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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微治理的运行逻辑、实践限度与优化路径
 胡婷婷　杨　平

随着社会结构变化和利益多元化，社会需求更加个性化、差异化。“自上而下”传

统治理中居民参与不足，无法满足人们多元需求，也不利于培养居民主人翁意识。微治

理能够激发社区自治热情、促进多元主体良性互动，实现了基层社区治理的精细化、高

效化。但仍然存在结构性冲突、微组织扩散有限、项目发起特殊性等局限性。为推动微

治理在基层治理进一步发挥作用，提出党建引领提高治理效能、培育社区自治组织、寻

求治理原动力和增长点等优化建议。

随着社会群体异质性增强，社会矛盾和纠纷日益

复杂，单一的政府主体无法满足治理需求变

化，需要释放基层治理活力。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

“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把更多资源下

沉到基层”，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要“健全城乡社

区治理体系，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

状态”。

吸 纳 基 层 力 量 解 决 社 会 治 理 问 题 是 当 前 基 层 治 理

探索的主要方向。“微治理”以项目制方式在社区形成

小规模、有组织的治理集体，促进居民自发解决内部矛

盾、回应社区治理需要，提高自治能力。微治理的治理

单元更加微小、治理主体更灵活，内容更聚焦，能够有

效弥补政府社区公共服务供给“缺位”，回应并解决社

区“真空地带”的治理难题。微治理本质上是基层自主

治 理 ， 个 体 之 间 在 相 近 文 化 驱 动 下 ， 建 立 信 任 合 作 关

系，能够为了维护集体利益自愿组织成小规模的集体并

采取集体行动。

社区微治理的运行逻辑

微治理的“微”指在社区内部通过一定运行机制形

成小规模、有组织的治理集体进而对公共事务进行决策

和管理，通过利益或者情感纽带将居民联系起来形成社

区自治力量，与街道、居委会自上而下的治理相结合，

填补基层社区治理空缺。微治理的运行包括微心愿、微

组织、微项目、微行动等要素。微治理基于政府政策、

社 区 基 本 状 况 （ 基 础 设 施 与 服 务 等 ） 、 居 民 需 求 等 因

素，汇集成微心愿；微心愿催化孕育出由相关心愿者组

成的小规模治理集体——微组织；根据居民最迫切的需

求和所具有的资源条件，确定治理的微项目，并呼吁更

多居民参与微行动，将居民自治扩散到更广范围。微治

理成员协商认同共同目标，达成共识、消除分歧、解决

冲突，合作处理公共事务。

（一）逻辑起点：微心愿

微 心 愿 是 微 治 理 运 行 的 逻 辑 起 点 ， 是 社 区 居 民 多

元需求的体现。微心愿的差异影响着微项目的内容，比

如，居民基于自身对老旧小区基础设施的提升需求，通

过集体协商互动形成最终改造项目；基于对社区日常维

护的需要，组建志愿服务队伍；基于预防、解决基层社

会矛盾的目的，构建密集的治理网络等。微心愿并不是

个人需求，而是一部分人群在特定时间或特定场合下个

体需求的公约需求。公约需求将不同个体通过纽带联结

起来，孕育出能够满足微心愿的微组织。微心愿的汇聚

并不是自然而然产生的，居民的无组织性很难达成一致

行动，需要带动者、发起者的号召和引导。

（二）核心主体：微组织

推行社区微治理，需要社区自治组织。微组织是微

治理的核心主体，能够吸纳居委会、居民、党员、辖区

共建单位、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强调广泛的居民参与

和协商互动。多元主体通过提供资金、动员社区资源、

行政支持、志愿服务等，推动微项目实施，同时提高居

民自治能力和社区整体治理水平。微治理强调自下而上

以居民为主体的治理，具有公约需求的居民是微组织的

重要构成。微组织能够触及居民深层次多元化需要，助

力社区治理力量下沉，激活社区共治自治潜能。微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