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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美丽社区”建设是天津市社区治理的重要举措，北辰区在“美丽社区”建设中走在全市前列。该研究

以天津市北辰区政府的“美丽社区”建设的相关政策实施情况为基础，构建了社区居民对“美丽社区”

建设满意度的3个调查维度和6个细化指标，并设置包含了24个二级指标在内的社区居民满意度评价体

系。研究通过采用调查研究的方法，选取北辰区的美丽社区和非美丽社区进行比较分析，研究表明，通

过“美丽社区”建设，有效提升了居民在自治参与、管理服务、环境生活三个维度的生活满意度，与非
美丽社区相比较为显著，但仍有待改进。该研究有助于为天津市北辰区乃至整个天津市的“美丽社区”

建设提供现实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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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Beautiful Community” is an important movement in Tianjin, and Bei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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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ct is at the forefront among all the districts in this movement. This study is based on the im-
plementation of the “Beautiful Community” construction under the Government of Beichen Dis-
trict. It determines three survey dimensions, six subdivision indexes, and includes 24 secondary 
indicators on residents’ satisfaction with “Beautiful Community” construction. This study adopted 
the social research method and “Beautiful Community” and “Non-Beautiful Community” in Beichen 
District were selected for comparative analysis. The results of the analysis show that the construc-
tion of “Beautiful Community” has effectively improved residents’ satisfaction in the neighborhood 
at the level of autonomy involvement, services and management, and environmental life, com-
pared to non-beautiful community, but still has room for further improvement. This study could 
provide a practical basis for constructions of “Beautiful Communities” in the Beichen District, and 
Tianjin as a city in ge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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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美丽中国”是党在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目标。进而，十九大中，我国“社

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美丽社区建

设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美丽社区建设是美丽城市建设的缩影，是贯彻落实十八大以来提出

的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天津市政府为贯彻中央和市委“加强社区建设的精神”政策出台多项举措，

以推动天津市的美丽社区建设再达新高度、再进新水平。2013 年 8 月，天津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进一

步加强社区建设的意见》，文件中充分表明了加强社区建设的重要意义，提出了“以服务居民为重点，

以居民自治为方向，以维护稳定为基础，以文化活动为载体，以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为关键，服务群众，

造福群众，努力把社区建设成为各种社会群体和谐相处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天津各部门相继出台了三

十余项配套政策，其中北辰区始终把创建“美丽社区”作为加强社区管理、提升社区服务的重要抓手，

在日常工作中大力推进组织建设、提升服务的效率和质量、加强环境综合整治力度、丰富志愿服务内容，

全面提升“美丽社区”建设水平，提高居民对社区服务的满意度。北辰区将持续推进“精品美丽社区”

创建工作，提升街区内涵、底蕴和特质。 

2. 研究背景 

2.1. 文献综述 

2.1.1. 美丽社区建设相关研究 
美丽社区建设是美丽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贯彻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基本开始于二

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八十年代是单纯的清洁社区口号，九十年代涌现出绿色社区建设浪潮。十八大以

来，各地相继提出美丽社区建设的目标，并在实践中进行探索。美丽社区建设成果惠及居民群众，使

百姓的幸福指数逐年提升。这是一条从无到有、由简单化到深层次的发展之路。我国各级政府自觉把

美丽社区建设作为推进城市各项工作和事业的基础工程，中共天津市委、市政府将美丽社区建设纳入

美丽天津建设总体纲要，并出台了《关于开展美丽社区创建工作的实施方案》(2013)，明确了美丽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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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总体目标、主要任务和方法步骤。同时政府制定和细化了美丽社区

建设的标准，将美丽社区建设的指标规范为 6 大类，包括：1) 民主自治规范化。2) 管理手段现代化。

3) 办事服务便捷化。4) 人文环境宜居化。5) 生活方式文明化。6) 群众参与广泛化。天津市《关于进

一步加强美丽社区的指导意见》(2017)中指出，“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完善基层

群众自治制度、加强社区环境综合治理、构建多元共治格局、提高社区社会工作专业化水平、推动社

区法律和服务安全、加强社区信息化建设”作为美丽社区建设的八项重点任务。由此康之国(2018)总结

指出美丽社区是指以追求自然生态之美、人居环境之美、人文行为之美、生活幸福之美为目的，实现

居住环境生态化、生活方式文明化、社区参与广泛化、邻里关系和谐化，且管理有序、服务完善、安

全稳定的生活共同体[1]。同时现阶段国内各地美丽社区发展建设的现状特点各有不同，高曼(2017)指
出，有以苏州为代表的创新社区治理模式，香港重视社区服务的专业化、台湾则重视社区改造，都对

国内美丽社区建设有借鉴意义[2]。 

2.1.2. 社区建设的居民满意度研究 
基于新时期人们对美好生活有了更高的追求，本着以人为本，满足人民的期望与需求，探究人民群

众的满意度评价工作变得更为重要。关于满意度的相关研究，我国学者在此前多围绕对城市满意度评价

的研究，对于社区满意度的研究起步较晚。社区满意度是指城市居民对社区的总体满意度是一个综合性

的指标，是多方面、多层次的，是人们长期以来各种微观感受的累积结果[3]。学界对于社区满意度的相

关研究，主要围绕社区管理服务与建设[4]、社区环境质量[5]、社区居民情感需求[6]等方面分析社区居民

满意度的影响因素。随着相关研究的深入，对于影响社区居民满意度的研究不断细化，引申出社区公共

文化服务[7]、社区公共卫生服务[8]、社区居委会工作[9]等更加微观层面的影响因素，并拓展探索居住主

体的性别、年龄、学历、职业[10]等人口统计学信息对社区满意度的影响。 

2.2. 案例概况 

天津市北辰区始终把创建“美丽社区”作为加强社区管理、提升社区服务的重要抓手，在日常工作

中大力推进组织建设、提升服务的效率和质量、加强环境综合整治力度、丰富志愿服务内容，全面提升

“美丽社区”建设水平，提高居民对社区服务的满意度。 
《天津市北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远景目标纲要》的决议中指出，

对照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以及市委十一届九次全会提出

的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的远景目标，展望 2035 年，北辰要成为落实新发展理念的示范区，

基本建成繁荣富裕、文明和谐、宜居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区。持续加大市容环境综合整治力度，

开展社区环境、交通秩序、重点区域等专项治理，截止到 2021 年北辰区已打造无违建社区 81 个，创

建美丽社区 43 个、精品美丽社区 2 个，新建公共停车场 5 个。北辰区将持续推进“精品美丽社区”创

建工作，提升街区内涵、底蕴和特质。宣传动员群众广泛参与到人居环境综合治理，建立长效保洁机

制。加强景观照明管理，打造都市景观灯光亮点。规范作业服务流程、合理配置工艺，不断提升道路

机械化保洁水平。 

3. 研究设计 

天津市北辰区在“美丽社区”建设中走在天津市前列，“美丽社区”建设已经取得了良好成效。本

研究尝试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对天津市北辰区“美丽社区”建设的实际情况进行实证分析，并在此基

础上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具体研究设计思路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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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Design ideas of research 
图 1. 研究设计思路 

3.1. 问卷设计 

基于前期大量的文献阅读以及与有关负责人的谈话，拟定出针对天津市“美丽社区”相关政策推行

下所调研社区居民对社区建设的居住满意度评估体系，并设计问卷。问卷设计主要包括三个部分。第一

部分是居民的基本信息，包括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和居住信息等。第二部分是从自治参与、管理服务

和环境生活三个维度对居民感受的大致情况调查。第三部分是在以上三个维度下，根据《关于开展美丽

社区创建工作的实施方案》对于“美丽社区”建设的具体评估指标，下设 6 个核心指标并归纳出 24 个二

级指标结合居民满意度评价设计问卷，得到居民“满意度”的感知量表。此部分选项采用李克特 5 点

量表法，选项 1~5 分别是“非常不满意”“比较不满意”“一般”“比较满意”“非常满意”。 

3.2. 调研情况与方法 

本项目团队于 2021 年 10 月前往北辰区进行调研，深入实地走访调研，涉及的实地调研地点包括佳

荣里、富锦华庭社区、虎林里等美丽社区，也包括龙腾里、安达里、香榭园等非美丽社区。团队成员实

地发放问卷，对社区居民进行访谈。调研预计在美丽社区和非美丽社区共发放回收问卷 120 份，调研过

程中实际共发放回收问卷 113 份，剔除无效问卷后，得到有效问卷 101 份，其中美丽社区 49 份，非美丽

社区 52 份，此次问卷有效回收率为 89.4%。 

3.3. 数据分析方案 

在剔除无效问卷后，本研究运用 SPSS 26.0 统计软件对已获取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首先，对问卷进

行信度与效度分析，以确保数据的科学性，并对问卷结果进行描述性分析。其次，将所调查维度和指标，

计算出美丽社区和非美丽社区各指标的均值结果，依据《关于开展美丽社区创建工作的实施方案》所规定

美丽社区建设指标的分值比例标配权重(见表 1)，后依托权重计算美丽社区和非美丽社区问卷的百分制满意

度得分。最后，对比美丽社区和非美丽社区居民满意度均值结果和总得分情况，提供建议与可行性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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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Indicator weights of the questionnaire 
表 1. 问卷指标权重 

维度 一级指标 权重 

自治参与 
民主自治规范化满意度 0.13 

群众参与广泛化满意度 0.11 

管理服务 
管理手段现代化满意度 0.17 

办事服务便捷化满意度 0.25 

环境生活 
人文环境宜居化满意度 0.18 

生活方式文明化满意度 0.16 

4. 调查结果分析 

4.1. 信度与效度分析 

将筛选出的有效的调查问卷导入 SPSS 进行分析，利用 SPSS 对问卷的信度和效度进行分析，一般而

言，α值高于 0.8，代表信度较高，本次问卷中 24 个题总体信度 α系数值为 0.967 (见表 2)，说明问卷信

度很高，数据设置科学合理、高度可信，可以用于分析。 
 
Table 2. Reliability analysis of statistical results 
表 2. 信度检验统计结果 

可靠性统计 

克隆巴赫 Alpha 项数 

0.967 24 

 
使用 KMO 和巴特利特检验进行效度验证后(见表 3)，KMO 值为 0.938，介于 0.9~1.0 之间，说明研

究数据效度较好。同时巴特利特检验的对应 P 值为 0.00，小于 0.05，即说明根据巴特利特检验的要求，

本问卷在设计上是合理的。 
 
Table 3. Validity analysis of statistical results 
表 3. 效度检验统计结果 

KMO 取样适切性量数 0.938 

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2165.507 

自由度 276 

显著性 0.000 

4.2. 样本的描述性统计 

从表 4 中可以看出，101 份有效问卷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如下：从性别结构上看，男性占比 50.5%，女

性占比 49.5%，男女比例平衡。从年龄分布来看，18 岁以下占比 20.8%，18~30 岁占比 35.6%，31~50 岁

占比 22.8%，51 岁以上占比 20.8%，年龄分布较为均匀，说明样本选取广泛，涵盖各个年龄段人群，从

学历分布来看，高中及以下占比为 55%，本专科及以上占比 43.6%，填写问卷的居民以大学本科(26.7%)
和高中(26.7%)学历为主，这体现了样本社区居民的普遍学历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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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Results of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community residents 
表 4. 社区居民人口统计特征结果 

名称 选项 频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51 50.5 

女 50 49.5 

年龄 

18 岁以下 21 20.8 

18~30 36 35.6 

31~40 15 14.9 

41~50 8 7.9 

51~60 10 9.9 

60 岁以上 11 10.9 

学历 

高中及以下 57 56.4 

专科 14 13.9 

本科 27 26.7 

硕士及以上 3 3.0 

4.3. 美丽社区与非美丽社区均值结果与得分情况 

为了比较美丽社区和非美丽社区居民的满意度评价，本研究计算了 6 个一级指标下的 24 个二级指标

的均值(见表 5)目的是将满意度评价结果细化，进一步微观具体地探究影响社区居民满意度的相关因素。

本研究各项二级指标的满意度满分为 5 分，从调查问卷的均值得分结果可以看出无论是美丽社区还是非

美丽社区，对绝大部分指标的评价得分超过满分的 60%，并且大部分二级指标中美丽社区均值结果高于

非美丽社区，但仍有少部分均值结果未超过非美丽社区。 
 
Table 5. Mean results of “Beautiful Community” and “Non-Beautiful Community” secondary indicators 
表 5. 美丽社区与非美丽社区二级指标均值结果 

维度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美丽社区均值 非美丽社区均值 

自治参与 

民主自治 
规范化 
满意度 

社区民主选举 3.33 3.29 

社区民主决策 3.18 3.38 

社区民主管理 3.51 3.33 

社区民主监督 3.73 3.56 

群众参与 
广泛化 
满意度 

社会组织功能 3.51 3.27 

党建工作 3.39 3.38 

评价机制 3.22 3.31 

社会组织组建 3.16 3.27 

管理服务 
管理手段 
现代化 
满意度 

居委会队伍建设 3.63 3.42 

工作人员责任意识 3.61 3.37 

物业多方共管 3.33 3.29 

网格化管理 3.59 3.38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2.113088


刘瑞凡 等 
 

 

DOI: 10.12677/ass.2022.113088 607 社会科学前沿 
 

Continued 

管理服务 
办事服务 
便捷化 
满意度 

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3.71 3.31 

服务项目 3.55 3.33 

服务组织机制建设 3.63 3.33 

办事便捷度 3.73 3.29 

环境生活 

人文环境 
宜居化 
满意度 

卫生情况 3.82 3.46 

绿化水平 3.86 3.56 

应急管理 3.53 3.40 

宠物豢养 2.98 3.19 

生活方式 
文明化 
满意度 

精神文明建设 3.49 3.42 

人际关系 3.90 3.56 

文娱活动 3.53 3.44 

学习氛围 2.98 3.19 

 
为了比较“美丽社区”建设的实际成效，笔者计算出各项一级指标的总均值和依据表 1 配权重后的

总均值(见表 6)。表 6 显示美丽社区居民满意度在各一级指标中较普遍高于非美丽社区，可以看出“美丽

社区”建设成效，说明从居民满意度角度分析，非美丽社区在社区建设中仍有要向已成为美丽社区的社

区学习借鉴的地方。但仍有部分一级指标的满意度美丽社区不如非美丽社区，这说明即便是已被评选为

“美丽社区”的社区仍然存在不足和缺陷，需要在今后的社区治理中不断回应社区居民的诉求，不断提

升社区治理的水平。最后，本项目团队得出样本社区居民满意度的百分制得分，结果表明，样本社区中

美丽社区居民满意度的总得分为 70.46，而非美丽社区居民满意度的总得分为 67.24，可以看出美丽社区

的居民满意度整体上高于非美丽社区。 
 
Table 6. Results of the mean value before and after assigning weights to “Beautiful Community” and “Non-Beautiful Com-
munity” first indicators 
表 6. 美丽社区与非美丽社区一级指标赋权前后均值结果 

维度 一级指标 美丽社区均值 非美丽社区均值 美丽社区赋权

均值 
非美丽社区赋权

均值 

自治参与 

民主自治 
规范化满意度 

3.44 3.39 1.79 1.76 

群众参与 
广泛化满意度 

3.32 3.31 1.46 1.46 

管理服务 

管理手段 
现代化满意度 

3.54 3.37 2.41 2.29 

办事服务 
便捷化满意度 

3.66 3.31 3.66 3.31 

环境生活 

人文环境 
宜居化满意度 

3.55 3.40 2.55 2.45 

生活方式 
文明化满意度 

3.47 3.40 2.22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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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讨论与总结 

5.1. 自治参与维度 

党员基本上能发挥积极带头作用，但仍然存在不足。一方面，社区在民主自治规范化中，民主选举、

民主决策水平还有待提高。另一方面，群众参与广泛化过程中，社区评价机制还有待完善，社会组织覆

盖有待提高。 

5.1.1. 民主自治层面 
问卷涉及的四个二级指标调查结果显示美丽社区居民满意度均值得分在民主选举、民主决策上有

0.1~0.2 左右的均值差距，在民主自治规范化指标上差距不大，其均值得分与其他两个维度下的得分相比

略低。而社区民主监督得分高于民主自制规范化层面中的其他三个二级指标，并且在其他维度中也处于

较高地位。整体而言，民主自治规范化水平与其他指标层面相比，水平较低，存在不足。从社区居民满

意度的角度可以看出现阶段美丽社区建设满意度略高于非美丽社区满意度，非美丽社区在民主决策上高

于美丽社区，美丽社区自治建设仍有不足之处需要改进完善。其中，美丽社区的社区民主决策满意度得

分为 3.18，非美丽社区的民主决策满意度得分为 3.38，在整体指标得分中处于较低地位。 
在实地调研中，有居民指出对于社区民主选举与社区民主决策不太了解。事实上，当前美丽社区的

自治活动中，主要还是社区党员、团员在其中起到带头作用，多数社区居民尚未积极参与其中。居民对

于民主自治的满意度亦较低，可以在未来更新改造时，多多参考居民的意见，进行方案公示，鼓励公众

参与。完善了社区事务听证会、民事协商会等议事制度，扩大居民民主自治参与度，弘扬居民的主体意

识，保障人们民主权利，明确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和社区居民在议事、决策、监督等方面的关系，

完善社区各项制度，以推进社区居民民主自治。在实地调研中，有遇到租户表示自己在社区没有民主权

利，居民的民主活动尚未覆盖社区流动人口之中，社区还应该推动流动人口由“旁观者”向“参与者”

角色的转换，做到不落一人。美丽社区的建设不仅要满足人们基本的生存需要，也要满足人们体现主体

意识、实现自我价值的发展需要。因此，推进社区居民民主自治十分重要，是不断满足社区居民的美好

生活需要的良好途径。 

5.1.2. 群众参与层面 
在问卷涉及的四个二级指标调查结果中，评价机制、社会组织建设的美丽社区居民满意度均值得分

低，满意度低，位于所有满意度排行的倒数位置。其中，在评价机制、社会组织建设中非美丽社区的满

意度略高于美丽社区，美丽社区在此方面存在不足。 
在实地调研期间，居民表示对居民委员会的工作认可，但不了解党群工作，不知道评价与投诉的通

道，不清楚社会组织的存在。社区中评价机制不到位，居民找不到提出建议的渠道。由此可知，社会组

织覆盖率不足、评价机制不到位等是美丽社区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首先，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是基层党

组织，应拉近党群关系，完成服务居民的目的。并且，社区居委会定期进行换届选举工作，更新居委会

的成员，实现将政治素质好、带头能力强、热心服务居民的人入选社区居委会成员。入选后，居委会成

员需要定期参与培训，不断加强居委会队伍建设。其次，社区应该通过完善评价机制，使居民的建议及

时、畅通地反映上去，再由此得到回应与落实，达成良性的循环。最后，社区社会组织的作用尚未发挥。

社会组织参与美丽社区建设的能力和水平不足，缺少建设美丽社区的实际行动。一方面，社区社会组织

具有改善居民在建设美丽社区的其他维度的满意度的作用，其可以通过在社区范围内开展活动，满足社

区居民不同需求，由此在美丽社区建设中发挥重要的积极作用。社区社会组织应以多种形式参与社区建

设，为美化社区贡献力量。例如，以板报等为平台，向社区居民宣传美丽社区建设的指标，推动社区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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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对各种权利的认识。同时，通过举办专题讲座等活动，对社区居民进行民主意识、环保意识教育等。

另一方面，社区社会组织的成员也应该不断加强培训，强化社区工作者的职业化、专业化建设，由此提

升其参与美丽社区建设的能力和水平，提升社区治理能力。社区应该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通过建立一

支专职社区工作者队伍，开展行政管理和服务，保证社区居民的诉求有专人受理和服务，为居民开展行

政性服务、福利性服务、社会化服务。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

性互动。 

5.2. 管理服务维度 

在整体满意度调查中，此维度权重占比较大，特别是“办事服务便捷化满意度”这一指标，说明其

在“美丽社区”建设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在本次调查所选择美丽社区和非美丽社区的样本社区中，管

理手段层面和办事服务层面也是居民满意度评价中相差最大的。总的来说，美丽社区的居民满意度在该

维度中普遍高于非美丽社区的居民满意度，体现了美丽社区在管理服务方面的优势，同时这也指出非美

丽社区需要重点加强建设的这一部分。 

5.2.1. 管理手段层面 
问卷涉及的四个二级指标调查结果表明，美丽社区居民满意度均值得分在居委会队伍建设、工作人

员责任意识以及网格化管理上有 0.2~0.3 左右的均值差距，而物业多方管理的指标间差距不大，但其均值

得分与其他三个二级指标相比较低。所以从社区居民满意度的角度可以看出，现阶段非美丽社区建设较

美丽社区建设确有差距，同时美丽社区建设仍有不足之处需要改进完善。 
非美丽社区在向着建设美丽社区的目标迈进时，要进一步完善居委会队伍建设，调整年龄结构，注

入新鲜血液，让队伍更加拥有活力；加强队伍培训，提高整体文化水平和思维能力。同时社区工作人员

应该强化自身的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要对工作负责，对社区居民的生活负责。强化责任意识就应该让

工作人员知道小区的规章制度，时刻提醒自己为居民服务的重要性。在落实工作职责的同时，进一步推

动网格化管理，精准定位、全面管理，实现管理服务全覆盖，充分发挥网格员的作用，使管理服务覆盖

到社区中的每一家每一户。另外，无论是美丽社区还是非美丽社区，仍需要完善物业的多方管理。在实

地走访调研中，不少居民反映物业管理服务不到位，社区生活上的大小事得不到及时解决。因此要进一

步加强物业管理，可增设物业管理专员，张贴物业管理公示板，并及时解决居民向物业投诉反应的相关

社区生活问题，做到快速行动，主动帮助。同时，社区居民遇到的问题，是社区共同的问题，很多居民

的疑难问题都需要多方相互配合解决，而不是相互推卸责任。由此更需要加强物业多方管理建设。在社

区党委的领导下，物业部门应与居委会、业委会等融合服务，多方联动配合才能更好地解决居民问题，

建设美丽社区。 

5.2.2. 办事服务层面 
四个二级指标的均值得分低，与管理手段现代化满意度这一指标相比更为明显。而同时该指标在美

丽社区建设评定标准中所占权重是最高的，因此更能说明美丽社区建设过程中要把握好办事服务便捷化

建设。 
抓好社区公共服务建设就要落实政府、社区居委会等各个方面力量对社区在基础设施、文化、卫生

等方面的服务。要满足人民更高质量的生活需求，解决相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人的全面发

展。在社区建设中首先应注重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健全相应配套设施，完善社区综合服务站建设，建设

居民活动房、阅览室，让社区居民在本社区内部就可以享受到相关服务资源，为社区居民的生活提供设

施保障。进一步推动建设社区托儿所、幼儿园，以保障婴幼儿托育及落实学龄前儿童的普惠教育。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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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服务站，推动社区养老建设。从婴幼儿到中老年人，实现全年龄服务覆盖。此外，社区卫生服务建

设是社区公共服务建设的重点，为社区居民开展健康教育及相关咨询服务，提供保健、康复、急救等相

应服务，改善社区的卫生条件。同时，建设美丽社区也要进一步落实社区服务项目，例如养老服务、社

会保障服务、优抚服务、残疾人服务等。关爱社区居民，提供公共服务，就是要把居民当作社区的主人，

同时也是彼此的家人。而完善社区公共服务设施以及服务项目最重要的是要打造社区办事服务的便捷化，

建设一站式服务平台，推动社区公共服务全覆盖，这同时需要社区公共信息平台的建立与完善，依托互

联网技术的普及与发展，建立社区信息服务平台，让社区居民在家就可以寻求帮助、提交反馈、办理服

务，也可以由此建成居民与社区管理服务者的沟通交往平台，获取社区信息，了解居民需要。 

5.3. 环境生活维度 

通过实地调研发现，美丽社区的构建能提高社区居民在人文环境宜居化和生活方式文明化上的满意

度，生活在美丽社区的居民普遍比生活在非美丽社区的居民对社区内卫生情况、绿化水平、应急管理；

精神文明建设、人际关系、文娱活动等方面有更高程度的满意感和幸福感，但是很多社区居民反映，当

前的“美丽社区”建设中还存在着诸多问题。 

5.3.1. 人文环境层面 
宠物豢养是人文环境宜居程度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很多居民表示，由于社区内许多居民饲养宠物，

社区公共区域宠物粪便清理问题成为影响居民对其社区满意度的主要问题。在实地调查问卷中，在二级

指标人文环境宜居化满意度中居民对宠物豢养方面满意程度最低，美丽社区的满意度甚至在此方面低于

非美丽社区，得分仅为 2.98，公共区域内宠物粪便清理不当导致社区人居环境情况较差，笔者认为可能

存在以下几点原因并相应的提出一些建议： 
社区居民层面，豢养宠物居民清理宠物粪便的意识不足，文明豢养宠物意识淡薄，社区能否实现环

境的宜居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居民自身意识，豢养宠物居民的意识会影响到其行为的选择，从而间接的影

响了社区内环境卫生状况。因此，要解决社区公共区域宠物粪便清理不当问题，需要养宠社区居民自身

树立正确的意识，提高自身素质，使居民主动参与到宠物粪便的治理活动当中。可以通过社区居民成立

志愿服务团队的方式，在尽清理宠物粪便义务的同时培养社区居民自身的责任意识和公共意识，从而从

源头上解决宠物粪便问题。 
社区层面，关于宠物粪便处理不当问题，与社区管理方式有极大的相关性。社区作为构建美丽社区，

创建宜居环境的主体，未能为居民创造更加便利的条件，在管理和服务上未能满足居民的需求，从调查

问卷反馈的信息来看，豢养宠物的居民表示，如果携带纸巾等清理工具，会及时对宠物粪便进行清理，

反之则会选择忽视，亦或是宠物主人清理完粪便之后不能就近找到集便箱，从而选择忽视宠物粪便。社

区并未能够为居民提供便利的宠物粪便收集工具，在调研的 6 个社区中，只发现了 1 个社区配备集便箱，

由此可见其配备率很低。因此，社区应该保证社区内硬件设施的完备，在配备集便箱的基础上使居民了

解其作用，从而提高集便箱的利用率。同时社区可以为居民发放粪便清理器，以便养宠居民可以及时清

理宠物粪便，维护社区的环境。在提升服务的同时还应加强管理，由于不文明养宠的行为随处可见，影

响了社区和谐文明稳定，社区应加强对社区养宠行为的管理，加大文明养宠的宣传力度，开展活动，张

贴标语，呼吁居民文明养宠，着力提升居民的公共意识，营造和谐美丽的社区氛围。 
政府层面，根据《天津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第二章第二十二条规定，“饲养犬只应当遵守相关法

律法规，文明养犬……(二)及时清理犬只在公共区域排泄的粪便”，可见，政府有关于饲养宠物的相关规

定，在落实规定的同时，应提高执行能力，加强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协作，提高执行效率，完善现有的规

章制度，建立健全的监管系统，从而提升居民的守法意识，培养居民维护社区环境卫生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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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生活方式层面 
居民对生活方式文明化的打分较低，社区学习氛围成为社区居民生活方式文明话满意度方面的短板。

社区居民对社区学习氛围的满意程度较低，美丽社区得分仅为 2.98 分，社区居民表示，社区内普遍缺乏

学习的条件，学习型社区构建尚未形成。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

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

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11]。”而良好的学习氛围的构建是社区建设的发展方向，学习型社区是建设

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途径，为我国文化繁荣昌盛创造出新的活力。 
因此，提高社区的学习氛围不仅有利于美丽社区的构建，而且有利于提升社区居民的思想认识水

平以及科学文化素养，进而维护社会的稳定，促进整个国家社会的进步和经济发展。而社区内学习氛

围的提升有赖于每一个人的积极参与。首先，社区管理者尤其是社区中的党员同志要发挥先锋模范作

用，带动整个社区的学习氛围，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调动社区居民学习的主体性与

积极性，社区内学习氛围的构建不同于学校教育，学校教育体现为一种外力上学习的机会与可能，而

社区内的学习则是以社区居民为中心，是内生力的使然，因此要加强社区居民对学习理念的理解与认

同，使居民自觉将学习纳入到平时的工作和生活中，调动居民主动地参与学习，通过社区管理者和广

大中共党员的带动下推动社区内居民的进步与社区的发展。其次，社区要注意开展各种学习活动，动

员居民自觉参与到学习活动只中，例如通过开展“读书会”“分享会”等方式，激励社区居民相互学

习，交流学习成果，提高社区居民参与学习的积极性。社区要重视开展活动的途径的多元化，随着科

学技术的发展，网络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学习资源，通过适当增加线上的活动推动学习型社区的建设，

例如通过社区公众号发布一些线上的趣味活动，既满足了社区居民对学习的需求，又更加有利于营造

社区学习氛围。除了学习途径的丰富之外，学习内容的多元性也尤为重要，社区内的老人是社区中最

缺少学习渠道的群体，因此要重视老年人对学习的渴望，开展丰富多彩的适合老年人的教育和活动，

使得老年人能够获得不同方面例如智力、体力以及技能方面的收获，丰富社区文化生活，使社区居民

形成崇尚知识，热爱知识，追求文明的健康的生活观念，创造更加美丽的社区环境。通过社区内学习

氛围的不断建设与提升，有助于构建美丽社区，创造更加宜人的生活环境。社区内人文环境的宜居化

和生活方式的文明化是美丽社区建设的基本要求，美丽社区的根本是人的发展，是以人民为中心，提

升社区居民的归属感与满意度。因此，着力提高社区内学习氛围与公共环境建设对于激发社区活力与

创造力，打造和谐的美丽社区具有重要意义。 
总而言之，美丽社区的构建不仅有利于新时代下做好社区服务管理工作，推进天津市社区建设，

更加落实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是基层社会管理的一项重要创新举措。本文基于社区居民视角，

对天津市北辰区美丽社区建设进行调研分析，以社区为单位，从社区居民满意度出发，尊重社区居民

的主体性。研究依据调查数据对美丽社区和非美丽社区“自治参与”、“管理服务”、“环境生活”

三个维度的居民满意度展开对比分析，发现非美丽社区较美丽社区仍有一定差距，而美丽社区较之存

在着显著优势，尤其是“管理手段现代化”“办事服务便捷化”以及“人文环境宜居化”总体成果显

著，居民的满意度较高。但是美丽社区建设仍然存在一些短板与不足，主要体现在“社区民主决策”

“评价机制”“社会组织组建”“宠物豢养”和“学习氛围”等二级指标上，居民对其实际满意度较

低。对此，本文着重将居民对这些方面满意度评分低的可能原因进行剖析，并根据调研数据所体现的

美丽社区建设中存在的“缺点”与“困境”提出了一些改进措施，希望能够为天津市“美丽社区”建

设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形成具有一定推广价值的有关“美丽社区”建设的调查分析指标和相关政

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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