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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性、创造性是影响社区治理的重要因素。随着新型

社区大量涌现，社区居民素质参差不齐，部分居民易忽

视社区本质属性，缺乏集体归属感，整体建设参与度不

高。其次，社区居民委员会是社区建设的直接管理者，

部分政府部门过度干预委员会工作，其承担过多行政性

事务，给工作正常开展带来很大阻碍。再次，社区内部

的企事业单位是社区治理的重要参与者。驻扎社区的企

事业单位社会责任感缺失，对社区内部人员就业、基础

设施建设等问题缺乏道德援助。

（四）社区治理要素“片面化”影响社区治理持续力

社 区 治 理 与 社 会 治 理 双 向 互 动 ， 相 辅 相 成 。 一 方

面，社区治理成效显著能够有效助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另一方面，社会治理现代化，也能够为社区

治理提供更多的资金、技术、人员支持。当前我国社会

力量与社区治理缺乏有效衔接，社会支持力度有待进一

步深化，解决问题途径有待进一步扩大。第一，社区工

作难度大，任务多，基层党员干部工作压力大，人员支

持力度不足。第二，社区依靠居委会所办经济单位基本

不能满足发展需要，政府拨款是社区获得经费的主要来

源。受各方面压力影响，上级部门对社区治理资金支持

力度有限，社区资金紧张。由于基层工作繁杂琐碎，强度

大、难度大，缺乏必要的物质奖励和精神激励，基层单位

往往出现留不住人的情况，社区工作人员流失严重。

（五）党建创新机制僵化影响社区治理效率

新型社区大量涌现，传统社区治理机制暴露出多种

治理难题，影响社区治理效率。首先是社区治理机制，

主要是政府机构与社区组织的关系。传统的治理模式使

得政府机构与社区组织之间程序混乱，两者权责关系没

有明确界限，不能管、不敢管问题屡见不鲜，失职渎职

现象频发，居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大大降低。其次是

社区治理手段。现代信息技术突飞猛进背景下，“信息

孤岛”现象仍然存在，数据共享深度不够，信息与技术

无法与社区服务形成有效对接。基层事务繁多复杂，社

区内部信息互通存在障碍，部门信息条块化，数据链条

无法形成，综合性问题集合信息具有较大时间差，“信

息无交流，群众累断腿”偶有发生，严重阻碍社区有效

发展。

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科学路径

“党建引领与基层治理是一种互动、耦合的关系；

党建逻辑是如何提升组织力，在方向、价值、示范上着

力，治理逻辑则是善治、效能。”[3]从基层党建与社区治

理的吻合性入手，积极探索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科

学路径，打造形式多样的有益探索——党组织嵌入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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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基层党建与社区治理的吻合性入手，积极探索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科学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