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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4年以前，赵毅旭先生是一名基础教育行政管理者，他说“我的理想是做一名专家型的教育工
作者”。
2004年以后，赵毅旭先生成为一名活跃在市、县、乡机关的基层干部，主动开始接触系统的公共管理
学知识，用他的话说就是“为了做一名勤于思考的基层干部”。
于是，我便与这位“勤于思考的基层干部”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
　　2008年3月，在我讲授的公共管理学进行课堂互动讨论时，赵毅旭在小组发言中介绍了“社区成员
主体”和“社区治理主体”两个概念，让人耳目一新。
他认为，在现今的城市化进程中，作为城市基本社会单元的社区，其成员已经不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
的户籍居民，而应当包括在社区这个区域时空范围内生活和工作中存在的一切个体：户籍居民、辖区
单位、流动人口和那些与社区发生关系的所有组织和个人。
正是因为成员主体的多元化认识，由此衍生了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发展。
传统的以一级小政府形态出现的社区组织已经不能完全实现社区治理这一任务，需要更多社区治理主
体的广泛参与，比如辖区单位、社会组织、社团活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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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4年以前，赵毅旭先生是一名基础教育行政管理者，他说“我的理想是做一名专家型的教育工
作者”。
2004年以后，赵毅旭先生成为一名活跃在市、县、乡机关的基层干部，主动开始接触系统的公共管理
学知识，用他的话说就是“为了做一名勤于思考的基层干部”。
于是，我便与这位“勤于思考的基层干部”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
　　2008年3月，在我讲授的公共管理学进行课堂互动讨论时，赵毅旭在小组发言中介绍了“社区成员
主体”和“社区治理主体”两个概念，让人耳目一新。
他认为，在现今的城市化进程中，作为城市基本社会单元的社区，其成员已经不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
的户籍居民，而应当包括在社区这个区域时空范围内生活和工作中存在的一切个体：户籍居民、辖区
单位、流动人口和那些与社区发生关系的所有组织和个人。
正是因为成员主体的多元化认识，由此衍生了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发展。
传统的以一级小政府形态出现的社区组织已经不能完全实现社区治理这一任务，需要更多社区治理主
体的广泛参与，比如辖区单位、社会组织、社团活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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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毅旭，男，教育学硕士。
先后从事过中学教师、政府秘书、乡镇干部、党务工作者等工作。
长期从事乡村教育和基层政权组织建设实践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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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国的城市社区治理是在政府推动下出现，并不断探索和发展的。
1986年民政部倡导在城市基层开展社区服务，社区服务和其他工作得以快速发展。
1991年民政部提出社区建设的概念，社区建设从而进人一个全方位建设的新阶段。
1999年民政部开展“全国社区建设试验区”的试点工作，200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向全
国转发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社区建设从此向全国铺开。
200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了《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街道社区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
》。
近几年来，中央组织部和民政部先后多次召开街道社区建设工作会议，努力推动社区建设工作的开展
。
从近年来的一些实践概况来看，我国的城市社区治理还有广阔的实践空间，主要体现出两个特点：一
是城市社区治理高度依附于国家在基层的政权组织（主要是指街道和相关职能部门），但城市社区治
理的首要特点应当是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的互动，而不是政府的“一统天下”。
二是城市社区治理的“由上而下、由内到外”的推进过程，体现出明显的政府主导的“家长制”特点
，大众参与的民主性成分不足，很多政治参与行为都是动员型的，缺少自觉、自愿、自动。
　　基于对上述观点的分析和理解，我们认为，城市社区治理就是指在一定的城市地域范围内由政府
与城市社区组织（党组织、自治组织等）与其他社会组织、辖区单位、社区居民等，基于市场原则、
公共利益和社区认同，协调合作，有效供给社区公共物品，满足社区各方需求，共同管理社区公共事
务，推进社区持续发展，优化社区秩序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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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面对样一名勤于思考的基层干部，我很认可他的治学精神，也很认可他的务实作风，同时也很认
可他的这部实践探索与研究成果。
所以，我愿意向从事公共管理特别是社区治理研究的学者、向从事基层组织建设与发展的基层干部推
荐这本书，相信这本书一定能给大家一些思考启发和工作参考。
　　——中共四川省委党校教授 杨静光　　以文献综述、实践综述、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式，把自己
从事和思考这项工作_的读书笔记、分析理解、思考判断和实践成果梳理和汇总起来，向大家介绍一
些极有价值的工作实践式理论视点，力求能帮助厘清一些争议观点，理出一些可以操作的实践路径来
。
　　——城市社区治理基层工作者 赵毅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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