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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文化的城市社区关系型治理模式与机制研究

张再生，牛晓东
( 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天津 300072)

摘 要: 受东方文化的影响，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具有关系型治理的特点，研究构建东方文化的城市社区关系型治理

模式与机制意义重大。运用文献查询法归纳出关系型治理的时代内涵及其文化特征，提炼出东方文化下城市社区

关系型治理的特点，通过深度访谈、专家咨询和归纳法等方法，提出构建城市社区关系型治理的共生模式、机制和

相关对策，化解城市社区管理矛盾和冲突，提升管理效率和效果，为提升城市社区管理水平提供有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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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是城市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加强社区治理

有利于促进城市社会和谐，推动城市全面平稳发展，满

足城市基层民众多元需求，增进人民生活质量。党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治理理论上升为国家治国理政基本

理论，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社会科学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关系型治理作为治理理论在公司治理

中的具体运用，发展较为成熟。它主要是为不具有从

属关系的相互独立组织之间的合作与交易提供一套约

束和抑制机制，在该机制下，各方依靠关系规范来指导

和协调合作和交易行为，避免投机行为的发生［1］。城

市社区治理更为贴近城市民生，直接面对城市基层多

元需求，因而其创新备受关注，也是当前我国城市社会

管理创新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关系型治理的引入，

为城市社区管理创新开辟了一条新路径。城市社区关

系型治理的确立有利于促进社会管理创新向纵深发

展，有助于提升城市社区管理质量和效率，有利于营造

和谐发展的良好社会氛围，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

意义。

一、关系型治理的文化特点与作用

1． 关系型治理

治理在经济领域用于指导企业间的关系，它原本

有两种类型: 市场治理和层级治理。但两者都存在着

依赖动力的薄弱性。前者仅仅依靠市场力量，缺乏持

续合作所需要的稳定性。后者仅仅依靠行政命令，在

实践中往往也不好用［2］。关系型治理是介于两者之

间的一种形式，通过共同制定计划目标和共同讨论问

题解决方案等形式，使各方在长期的持续性合作过程

中实现自我控制与自我约束，以降低投机风险。从文

化视角审视关系型治理，可以发现其具有共同参与、平
等沟通、柔性约束和自我驱动等主要特征。

在关系型治理被学界广泛重视之后，对其大规模

的研究在经济管理领域也随之展开。包括关系型治理

在经济管理特定领域内的构建和应用研究，如 Ｒoath，

Miller 和 Cavusgil 将关系型治理运用到对海外分销商

关系的治理中［3］。关系型治理在应用过程中作用和

表现 的 研 究，如 Ferguson ，Michèle Paulin ，Kathrin
Mslein 和 Christina Müller 对关系型治理中生物技术公

司合作伙伴表现的研究［4］。我国学者对关系型治理

的研究当前也大多集中在经济管理领域，研究主题包

括模式研究，如孙晓华、秦川通过对美、欧、日汽车产业

进行研究，探讨基于共生理论的产业链纵向关系治

理［5］。关系型治理影响因素研究，如董维维、庄贵军

以营销渠道中制造商与经销商关系为研究对象，分析

了几种因素对关系型治理的影响［6］。当前国内外对于

关系型治理在社会管理领域内的应用研究并不多见。
2． 东方文化与关系型治理共生的实现

有效的社会管理离不开社会文化的引领与指导，

在社会管理创新过程中，文化的影响与作用更不应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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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视［7］。东方文化由于人们对“东方”的界定不同而

产生差异，此外，文化在人类社会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

也会呈现出不同的样貌和内涵。［8］本文所指的东方文

化是古代和中世纪的中国文化，在这一文化中儒学和

中国传统文化居于主导地位。
通过对已有研究的总结，以中国文化为代表的东

方文化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具有较强的道德责任感，讲

求诚信，重义轻利; 二是注重群体意识，强调国家、社会

和民族共同体; 三是人际关系的管理更加灵活婉转，注

重人情、面子等的运用; 四是注重人本理念，重人心、人
才、人和; 五是注重方法与规律的应用，讲求实事求是;

六是处理事务具有较强的计划性、导向性，重谋略，讲

目标; 七是注重结果的圆满，精益求精; 八是具有基于

过去的“时间哲学”［9-10］。
共生最早出现在生物学研究中，指不同属种凭借

某种联系生活在一起，实现共同生存、共同演化的关

系，也被称作“互利共生”［11］。当前，“共生”这一概念

已经在产业发展、城市建设等社会科学领域得到了运

用。在该领域，共生更多地体现出两者之间“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的发展关系。文化本就形成、积累和发

展于人类社会的历史演进之中，作为社会生活重要内

容之一的社会管理自然会对文化产生影响。本文主要

关注于东方文化与关系型治理的结合，在社会管理中

发挥作用。从关系型治理特征和东方文化的特点可以

看出，两者可以实现有机共生，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东方文化中强调计划性与导向性，以目标为起点

的关系型治理有了存在的前提，对完成目标的渴望使

得关系型治理中各方对共同目标的实现更具有一致

性; 第二，东方文化对处事规律和方法的注重以及对实

事求是的强调使得关系型治理中共同目标和处理方法

的平等协商更严谨、客观、科学、务实，有助于为关系型

治理提供扎实目标基础; 第三，东方文化中的群体意识

使得关系型治理所追求的共同目标更容易形成，较强

的群体意识容易使得合作各方有强烈的意愿建立关

系，形成共同体; 第四，东方文化中对人际关系、诚信、
人本理念的强调使得关系型治理中的关系基础具有天

然性，民众的利益得到充分重视，平等关系易于形成，

增强了关系型治理的效力; 第五，东方文化“基于过

去”的时间哲学较为注重传统与历史，这为良好关系

型治理的持续性和稳定性提供了保证。基于以上 5
点，可以实现东方文化与关系型治理共生，形成东方文

化下的城市社区关系型治理。
3． 东方文化下城市社区关系型治理的特点与作用

关系型治理要成功应用于中国城市社区治理，应

当首先对存在于东方文化之下的关系型治理特点进行

梳理与认知，为未来关系型治理在社会管理中发挥作

用打下基础。在对关系型治理和东方文化的特点进行

总结，并提出二者可以共生的基础上，归纳东方文化下

的城市社区关系型治理应当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以“以人为本”为基本理念。维护人民利

益，尊重人民权力，满足人民需求，获取人民认同。城

市基层关系型治理的根本目标是维护人民利益，完善

民生品质; 在治理主体构成上将公民纳入，注重人才资

源的使用和公民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第二，以关系规范作为合作基础。在城市社区关

系型治理中，各治理主体通过利益、人情等要素建立良

好的关系作为合作治理的基础。
第三，以“规范与情理并举”为基本思路。长久以

来我国社会一直秉持用道德规范社会，以“合情合理”
作为衡量社会行为是非的主要标准，以“人治”作为社

会管理的唯一方式，这在中国相当漫长的历史上发挥

过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在更为严谨的“法制”社会中，

“合法合规”成为了概念上唯一的“是非”标准。由于

东方文化中“合情合理”的行为更容易为人们所认可，

因而在关系型治理中需要坚持“规范与情理并举”。
第四，以“共同行动”为基本方式。多方平等参与

是治理的本质内容，因而在这其中各方关系的管理尤

为重要。在合作治理过程中，参与各方地位平等地共

同制定目标和行动方案，尊重各方在城市社区治理过

程中的多元需求，以此来构建稳定的适合长期合作治

理的牢固关系。
第五，以创新和科技为发展动力。面对着多变的

治理环境，城市社区关系型治理需要不断加强自身机

制和模式的创新，增强开放性，丰富其内涵，应对实际

工作的需要，发挥更大的作用。在进行治理过程中，需

要运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加强合作治理各方的高效沟

通，在不断交流中密切各方关系，为治理提供良好的合

作氛围和更为紧密的关系基础，从而强化合作各方对

于所构建的关系型治理体系的认同，提高治理效率。
东方文化下的城市社区关系型治理结合了关系型

治理和东方文化的优点，这也就决定了其作用必然不

可忽视。它开辟了城市社会管理创新的新路径; 基于

关系的自发建立，提高管理稳定性; 可以明确管理目

标，提高管理认可度; 可以整合各方利益，提高管理

效率。

二、东方文化下城市社区关系型治理共生

模式与机制构建

城市社区关系型治理由于涉及到诸多社会行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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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参与，其顺利展开需要有明确的模式与程序，以克

服当前管理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关系型治理中的目标

导向、多方平等参与、柔性关系连接方式等要素，为城

市社区关系型治理模式的构建提供了清晰的框架，而

鲜明的东方文化特点和治理的本质内涵为该模式的运

行提供了有针对性的策略和机制。在此基础上，提出

了基于东方文化的城市社区关系型治理的共生模式

( 见图 1) 。该模式由共生基础、共生平台、共生主体、
共生策略以及共生机制构成，在此基础上衍生出多种

具有地方特色的实践模式，作为该共生模式的外延。
该模式以城市社区作为服务对象，以“地缘”、“业

缘”关系为治理基础，以包含社会组织和企业等经济

组织在内的社会力量为基层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之一，旨在解决当前城市社区管理中存在的部分问题。

图 1 东方文化的城市社区关系型治理共生模式

1． 共生基点

分析当前我国城市社区管理存在的诸多问题，有

相当一部分来自于管理主体的目标不一致，利益不统

一，情感难接受，造成了在管理实践中时常出现不可调

和的矛盾，导致城市社区管理陷入困境。相比农村基

层社会管理而言，这种矛盾由于不具有显著的血缘、传
统、习俗等历史因素，因而具备了通过一定方式实现目

标共生的可能性。在城市社区关系型治理中，各方可

以利用平等协商方式，在对社会管理项目的管理目标、
利益分割等方面进行充分讨论，紧紧抓住“目标 － 利

益 － 情感”这一共生基点，即以社区的和谐安定为根

本目标，以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为根本利益，顾及各方

情感接受程度，在情感理性整合的前提下，将各方治理

主体和利益群体紧密联系在一起，努力实现共同行动。
2． 共生主体

在社会治理语境下，关系型治理主体的结构和性

质发生了变化，但他们在目标和利益上仍具有相当程

度的一致性。这里的治理主体包括基层政府、社会力

量和公民个体。这里的社会力量包括了社会中存在的

正式的社会组织和以企业为代表的经济组织。基层政

府是指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一级的政府，以及政府的派

出机构街道办事处。这里的基层政府是广义的基层政

府，包括同级党组织。在这三者中，基层政府由于其系

统性无疑在资源方面具有先天优势。在开展关系型治

理过程中，其有义务帮助和扶持其他各方有效参与到

该体系中来。社会组织这些年来在我国有了长足的发

展，与此同时也仍然存在许多突出问题［12］。但这并不

妨碍社会组织作为城市社区关系型治理的主要参与主

体之一。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我国公民的自身素质

不断得到提高，在城市社区关系型治理中，其作用应该

得到重视。人民群众不仅是社会管理的参与者，更是

社会管理的对象和受益者，在关系型治理中，公民的角

色 更 为 重 要，成 为 了 治 理 成 功 与 否 的 关 键 因 素

之一［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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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践中，以下几个共生关系需要予以充分重视:

一是城市基层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共生，城市基层政府

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应当更加清晰明确，在扶持社会组

织发展的同时，保证社会组织独立发挥作用; 二是城市

基层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共生，城市基层政府应当主动

加强与民众的交流与联系，倾听民众真实声音，考虑民

众多元需求，将普通公民纳入城市社区治理决策的制

定和行动实施中来，以此来保障人民的根本权益，提高

行政效率; 三是城市基层政府部门之间的共生，各部门

之间既要明确职责，又应相互配合，以政府作为一个有

机整体的视角审视自身行为; 四是社会组织与企业等

其他社会力量之间的共生，彼此之间应加强业务合作，

充实社会组织各类发展资源，扩大企业等其他社会力

量的无形资本，互利共赢; 五是公民需求之间的共生，

多元需求在同一时空的存在必然会产生分歧与冲突，

有效的协商力求实现最大限度地回应甚至满足多样需

求，维护民众的整体利益。
3． 共生平台

多主体参与下的社区治理要想实现目标和行为联

动，需要有交流和共享各种相关信息的渠道。这种交

流与共享体现在两个层面，即目标原则协商和具体行

为联动，因而需要两个平台加以实现。一是信息交流

决策平台。该平台构建的意义在于体系各方在实现各

方面信息共享的基础上，就希望实现的预期目标、期望

取得的预期利益进行充分的沟通与交流，在情感交流

与实质内容协商的基础上找出各方目标的公共区域，

并以此制定行动方案和总体规划，指导城市社区治理

活动。二是事务处理协商平台。行动方案和总体规划

制定之后，当遇到突发事件或问题，或者遇到了矛盾和

冲突时，也需要有一个平台供各方讨论具体事件的解

决方案，该平台功能就在于此。相比与第一个平台而

言，这个平台不具有决策功能，更多地是对具体问题寻

求快速有效的解决方案，确保关系型治理过程的顺利

进行。
4． 共生策略

第一，法理并举策略。在法治社会中，法律是衡量

是非的唯一标准，但在社会治理中，尤其是在东方文化

的背景下，治理还应当充分考虑“情”与“理”，即对于

“合法”但“不合情理”的事情，应充分考虑到其社会的

认可度，避免由此带来的社会矛盾的产生。
第二，人情并重策略。在社会治理中，不仅要以人

为本，充分重视人的利益，还要重视“情感”的存在。
在东方文化下，情感在关系型治理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应当充分利用中国文化特有的“人情”与“面子”因素

强化对治理中各行为主体的约束与 规 范，作 为“目

标 － 利益 － 情感”纽带的辅助加固关系型治理中的各

种“情感关系”。
第三，网络构建策略。这里的网络构建，一方面是

指参与治理各方之间建立普遍联系，另一方面，同一主

体的不同层级之间，不同主体的不同层级之间也都需

要建立普遍的联系，最终形成打破局部权力层级的关

系型治理体系。
第四，共同参与策略。这里的共同参与包括 5 个

方面: 情感认知的共同协调、目标制定的共同参与、利
益实现的共同协商、解决方案的共同设计、治理结果的

共同评估。只有在关系型治理的主要环节上实现共同

参与，才能自发消除内部歧见，保证行动的一致性。
5． 共生机制

社会管理机制创新是社会管理创新的核心。［14］城

市社区关系型治理需要有具体的机制以明确其实现

路径。
( 1) 管理运行机制。多方参与下的管理需要有明

确的管理运行机制以保障模式的正常运作。在该模式

中，应坚持一方主导、多方共管、联席协作、立体反馈的

管理运行机制。一方主导即政府应主动利用其自身优

势为城市社区关系型治理模式的运作提供必需条件和

平台，引导和组织各方参与社区关系型治理; 多方共管

强调社区治理不再是基层政府一方之责，各方均要主

动参与; 联席协作即以关系为基础，实现社区治理的全

程共同参与; 立体反馈即打破层级束缚，以平等地位实

现网格化交流与合作。该机制为诸共生机制之基础，

在实践中发挥引领和指导性作用。
( 2) 关系协调机制。关系协调包括确定共同目标

与化解矛盾分歧两个部分。通过在关系型治理中各方

利益的协商，找出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并转化为共

同目标，以此来保证各方均能够按照对整体有利的方

向行动，实现有效的城市社区关系型治理。在关系型

治理各方协商过程中，难免会出现观点立场不一致，甚

至一时难以解决的情况。在治理进行过程中，同样也

会出现各种纠纷。关系协调机制的建立，一方面可以

尽可能地将关系型治理过程中各方面出现的矛盾及时

化解，另一方面可以防止由于自身利益受到暂时损害

而丧失继续维持合作关系意愿的情况发生。
( 3) 共同参与机制。城市社区关系型治理作为一

种多方参与的共同治理，其关系既是共同参与的基础，

也需要共同参与来维持。此外，多方参与使得治理行

为的敏捷性和统一性也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明显制约。
这就需要建立共同参与机制，实现情感交流、目标制

定、利益协商、方案设计、结果评估等方面的共同参与，

对于常态性的基层事务和突发性的社区事件做到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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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以提升基层关系型治理效率。
( 4) 信息沟通机制。各方在实践中对具体的社会

治理行为期待往往会有差异，尤其是在目标、过程、结
果等方面均会有不同的认知。此外，多方共同治理也

必须要有充分的信息交流才能实现有效配合。信息沟

通机制建立的意义就在于保障各方及时充分的信息交

流，避免由此带来的理解失误和行动偏差。
( 5) 权益保障机制。城市社区关系型治理强调各

参与主体的平等性，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各主体由于在

规模、发育程度、资源掌握程度、自身能力等方面存在

着显著的差异，因而在关系型治理开展过程中对于自

身利益的保护能力有所不同。在城市社区关系型治理

中，需要对社会组织的独立性予以维护，通过制度规范

监督保障社会组织活动的独立客观; 需要对公民行使

合法权力的能力予以保护，保证公民的利益诉求得到

应有的尊重。
6． 具有地方特色的多样化模式

由共生基点、平台、主体、策略和机制所组成的体

系构成了基于东方文化的中国城市基层关系型治理的

基本共生模式。但由于社会管理与当地社会文化和社

会发展水平息息相关，因而具体的模式不应该拘泥于

一种普遍情形，而是针对当地实际情况建立起具有当

地特色的基层模式。比如在较为偏远的地区，社会组

织发展薄弱，还无法承担城市社区管理责任; 又如公民

基本素质偏低，或者人口结构具有地区特点等，需要按

照具体情况对现有基本模式进行修改和补充完善，以

此来保证城市社区治理目标的实现。

三、促进城市社区关系型治理发展的对策

与建议

1． 以共生基点打造“三位一体”的治理参与体系

在关系型治理中，共同的利益和目标是维系治理

稳定的基础。在构建城市基层关系型治理模式过程

中，应牢牢把握共生基点，将基层政府、社会力量和公

民个体的利益与目标紧紧联系在一起。如厦门市思明

区镇海社区，原本是一个无物业小区，长期的脏乱差和

治安事件的时有发生使得小区民众怨声载道。2013
年 6 月，厦门开展“美丽厦门，共同缔造”的活动，在当

地政府的引导下，民居自主选楼长，参与小区管理，民

主决议小区大事，实现了小区奇迹般的转变［15］。这一

事例就是将 政 府 与 公 民 目 标 和 利 益 一 体 化 的 较 好

例证。
2． 利用共生平台和策略构筑治理联系网络

共生平台和策略的宗旨在于打破组织与层级之间

的界限，实现关系型治理当事人直接、及时、充分的交

流，以此来化解可能出现的冲突和矛盾，以利于社会治

理工作的开展和各方行动的统一。在具体工作方面，

第一，可以完善现有的沟通与交流方式，保证各方交流

的顺畅性。比如健全信访制度。第二，开辟新的沟通

与交流渠道，增强政府与社会各界的联系。比如可以

运用网络平台推动“民声墙”项目、强化政务平台建设

等。此外，还可以在辖区内设立政民交流点，加强政府

与民众的面对面交流; 可以建立常态化的基层关系型

治理联席会议制度，实现治理主体各方定期面对面的

直接交流。
3． 依据共生机制完善治理工作

共生机制是城市社区关系型治理的必要保证，因

而各地在实践过程中应充分重视机制的健全性。关系

型治理的基点是目标和利益的统一，因此应当从关系

协调机制出发，通过联合决策委员会等形式保障各方

利益尤其是涉及到百姓的利益得到妥善的维护; 在这

一过程中，难免会出现矛盾与冲突，可以由居委会组织

设立社区调解委员会等机构，缓解甚至化解存在的矛

盾和冲突，保证各方仍旧有强烈的意愿参与到关系型

治理中来; 有效实现目标等各方面的统一，需要有充分

的信息沟通机制，通过联席会议等形式，增进彼此认知

和认同; 尽管有共生基点的存在，但仍不能保证各方行

为的一致性，这时就需要有权益保障机制，通过设立监

督委员会，制定监督处罚规定等形式，对各方权益实施

有效保障，确保各方行为的稳定性; 在此基础上，通过

共同参与机制，建立起常态化的社区事务联合工作办

公室，实现各方全程共同参与，实现共同目标。
4． 运用多种方式发展特色关系型治理实践

由于社会文化的支持度、社会组织的发展水平以

及人民群众参与意愿的差异，不同地区可以结合自身

实际为自己“量身定做”适合本地社会文化特点的关

系型治理实践。但无论何种具体形式，其宗旨依旧是

发展群众力量参与城市社区治理，依靠多元关系支撑

社会治理。只有群众的力量得以释放，社会治理才会

向更为合理的方向发展，因为群众本身是社会治理的

最大受益者［16］。在实践过程中，要注意对蕴藏在参与

各方之间的共同目标和相互关系的发掘，以此来建立

多种形式的联系，为城市社区关系型治理的开展打下

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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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search on Model and Mechanisms of China's Urban Community
Ｒelational Governance Based on Oriental Culture

Zhang Zaisheng，Niu Xiaodong
( College of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Tianjin University，Tianjin 300072，China)

Abstract: Because of the influence of oriental culture，China's urban community governance has the characteristic of rela-
tional governance． It is significant to research on the building of the model and mechanisms of China's urban community re-
lational governance． The thesis sums up the time connotation and cultural features of the relational governance and extracts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community relational governance under the oriental culture by analyzing literatures． In addition，the
thesis puts forward the mutualistic model and mechanisms of urban community relational governance and its relevant coun-
termeasures by interview，expert consultation，induction and so on． The thesis aims at reconciling conflicts in urban com-
munity management，promoting the efficiency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management，and providing useful enlightenment for
enhancing the level of urban community governance．
Keywords: oriental culture; urban community; relational governance; mutualistic mode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