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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我国城镇化进程高速发展，多数城市同时具有城市、乡村两种形态，迫切需要发挥市域这个中观

层级、权限和资源比较适当、统筹协调能力比较强的优势，起到以城带乡、以点带面、以上带下的积极

作用，形成新时代、新发展阶段社会治理新格局。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本研究基于对当前市域社会治理优势与不足的

分析，探究完善市域社会治理模式的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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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China’s urbanization process is developing at a high speed, and most cities have both 
urban and rural forms. It is urgent to play a role of the city region, which is a medium level, with 
appropriate authority and resources, and strong coordination ability, to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leading the countryside with the city, leading the area with the point, and leading the lower level, 
and to form a new pattern of social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 and new development stage. M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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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cipal social governance,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bility, i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promoting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current mu-
nicipal social governance, this study explores effective ways to improve the municipal social go-
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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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大量向城镇、向经济发达地区聚集。数据显示，截止 2011 年，我国城镇化

率突破 50%，根据测算，我国城镇化进程可能要在 75%左右才会稳定下来，因此还有 2 亿多农村人口进

城，城市人口规模的迅速增加。我国城镇和农村的人口结构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生活、工作、交往、学

习在市域的人民群众的需求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人们一方面希望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希望社会秩序更加

安定，社会风险得到有效控制，公共服务更加高效周到，这对我国社会治理效能提出了巨大挑战。城市

经常会因为某个痛点、堵点、淤点、难点而产生各种“城市病”，形成社会矛盾的“堰塞湖”，甚至会

出现“在解决老问题的同时制造出新问题”的现象。 
在当前新型社会结构中，社会风险隐患的传播速度快速提高、爆发周期大幅缩短，覆盖人群的范围

不断扩大[1]，城市逐渐成为各类矛盾风险的产生地、聚集地、爆发地，而县域的资源和能力不再适应新

型社会结构的需求，各类矛盾倒逼国家重新寻找有效的治理层级。 
2018 年以前，我国以“县域”为单位进行社会治理，在行政层级上，国家和省级层面的职责在制定

政策，区县层面的职责在于对政策的具体落实，市级层面则在两者之间，既有创制立法的职责，也有落

实执行的要求[2]。在过去县域为单位的治理下，市域层级制定政策的职责易受忽视，在统筹资源、创制

立法等方面的作用没能充分发挥，导致社会治理很难解决城镇化中新出现的风险隐患，因此只有发挥市

域层级的统筹作用，共治共建共享，整合资源力量，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创新的重点从县一级向市一级转

移，才能提升民众的幸福感。 

2. 文献综述 

2.1. 社会治理的内涵 

在针对社会治理的研究中，学者王浦劬从运行意义角度进行分析，他认为：“社会治理可以理解为

治理社会，就是特定的治理主体对于社会实施的管理”[3]。学者博克斯认为，19 至 20 世纪的改革者是

在推动建立由中央掌控的，高行政效率的机构，而 21 世纪的改革者则是推进社会治理模式的创新，构建

以公民为核心的治理结构[4]。这表明，社会治理已从追求行政效率向改善治理结构转变。在我国，社会

治理现代化是基于新发展阶段作出的重要部署，学者王浦劬认为在我国政治背景下，社会治理是指“党

领导、政府主导、多元治理主体共同参与，解决社会问题的行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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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市域社会治理的内涵 

2018 年 6 月，“市域社会治理”由时任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同志在新任地市级党委政法委书记

培训示范班上第一次使用提出。2019 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这是“市域社会治理”的概念首次出现在党的纲领性文件中。2019 年 12 月召开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

化工作会议，强调了市域社会治理在风险防范中的重要作用。 
针对市域社会治理内涵界定，市域社会治理从词组上可拆分为“市域”和“社会治理”，表明国家

以“市域”为抓手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体系。从实质内涵上看，学者陈成文认为，市域社会治理具有桥

梁纽带作用的基层社会治理，是指在市域的界线内，各个治理主体间达成合作，通过采取一系列控制手

段处理社会事务，解决社会问题，实现社会和谐发展[5]。学者姜晓萍、董家鸣认为，市域社会治理的内

涵是“以美好生活为目标、以多元组织为主体、以公共服务为核心、以社会质量为关键的城乡社会均衡

发展”[6]。 
从构成要素看，学者陈成文等人认为，市域社会治理的治理界线是整个市域空间，其中既包括城市，

也包括乡村。因此城市和农村社会治理均属于市域社会治理的范畴。在主体方面，市域社会治理具有多

重性，包括党委、政府、各组织和公民大众，并且各主体之间并非传统的管控关系，而是合作互利的平

等关系[7]。通过市域社会治理实现自治、法治、德治、心治、智治“五治”并举[8]。市域社会治理的目

标一方面是解决社会风险隐患等问题，更深层次的是实现市域范围内的社会和谐发展[9]。同时，其治理

层级位于国家社会治理和县域社会治理两者之间，具有承上启下的桥梁枢纽型作用[10]。 

3. 市域社会治理的优势与不足 

3.1. 市域社会治理在的优势 

3.1.1. 治理功能优势 
市域社会治理不仅防止产生治理偏差，有利于实现治理目标，而且具有重要的组合功能和结构功能

的综合优势。通常而言，治理主体层级和政治功能呈正相关，和社会功能呈负相关，高政治功能的治理

目标倾向于公平性的实现，高社会功能的治理目标倾向于行政的效率，市域处于两者中间，同时具备政

治功能和社会功能，既能因地制宜、因时制宜颁布政策，也具有较高的执行力。在治理方式上，国家层

级和省一级倾向于宏观间接把控，而县一级过于微观，只有市域层级在宏微观方面保持了平衡。在公共

卫生突发事件中，一些市出台了有效、符合地区实际情况的防控措施，并获得显著的防控效果，彰显了

市域层级在应对危险隐患事件中的强大力量。 

3.1.2. 创制立法优势 
市域社会治理促进了政策在市一级的探究，有效防止政策措施“一刀切”的现象。法治是保障社会

治理的最佳方式，市一级有相较之下更加完整的司法权，同时市一级在创新治理上也有更大的自由度。

市域层级治理是对更高层级的社会治理的拓展。依据十二大对立法法的修正，当前市一级都有立法权，

有权利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在宪法的指导下制定地方性法规，该法增加了市域层级的治理权限和治理能

力。此外，对于一些市特定的社会问题，每个市也可以依据实际制定有效方针。由于市一级也有区域差别，

为满足资源公平分配需求，下级政府需要出台政策措施。市域社会治理更容易触及到人民生活，也更能

明确掌握当地人民的需要，市一级根据民意要求，发布相关的措施条例，不断完善城乡公共服务的供给。 

3.1.3. 空间范围优势 
从治理的空间范围来看，市域社会治理是最有效的治理范围，防止了治理松紧不合理的情况。在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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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治理主体内，政府最有力的支撑力量来源于社会。注重市域范围内的管控，一方面可以避免更低层级

政府在工作中能力和资源缺位的现象，和避免更高层级政府在工作中不贴近现实情况、信息传递时间长

等不利条件；另一方面，拉进了政府和群众的距离，促使政府接收群众的意见反馈，以群众利益为中心，

主动接受群众的监督，促进群众更积极参与进社会治理中。同时，很多城市都有城、乡两部分组合构成，

以市域为单位进行治理，可以促进资源和要素在城市和乡村进行交换，推动城乡一体化不断发展。 

3.2. 市域社会治理的不足 

3.2.1. 基层治理未形成合力 
当前，市域社会治理中基层组织居委会、物业、社区三者之间并没有完全形成合力，工作重任绝大

多是落在了居委会和社区肩上，而物业承担的工作和责任明显较弱。此外，部分社区没有充分发挥社区

内的党员群众力量，导致志愿者服务岗位出现人手不够，党员工作站出现无人值班甚至暂时停止工作的

情况。城市的治理水平必须要与城市的发展与时俱进，做到科学精细，同时纳入多种力量通力合作。因

此，这三类组织的合作方式、工作分配还需要厘清，不能仅仅停留在“泛泛而论”的层面。 

3.2.2. 专业治理能力较弱 
当前，基层专业治理能力依然存在明显的短板。一是缺乏敏锐的预见性，不能根据情况对突发事件

进行有效部署。二是缺乏足够的问题发现能力。基层工作的一大要求就是接地气，及时了解基层的状况。

事实上，基层的治理触角并未全天候、全方位展开，还存在一定盲区，不能及时发现并解决出现的问题。

因此在未来，我国需要在社区设立专业委员会，从社区开始防范危险隐患，提高基层的专业能力。 

4. 市域社会治理优化路径 

4.1. 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 

以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为抓手，以共建共治共享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加快完善党委领导、

政府负责、群团助推、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治理体制。 
一是完善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改革社会治理的广度和深度，调

动各种力量，整合各类资源，加强各方统筹，通过深入推进网格化治理体系，将防止返贫、环境监测、

治安防控等职能纳入网格一体化管理，采用党员和群众共建共治，通过整合组建专兼职网格化队伍，促

使多项职能一条线到顶 
二是加快市域“一站式”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线上平台建设。对各类风险进行科学评估，搭建治理主

体之间的沟通协商平台。从源头发现问题处理问题，破解“案多人少”的现实困境，更好地实现案结、

事了、人和，尽可能避免矛盾纠纷进入法庭、对簿公堂。发挥新媒体、新科技手段在化解矛盾中的积极

作用，利用网络、视频、微信等新型调解方式，创建远程调解和跨地区联调机制，让群众足不出户就能

化解矛盾、解决问题。 
三是发展壮大群防群治的力量，弘扬见义勇为的精神，完善奖励保障政策，让见义勇为、见义众为

成为新时代的社会新风尚。 

4.2. 创新区域联动协商机制 

空间是城市治理的载体，包括街道、社区、乡村等，这些不同的空间都是治理的基本单元。市域社

会治理不是将治理范围局限在城市内部，而是发挥市域这个中观层级，实现治理在城乡间、区域间进行

联动。比如经济建设、污染治理、数据共享等问题，在单个城市内部是难以解决的，必须突破行政边界。 
一是从都市圈、城市群等跨区域层面联动治理，推进基础设施一体高效、生态环境共保共治、公共

https://doi.org/10.12677/sd.2023.13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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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共建共享等。二是建成省、市、县、乡、村、网格六级数据贯通的省社会治理网格化智能工作平台，

统筹考虑全市各区域基础条件、资源禀赋、比较优势，形成区域协同、优势互补、产业联动的整体发展

格局。 

4.3. 夯实基层基础 

落实基层社会治理，筑牢基层组织是关键。利用市域以及汇集资源，减少治理碎片化。一是加快平

安建设办公室、综治中心一体化建设。在保持现有市级综合治理中心运行规模的基础上，做大区级综治

中心实体化指挥平台，做强街道综治中心实体化运行平台，完善相应的工作联动推进、风险联动处置机

制。 
一是发挥党员作用，使党建引领市域社会治理，加强组织覆盖，创新活动方式，促使党员在乡风文

明、治安防控、基层民主等方面挺在前、勇担当、作表率，形成“支部号召、党员带头、群众跟进”的

党建引领模式。二是加入基层群众力量。发动基层群众充实志愿者团队，出台相关激励政策，调动群众

积极性，持续开创群防群治新治理局面。 

4.4. 完善法治建设 

充分发挥市域在创制立法中的权力。首先，给重点行业明确规章制度，避免潜规则等不良行业风气，

发挥法治在倡导良好风尚的正面作用。同时，将法治向基层社会治理领域延伸，摸清地区、组织在管理

中存在的漏洞，并出台相应的管理条例。不断提升基层干部法治素养，提高其依法办事的能力。利用网

络、媒体等手段，不断加强法制宣传，提高群众的法治思维。 
此外，建设市级法律援助体系，以公益援助为主，通过出台优惠政策，扩大法律援助队伍，提升队

伍的专业化水平，扩大援助对象的范围。 

5. 结语 

当前，城市是各类要素资源集聚和经济社会活动集聚之地，在当前的信息化社会，新事物不断出现，

各种风险挑战也随之而来，城市的日益复杂化多维化放大了社会治理难度。城市作为各类要素资源和经

济社会活动的集中地，必须抓好这个“火车头”，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

市。在实践中充实市域社会治理的内涵，探究进一步的有效途径，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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