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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区多元协同治理是当前社区治理实践的发展趋势。本文以北京市西城区XD社区的停车治理为案例，探

究以社区交警、停车公司、居委会、居民为代表的政府、市场和社会等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经验，针对

社区治理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社区居民参与不足”和“政策重心变化”的治理困境提出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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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mmunity Governance of Multiple Collaboration is the developing trend of community go-
vernance practice recently. This article used parking governance of XD community in Xicheng 
District, Beijing as a case, to explore the governance experience of multiple collaboration, includ-
ing the community traffic police, parking company, neighborhood committee and community re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1.1012466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1.1012466
http://www.hanspub.org


齐欣 

 

 

DOI: 10.12677/ass.2021.1012466 3410 社会科学前沿 
 

idents, which respectively represent government departments, market and society. In view of the 
predicaments such as insufficiency of community involvement and new policy shift in priorities, 
this article proposes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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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背景下，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与国家长治久安、人

民安居乐业密切相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

强了，社会治理的基础就实了。因此，搞好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础环节，是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突

破口。”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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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城市社区治理已经从传统的以政府为主导

的单一治理向现代的以政府组织、市场组织和社区居民共同参与的多元治理转变。 
在社区治理的丰富实践中，全国城市社区涌现出许多有效治理的案例。其中，北京市西城区 XD 社

区的停车治理体现了多元协同治理的有效性，凸显了多元主体在社区治理中协同共生的伙伴关系。本研

究探究并总结了 XD 社区以社区交警、停车公司、居委会、居民为代表的政府、市场和社会等多元主体

在解决“停车难”问题过程中的协同治理经验，揭示了当前我国社区多元协同治理中的实践难题，并提

出了具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本文能够为城市社区治理研究提供真实而生动的案例，希望可以对全国基

层社会治理工作的开展提供参考。 

2. 案例简介 

XD 社区位于北京市西城区 C 街道，2020 年社区交警进驻以前，小区内居民长期被“停车难”问题

困扰。根据社区居委会负责人和社区交警的介绍，停车难问题的原因分析如下： 
首先是小区内部没有属于自己的停车地点。XD 社区的九栋楼建成于上世纪 70 年代初，当时的居民

几乎没有私家车，因此该小区并不具备现代新型小区都享有的停车相关配套设施，是典型的老旧小区。 
其次是小区物业难以发挥作用。XD 社区是一个“被迫开放”式小区，居民楼被两条平行的市政马路

穿过。开放的市政马路的存在使得小区物业无法对社区做封闭管理，根据物业管理条例，物业公司没有

责任更没有权力去管理居民楼门以外的“公家地盘”。 
最后是小区的地理位置特殊，它不仅有两条市政马路穿过，而且周边还有不少企业商铺，很多路过

这里的人看到这条街没人管，图方便、图免费，就都在这里的马路边上停车，导致小区内居民下班回来

以后无处停车。 

“现在辖区单位还有一些比如说他在西单上班，让他知道这儿不收费，可以免费停，他就很早来先把车停进来，

然后他就上班了，下班再开走，如果今天限号的话就往那一扔，就两到三天。”(社区交警，访谈资料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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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里之间因为停车问题矛盾不断，市政府热线 12345 上线以来，有关部门收到大量来自该小区的交

通类派单。如何解决 XD 社区内部的交通问题尤其是停车问题，是当地政府十分关心的问题。 
2020 年 9 月 27 日，北京交管部门全面启动“社区交警”服务机制，在全市范围内选取 103 个交通

问题集中的重点社区，选派党员交警“一对一”进驻，综合治理区域交通。交警 L 队长入驻 XD 社区，

成为该社区的一名社区交警，与 XD 社区负责人合作治理社区停车难问题。 

3. 社区多元协同治理的经验与困境 

XD 社区在解决停车问题的过程中引入了交警和停车公司，与居委会形成多元主体，他们通过互动协

同较好地解决了老小区的停车难问题，积累了丰富的多元协同治理经验，包括社区治理要做到：多元主

体明确职责分工，多元联动实现共同目标，多元协同强调灵活应变。与此同时，在社区治理过程中也产

生了一些困境，包括居民参与不足和政策不稳定等治理难题。 

3.1. 社区多元协同治理经验 

3.1.1. 多元主体明确职责分工 
多元协同治理强调主体结构的多元性和权威的分散性，该视角下的社区治理除了政府部门之外，社

会组织、市场组织和公民都是治理主体。多元主体在参与治理过程中可以依据自身拥有的各类资源发挥

各自的功能[1]。在案例中则表现为社区交警、社区居委会、停车公司和社区居民作为治理主体的角色分

工与功能发挥：社区居委会入户走访，收集了大量居民意见，了解居民的车辆信息和停车需求。交警自

带来自官方的威信光环，伴随着社区交警入户的政策倡导下，居民增强了解决停车难问题的信心，激发

了主观能动性，为停车自治组织的建立埋下伏笔。在居委会和社区交警的共同努力下，另外两个治理主

体应运而生——由居民组成的停车自管会和来自市场的停车公司。停车自管会代表居民与停车公司签订

契约，并承担监督停车公司工作的职责。停车公司遵守契约，从居民处获取经济利益，为社区居民提供

停车服务。 

“书记说这么多，就是三大块，第一大块就是他社区工作做的。第二大块就是咱们这停车公司，尤其这负责人，

用他的智慧跟经验来管理他曾经就是没有管过的类似这种小区，我觉得他的作用也绝对是非常大。第三块我们交管

部门，这是怎么说呢？这三个组织在一块，这三个人代表三个不同的这种单位也好，代表三个不同的板块也好，大

家伙都在努力，而且也都是比较，怎么说，有经验，用自己的智慧，然后把这个事儿最后给落地了。”(社区交警，

访谈资料 2) 

3.1.2. 多元联动实现共同目标 
相互信任和共同目标是多元主体协同的基础和动力源泉，将不同主体凝聚在一起，从而达成共同的

愿景与合作共赢的意向。社区交警是促成 XD 社区居委会与停车公司建立信任关系的桥梁。伴随着交警

的到来，“停车自治”的新理念也跟着进入 XD 社区，而社区要想成功实现停车自治，关键一环是要从

街道列举的多家停车公司当中挑选一个靠谱的公司。在社区交警的甄别和引荐下，停车公司 S 经理的团

队能够很好地适应 XD 社区这类老旧小区的停车难题。在社区交警的牵线下，XD 社区居委会负责人达成

了与停车公司 S 经理的合作，多元主体初步建立信任关系、达成共同目标。 

“所以这都是在我们协商，他很积极，我们也很积极，停车公司很努力，这个事儿我觉得不难。只要就是说别

有一方泄气就行，我们仨真是有一些泄气儿的这个事儿挺难的。我做居民工作，他们这边说我没有政策支持，你们

爱怎么干怎么干，我只负责审批。那边停车公司就说我只收钱，其他我就不管。这个事也干不成。大家三方都在向

前一步，这个事其实不难。”(社区居委会负责人，访谈资料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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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停车公司在 XD 社区的居民群体中有所行动——S 经理团队花大量时间与居民直接接触，

运用“给面儿”等手段与居民建立熟人关系、取得居民信任，了解居民基本情况和停车需求，为居民愿

意主动购买自己的停车服务做铺垫。 

“我们这一管理员老太太回来，老太太拿一袋面。‘等着大妈我给你送电梯里！’你得跟居民打成一遍，你在

这儿就能落脚。”(停车公司 S 经理，访谈资料 42) 

“所以就是说咱们是街坊，就跟他是在这工作，他即使不是在这，比如他住乐坛，他也是街坊，聊着聊着你就

跟街坊一样，‘诶呦大妈出去呀？’‘出去’，‘吃了吗？’‘吃了’。你熟了，都成街坊了。我说什么事都能聊

嘛，他有什么不乐意，他就跟你说了，他明确就告诉你了。我觉得这个这两天这有点什么问题，我能给你解决了。

你就得了那你凑合着，你说凑合他也就凑合。”(停车公司 S 经理，访谈资料 5) 

3.1.3. 多元协同强调灵活应变 
协同治理各主体之间不是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而是相互协作的平等关系。各主体遵循动态原则，

随时间、地点和行动领域的变化自觉调整自身的利益与责任关系，使协同治理在不断转化的过程中达到

新的平衡[2]。首先，社区交警的加入倒逼居委会提高实地走访的效率，使入户调查工作高效完成；在入

户过程中，交警的参与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政策引导力度，社区交警配合居委会利用政府威信减少居民

对停车自治的质疑和顾虑。其次，居委会与居民的互动更为密切，比如本案例中居委会主任会在走访中

特别留意那些热心公共事务的居民，为日后停车自管会的筹备做好人力储备；又如对于那些为了社区集

体停车方便而牺牲个人利益的居民，居委会会大肆宣扬他们的事迹，发挥此类社区精英的榜样示范作用，

以调动社区居民的志愿积极性。最后，在划车位初期，停车公司结合居民的车辆型号，在征求交管部门

意见的前提下，采取因地制宜的方式灵活规划，在有限的空间内为居民提供了更多停车位。 

“当时我们按照这个标准的停车位，它会损失相当于 1/10 的停车位。但是现在你看整个的小区里边，像那种

G28 那种车没那么多，我算了算也就一两辆，那么其他的除了三厢车就是两厢车，咱们的车位相对来说就给它缩短

一点，对，紧凑一点。你要是全弄那种标准的车位，你一个小 mini 也占一大车位。像这种两厢车特别多，就说你得

因地制宜对吧，你还得让人家吃饭，这公司它也是有成本核算的。”(社区交警，访谈资料 6) 

停车公司经理在与居委会的沟通中了解到，最新的停车方案影响了社区老年居民的出行，于是停车

公司及时调整方案，将马路北侧停车改为南侧停车，在增加车位的同时满足了老人的出行需求，充分发

挥了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灵活应变优势。 

3.2. 社区多元协同治理困境 

3.2.1. 社区居民参与不足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职能不断调整，政府与市场的界线逐渐清晰。在“小政府、大社会”的理

念引领下，我国社会组织和公民社会的发展取得快速进步。但囿于现实情况的复杂性和发展时间的有限

性，目前我国社区多元协同治理过程中的居民主体仍然呈现出参与不足、水平不高的问题，社区社会组

织缺乏独立性和自主性，习惯于依赖政府政策，对社区公共事务常常持观望态度。社区自组织由于缺乏

独立于政府部门之外的自主意识和自治能力，组织内部的协调功能难以发挥，无法承担协同治理的责任。 

“其实居民就是刚才说的，他其实持一个观望状态。实话实说，现在居民的依赖性太强，不光是停车，各种事

情他都在依赖政策。”(社区居委会负责人，访谈资料 7) 

 

 

2资料来源：访谈录音整理；访谈对象：北京市西城区 XD 社区停车公司 S 经理；访谈日期：2021 年 4 月 23 日。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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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交警进社区”的政策终止，L 队长撤出 XD 社区以后，停车自管会能否摆脱对交警的依赖、实

现“自己管理自己”，是一个值得担忧的问题。毕竟在社区交警退出之前，XD 社区停车自管会组织松散，

主要职责是监督停车公司并将意见反映给社区交警和居委会，交警和居委会再根据居民反映的情况去联

系其他政府部门或私人企业，帮助解决了本应该是居民自组织独立解决的问题，反映出多元主体的角色

定位和责任边界不清晰的问题。这种路径依赖进一步阻碍了居民参与意识和自主能力的发展，不利于多

元协同治理的常态化发展。 

3.2.2. 政策重心变化的影响 
根据“一把手”效应，地区领导对某政策的重视程度是影响政策落实的最关键因素。而领导变更引

发的政策重心变化对本地区服务业的可持续增长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在权力更替过渡时期，扭曲的晋

升激励容易引发官员的短视化行为进而导致政策不连续或政策重心的突然转移，给地区服务业的可持续

增长带来显著的“挤出效应”[3]。 
代表国家的交警、代表市场的停车公司和代表社会的居委会和居民，构成了社区协同治理的多元主

体，他们分工协作、互惠互利，保证了多元主体结构的稳固性，但是对多元协同治理的致命打击是多元

主体中重要一元的退出。XD 社区所属街道的上级政府随着领导的变更，继任官员对社区停车自治的效果

并不关心，更关心的是从一个新的角度做出新的政绩，政策重心于是发生转移。该地区继任领导计划用

国有企业代替私人停车公司对停车收费进行统一管理，阻碍了停车公司作为市场主体优势的发挥。在与

居民签订的合同期满后，停车公司被迫退出社区，由国有企业代替自己为居民提供停车服务。暂且不说

国有企业能否像小企业一样为老旧小区因地制宜地提供个性化服务，更值得关注的是，国有企业能否配

合居委会满足居民的停车需求？代表官方利益的企业和居委会与弱小的停车自管会组织能否在社区治理

中平等地分享权力、协同共生？这些问题由于官方政策的不稳定性横亘在 XD 社区居民面前，好不容易

的建立停车秩序面临着再次陷入“野停”等无序状态的危机之中。 

4. 完善多元协同治理的对策建议 

无论是从理论的角度，还是从现实需要的角度来看，现阶段我国社区多元协同治理具备充分的可行

性和必要性。因而，直面社区协同治理的困境难题，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化解理想预期与现实困境之间

的矛盾，提供社区多元协同治理的解决方案就显得尤为重要。 

4.1. 建立社区多元协同治理的权责体系 

社区多元协同治理结构中的核心问题是各主体之间的权责分配问题，它关系到多元主体的行动意愿、

动力和治理效果，是取得协同效应的重要前提。因此，要建立社区多元协同治理的权责体系，根据成本

与收益对等原则，合理划分多元主体的责任和权力，使社区内各主体各司其职、各尽其责，从而预防协

同治理过程中有利相争、有责推诿的问题。根据权责一致原则，明确政府部门、市场组织、社会组织和

社区居民在社区协同治理中的权力空间和责任边界。 

4.2. 培育居民的社区认同与社区参与 

首先，通过举办社区活动培养社区意识，使居民在自然活动的情境中，增加对社区事务的了解与关

心，也使居民与居民之间建立起良好的信任互惠关系，通过积累社区社会资本增强社区凝聚力和居民的

社区认同感。社区凝聚力增强，社区内部居民都成了“自己人”，每个居民都会把其他居民的停车难题

当成自己的难题来解决，社区参与的主动性便会得到提高。其次，通过建设社区信息共享平台，增强居

民对社区公共事务的了解。社区发生的每一个变化都与居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社区信息的推送能够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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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居民对社区的熟悉感，从而与社区内所有成员建立休戚与共的情感，共同情感有利于进一步积累社区

社会资本、促进社区参与。最后，通过社区教育提高居民社区参与的能力。居委会要摒弃“包办”思想，

尽量在社区公共事务中扮演指导者的角色，引导和鼓励居民自主解决问题，帮助居民在行动中增强自助

和互助能力[4]。让居民自表意愿自成社群、自我组织自我联合、自定规则自我约束、自选积分自我激励、

自定责任自我担当、自找资源自我维系[5]。 

4.3. 宏观政策的完善与落实 

社区多元协同治理的有效运行不仅依赖于清晰的权责体系和居民社区参与的培育，更加依赖社区治

理宏观政策的完善和落实，尤其是在政策的持续性和稳定性方面。因此，一方面要用法律约束基层政府

的权力，在社区治理中实现有制可依、有规可守、有序可循，减少领导变更引发的政策大起大落。另一

方面，要尽量确保地方官员任期的相对稳定，帮助其树立科学的政绩观念，促使其减少急功近利的短视

化行为。一切从居民群众出发，以社区居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宏观决策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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