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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创新实践注重居民主体性的培育，需要在社区治理语境中考察居民主体性。本文

探讨了社区治理在应民所需与行其所能方面的目标要求，深入分析了居民需求与居民社区素养方面的居

民主体性特征。还进一步论证了社区治理语境中处理居民所能与所需关系的具体策略，服务于共建共治

共享的社区治理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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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novation practice of multi-subject participation in community governance pays attention to 
the cultivation of residents’ subjectivity, which needs to be examined in the context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goals and requirements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in res-
ponding to the needs of the people and doing what they can, and deeply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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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cs of residents’ subjectivity in terms of their needs and community literacy. It also further de-
monstrates the concrete strategies to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sidents’ abilities and 
needs in the context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so as to serve the community governance pattern 
of co-construction, co-governance and 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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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共建共治共享社区治理格局的居民主体性基础 

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

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而骤经居住环境、生活方式、邻居结构、交往关系变

迁的迁居社区，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提供了亟需研究的实践契机与发展议题。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

局的一大关键词在于“公共性”，离不开公共价值、公共精神的培育[1]。而我国社区治理的核心问题是

居民主体性缺失，居民主体性的培育和生成是多元行动主体的合作基础[2]。社区治理的文献往往“忽视

了社区治理中居民的主体性与能动性，居民依然被置于分析的客体地位”[3]。 
另一方面，多方参与、共同治理的社区治理格局需要社区居民的参与，但实践中的居民参与却持续

低迷。可能的原因在于对将宏观体制和微观主体有效对接的机制缺乏探讨[4] [5]。鉴于现有共建共治共享

机制研究主要聚焦于宏观而缺少对微观尤其是社区治理格局的关注，梁贤艳、江立华(2017)寄望以楼栋、

院落、小区为代表的社区“微”共同体，提出了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的社区“微”共同体路径[6]。社

区治理是居民主体性的生成过程，居民主体性的培育和生成是政府、社会组织、居民委员会、居民之间

关系结构重构的过程，更是居民自我激活行动要素的过程[2]。不可忽视的是，社区治理还要关注社区发

展的阶段性与特殊性，即居民社区适应以及参与社区治理的综合能力偏低的问题。为此探求共建共治共

享社区治理格局的动力机制，有必要有效结合居民的所需与所能来考察居民主体性，可分别称之为居民

需求与居民社区素养。 

2. 应民所需：社区治理语境中的居民需求 

城乡社区既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更是居民日常生活的基本场所。《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明确了社区治理中的居民需求导向。居民需求(Residents’ Need)是指居

民对于社区治理所持有的一种缺乏、不平衡的心理状态。需求导向居民参与的路径为：识别和开发居民

需求，在需求满足的过程中达成对公共利益的共识并激发持续性参与[5]。研究者对于居民需求的考察并

不系统，往往承续早期心理学家对需求内容的解读。一种是强调人类心理层面需求的理论[7]，另一种是

关注有机体生理层面需求的驱力理论[8]。后续研究者结合需求的多样性与层次性，尝试建构出“需求体

系”。例如，备受推崇的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区分了生理的需求、安全的需求、归属和爱的需求、尊

重的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9]；马克思则区分的生存型需求、发展享受型需求以及超越型需求[10]；还

有基于自决理论区分的胜任的需要、归属的需要和自主的需要[11]。 
总体来说，这些需求理论的关键局限在于，一方面在于编制详尽的生理和心理需求清单的努力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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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多少经验支持[12]。专门探讨居民需求的研究表现为：一是既有需求层次理论的引述，或是围绕特定

内容需求程度的表述(如消费需求、出行需求、养老需求等)，或是属性评价方面的需求分类(如张昱的合

理需求、不合理需求及病态需求，胡畔等人的多样化需求、品质需求、便捷性需求) [13] [14]。另一方面

在于，相关的研究内容虽然繁多，但并不契合社区治理语境。对社区需求的研究多数都是依据理论解释

或学者观察而非社区居民体验，缺乏居民对于社区治理的理解与解释方式的阐释。 
有鉴于此，研究亟需突破需求理论一般性理解，进一步聚焦影响居民社区治理参与意愿的需求结构

或是显著需求。所幸已有学者结合城市社区的业主维权冲突的调查数据，论证了城市社区在居住、安全、

环境、交往、参与方面的“五层次需求”[15]。研究居民需求是有计划的社会变迁的组成部分，是制定与

实施社会建设与社会规划的心理基础。社区治理坚持居民需求导向，在于治理决策与实施过程中问政于

民、应民所需，着眼居民最关心的问题与最迫切的需求，把社区治理过程落脚于听民声、解民忧的行动，

使得社区治理成果符合大多数居民需求和愿望。 

3. 行其所能：社区治理语境中的居民社区素养 

社区治理依靠行政力量自上而下的运行与动员机制，表现为体制外的治理主体缺位，也表现为多元

行动主体的协同不畅。社区治理宏观体制和微观主体有效对接的机制中，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能力水平

局限尤为突出。也就是说以需求为导向的治理并不意味着能自主激发居民主动持续地参与，社区治理的

居民主体参与应当充分考虑并发展居民的能力水平。社区治理当应民所需，更当行其所能。 
既往研究会使用“社区能力”(community capacity)表述社区成员参与社区发展变迁而开展必要工作

的能力[16]。社区能力涵盖了可以用来解决、改善或维持特定社区福祉的人力资本、组织资源和社会资源

的综合状况。此外还有诸如社会凝聚力(social cohesion)、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社区胜任力(community 
competence)与社区赋权(community empowerment)等内涵类似于社区能力是研究术语和概念，同样关注社

区中人们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关系如何促进或阻碍集体行动的可能性[17]。事实上，没有确定的特征集能

够描述一个有能力的社区，但这种能力也不会因社区或情况不同而无限地变化[18]。而且，由于社区能力

建设和组织有效性之间存在密切联系，研究者使用的“社区能力”的概念往往兼顾相关的组织能力与个

体能力，甚至包括社区感这样的心理资源。尽管，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基本能力是通过社区治理有效满

足居民需求的主体条件，但社区能力建设关注的是超越特定领域或具体对象的解决问题的普遍能力，并

不能对应上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必要能力。有鉴于此，笔者使用社区素养(Community Literacy)表征居民

适应并参与社区治理的个体综合能力结构与水平。 
在西方研究中社区素养主要用于社区教育过程，一般是指居民的文化知识掌握水平与能力[19] [20]。

在这种意义上，社区素养的狭义内涵局限了在具体社区生活语境中的应用。而我国当前的社会发展与社

区建设实践，值得研究拓展与丰富社区素养的内涵。事实上，有关素养的研究已在多个领域受到关注。

研究主要涉及用于评估个体职业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职业规范和要求的综合品质的职业素养[21] [22]；用于

评估个人获取和理解健康信息，并运用这些信息维护和促进自身健康能力的健康素养[23] [24]；以及用于

评估个体在优势文化中的习语、隐喻和非正式内容流利交谈的能力的文化素养[25] [26]。这些相关概念的

研究成果，无疑都为探讨居民社区素养研究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借鉴。居民社区素养的研究还有待后续研

究的深化拓展。 

4. 社区治理语境中居民所能与所需的关系 

如前所述，社区治理语境既要应民所需又要行其所能，那么如何处理居民所能与所需的关系呢？所

需与所能表述了居民作为社区治理主体的两种重要属性，社区治理语境过程中既不是非此即彼的取舍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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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也不是由此及彼的对应关系。服务于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格局，在社区治理语境中处理居民所

能与所需关系须关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满足居民生活所需，注重发展居民所能。注重行政主导的社区治理研究者往往注重居民需求

满足的“供给”机制，特别是社区公共服务的供给一直为研究者所关注[27] [28]。社区已然成为我国政府

实现基层治理与公共服务供给的主要载体，而社区公共服务与居民需求满足的行政性供给依赖使得政府

不堪重负。为了有效整合社区社会资源来更好地满足居民需求，不但在于实现政府由“完全供给者”向

“基础供给者 + 购买者”的角色转型[29]，更为重要的在于满足居民生活所需之余，还应注重发展居民

所能。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赋能，引领全民共建美好家园。 
其次，支持居民发挥所能，自主实现居民所需。居民积极参与社区治理，能够协助社区职能机构与

组织从社区居民需求出发，做好社区公共服务与事务管理。支持居民发挥所能完善社区自治体系，一方

面能够促进居民互信互助，增强社区凝聚力，进而降低社区各类问题的发生频率与解决难度。另一方面，

还可以自主实现居民所需，改善社区微观环境与促进社区文化繁荣，提升居民共同决策社区事务的效能，

弥补了基层行政机构、社区社会组织以及企事业单位等多元主体的社区治理的作用不足。 
最后，聚焦居民急需特需，保障弱能失能居民。社区治理的推进虽然致力于惠及每个家庭每个人，

但依然存在城乡之间、地域之间、社区之间、群体之间治理成效分享的不平衡不充分。既往的社区治理

政策往往注重自上而下的特定治理内容，并没有充分重视处理好适度普惠与适人特惠的关系。具体来说，

实施面向居民适度普惠型社区治理，既要关注满足居民的迫切基本需要，更要注重满足中低收入群体的

特有需要，以此提升社区治理的效能。值得注意的是，弱势群体问题也是我国当前社区治理实践面临的

重要特惠任务。社区治理在改善弱势群体生存状态、提升弱势群体生活质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承载

着基层社会保障的职能。保障弱能失能居民共享社区治理成果，有助于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的，维护社会

公正和社会秩序。 

5. 结论 

总而言之，以社区居民的观察和感受为基础的感受性研究(Reception Studies)，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社

区居民如何接收、解释、参与社区治理的运行机制[30]。社区治理语境的居民主体性考察可为深化社区治

理实践提供思路，特别是注重并理顺社区治理语境中居民所能与所需的关系，使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主

体性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居居民需求与社区素养的研究服务于政府有关部门制定、贯彻政

策和把握民情民意，对于加快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体系，促进城乡社区社会安全、和谐稳定都

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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