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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社区治理的好坏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和谐稳定。本文以重庆市T社
区为例，采用访谈法和观察法等方法，对社区中“居民–社会组织–政府”之间的交换关系进行研究，

通过“组织–激励–行为”的分析框架对交换关系进行研究，从“内在酬赏”和“外在酬赏”的角度对

社区治理过程中参与度低、治理混乱、政府效率低等方面的问题进行分析，发现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

社区居民对社区认同感较低、社会组织资源短缺以及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政府责任意识不强和专业人

才发展收到限制，并据此提出了促进居民参与社区治理、增强社会组织参与意愿、提高政府治理效率以

及培养和引进人才的社区治理优化路径，多方努力共同推动社区治理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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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munity governanc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social governance, and the quality of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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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ance directly affects social harmony and stability. Taking T community in Chongqing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studies the exchange relationship among “residents-social organizations-govern- 
ment” in the community by means of interviews and observation, and studies the exchange rela-
tionship through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organization-incentive-behavior”, and analyzes the 
problems of low participation, chaotic governance and low government efficiency in the process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internal reward” and “external reward”. It is 
found that the causes of these problems are the low sense of community identity of community 
residents, the shortage of social organization resources, the imperfection of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the weak sense of government responsibility and the restrictions on the develop-
ment of professional talents. Based on this, the optimization path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is 
put forward to promote residents’ participation in community governance, enhance the wil-
lingness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to participate,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government governance, 
and cultivate and introduce talents, so as to jointly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community go-
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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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

[1]。在我国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社区治理关系到国家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变革和基层社会

民主的实现[2]。在中共中央国务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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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此背景下，本文通过案例分析法、访谈法和观察法对重庆市 T 社区治理的现状进行研究，

发现社区治理过程中的问题，并据此提出相应的针对性建议。 

2. 理论视角与分析框架 

社会交换理论认为人类的社会活动均可视为交换行为，并在利益互惠的基础上形成交换关系，即一

方向另一方提供了帮助、支持，使得对方有了回报的义务，但无法预测对方的回报行为，因此这种交换

关系具有不确定性和风险，只有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发展为长期的交换关系。而社区治理具

体表现为居民与政府、居民与社会组织、社会组织与政府之间的互动及“交换”，基于社会交换理论，

借鉴组织学中关于组织通过制定相应激励机制来诱发组织成员采取与组织目标相一致行为的基本命题，

构建“组织–激励–行为”分析框架[4]。而社区治理可以看作“居民–社会组织–政府”之间的互动与

交换，而影响社会交换关系的因素分为以下两方面：外在酬赏和内在酬赏。外在酬赏包括货币、商品和

服务等因素，内在酬赏包括爱、尊敬、荣誉和职务等因素。外在酬赏通过资金支持、物资支持等方式构

成交换关系的物质基础，内在酬赏通过尊敬、认同以及荣誉等方式满足交换主体的自我实现需求，激发

交换主体的内生动力。在交换过程中实际上是社会期望与报酬进行比较的一个循环过程[5]，如果与期望

相符则继续进行社会交换，进而促进社区治理的长期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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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庆市 T 社区治理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重庆市 T 社区虽然在社区治理方面取得了比较优秀的成绩，但是其在社区治理过程中仍面临着不少

会影响治理成效的问题。 

3.1. 社区居民参与率低 

在 T 社区治理初期，社区的影响力比较少，许多社区居民都不参与社区组织的活动，并且社区居民

对居委会认可度比较低，许多时候都不听从社区的指挥，只关心自己的事情，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不

高。例如在 2005 年左右，社区居民大都处于失业状态，他们的重心都在找工作上面，而社区工作人员当

时上门征求意见时，几乎没有居民给他们开门，对于社区下达的清理垃圾和整改背景小巷的通知也没有

居民理会，依旧我行我素，因此导致当时的社区一直处于混乱无人管的状态之中，成为当时远近闻名的

“问题小区”。除此之外，社区参与的主体也比较单一，大都是离退休老人，选多中青年群体都只顾着

忙自己工作的事情很少参与到社区治理的过程当中，并且不少居民反映他们向社区所提出的问题不能得

到及时有效的回复，因此他们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也在慢慢下降。 

3.2. 社会组织参与效果不佳 

社会组织作为社区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社区治理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6]。但是在

T 社区，出现了某项公共事务无社会组织参与或者多个社会组织竞争参与一项公共事务的情况，例如在

2014 年的时候，当时社区成立了自治管理委员会，并且想要把社区的巡逻安保事务外包出去，但是当时

并没有社会组织愿意承接这一公共事务，一方面是因为社区报价相对市场价格较低，另一方面对当时的

社会组织来说，它们手里可以利用的资源比较少，不足以支撑它们承接这一事务。除此之外，社会组织

参与社区治理相关事务时还会出现社区居民和政府工作人员对社会组织不信任的情况，但是社区治理需

要多方合作协同治理，这种不信任的情况会使得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效率低下，打击它们参与社区

治理的积极性，进而使得它们参与社区治理的意愿逐渐降低。 

3.3. 政府治理效率低下 

街道办事处作为基层治理的主体，其在对 T 社区进行治理的过程中，治理的手段较为单一，大部分

是通过行政手段对社区进行治理，并且街道办事处推进社区治理进程较为缓慢，存在形式主义和官僚主

义，处理社区治理相关问题存在踢皮球现象，极大地降低了社区治理效率。例如在 2006 年左右，当时的

社区基本上处于一种无人管的状态，街道部门在处理社区相关问题时总是以上级的命令为主，不管多么

小的事情都要层层上报，缺乏主观能动性，并且信息的层层传达也花费了不少时间，因此基层政府在处

理社区相关事务时所花费的时间比较多，效率也很低。正是由于政府处理事务的效率比较低，居民的许

多诉求也得不到满足，因此在 2005 年 10 月左右部分社区居民还参与了抗议活动，最后与政府达成协议

后才停止。在后面几年的时间里，基层政府在处理社区事务时仍然会出现左右推诿的现象，影响政府治

理效率。 

3.4. 社区专业人才缺失 

通过对 T 社区进行调研发现，社区工作人员大多不是社工相关专业出身，在工作初期较难适应到社

区治理当中，理论知识有所欠缺。而社工专业人才大部分都是在 T 社区工作一段时间后就离开了，社区

内部的专业人才数量一直处于紧缺状态。例如在 2015 年到 2018 年期间，曾经有几名社工专业人才在社

区工作，工作能力也得到了社区领导和社区居民的一致好评，但是他们在社区工作一两年之后都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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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是为了积累基层工作经验为考公务员做准备，有的是想进一步提升学历参加研究生考试去了，还有

的是就职到其他工资更高待遇更好的公司，专业人才流失率比较高。而社区的其他工作人员大多是社区

内部住户，处理社区公共事务时相较专业人员有一定差异。 

4. 社区治理问题的主要成因 

4.1. 社区居民对社区认同感较低 

从理性经济人的角度来看，社区居民较多关注个人利益并且注重物质方面的回报，对社区参与缺乏

利益关联和心理认同。社区居委会组织相关活动时更多时候是执行上级的命令，而较少从社区居民的角

度考虑问题，因此导致社区居民对社区认同感较低。除此之外，从社会交换的视角来看，社区居民较多

关注外在酬赏，即货币、商品和服务等外在物质回报，对内在酬赏的依赖程度较低，当社区居民的需求

得到满足并且得到相应的物质回报时，例如社区环境的改善、社区路面的修缮、停车场的改建以及消防

设施的改造等这些社区居民能够真实感受到的变化，他们对社区的信任程度和认同感就会增加，进而促

进下一次社会交换，达到一个长期稳定的社会交换过程。 

4.2. 社会组织资源短缺以及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 

社区组织的发展离不开相应政策的支持，但是目前我国关于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相关法律法规

不够细化，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社会组织的发展，而由于缺乏相应的规范，因此会出现多个社会组织共

同竞争参与一项公共事务等混乱情况。除此之外，部分社会组织自身筹集资源能力有限，不能很好地承

接相应的公共事务，需要政府的支持，而社会组织资源短缺的情况会导致某项公共事务无社会组织参与

情况的发生。从社会交换的视角来看，社会组织不仅关注外在酬赏同时也在意爱、尊敬、荣誉和职务等

内在酬赏，外在酬赏能够弥补资源短缺的问题，而内在酬赏会激发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内在动力，

使得社会组织与社区居民和政府之间的社会交换能够长期稳定进行。 

4.3. 政府责任意识不强 

在社区治理的过程中，政府作为决策者，其作出的每个决定都影响着社区治理的发展进程。而在 T
社区的发展过程当中，基层政府的组织观念较为薄弱，公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不高，责任意识不强，在

处理社区公共事务时互相推诿责任，并且问题和政令的层层传递耗费了大量时间，因此导致基层政府处

理相应社区事务时效率低下。从社会交换的角度来看，作为政府工作人员，其更多关注的是爱、尊敬、

荣誉和职务等内在酬赏而不是外在酬赏，特别是荣誉和职务方面，这关乎着他们的政绩，影响着他们的

政治前途，而社区居民对基层政府不作为的评价会使他们的名誉受损，让政府工作人员晋升缓慢，使得

基层政府的期望与他们所得到的报酬不相符，影响社会交换的正常进行。 

4.4. 专业人才发展受限 

T 社区工作人员的工资主要是由上级街道部门发放，并且工资水平在 3000 元左右。而社工相关专业

人才即使在社区工作时间再长，受限其工作的特殊性，其往上晋升的机会也较少，并且社工相关专业人

才在社区工作所获得的薪资较低，不足以支撑其生活需要。不管是从个人需要的角度还是未来发展的角

度来说，专业人才在社区的工作时间都不会太长。从社会交换的角度来看，专业人才不仅在意物质方面

的外在酬赏，也在意精神层面的内在酬赏，社工专业人才在社区工作时其所得到的薪资以及个人的发展

空间都不能满足他们的期望，因此大部分社工专业人才都只是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就离开了，专业人才

与社区之间不能形成一个可持续的社会交换过程。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3.1212948


翟亚豪 
 

 

DOI: 10.12677/ass.2023.1212948 6961 社会科学前沿 
 

5. 社区治理的优化路径 

5.1. 促进居民参与社区治理 

对社区居民可以强化“外在酬赏”为主、“内在酬赏”为辅的激励方式，激发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

理的积极性和热情。首先，从货币、商品、服务等方面强化社区居民与政府及社会组织的利益关系，例

如货币奖励、商品兑换、特定服务等，使居民感受到参与社区治理是可以得到具体回报的，有效地激发

居民的参与意愿和动力。其次，每周固定时间邀请居民参与社区座谈会，听取他们对于社区建设的意见

和建议，做到广听民意，并且及时将意见和建议处理结果告知居民，做到事事有回应，使居民的参与感

与被尊重感得到重视，进一步增强他们参与社区治理的动力。除此之外，要加强社区道路的修缮、燃气

管道的铺设、体育公园的修建以及社区适老化的改造等民生工程，让社区居民切实感受到社区的进步和

变化，使他们意识到社区治理不仅仅是政府和社会组织的事情，更是与他们的个人利益息息相关，激发

他们参与社区治理的内在动力。通过上述方式增强社区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使他们更加认同

和依赖社区[7]。当居民对社区的期望与他们的所得相符时，他们会更加愿意参与社区的治理，并且与社

会组织和政府形成稳定的社会交换关系。 

5.2. 增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意愿 

对社会组织采取“外在酬赏”与“内在酬赏”同时强化的激励方式。完善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

相关法律法规，细化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实施方案，规范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行为，避免出现

社会组织之间恶意竞争的情况，确保它们能够在一个公平、有序的环境中竞争和合作。通过政府政策和

资金等方面的支持解决社会组织资源短缺的问题，促进社会组织的发展，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提供

明确的指导和保障。同时，加大对社会组织的宣传力度，政府作为主管部门可以在其官网上对社会组织

进行适当宣传，而社会组织本身也可以定时地举办一些公益性的活动或者讲座，与社区居民建立更紧密

的联系，为了提高居民的参与度，可以采取一些“送鸡蛋、送礼品”等实际惠民的方式。并且对于行动

困难的社区居民，社会组织可以提供上门服务，这样不仅能够满足居民的实际需求，还能够加强居民对

社会组织的认可和信赖[8]。通过多种方式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优势，增强社会组织参与社

区治理的意愿，推动社会组织与社区居民和政府形成稳定的社会交换关系。 

5.3. 提高政府参与社区治理效率 

强化“内在酬赏”为主、“外在酬赏”为辅的激励方式，激发政府工作人员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

和热情。以上级领导与社会的关注与认可等方式激发政府工作人员的内生动力，社区居民可以通过送锦

旗、广泛宣传等方式提高相关工作人员的知名度，让他们感到自己的工作被重视和认可，从而增强政府

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并且要定时举办党风建设活动，加强政府工作人员责任意识，巩固政府工作人

员组织观念，强化政府工作人员为人民服务的观念，这样政府工作人员会更加自觉地投入到社区治理工

作中，积极为社区居民解决实际问题。此外，还可以借助大数据等科技手段提高社区治理效率，优化社

区治理流程。通过网格员的形式及时发现社区治理问题并加以解决，做到有问题及时上报，问题处理公

正公平公开，问题处理流程透明化，问题处理结果及时反馈给相关人员，以便他们了解工作进展和成效。

同时，还可以通过加强监督的方式强化社区治理质量，除了舆论监督以外，社区居民作为社区治理的主

体要加强监督意识，积极参与社区治理的监督工作。通过以上方式可以有效地激发政府工作人员参与社

区治理的积极性，加强他们与社区居民和社会组织之间的联系，提升社区治理的质量和效率。 

5.4. 培养和引进人才 

对于人才也要采用“外在酬赏”与“内在酬赏”同时强化的激励方式。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发掘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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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本土人才，建立社区人才库，通过培训提高相关人员的工作能力和专业技能，鼓励优秀大学生返乡参

与到家乡建设当中，给予他们一定的经济和政策支持，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此外，对于想提高自己学

历的工作人员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缓解他们的经济压力，鼓励他们读农业类、管理类和经济类等在职

硕士，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方便他们未来更好地开展工作。另一方面，要加强外来专业人才引进，为

他们提供有竞争力的薪资待遇和良好的晋升通道，激发外来专业人才的工作积极性，增强他们的工作定

力。建立健全人才发展保障机制和激励机制，确保外来专业人才能够在社区稳定、安心地工作。同时，

还需要加强社区与外来专业人才的联系，社区领导要经常与专业人才沟通，了解他们的需求和困难，为

他们提供必要的帮助和支持。社区居民也要常与专业人才联系，对于专业人才的付出要表示感谢，让他

们感受到社区的温暖和关怀。这样可以增强外来专业人才的幸福感和归属感，充分发挥外来专业人才的

主观能动性，为社区治理注入新的生机活力。 

6. 结束语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社区治理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和多样化。为了更好地理

解这些治理问题，本文通过社会交换理论对 Z 社区的治理现状进行了深入剖析。这种理论视角有助于我

们更清晰地认识社区内各主体间的互动关系，特别是他们之间的社会交换关系。在社区治理的实践中，

政府、社会组织和社区居民是三大核心主体。他们之间的合作与互动，直接影响了社区治理的效果和居

民的生活质量，本文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对这三大主体在社区治理中的角色和现状进行了探索。

针对当前的治理现状，提出了促进居民参与社区治理、增强社会组织参与意愿、提高政府治理效率以及

培养和引进人才的社区治理优化路径，通过这些措施可以有效地加强政府、社会组织和社区居民之间的

社会交换关系，使各方的需求得到满足，资源得到合理分配，从而提升社区治理的整体效率和质量。同

时，这些优化路径也为未来社区治理的现代化提供了一定的参考意义，为构建和谐、有序的社区环境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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