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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基层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高低对社会安定和人民安居乐业具有直接影

响。广西的基层治理模式、基层治理技术化、多元基层治理调解机制取得成效。然而，在基层治理过程

中仍然面临基层治理组织和基层治理队伍紧张、基层治理的碎片化和低效性、基层治理数字化建设有待

提升、基层矛盾回应工作压力大和基层治理社会容纳力不足等问题。要推进广西基层治理现代化需要创

新基层组织和加强基层治理队伍人才的培养、增强基层治理的整体性减少治理的碎片化、加强基层治理

的数字化建设、完善基层治理回应机制和提升公共服务供给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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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rass-root social governance is the cornerstone of national governance. The level of social governance 
capacity of grass-roots governments has a direct impact on social stability and people’s well-being. 
Guangxi’s grass-roots governance model, grass-roots governance technology, and multiple grass-roots 
governance mediation mechanisms have achieved results. However, in the process of grass-roots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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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nance, 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such as the tension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organizations and 
grass-roots governance teams, the fragmentation and inefficiency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the need 
to improve the digital construction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the high pressure of grass-roots conflict 
response and the insufficient social capacity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To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in Guangxi, we need to innovate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 and strengthen 
the training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personnel, enhance the integrity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re-
duce the fragmentation of governance, strengthen the digital construction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improve the response mechanism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and improve the ability of public ser-
vice sup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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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1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中指出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统筹推进乡镇(街道)和城乡社区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的基础工程”。随着社会矛盾的复杂化、多样化和尖锐化，基层治理工作也成为政府工作的重要内

容，特别是新冠疫情的影响，新的社会矛盾也不断凸显，更加剧了基层政府的工作压力，而基层政府社

会矛盾治理能力的高低与社会安定、群众安居乐业具有直接联系。因此，如何提升基层治理能力成为重

要课题。 
目前国内学者对于基层治理的研究主要围绕基层队伍建设、组织制度建设和科学技术建设三维度进

行研究。司林波(2022) [1]认为基层干部队伍进行科学的考核是推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不

管是城市社区还是乡村治理都要求基层干部具备较高的治理水平和善治能力。健全的基层制度和建设完

备的党组是基层治理的重要保障，也是推进基层治理治理创新的重要基层，李庆瑞和曹现强(2022) [2]提
出自上而下的场域化党政统合治理和自下而上合法化的多主体自主治理是治理的新路径，能将党政体制

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随着技术的发展，白书宁和洪向华(2022) [3]强调将技术变革融入治理体系中也是

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手段。总之，通过建设党组织、基层制度、社会化和技术化工具“三位

一体”的模式将是新时期基层治理的新路径[4]。 
各地政府需立足于基层治理的现状，明确基层治理目标、并且聚焦基层治理的突出问题，从而提升

地区的治理体系、能力和效能，探索出本地特色的治理新模式。广西 2021 年户籍总人口为 5733 万人，

比上年末增加 15 万人，基层治理治理的压力也逐步上升。通过研究目前广西基层治理的现状，分析基层

治理的难点，并提出具体建议，对广西建立本地特色的治理新模式，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2. 广西基层治理的现状 

2.1. 特色基层治理模式 

为推进广西的基层治理体系和提升现代治理能力，广西各市聚焦当地治理现状和群众的需求，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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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具有特色的治理模式。在基层信息公开方面，建立了具体、全面、及时的信息公开透明制度，例如贺

州市将全面落实公开制度，将信息公开划分为政务、财务、事务、其他四类，并制定了 86 项具体的公开

事项。在多层次基层治理议，采取群众协商制度，推进基层治理的民主决策制度。为深入推进城乡基层

协商制度，广西目前开设了 35 个村(社区)居民参与基层治理的平台。同时，为激发群众的参与度，广西

通过重点建设村规命民约，提升群众的获得感、认同感。目前，广西所有行政村和社区实现百分之百制

定或修订了村规民约(居民公约)，北海市在银海区平阳镇东山村、海城区高德镇高菜村等 6 个村(社区)创
新开展的“优秀村规民约示范村”试点[5]。 

2.2. 基层治理的技术化 

现代技术的变革改进了现代基层治理的方式，互联网化、技术化和智能化是提升基层治理的重要手

段，在社会治理的实践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以“互联网+”为主要牵头，广西基层治理注入创新动力，

强化了科技赋能基层治理的作用。“互联网 + 政务服务”提升了政府基层服务覆盖面，“互联网 + 农
事”有效的针对乡村治理和乡村服务，包括村里申请办理、网上追踪办结，切实为基层群众提供更贴心、

更便利的服务。“互联网 + 社区”为社区居民提供便捷、高效的服务，目前南宁、柳州、桂林三地 7 个

小区探索开展“智慧小区”项目建设，该项目包含智慧养老、智慧安防、综合信息化等线上平台，增强

社区的技术化应用能力。广西将继续深化基层治理的智能化，进一步提升基层治理的高效化、精细化和

智慧化，2022 年广西钦州市的各机关单位联合创新推动了“党建 + 网格 + 大数据”的基层治理模式，

该模式依托大数据库，构建立体联动网格，在海关走私治理方面取得了成效[6]。 

2.3. 多元化调解机制 

社会基层治理的成效直接体现在化解社会矛盾，即通过妥善处理社会矛盾维护好社会的和谐稳定。

为化解基层社会矛盾，广西健全了调解制度、调解队伍、司法保障等全方位格局，构建了多元化基层矛

盾化解纠纷机制。在调解服务方面，专业化和行业化的矛盾调解趋势加强，各调解组织针对医疗、技术、

交通、劳动关系、社会管理等各领域展开精细化、专业化的调解工作。全区共调解民间纠纷 20.28 万件，

调解成功 19.02 万件，成功率达 93.8%。在司法方面，目前广西的法律体系不断完善，为基层治理提供了

法律保障，并且司法调解和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及仲裁调解相互配合，构建了“四调”格局。2021 年全

区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 3.49 万件、公证事项 13.9 万件、司法鉴定 6.7 万件、仲裁 4.66 万件。在调解队伍

方面，基层调解组织和基层调解队伍建设逐步推进，为化解基层治理矛盾提供了组织保障，各队伍在矛

盾纠纷精细化解上下功夫，大力发展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2021 年广西全区乡村两级成立人民

调解组织 1.8 万个，聘请人民调解员 10.36 万人，十四五期间将规划成立专业性、行业性的调解组织 800
个以上，聘请人民调解员 6800 人以上，继续发展人民调解事业[7]。 

3. 广西基层治理的困境 

3.1. 基层组织和基层队伍紧张 

基层组织和基层队伍建设是基层治理成功的关键，在数量上和质量上基层组织和队伍都应该得到保

障。根据《广西统计年鉴 2021》显示，在基层组织方面，2020 年广西县级单位 111 个，乡镇级单位合计

1251 个，居民委员会 2176 个，村民委员会 14,220 个，市镇人口和乡镇人口分别为 2721 万人和 2298 万

人，平均每个乡镇的基层组织(乡镇级单位和村民委员会)服务人数为 1485，平均每个县级以上单位基层

服务组织(县级和居民委员会)服务人数为 11,897 人，基层组织服务面临一定的压力。由表 1 看出，广西

基层治理人员队伍总量表现：2020 广西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 55.9278 万人，占广西总人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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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8%，其中广西社会组织专职工作人员数量 2.3 万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数量 2.3 万人。随着疫情防控

常态化、基层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不断扩容，我区基层人才管理体制不畅、人员队伍不稳定、优秀人才

资源短缺以及分布不平衡等问题日益突出，全区上下基层队伍积极投身疫情防控斗争，抓好各项防控措

施落实，巩固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成果，更加大量基层服务人员的工作压力。 
 

Table 1. Public management and social organization practitioners in Guangxi from 2016 to 2020 
表 1. 2016~2020 年广西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情况 

 2020 2019 2018 2017 2016 

广西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类型包括 
在职职工和其他从业人员) (万人) 

55.9278 58.1722 54.4391 51.3639 48.3756 

广西总人口(万人) 5718 5695 5659 5600 5579 

广西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占总人口比例 0.98% 1.02% 0.96% 0.92% 0.87% 

数据来源：广西统计局。 

3.2. 基层治理的碎片化和低效性 

基层治理综合化、多样化和复杂化的特点，要求各层级各部门的联合联合协作共同完成基层治理工

作。然而，在横向治理工作方面，基层治理的最大难点在于基层政权和社区治理的碎片化，出于各单位

和各部门的利益考虑，在管理和行政上多数部门在工作条线上各自为政，以各自的责任为主，不愿将资

源和信息共享，这就造成了基层治理整合能力缺少，在基层治理的战略思考、战略统筹、战略决策等方

面没有形成统一性。在纵向治理工作方面，目前基层治理最大的难点在于上下层级的协调性，多数情况

下基层政府承担大量的基层治理事务，城市突发事件、乡村矛盾等综合化、复杂化难题由城乡政府和街

道进处理，他们的能力、精力、资源和权限都具有一定的限制，从而影响基层治理的效率性。 

3.3. 城乡社区数字化建设有待提升 

基层治理要实现全面的数字化建设需要通过信息共享、平台建设和技术扩散三步骤，其中数字信息共

享是前提、平台建设是基础、技术扩散是可持续发展的保障，只有这三个步骤形成链条，才能实现基层治

理数字化的全面建设。广西部分地区已经建立起数字化治理平台，但全区整体的基层治理数字化建设有待

提升。在信息共享方面，由于基层治理的碎片化特点，数据共享具有一定的难度，再加上跨部门信息共享

机制不完善包括共享的渠道、数据标准化、责任体系等没有明确，增加了基层人员收集信息的难度，导致

各部门合作信息共享的基础不牢固、积极性也不足。在平台建设方面，基层治理部门对大数据、人工智能

等技术的理解度和应用性都不足，平台的开发一定程度依赖科技企业，当数字格式、内容、归纳形式、收

集渠道等不统一时，增加了企业的开发平台的难度，从而相应的提升开发费用。技术扩散有赖于健全的数

字治理运行机制，然而基层治理的数据标准体系不健全，甚至关键标准缺失和不统一，不同地区的数据采

集、规律性、计算和分析能力不一致，这些都影响了数字治理的运行效率，最终还会影响技术扩散。 

3.4. 基层治理回应压力大 

基层治理的效率高低也体现在对社会矛盾的回应效率，需要政府高效、快速、准确的掌握社会舆论，

针对社会舆情通过新闻发布会、网络答复等形式进行回应。政务舆情回应效率的关键因素是舆情回应观

念与实战能力的人才储备，目前广西区政府成立的专业政务舆情回应队伍，主要是针社会面广、影响大、

情况较为紧急的情形。然而基层政务舆情工作难度较大，一是基层治理工作繁琐，人员较为紧张，专业

人才储备方面需要较大的投入[8]。二是舆论监测是一项较大的工作任务，从多数事件中识别出矛盾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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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做出恰当反应，需要相关人员具有较高的专业能力。三是舆情要求及时性和快速性，特别是特大型

的舆情在时间的规定上更加严格，基层治理组织在权力具有限制，一般情况需要等上级做出指示才能采

取下一步，并且回应平台、技术设备等基层配备方面受到限制。2021 年广西互动交流，征集调查人数 91
万，受到意见数量 4012 条，政务服务事项数量达 16.1 万项，办理量 1105.3 万件[9]。由于基层事务体量

大、复杂多样的特点，增加了基层部门快速回应的难度。 

3.5. 基层治理社会容纳力有待提升 

基层社会矛盾是由于物质资源分配的不均衡和人们价值的多元，由日常琐事问题日积月累逐渐质变

而成的一种人民内部矛盾[10]，要想将基层治理的社会矛盾减少，在治理过程中要充分提供群众所需要的

公共服务，包括公共安全、公共卫生、社会保障、教育环境、基层设施、环境保护等综合公共服务，满

足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成就感，减少因公共服务不平衡和不到位所引起的社会矛盾。政府对公共服

务的投入与公共服务水平紧密相连，也直接影响社会容纳矛盾的能力。由表 2 看出，广西政府在社会容

纳力投入方面的表现为：2016~2020 年社会保障和卫生医疗板块的投入占比较大，年平均分别达到了

13.85%和 10.2%，而最低生活保障的占比较低，年平均仅为 1.2%。虽然对医疗板块的投入占比较大，但

是整体上广西的医疗卫生资源仍然比较紧张，由图 1 看出 2010~2021 年广西每千人口床位数基本低于全

国、东部、中部和西部、仅在 2020 年和 2021 年超过了东部地区。此外，2010~2021 每万人口全科医生

数也低于全国水平，2021 年全国已经达到了 3.08 人，而广西仅有 2.6 人。 
 

 
Figure 1. Number of beds per 1000 people in Guangxi from 2010 to 2021 
图 1. 2010~2021 年广西每千人口床位数(张) 

 
Table 2. Public management and social organization practitioners in Guangxi from 2016 to 2020 
表 2. 2016~2020 年广西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情况 

 卫生健康支出占比 最低生活保障支出占比 社会保障支出占比 公共安全支出占比 

2016 10.54% 1.40% 12.13% 5.93% 

2017 10.44% 1.09% 13.83% 5.77%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3.125347


陆生富 
 

 

DOI: 10.12677/ass.2023.125347 2563 社会科学前沿 
 

Continued 

2018 10.29% 0.98% 14.49% 5.90% 

2019 9.66% 1.00% 13.96% 5.34% 

2020 10.11% 1.53% 14.86% 5.10% 

数据来源：广西统计局。 

4. 推进广西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对策 

4.1. 创新基层组织和加强对基层治理队伍人才的培养 

基层组织是处理基层治理工作的重要保障，在基层组织的带领下，能推动基层队伍工作的积极性，

同时也激发群众参与基层治理的内在动力。目前，广西的基层组织在数量上需要适当增加，特别是城市

社区组织的服务压力较大，需要新组织来分散。在质量上需要进一步创新基层组织，充分利用科学技术

进一步发挥基层组织的作用。基层治理改革的关键在于人才，人才是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依靠的重要力

量。一是加快人事制度改革方面，引入更多人才。二是完善基层队伍的培训制度，建设基层治理学院，

成立科学智库、现代社会治理研究中心等将社会治理的基础知识、治理领域的优秀模范和治理领域学术

专家的观点等资源进行集合，让基层治理人员有针对性地学习，全面提高基层治理队伍的文化素质和治

理能力。三是减少基层治理人才队伍的流失，针对农村地区基层治理人才的流失，其关键点在于减少乡

村收入水平、公共服务供给与城市之间差距。目前，云南省在农村基层人才队伍方面围绕“引、育、储、

用、管”五点出发，深入实施乡村人才“归雁”工程，畅通渠道“引才”、依托地方高校和乡镇(街道)
党校，常态化“育才”、全覆盖建立乡镇(街道)青年人才党支部，精心“储才”、千方百计“用才”、深

入实施村级事务“阳光工程”，从严从实“管才”。针对城市基层治理人才的流失，由于社区工作压力

较大且薪酬待遇也有一定的差距，要想实现可持续的“留人”计划，需要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满足基层

治理人员的需要，同时提供清晰的职业成长渠道[11]。 

4.2. 增强基层治理的整体性，减少基层治理的碎片化，增强治理效率 

增强基层治理的整体性需要治理人员的思维、治理制度和工作协同方面做出改变。在治理思维上，

各基层治理部门在治理整体效果最优化和群众利益最大化的价值目标达成一致，形成现代共治、共建和

共享的理念，改进传统单部门治理的思维。在治理制度上，胡艳蕾和梁丽霞(2022) [12]认为公共卫生危机

管理制度韧性主要体现在社会韧性、组织韧性、资源韧性与信息韧性上，基层治理制度与公共危机管理

制度具有相似性，基层治理部门可以通过这四方面的韧性衡量本单位治理制度是否存在脆弱性短板。在

工作协同方面，要建立一套组织协同的体系，该体系包含各部门治理工作的边界、治理合作的领域、共

同遵守的准则等，同时建立协同中枢机构以协调治理过程中出现交叉责任和推卸责任的行为，通过制度

体系保障和机构辅助能进一步加强各单位和各部门的治理互动性，打破碎片化治理格局，协同推进基层

政府治理工作。 

4.3. 加强基层治理的数字建设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明确指出要实施

“互联网 + 基层治理”行动，提升基层治理数字化智能化水平。首先，从全局来看，广西区政府要发挥

现代科技的作用，建立起各部门共同参与一体化、智能化数字共享平台，推动基层单位的数字化转型，

建立智慧型服务型政府管理体系，是实现数字基层治理的重要基础。其次，加强不同部门开设的 APP 工

作平台的融合性，将各 APP 系统与全区数字共享平台相连接，推荐各部门和各社区之间的数据资源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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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增加智能化关联以减少工作的重复性，目前江苏建设“基层治理四平台”，该平台以综治工作、市

场监管、综合执法、便民服务四个功能性工作平台为主，形成了功能集成、县乡协同、运行高效的新型

基层治理载体。最后，通过统一数据标准，保证数据的科学性、规范性和整体性，通过规定数据内容呈

现形式、明确基层治理数据的应用范围、规范数据共享开发途径等，进一步加强基层治理数据制度规则

建设。实现数据共享的前提在于有健全的数据安全体系即公民隐私保护细则，因此要健全数据安全防护

制度，依法保障公民的信息安全。 

4.4. 完善基层治理回应机制 

杨守涛(2022) [13]提出理想的基层治理样式是诉即办、未诉先办、不诉自办的主动式回应综合体，基

层治理的回应在方式上应该从遇诉不办、应诉慢办的被动式回应转换为主动式回应，这是推动现代化治

理回应体系的重要一步。一是要在人员配备、能力培训下足功夫，重点培训识别应急事件类型、计量事

件的紧急程度、拟定回应措施和评估回应结果的能力，增强基层治理回应人才的专业性。二是加大基层

回应阵地建设的投入力度，通过技术嵌入建立回应平台，健全基层部门的回应机制，以及时发现问题、

促进群众互动和提升回应效率，更好的辅助各部门的基层治理回应工作。第三，把权力下放到基层。在

应对一些事务方面，基层单位可以行使相应的权力，及时处理社区事务，提高效率。 

4.5. 提升公共服务供给能力 

目前公共服务能力和保障水平成为影响群众获得感、幸福感、认同感、安全感的重要因素，要加强

广西区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需要从转变财政支出、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和发挥政府、市场和社会共同参与

作用三方面出发。一是财政放方面，要推动基本建设型财政支出转换为以服务型财政支出，将财政支出

转向到公共教育、公共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供给等方面，补足群众生活服务需要。二是公务服务体系方

面，要健全群众的公共服务体系，城市社区要加强对农民工、新就业大学生等特殊群体的公共服务，例

如可以将他们纳入公租房与公积金保障范围，同时加强公共就业服务体系与岗位培训体系。农村公共服

务体系的建设集中在公共服务设施、公共服务制度和公共服务信息等重点领域。同时要不断创新基层服

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效率，目前上海浦东新区“家门口”服务体系建设以现有村居网络为基础，通过

优化条块服务供给，打造资源整合平台，在不增加机构、不增加编制，不增加人员的情况下，大大提高

了公共服务供给的效率与精准性，为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发展思路。三是公共服务现代化

建设方面，需要政府、社会和市场等共同协作，形成良性互动体系。政府要发挥引导作用，做好公共服

务政策的制定者、执行者和宣传者；市场要充分发挥调节功能，市场上存在非基本公共服务主体，这些

主体为公共服务市场注入新动力，但是公共服务普惠性和企业营利性存在冲突，要想普惠性价格维持在

稳定水平，政府要改善人力资源、规划、土地、投资、税收和金融方面的政策和规范，以帮助非基本公

共服务提供者降低服务成本，优化能力，扩大服务供给覆盖面；社会民众依据诉求发声，充分表达与利

益相关的需求，同时对政府的治理行为进行评估和监督，形成对政府治理行为的社会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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