉洁，主要指政府官员奉公守法，清明廉洁，不以权谋私，公职人员不以自己的职权寻租。10.公正，

指不同性别、阶层、种族、文化程度、宗教和政治信仰的公民在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上的平等。 

  由此看来，当代地方治理，是在一定的贴近公民生活的多层次复合的空间内，依托于政府组织、民营组

织、社会组织和民间的公民组织等各种组织的网络体系，共同完成和实现公共服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的过程，以

达成以公民发展为中心的，面向公民需要提供服务的，积极回应环境变化的，使地方富有发展活力的新型社会

管理体系的目标。 

  马克思主义的公民社会理论以及治理与善治理论，为我们重新思考街道办事处与社区的关系提出了比较清

晰的路径，那就是重新审视街道办事处在社区事务中的作用，强调社区在基层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中的参与和

协作。 

       二、民主政治发展对基层治理的要求 

  我国的民主政治内涵丰富。就基层治理而言，政治民主首先是人民当家作主，最核心的内容就是人民参加

对国事的管理。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

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其次是支持人民掌握管理国家的权力，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

主监督，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

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三是扩大基层

民主。保证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依法管理自己的事情，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是社会主义民主最广泛



的实践。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坚持和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

利，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扩大基层群众自治

范围，完善民主管理制度，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这一系

列论述，指明了未来我国基层民主政治发展的走向，为我们思考新型政治生态下，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特别是

城市街道办事处与社区的关系提供了有力的政治保证。“社会生活共同体”的建设目标，要求我们在街道办与

社区的关系中寻求一种“共生”的和谐模式。 

       三、街道办事处与社区关系新模式 

  现在的城市社区组成十分复杂，除了城市居民和传统的居民委员会外，还有许多利益主体，如外来人员、

企业、业主委员会、各种社会组织等等，有的城市政府在社区还设立了社区工作站。这种现状一方面说明街道

办事处靠传统的直接领导、直接管理和直接服务已经很难实现，同时也给新型的街道办事处与社区关系建立奠

定了广泛的社会基础。从治理与善治及民主政治发展的视角分析，街道办事处与社区关系应该构建指导、参

与、协作与共生的新模式。 

  指导。街道办事处与社区新型关系的总体改革目标是：从对社区事务的直接作为（管理与服务）逐步过渡

到“规划指导、法律环境、资金支持、税收优惠、购买服务”上来。一是规划指导。按照“以人为本，可持续

发展”的原则，根据其内容制定社区发展的长期、中期、短期规划。规划的制定应有社区居民的参与，并且体

现满足大多数利益主体的利益。二是法律建设。为适应新型城市社区管理模式，国家必须制定和完善有关社区

管理的法规，以法律形式确定各利益主体关系，使社区管理步入规范化管理轨道。三是资金支持。街道办对社

区事务的作为方式的转型，并不意味着政府对社区责任的减少，资金支持就是体现政府责任的重要方面。在社

区治理成熟的国外城市，社区建设、管理与服务的经费来源主要还是政府，大约占60%，其它靠各种捐助和服务

收费。四是税收优惠。社区事务，除了少数公益组织免费实施外，大多数是靠一些个人和机构提供收费性的服

务，但这些服务必须是微利的。为了调动服务者的积极性，又不增加社区居民和组织的经济负担，政府必须实

行税收优惠政策。五是购买服务。即政府向盈利、非盈利组织或其它政府部门签订契约、由政府界定服务的种

类及品质,向受托者支付费用以购买全部或部分公共服务,从而间接地提供各种公共服务。社区的居家养老、康复

服务、儿童妇女服务、青少年发展等等，都可以在一定政策指引和法律规范下，通过街道办事处购买服务来完

成。 

  参与和协作。从街道办事处与社区关系看，所谓参与主要指社区各利益主体对街道事务的参与。参与的主

体包括以上所分析的社区居民、居住人员、企业、业主委员会、各种社会组织等等，参与的客体是街道办所承

担的基层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社会管理参与的总体目标就是要“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

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主要内容是和谐社区建设、信访工作与群众权益维护、流动

人口服务和管理、安全生产、应急管理、社会治安防控等等。公共服务的参与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就

业、计生、教育、文化、养老、康复、社会保障、弱势群体关爱等等。参与的方式有间接参与和直接参与。间

接参与主要是通过监督和利益表达等形式实现，直接参与主要是公共服务的提供以及社会管理工作中的协作。

社会管理的协作一是信息提供，二是群防群治。 

  共生。随着城市建设和发展速度的加快，有关动迁矛盾、房屋装修、劳资纠纷、交通问题、城市建设、消

防安全等社会摩擦集中体现在基层，特别是在社区。这些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可能导致街道办事处与社区关系

的紧张与对立，这显然与我们和谐社会发展方向是相悖的。治理与善治以及民主政治发展的取向，为我们解决

这一问题提供了清晰的价值选择，那就是“共生”。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共生都是一个普遍现象，它

是共生单元之间的某种必然联系，并按内在的要求形成共生关系，产生新的共生能量，推进共同进化发展。共

生理论认为：1.尽管共生包含了竞争和冲突，但它强调了从竞争中产生新的、创造性的合作关系；2.共生强调了

存在竞争的双方的相互理解和积极态度；3.共生强调了共生系统中的任何一方单个都不可能达到的一种高水平关

系；4.共生是在较大的社会、经济和生态收支背景下，共生单元寻求自己定位的一种途径；5.共生强调在尊重其

它参与方（包括文化习俗、宗教信仰等）基础上，扩大各自的共享领域。共生的基础是利益分析与利益协调，

即利益共同体的形成。利益分析要求街道办事处在执行各项政策的时候，要充分认识到各利益相关方的利益，

区分利益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区分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在此基础上，进行各种利益的协调与权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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