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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实现社区治理是 目前我国社区管理的发展方向。社区治理意味着社区多元治理主体的出现和社区居民的 自我管 

理与公共事务参与，它的前提是公民意识的提高。本文通过梳理公民意识在社区治理 中的作用与表现以及分析 由于公 

民意识缺乏造成的社 区治理问题，说明提高公民意识在我国社 区治理中的迫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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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治理中的公民意识 

治理理论的兴起与市场的失效和国家的不足相关。‘(、?台理’范畴是 

政治学、社会学、城啊学广泛使用的概念。学者俞可 F认为，治理有四 

个特征：治理不是一一整套规则，也不是一利话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 

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凋；治删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 

不是一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口／社区治理的精神是“自 

治”，地方政府不会用它的“公权力”压迫基层社区执行命令，其他各方 

也各司-jgI,~,。 社区治理的主要特征是多元主体的参与，除了街道力 葬 

处作为政府的代表外，还包括居民、居民委员会(社区唯—合法自治组 

织)、社区非营利组织(也称社区中介组织)以及业主委员会等主体的参 

与。显然，公E 参与是社区治理实现的主要特征，而社区居民是否具有 

公民意识，实现从居民到公民的转变，是实现公民参与的重要前提，对 

社区治理的实现意义重大 

1．公民与居民的区别与联系 

公民作为—刊 政治身份，分为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两利一范式。公 

民的共和主义范式历史悠久，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 ，其 型的特征是强 

调共和国先于个体，公民具有道德特征等。自由主义范式公民始于西 

力-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并逐渐扩展到全球的每一个角落。它强调个人 

权利的至上性，认为权利的目标在于保障个人自由等。嘲无论哪种范 

式，公民都是国家 社会的框架下的概念，所以，公民的政治权利 

主体责任是公民不同于封建社会臣民的特征。尽管我国《宪法》第 33 

条对公民’作出了如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 

等，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 

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但在实际的公民角色活动中，长期 

以来受传统鼢 向更多的是对公民义务的强渊，而公民权利相对弱化，对 

公民权利侵犯的各类事件屡见不鲜。而且在我们日常各种表述中，只 

见居民不见公民，公民与居民看似—字之差，但在实际使用中却有很大 

的不同和影响。 

在目前中国的社区治理中，强调“公民”的提法并不是无稽之谈。 

在国家社会主义的传统下，公民社会几乎不存在，公共管理等同于国家 

管理，居民是被管理的对象，居民的权利更多是消极地被给予而不是积 

极地争取。随着社会j三 订场经济的成熟和公共管理体制的转变，公 

共管理向公共f g发展，但公共治理尤其是社区治理不成熟的最大根 

源是公民参与缺失与不足。因此，在社区治理中强涮居民以外的“公 

民”身份很有必有。居民是一盘敞沙的，公民则是有组织的有主体意识 

的个体，以组织l，j 内、法 卅№构、协阿曲 拄 亍理性公共参与盼个c#。 

2公民意识的构成 

作为公民，除了宪法和法律的形式规定外，其人格特征是公民角 

色扮演的内在动力。根据社会学的人格定义，呵以这样定义公民人格 

特征：是公民涉及一切公民行为时的稳定心删特征，即公民意识，包括 

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 

(1)主体意识。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阐述了人的“私 

人，’与‘公人，’的双重身份(“̂ 分：： 公人和私人的这种二重化”)以及“私 

权利”与“公权利”的双重权利。公民即‘ ．人 ’，是参与社会政治共同体 

nf@-'i国家公 扛务的人，是“政治人”，他们参与国家事务的政治权 

利即公权利，这种公民 黾同政治共同体相结合的权利，其内容是“参 

加这个共同体，而且是参加政治共同体，参加国家。这些权利属于政治 

自由范畴，属于公民权利的润畴”。_4】从马克思的‘公民”、‘公民权利”阐 

述可以推导出，公民的主体意识就是公民听具有的“公权利”意识，具体 

表现为参与国家事务与公共事务的主体成员感、社会责任感。在西方， 

受以洛克为代表的自然法思想影响，公民与国家的契约关系思想已深 

入 制度理念。但在中国，受几千年封建制度的影响以及新中 

国成立以来的国家社会主义的 刹影响，公民的主体意识还非常缺乏． 

时下发生的种种事件都可以说明对公民主体意识的教育非常必要： 

主体意识是公民意识的基础。 

(1)权利意识。公民的权利意识指公民的政治权利意识。由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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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的政治权利，包括思想信仰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出版、游行 

示威自由、对政府的选举权、批评权、控告权及其他监督权，等等。 一政 

治权利意识即指公民对这些权利内涵的认识和如何行使的认识。权 

利意识提公民意识的具馋：体现。 

公民意识不仅是公民的人格特征，还是公民维护自身人权的思想 

武器。在现实生活中．人权是具体的，琐碎的，需要动用多种方式去争 

取、-~gtP、协商，公民意识是采取这些理陛方式的理念来源。 

二、公民意识在社区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及表现 

1．公民意识在社区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1)公民意识的提高，有利于形成}土区治理的局而。公民意识的提 

商会促进公民社会的发育。社区非营利组织的出现是公民蕾L会彤成 

的体现之一，代表不同利益群体 L区非营利组织以组织化的方式参 

与社区治理与其他治理主体形成多元治埘!上体，实现： ：区治理的合 

作、参与和协f萄_卡』I制；公民意识的提高会( 进居妥会作为我图基层唯一 

合浊的社区自治组织真正实现居民自治；}n甫，一 商品房住宅 的、I 

委会已经显现出了公民l 识的萌芽形成。尤其是北京、上海等发 地 

区的—些业委会运f锄葫 了公民哲 在社 瀚 巾的作『{}。 

北京新天第小区的业委会足 一个比 帕业委会．操体曾多次 

报道。据业委会主任张大宪说，业委会是业主大会的执行机构，自成立 

以来，就成为业委会、物业公司、街道办事处、居蚕会、片警的沟通、f-台， 

一 个月要开好几次会议 通过这种协商机制和民主程序，业委会为小 

区居民做了几件大事，一是和开发商协商．将公椎面 i父益收归为全体 

、i 主所有；二是收回住房维修基金，这在争北京是第⋯家；『三是改造监 

控 旺 程。对业委会和居民的自治热情．张大宪这样解释，“其 班 

在的小区业主是中国正在形成的中产阶级，他们不满足于个人的物质 

需求．更愿意推动社会进步和民主。’ 。i 

(2)公民意识的提高，有利于降低政府的社区治理成本。社区治 

与社区管理十I~I：L的tJ己 在于大 洚低敢肘社 治理成本，㈣这 赖f 

公民意识的提高 社区治理的成本t要包括动员成本、监仔成 J、 

成本、设施成本。由于公民意l j提高，址 民会化 摹： l_ ； 

己的公民义务与责任，积微参与与响膻． 7f；f 、 0 、而 

}羊骶歧府治舶 ‘本。冽如，目前，我国城市址 l：还 j羔癸以政 

府投入与经营为丰，造成由于资金、人力不足而不能开展工作满足 民 

的需求。在美国，非政府组织帮助政f存摆脱对社会事务的具体服务，实 

珊‘小政府、大社会”的管理格局 政府主要通过向非营利组织购买限 

务为居民提供社区服务 在美国，参与}土团已成为公民的主要行为。 

几乎每—任总统都在鼓励志愿组织和行动。1'-39,1年，国会通过“I r辩 

Hoii&y服务法案”，将马丁 ·路德金日定为志愿服务日。 一 

(3)公民意识的提高，有利于促进理性解决城市社 矛盾。E』前， 

商品房业主因维权和开发商、物业公司或其他单位组 发生的摩擦事 

件屡见报端，已成为城市社区的主要问题集中点。一些摩擦甚至升级 

为群体f生事件或暴力事件。据中消协不完全统计，在中消 接到投诉 

介入开发商、物业管理公司和业主三方 百】的纠纷时，近 乙成以上二的业 

主与开发商或物业管理公司的关系已经达到了激化程度，这种激化的 

程度是，在三方之J司只有开发商或者物业管理公司向业主f故出让步才 

可能解决纠纷的比例达到∈；【) 。‘【业主在这种矛盾激化下解决问题的 

成功率较低，—般在∞ ～3O 之间。哪一业主维权成功率低的原因除 

了法律制度不键全和政府执法不到位以外，其他都iffrJ,归结为公民意 

识缺乏所造成，包括岛眨 法律知识为维杈而使用过激行为违法；缺乏组 

织意识维权— 丁独斗处于劣势；缺乏公共责任意识惮于“枪打出头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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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搭便车”；缺乏沟通、f办商、列话意。 汗段单一行 为武断。相反，维权 

成功的案例的原因也主要由于公民意识起很大作用能理比解决问题。 

据报道： 

2．公民意识在扯区治理中的表现 

公民意识簖 t区治理中主要表现为作为社区主体之一一的社区非 

营利组织的形威凇 民X撤 区公 身 的参与、政治参与、维权意识以 

及宽容意识 

公比社会的最大特点戟址 } 』 与传统社会的以血缘、地 

缘、业缘关系结成 会肝俸不旧，公民址 且织是在契约关系基础上 

形成的个体的组织。卡t区 营利 是社区某一·类利益群体或某一 

特征群体为维护自身利益或社区公共利褴自发结成的组织，是社区治 

理的重要主体。5=l有它旧形成 能 让区j 成治理结构。目前在中 

国城市社区贝 社会组织性质的组织主要是业主委员会和社区 

背组织，但 彳丁政府jj导的色彩。 

公民埘社区公共事务的参 体 仡公民对社区公共事务提出意 

! 或建议、参与 ! 建设等等 公 ∞参与叮以有效拓展社区服务、发 

瑶 ￡区 、禁荣tL 义j L、火ftff,：k区 境、加强社区治炙、对仕区的和 

j渚、。 隧  《起刮至芙 ii要的作jlJ。 

公民的欺治参与体现疗剞：区旧政浦遗蕾、 } 活丧达上面 ：赫 L区 

选举中，存在居民对此持冷淡的态度、参 热幢1 商．仃、一种选谁都一 

样的心忽，抱着这洋的心夺点参 j 将导致 自己的权利丧失，影响社 

区的建没。所以．提高公民的政治参与意 积柠士区滔鲤有重要的意义。 

维权意状的键高足公民意识的重要体现，维权是公民结社、参与 

蚋主要动力。目前普遍存在不知侵救、不悔维权的状况。从下面的例 

： 可以看出 ‘叉如何仍 i蒸纽 化。 

00∞年 1O_』{13日．任r州巾东Jii王街通往广东饵人民医院的一一 

个医疗垃圾 ] I'l⋯-i 一张拆迁规划公示，、jI，主们惊讶地发现，自己的 

掰面临被拆迁的威险。经州查．、他t仃1发 面自己居住多年的小区 

要作为公益I划{j地，丽该地 迂补偿远不及该地块∞⋯予褛价。面 

x f述种情 一些业t一发 了“反抓筹焉盟”，升女 茫护自身的合法 

．．． 发生后．一些业主卡}{扳行动，"动员大会．进仃反复扫楼，挨 

揍户张贴眨拆迁资料、收集居R 见州： 亍签 活动．一一些业主代表 

l挞 彳亍上访。与此同fJ1『，利『" ，‘扶 f](j义持。在经历了三个 

的维权活动之后， l矧_斥迁 !il I~-。I T被叫 。“。 

此次拆迂事件的解决，亢分晓叫了 蚋 同利益如何促进公民 

}土垒~幺日．3J．I钔／M 4 4 e J成． 蜕明公民i 诒 E议 }1的关键作用。 

三、公民意识缺乏造成的社区治理问题 

1．社区居民 稚上区的认同度差。归属感不强 

社区的本质特点是居民守型相助的共阿体。处于转型时期的中 

国城市社区，既抛弃了传统街坊和单位杜区的归属感、认同感，又没有 

在新的居住格局中形成契约 、团俸陛的位区认同感。现代社会与传 

统社会的认同感不同之处在丁不是基于地缘和血缘，而是基于同～团 

体的权利性的承认和公民意识中的宽容、多元化意识，所以，习惯于传 

统社会‘单位 、̂”的角色定位，还未形成现代社会“社区人”的角色定位， 

因而对于社区的认同度较低，归属感不强。原因在于：第一，社会资源 

还主要集中于．‘单位”，社区主要吸引下岗、失业群体和老、弱、病、残群 

体。第二，缺乏公民意 能把参卜j社区公共事务看做自己的公民责 

任。第三．政府对社区的攸力下放不够，公民参与没有空间。因此，造 

成的结果是社区民三}三选举雄以进行，居民代表大会难以召开。社区民 

主选举老年人较多，中青年较少；离职人员多，在I {人员少；女性多，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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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少。其次，社区活动被动参与，许多参与活动扦陈 据上级统一部署 

安排的，而 E社区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组织的。社区居民参与可有可 

无，随卷Vf-~~，缺乏制度保障。参与意识淡薄，参与热隋低。 

Z存在社区建设资源缺乏和社区社会资源闲置的矛盾 

社区建没蒂 耍 力̂、物力、财力资源，无论中外，国家财政的收入 

都永远不能满足社会事业发展的需要。福利国家实践的失败表明，单 

靠政府的力量不可能建立起—套可持续的福利国家制度，最好是充分 

发挥第三部门即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同时，西方社区发展的经验还表 

明，仅靠经济手段难以解决社会问题，社区成员的参与是制定和实现社 

会政策目标的因素之一。尽管我国财政对社区的投人已有很大进步， 

但社区建设的资金依然紧张，人员身兼数职。许多居委会存在着这样 

的现象：牌子挂起来了，但工作并未开展。但同时，社区中现有的人力 

资源浪费严重，功能i耋 不能物尽其才。许多居民将多余的精力和时 

间打发在麻将桌 匕。而在美国，据美国全国独立部门1999年的一项调 

查显示，18岁以上的成年人中，将近 56 的人加入了志愿者行列。 

82 的公司捐助志愿者行动计划，26 的公司给予其员工带 芤狄事志 

愿服务工作的时间。 

&社区居民参与理性不足，普遍存在‘‘}苔便车’’心理 

根据公共选择理论，人们总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社区治 

理中，公民参与社区建设时也较多地考虑 自身的利益，与自己利益有 

关，参与热 滴 ，反之贝IJf氐。同时，因为人的有限理性，公民参与社区 

管理时，反映的问题常常带有—定的片面陛，或是提出—些不切实际的 

要求，或是发发牢骚，这些都体现出社区公民参与的功利性较强。此 

外，在社区居民的参与中，多数人都存在“搭便车”的心理，他们认为公 

共利益的增加或减! 不会直接对我个人利益有影响，所以我个人对公 

共利益的奉献既无好处Ⅱ!I=无意义，不如让男『J人去争取权益。正因如此， 

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热隋和质量就会受到影响。 

四、社区治理中有 蚝 养公民意识的探索性霆 义 

L培育社区认同感与归属感是有效培养公民意识的根本 

对社区的认同感与归属感是公民意识中主体意识的来源。认同 

感与归属感一方面来自对邻里的认同，另一方面来自与社区的利益相 

关陛。对邻里自勺认同感是在居民互动中自然形成的，但在商品住宅区 

居民很少像以前的街坊邻居耶样全面的情感互动，更多属于局部的参 

与式互动。然而目前许多社区都缺乏互动场所和居民能够参与的活 

动，多数社区举办的活动属于作秀与社区考评项 目，谈不上居民参与。 

而发达国家与地区政府重视用于居民活动的公共场所的建设。新加 

坡新建的公寓内专门辟出邻里活动中心等公共空间。由此说明，政府 

对建设形成公民意识的社区公共场所负有监管责任。而与社区利益 

的相关性，有待于共同利益的出现与观念的转变。 

笔昔所居住地的附近小区是 Q村拆迁后开发商给村民们建的集 

体回迁住宅区，村集体组织仍然存在’千寸民们原有的社会生态系统也基 

本保留。由于开苤 商将小区大门两侧的临街骑楼卖出开饭店，饭店竟 

然要把污水处理管道和小区中的污水处理池接通，这显然会超过原有 

污水处理设计的负担从而影响小区环境，所以小区中的居民积极行动 

起来共同抵制，两天后饭店的这一侵权行为才得以终止。维权成功的 

，一 是由于居民同属同一村集体，组织成本 

低，能够很 亍动力；二是由于老年居民们以情理服人，以“年老摄 
’

；三是居民f门有—定的法律、维权常识。 

2社区公共精英的出现对公民意识的形成有示范带动作用 

0叫年9月8日，广州《南方 物̂》周刊发表‘ 响中国的公共知识 

分子5O人”，同时提出了公共知识分子的三条标准：第一，具有学术背 

景和专业索质的知识者；第二，进言社会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第 

三，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L1l_社区公共精英类似公共知 

识分子，f ]在社区管理和维权中敢于当“出头鸟”，与公共知识分子不 

同的是，他们不具有专业素质帝片 U道义，他们只是具有 民素养 

的公民。但是他们又与普通公民不同，他们在经济地位上属于中产阶 

级中上层，接受过高等教育，更重要的是他们具有公民素养，包括主体 

意识、守法观念、协商理念、团体精神等。许多小区维权成功的原因都 

有社区公共精英的因素存在，更重要的是，f 门的言行具有示范带动作 

’用，能够影响周围人群。 

＆网络社区是公民意识形成的演习场 

由于网络的普及，网络成为人 门新的沟通平台。而且网络的匿名 

性又契合了现代 希̂望交流但又不愿担负由此增加的人睛成本的需 

要。社区网络正是在这样的现实要求中出现的。从租房、卖房到旧物 

交换，5』邀约兴趣活动到公益活动，社区网络正成为社区居民沟通的重 

要平台，而公民意识 苗 羊的沟通中萌芽成熟。 

著名的社区网北京回龙观社区借助网络，居民们在 20E6年3月， 

回龙观社区网5周年庆典，成功实现481人在顶上红餐厅聚餐，成为社 

区 数̂最多的集体 掀 ’’。2007年 9月，社区论坛里，—个名为“微笑 

墙”的活动温馨 匕演一 为挽救河南来京求医的 11个月大的兔唇宝 

宝浩浩，回龙观居民们热购笑脸。最终，“微笑墙’’筹到了万 沅 捐款， 

用于浩浩的生活及治疗费用。2OO8年 5月，浏 Il大地震岳，网站负责人 

第一时间通过社区网站宣传义卖募捐，总计为灾区群众筹集捐款 

5354~ 82元。回龙观尤为引人注目的还是它的维权行为，著名的“保 

卫绿地’ 救失利后，居民们由维权走向积极参政，参加北京昌平区的 

区 大̂代表I 邑毖人参选，最后，32岁的聂海亮当选为回龙观选区惟一 

的人大代表。对于他的当选，一些学者很兴奋，将之概括为“北京现 

象’’。 

有媒体 苴：‘ 匝业主自荐参选 大̂代表，意味着他们从上访 

到赃 向选举维权，从1弋摹 ——个 、̂到1r 菱—一群 、̂， 本维权到积极参 

政。 ‘聂海亮的当选，应该是中国社区民主与现行民主体制实现的第一 

个对接。’ 埘回龙观社区之所以能借助网络实现社区居民的自组织力、 

对社区的归属感和守望互助、作为公民的志愿服务行为、共同维护公共 

权益以及积极参政，它的关键在于回龙观社区的居民组成性质，主体居 

民属于 一35岁之间的中关村 IT人士及其弛业界的文化水平较高的 

中高收 者̂。f电仃]由网络互动发展为现实互动，公民意识也在这样的 

互动中成长发育。可以预见，网络将成为社区居民互动、组织、参与的 

平台之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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