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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做到“利为民所谋”。

（三）组织维度：着眼功能界定、资源协调、组织

嵌入进行组织整合

严密的组织体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优势与力量所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持续整顿软弱涣散基层

党组织，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有效实现党的领导的坚

强战斗堡垒”。[10]

首先，应实现组织功能的界定。从治理的实际过程

中看，正是党的功能作用发挥的边界模糊频繁导致“错

位”“越位”“缺位”现象的出现。故首先应进行党组

织功能作用的界定，明确社区党组织应在社区政治性事

务中发挥主体作用，从事政策宣传、思想教育、统筹协

调等工作；在行政性事务中发挥嵌入作用，辅助信息采

集、事务监管等公共管理工作；在社会性事务中发挥引

导作用，促进邻里和睦并推动社区内部社会资本的产生

与发展。

其 次 ， 应 实 现 组 织 资 源 的 协 调 。 科 层 制 结 构 惯 性

下，基层治理体系普遍存在着条条矛盾、条块矛盾和层

级矛盾，而党组织能够利用其治理核心的地位充分协调

整合组织资源，缓和各类主体矛盾，凝聚各方力量并形

成治理合力。

再次，应实现组织体系的嵌入。党组织的整合不仅

需要内向的功能与资源的整合，还需要外向的组织扩展

与嵌入。嵌入对象既可以横向扩展到社区内的新社会组

织、新经济组织等主体，也可以纵向嵌入社区下辖的居

民小区，实行“小区党建”。推动党组织体系扩展与嵌

入更多主体，既有利于缓解“行动困境”，也有利于规

范协调社区内集体组织的行动模式。

（四）技术维度：着眼目标锚点、要素机制、内在

逻辑进行技术整合

技术治理适应了社区治理的精细化、智能化需求，

已成为了社区治理的新发展方向。

首 先 ， 技 术 整 合 应 锚 定 “ 技 术 驱 动 党 建 工 作 ” 与

“技术驱动社区治理”的结合展开。一方面，技术驱动

党建工作以“智慧党建”为宗旨，通过搭建党建管理平

台，将主题党日、党费收缴等党务工作移至线上，有效

避免原有工作中的数据造假、重复操作等问题，实现了

社区党组织工作的规范化，实现了数字技术逻辑对传统

工作逻辑的覆盖；另一方面，技术驱动社区治理旨在通

过 提 升 社 区 治 理 的 智 能 化 水 平 ， 进 一 步 提 高 生 活 便 利

性、治安稳定性、关系融洽性并最终形成社区的善治，

并通过建设社区的综合便民服务平台、推广各类便民政

务APP等技术手段增进公共利益。

其次，在要素机制上，技术整合的核心在于通过发

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科学使用大数据、AI人工智能等新

兴技术实现社区内部的信息资源共享，促进利益表达与

整合。其中，各类终端平台如电脑、智慧大屏等充当窗

口与载体进行信息发布与获取，而数据库资源、平台的

运转维护则充当后台保障，软硬件双管齐下，共同构成

了社区技术治理的基础根基。

再次，在内在逻辑上，应处理好技术治理逻辑与传

统社区工作逻辑的张力，防止新旧逻辑的脱轨。传统社

区工作中，更多的是依靠效率提升、威信树立及人情培

育进行问题的处理与矛盾的化解；而智能技术嵌入社区

治理后，某种程度上消解了传统人际关系对社区治理的

影响，容易导致社区工作者远离群众现象的产生。需注

意技术的应用、变革都是以维护人的价值、增进公共利

益为根本目标的，技术的嵌入不应妨碍个人的自由，也

不应损害公共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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