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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 成 自 治 合 力 ， 能 够 增 强 居 民 的 归 属 感 和 自 主 参 与 意

识，推动社区形成强动员力和行动力，形成联系紧密、

相互认同的高凝聚力社区。

（三）行动依托：微项目

微项目基于社区居民的微心愿产生，是微心愿最终

实现的行动依托。微项目是社区客观条件、居民需求等

因素的决策结果，体现了协商互动特征。微治理以项目

形式满足社区居民微心愿，治理目标具体、参与主体明

确。微项目是微心愿的集中表达，也是评估治理效能的

关键点。目标是否回应了居民需求、征集过程是否广泛

征求了民意、项目的设计和实施是否合理，都影响微项

目民主性、微治理的持续推进。微心愿最终落地成为微

项目，需要微组织发挥作用，但是微组织成员的情感和

行为倾向的差异化，影响着微项目的形成动因、具体内

容和最终效能。

社区微治理的实践限度

微治理在提高居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增强居

民自治能力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但是，受既有行政主

导的社会管理制度、社区居民自治意识薄弱等影响，在

实践中面临诸多局限。

（一）微治理自身存在多重矛盾

传 统 社 区 治 理 行 政 色 彩 明 显 ， 由 公 权 力 统 一 为 社

区居民提供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

发展，社区结构异质性和复杂化程度提升，个人需要和

选择日趋差异化和多元化，对社区基层治理提出更高要

求，旧治理传统和新治理要求存在现实矛盾。但是，赋

予居民过度的权力会导致治理无序，而过多行政干预会

制约社区自组织发展，陷入“再行政化”困境，自治与

行政的失衡会导致社区公共事务治理效率低下。微治理

为“自治”和“他治”提供了衔接路径。与传统“行政

主导”的社区治理不同，微治理强调“居民主导”。以

微心愿的方式满足多元化、个性化的公共服务需求，弥

补政府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以微组织的自治组织形式推

动居民参与社区微项目，提升居民主人翁意识。

但是，微治理依然存在“自治”与“他治”的结构

性冲突。首先，微治理尚处于发展起步阶段，需要政府

积极引导和支持。但是，一旦行政权力过度介入，居民

自治力量极易再次形成行政依赖，居委会也会主动收集

居民意愿并推动微项目落地，微治理最终陷入形式化困

境。其次，微组织成员之间存在利益冲突。虽然微组织

扩大了个人参与在集体决策中的作用，但是，当微治理

成员拥有更多决策能力、出现权力或利益冲突，并且缺

少行政力量干涉，每个成员利益都会被放大，微治理不

再具有治理有效性。

（二）微组织的治理有限性

微 组 织 是 在 小 范 围 内 具 有 情 感 共 识 、 共 同 利 益 的

居民，基于对社区治理需求所产生微心愿而形成的小规

模自治组织。居民对与生活密切相关的事务更有参与兴

趣，个人利益重合产生公共利益，进而提高居民对社区

公共事务的关注度，更易产生社区自治行为。微组织负

责微项目的设计、论证、实施等各个环节，需要组织成

员投入时间和精力，虽然微治理强调“居民主导”，关

注并解决居民需求，与居民利益密切相关，但是，受居

民素质和社区基本情况的影响，居民精力不足、动力不

足，自治小组成员的流动性大，大部分社区自治力量处

于沉寂状态，居民参与不充分。微组织往往是个别热心

居民联结其周边相熟的居民组成，很难辐射到更广范围

的居民群体。

（三）微项目的多重局限性

微项目受政策、社区居民素质等因素影响，任一变

化都会影响微项目的发起和实施，项目结果也会出现差

异。新政策是传统基层治理的重要导向，而随着个体意

识觉醒，基层自治力量不断发展，社区治理内容更多围

绕居民的异质化需求，微项目呈现多元化特征。微项目

的发起具有一定的特殊性，特别是在缺少政府行政引导

下，需要一位或者几位极具公共意识和热情的居民提出

并发挥领头羊作用，推动微项目产生。

社区微治理的优化路径

（一）党建引领提高治理效能

明 确 政 府 角 色 定 位 ， 赋 予 居 民 一 定 自 主 权 。 强 化

党建引领，发挥党组织优势，平衡政府和居民之间的利

益冲突，实现政社互动的良性协作。发挥党员先锋模范

作用，建立党员联系居民的关系纽带，收集居民的意见

和需求，将社区居民的主观诉求汇集成微心愿。完善在

职党员社区报到制度，鼓励党员带头领取并完成社区微

心愿项目，开展公益服务活动；宣传党的路线和方针政

策，吸纳更多社区居民共同参与微治理。利用好社区社

会组织资源，构建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居民、物业公

司、单位团体多元联动的党建联盟队伍，为微项目实施

筹集资源，为长效管理提供支持。

（二）培育社区内部自治精神

以文化人推进自治。社区文化具有潜移默化作用，

能够将社区治理推向更深层次、更广范围。引导居民构

建熟人社区，鼓励微组织吸纳社区内有较大影响力的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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