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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村社区网格化管理是乡村振兴背景下基层善治与精准治理的一种重要实践,以责任、服务、

共享、协调为核心,具有责任明晰、架构灵活、资源共享等优势,正被越来越多的地方所采纳,并逐步成

为一种新的基层治理模式的基本选择。以黄埭社区网格化管理为研究对象,系统梳理并总结农村基层社

区网格化管理的举措以及取得的成效,同时发现黄埭镇农村社区网格化管理仍然存在着政府运行机制

不完善等问题。为解决黄埭镇农村社区网格化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建议。通过研

究发现国内农村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发展,既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也存在着时代的机遇,期待在不久的将来,

国内的农村社区网格化管理会形成一个全新的、更加成熟稳定的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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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rid management of rural communities is an important practice of grassroots good governance and 

precise governan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With responsibility, service, sharing, and 

coordination as the core, it has the advantages of clear responsibility, flexible structure, and resource sharing. 

It is being adopted by more and more places and gradually becoming a basic choice for a new grassroots 

governance model. Taking the grid management of Huangdai Community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summarizes the measures and achievements of grid management in rural grassroots communities. 

At the same time, it is found that 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with the imperfect government operation 

mechanism in the grid management of rural communities in Huangdai Town. Some practical and feasible 

suggestions have been put forward to solve the problems in grid management of rural communities in 

Huangdai Town. Through research, it has been found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grid management in rural 

communities in China is facing both sever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of the times. It is expected that in 

the near future, grid management in rural communities in China will form a new, more mature and stable 

development pattern. 

[Key words] Huangdai Community; Rural areas; Community grid management; management; Rural gridding 

 

引言 

网格化的实质就是对政府行政执行力量的下放,它是国家

政权在基层民众中的一种延伸,它的最终目标仍然是要实现良

好的社会控制,从社会资本的角度来看[1][2],它具体包含了社区

治理结构的规范化、社区民众参与管理的规范化、社区资本

力量的规范化、社区治理的规范化以及社区服务设施的规范化
[3]。尽管农村网格化管理是在信息技术的支撑下展开的,它可以

实现大规模的信息传递,让人们的实际需要可以被政府看到并

付诸实施。但是,这种管理模式在技术理性主义方面有很大的问

题,在网格中,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信息,在信息流动的时候,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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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确保隐私性,网格管理人员在进行信息采集时,可能会涉及个

人信息的保护问题,由于农村网格化管理牵涉到的方面实在是

太多了,在真正进行管理工作后,通常都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只能够选取一些工作来进行,这就造成了形式主义的盛行,管理

目标的拖延,这种情况下,很容易造成管理手段不当、管理资源

不合理使用等问题[4]。此外,因网格出现泛化现象,不同主体之

间的职责边界不再清晰,使得政府和社会组织、人民之间的交流

出现障碍。 

本文提出了以“多中心”的治理理念为指导,以“多层级”

的治理为总体进行研究的观点,强调除了政府机构之外,农村网

格化管理应该还包括行业协会、企业、社区、居委会、居民以

及其他社会组织,它们都是社区治理的主体。作为社会管理体系

中最基本的“单元格”,社区网格的运作情况与社会矛盾的化解、

社会稳定的发展以及居民的幸福程度有着密切的联系。近年来,

黄埭镇的人口越来越多,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这对黄

埭镇的社区管理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挑战,也是一种巨大的

压力。 

 

图1 多中心理论框架 

1 黄埭社区农村网格化管理的现状 

1.1黄埭镇概述 

黄埭镇,古名春申埭,又名埭川、埭溪,黄埭镇一共有8个社

区从1-9分别为黄埭社区、埭川社区、长径社区、斜桥社区、埭

川社区综合办、潘阳社区、青龙社区、裴圩社区、春申社区。街

道按照“集中管理、就近服务”的原则,以300户左右为标准,

将辖区8个社区划分110个普通网格,包括普通网格38个和专属

网格72个。普通网格指在村、社区居住区域划分的网格,原则上

每个普通网格不超过300户,治安情况复杂的社区和有条件的村,

网格规模编制在200户左右。专属网格指设在园区、商圈市场、

学校、医院及企事业单位内部的网格,由各单位根据工作内容需

要内部划分。 

1.2黄埭社区农村网格化管理举措 

1.2.1黄埭社区农村网格化管理组织框架 

黄埭社区的农村网格化管理组织框架较为清晰,直线制结

构四大类,书记－副书记－委员－党小组,并且构建“社区党委

—小区党支部—楼栋党小组”服务体系,推动党的组织向楼栋延

伸。建立由物业公司负责人、业主委员会成员担任小区党支部

委员的“三位一体”治理模式,同时小区党支部书记兼任物业公

司副总经理,通过“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方式,共同研究协

商、推进落实居民反映难点热点问题,达到小区矛盾纠纷调处化

解的闭环。 

1.2.2平台工作流程 

苏州市相城区黄埭镇,通过对基层服务资源的整合,将农村

网格化管理和数字化治理有机结合,使“一网格”和“一中心”

从65个网格到110个网格,以“全科治理”为前提,推动“精细管

理”,并将最小治理单位细化到最小。 

 

图2 黄埭社区农村网格化管理工作流程 

1.2.3智慧监管机制 

“埭综执”APP,整合城管、环保、应急等条线的监管数据,

设置人员轨迹可查、环保在线监测、整改情况上报等功能,切实

服务于区域综合执法,助力精细化管理。黄埭智慧建设监管平台,

通过科技创新赋能,开启“数字+执法”模式,不断提高执法精准

化水平,提升执法效率。智慧平台打破了数据壁垒,将安全生产

检查数据与区级平台联通,执法人员只需上报一次数据,即可实

现区镇两级平台共享,实现共研共判。 

2 研究设计 

2.1研究模型 

本文主要使用了系统模型 

 

图3 系统模型 

本文主要研究黄埭镇网格化的政策的制定是由网格员、居

民、上级政府的压力输入并且提出要求与支持通过政府内部的

政治系统的转换,将管理政策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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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问卷设计 

本文数据主要通过设计问卷调查来进行农村网格化管理调

查,问卷调查题型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居民个人基本信息调

研,其中包括性别、年龄、学历、三个题项。第二部为居民在社

区中得到的服务质量感受调查,包括巡查率、问题解决率、秩序

服务、公共服务、绿化服务等。问卷采用李克特五分值量表,1

代表非常不满意,2代表不满意,3代表一般,4代表满意,5代表非

常满意。 

2.3研究样本 

考虑到黄埭镇的情况,笔者采用问卷调查方式收集数据资

料,在调查中综合考量不同小区的不同年龄阶段,抽取黄埭镇各

小区100社区住户,对其居住情况进行走访,主要了解具体社区

农村网格化管理的现状与问题获得一线资料,找出其中的问题

并分析出具体原因,为解决问题提供更多思路和方法。 

3 实证分析 

3.1频数分析 

表1  频数分析 

频数分析结果

名称 选项 频数　 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1.您的性别：

男 43 43 43

女 57 57 100

2.您的年龄段：

29岁以下 8 5 100

30-49岁 8 8 95

50-59岁 50 50 87

60岁及以上 37 37 37

3.您的最高学历

初中及以下 4 4 4

高中(或职高、中专) 31 31 35

大专 32 32 67

本科 25 25 92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8 8 100

合计 100 100 100

 

从上表可知：从1.您的性别：来看,样本中有超过五成的样

本为“女”。以及男样本的比例是43.00%。从2.您的年龄段：来

看,样本中有超过五成的样本为“30-49岁”。以及29岁以下样本

的比例是37.00%。3.您的最高学历分布来看,样本大部分为“大

专”,共有32.0个,占比为32.00%。还有31.00%的样本为高中(或

职高、中专)。 

3.2信度分析 

表2  信度分析 

项数 样本量 Cronbach α系数　

13 100 0.888

 

从上表可知：信度系数值为0.888,大于0.8,因而说明研究

数据信度质量高,可用于进一步分析。 

3.3效度分析 

表3  效度分析 

KMO 和 Bartlett 的检验

KMO值 0.904

Bartlett 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453.716

df 78

p 值 0

 

 

从上表可知：我们使用KMO和Bartlett检验进行效度验证：

KMO值0.904,KMO值大于0.8,研究数据非常适合提取信息(从侧

面反映出效度很好)。效度分析的效度研究用于分析研究项是否

合理,具有意义。 

4 优化黄埭社区农村网格化管理的对策 

4.1优化政府农村网格化管理 

加快转变政府角色找准职能定位。加速政府角色的转换,

找到正确的功能定位,实现政社分开,进一步明确行政部门的专

业管理、街道办的综合管理、社区和网格的综合服务的责任。十

八大之后,城市网格的工作重点从“管理”向“服务”的转变,

在以往“全权政府”思想的影响下,行政权力已经渗透到了基

层,社区治理呈现明显的行政化趋势,社区对政府的依赖性太

强,很难从自己的权力中解脱出来,这就造成了社区自治和农

村网格化管理的不足[5]。开展与社区网格服务内容相关的党员

活动。将线上和线下两种方式结合起来,提升人民对农村网格

化管理服务的认可度,才能更好地解决人民面临的问题[6]。线

上利用黄埭智慧城市平台,积极打通党员先锋服务大众的广

泛渠道,列出清晰的上传服务,如民生服务类、政策讲解类、

环境卫生保护类民众仅需要在平台上提出疑问与诉求,党员

们可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对民众的疑问进行答疑解惑,线下

党员不定时举办活动深入到人民的生活和生产之中,对人民

提出的问题展开解答。 

4.2加强智慧信息平台建设 

加大政府对社区的资金投入力度。一是政府应加大对基层

社区的经费投入,以社区服务工作绩效考核作为经费投入标准,

实行差异化拨款,以此激励基层社区更好地投身于社区服务管

理[7]。二是强调政策上的投入,如通过税收和财政等方面的优惠

政策,将社会资本引入到社区建设中来,并加以扶持；三是强化

社区“造血”能力,探讨在社区内构建以低偿服务为主,有偿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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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与免费服务相结合的新型服务模式,以开展社会有偿服务、开

展文化活动等方式,盘活社区内的闲置资产,拓宽社区经费来

源[8]。形成多元互动合作网络要以社区为基础,强化网格管理,

需要多方面的合作和参与,推动其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4.3健全网格队伍管理体系 

完善选拔任用机制。通过政府开展公益服务,遴选出一批受

过良好教育、熟练使用计算机、具有良好文字和语言表达能力

的年轻人,筛选出的农村网格化管理人才需要社区后备干部、机

关、事业单位、快递、外卖、物业等具有一定了解,通过科学适

当地筛选,并将其留下来,切实解决好“能上”却不能上、薪酬

偏低等难题。规范社区网格员队伍培训制度,要把提升社区网格

员的整体素质和工作业务能力作为主要目的,建立起一套与黄

埭社区相适应的培训体系,对社区网格员开展定期的培训,每周

或者每月都要定期召开经验交流会,对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经

验进行讨论,从而提升解决各类问题的能力[9][10]。 

5 总结 

网格化管理是新时代下基层善治与精准化治理的一项重要

实践,它以责任、服务、共享、协调为其核心内容,具备职责清

晰、架构灵活、资源共享等优势,正在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各个

地区,这也是建新型基层治理模式的基本选择。以黄埭社区网格

化管理为研究对象具体提出适用于黄埭镇基层社区网格化管理

的可行性建议如优化政府网格化管理,开展与社区网格服务的

管理工作,加大对智慧信息平台的投入等通过对黄埭镇基层社

区网格化管理问题与对策研究,发现国内网格化管理的发展,既

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也存在着时代的机遇。期待在不久的将来,

国内的基层社区网格化管理会形成一个全新的、更加成熟稳定

的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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