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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需求，采用数据分析、理论分析、经验分析的方式，

对需求做进一步精细化分类，从而助力城市公共服务结构

性 变 革 ， 在 精 准 服 务 和 主 动 服 务 方 面 提 升 城 市 治 理 的 效

率。

3、城市治理的便民化需要通过智慧治理实现

凭借云平台拓宽民众事务办理渠道、咨询路径和社会

化参与范围，通过政务对话形成智慧政务，促进多元主体

协同共治治理格局的形成，使城市治理更加便民化。

“ 政 务 对 话 ” 是 一 个 系 统 性 问 题 ， 并 不 仅 仅 是 要 发

展信息技术，或者让极简审批在产业园区落地这么简单，

要实现政务服务的现代化，不但要具备可以强势渗透到基

层的电子政务系统这种基础性技术条件，还要推动“放管

服”改革、包容审慎监管、政务环境改善等一系列配套措

施，从而实现“政务为民”的初衷。云平台发展的方向是

线上线下共同推进，届时，其作用不再仅仅是迅速行使审

批权，而是在此基础上通过政务对话形成智慧政务，将群

众 的 需 求 在 “ 云 端 ” 聚 集 ， 形 成 一 个 虚 拟 的 政 策 研 究 中

心，通过政务大数据进阶从而实现智慧政务。这意味着政

务云能对现有不完善的程序作进一步优化，对合理的新需

求通过制度创新予以解决，将切实为群众提供最大程度的

便利。

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要善于创新城市
管理手段、管理模式、管理理念

城 市 治 理 现 代 化 需 要 不 断 创 新 ， 如 果 领 导 干 部 有 多

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不愿创新，城市治理现代化变革

就可能不成功，领导干部只有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才能

让城市治理的管理手段、管理模式、管理理念不断得到优

化，城市治理变革才能更加符合群众的需求。

1、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要创新管理手段

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人口的增多，城市治理要摒弃

成为全能政府治理，应想方设法提高社会自我约束力以实

现良性运行。城市治理的过程中，在职能分配上，应合理

安排行政职能，避免职责交叉、重复、脱节，要实现扁平

化管理；在执行过程中，应建立协调机制，及时处理不协

调的状况，强调执行主体的主动性，分阶段及时总结，必

要时调整策略。

城市治理正向着更高水平的现代化发展，其治理决策

有举足轻重的推动作用，因此，应建立科学的决策程序。

一项重大措施的出台，必须具有科学性、广泛性、民主性

的出台程序，超前预测和布局可能出现的问题。如果决策

仅依靠领导干部制定，可能保证了实施的可行性，但难以

保证政策的科学性。因此，还需要依靠政府部门以外的咨

询机构，充分发挥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的作用，保证研究的

独立性、充分性、科学性。

2、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要创新管理模式

西 方 国 家 在 二 战 以 后 受 凯 恩 斯 理 论 的 影 响 ， 大 规 模

建设福利社会，政府成为万能政府，这种管理模式造成了

“政府失灵”的局面。新公共管理理论产生后，西方国家

在不同程度上尝试了重新确立政府与市场、社会、民众之

间 的 关 系 ， 试 图 以 此 解 决 各 种 社 会 矛 盾 。 当 代 西 方 公 共

管理理论强调公众至上和市场化取向，体现了一种超政治

性，不可否认，这种政府的再造有其必要性，但是，公共

管理不能作为直接进行政治统治的工具，而应加强公民的

主体意识并要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中国传统政治中的臣民

文化对现代公民的影响较深，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群众的

主体意识。

通过政府的持续努力，群众的主体意识、现代政治意

识有了很大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不能仅仅满足于群众主

体意识和政治意识的提升，还需要实现群众政治参与的现

代化、民意表达的现代化、知情权的现代化、监督行政行

为的现代化。现代化的管理模式应使群众意识到自己是国

家的主人，需要承担起社会责任，要以主人翁精神参与到

城市治理之中。

3、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要创新管理理念

马克思认为：“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

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这种社会职能时

才能持续下去。”[3]换言之，执政党存在的基础应当是服务

于人民，执政党只有加强服务能力才能受到人民的拥护。

领 导 干 部 作 为 城 市 治 理 政 策 的 执 行 者 ， 要 摒 弃 官 本 位 意

识，改变行政管理、公共管理就是管制的想法，创新管理

理念，加强服务意识，坚决依法行政而不是依人行政，树

立有限政府的治理思想，把全局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置于

首要位置。

创新管理理念需要从服务对象和自身入手，推进“只

管不治”变革为“共建共享共治”，一方面需要与群众平

等交流，了解群众的需求，增强群众对政府的认同；另一

方面需要加强领导干部的能力素养培训，提高其服务群众

的本领，才能使各项治理政策落实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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