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程与管理科学
第 6 卷◆第 10 期◆版本 1.0◆2024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705-0637(P) / 2705-0645(O)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130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Science

传统基层治理对现代社会基层治理的启示
刘晓苑

黑龙江大学

DOI：10.12238/ems.v6i10.9306

[摘 要] 基层治理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而传统基层治理模式在漫长的历

史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可以为现代社会基层治理提供有益的启示。本文结合传统基层治理的特点，

分析了其在道德伦理、组织自我管理、人才利用、民间调解、群众参与等方面的优势。结合现代社会基层

治理中存在的传统治理模式失效、基层治理能力不足、社会组织发展不充分、公共参与和民主监督机制不

健全、社会治理创新不足等问题，提出各地要做到民主化、精细化、科学化基层治理，就需要借鉴传统基

层治理的有益经验，积极发挥社会组织作用，重视提升公民素质，提高群众参与度。同时还要完善民主协

商机制，保证信息畅通和有效监督；创新社会治理，提升治理效能。从多个维度出发，推动基层治理的高

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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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rassroots governanc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maintaining social stability and p

romoting social harmony，and the traditional grassroots governance model has accumulated rich

experience in the long historical process，which can provide useful inspiration for modern g

rassroots governance. This article combin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grassroots go

vernance and analyzes its advantages in moral ethics，organizational self-management，talent

utilization，civil mediation，and mass participation. Based on the problems of ineffective tr

aditional governance models，insufficient grassroots governance capabilities，inadequate deve

lopment of social organizations，incomplete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democratic supervision m

echanisms，and insufficient innovation in social governance in modern grassroots governance，

it is proposed that in order to achieve democratic，refined，and scientific grassroots govern

ance in various regions，it is necessary to learn from the beneficial experience of tradition

al grassroots governance，actively play the role of social organizations，attach importance t

o improving citizens' quality，and enhance public participation. At the same time，it is nece

ssary to improve the democratic consultation mechanism to ensure smooth information flow and

effective supervision；Innovate social governance and enhance governance efficiency. Startin

g from multiple dimensions，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Keywords] grassroots governance；Multidimensional comparison；Advantage reference；Innovatio

n-driven development

一、传统基层治理的优势和启示

（一）强调道德伦理和家风家训

在传统社会中，道德规范和家族传承的智慧是维护秩序

和引导个体行为的重要因素，家庭和宗族通过传授和弘扬经

过时间考验的道德理念和家族价值观，培养了成员对社会的

责任感和道德上的自我约束，这对于维持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起到了关键作用。随着社会的现代化，基层治理的结构和居

民的日常生活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然而，道德教育和家庭教

育在塑造公民品质和社会责任方面仍然发挥着核心作用，道

德教育能帮助人们建立正确的价值观，提高道德认识，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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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规范，从而促进个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家庭教育则对

孩子的性格、行为和价值观产生直接影响，对于培养后代的

道德品质和社会责任感具有重要影响。将传统道德伦理观念

与现代治理理念相结合，有利于培养具有良好道德品质和社

会责任感的公民，为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奠定坚实基

础。

（二）社会组织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

传统基层治理中，社会组织如宗族、村落等具有相对独

立的自我管理和服务能力，它们通过内部的规范、制度和文

化传统，对成员进行管理和对公共事务进行处理，形成了一

种有效的基层治理模式，能够快速响应社区成员的需求，解

决纠纷，提供公共服务。进入现代社会，虽然国家机构和正

式的法律体系在基层治理中扮演了更加重要的角色，但传统

的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模式仍然具有借鉴意义。社区治理在

现代社会的实现，关键在于激活和增强社区组织的功能，居

民委员会、社区服务中心、志愿者团体等组织，能够贴近居

民生活，及时捕捉和反映居民的需求，针对实际问题提供定

制化服务，从而提升治理的精准度和效率
[2]
。

（三）重视乡贤和地方精英的作用

在传统乡村社会中，地方乡贤和精英在维护地方秩序和

推动社会发展方面作用明显，他们以高尚的品德、深厚的学

识和杰出的能力，积极参与基层治理和公共事务管理，不仅

在农业、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发挥了引领作用，而且在解

决纠纷、维护治安、扶贫帮困等社会活动中承担了关键责任。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基层治理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各地

区的知识分子和有声望的人士，可以凭借其丰富的社会经验

和专业知识，以及对当地历史文化的深刻理解，能够更有效

地动员社会资源，提高治理效率，为基层治理注入新的活力

和动力，以应对社会转型期的挑战。

（四）有效的民间调解机制

传统社会中的民间调解机制是基于熟人社会和地方习俗

建立起来的一种非正式的解决纠纷方式，通常依赖于社区内

的权威人士，如乡贤、宗族长老等的威望和公正性，以及他

们对当地文化和习俗的深刻理解。而当前社会的法律体系虽

然在日益完善，但法律诉讼往往程序复杂、耗时较长，对于

一些小额纠纷或者邻里矛盾，民间调解机制仍能发挥其灵活、

便捷的优势，以减轻正式法律体系的压力，提高社会矛盾的

解决效率。

（五）注重基层民主和群众参与

传统基层治理中尽管存在等级制度和权威领导，但宗族

会议、村民会议等形式，实际上是一种早期的民主实践，这

些机制允许普通成员参与决策，发表意见，对基层治理的合

法性和有效性起到了积极作用。在现代社会，基层治理体系

更加重视民主参与和群众自治的实践，例如通过选举方式产

生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等基层自治机构，从而推动居民

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鼓励居民参与社区事

务的决策和管理，通过居民会议、议事会等形式，让居民对

社区事务有更多的发言权和监督权
[3]
；推动政府、社区组织、

居民和企业等多方参与社区治理，形成共治格局，共同解决

社区问题等。不难发现，现代社会的基层治理不仅继承了传

统基层治理的民主精神，还结合了现代法治原则和信息技术

的优势，进一步提高了基层治理的质量和水平。

二、现代社会基层治理的挑战和问题

（一）社会结构变迁导致传统治理模式失效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

城市化进程加快，人口流动性加大，社会分层日益明显，利

益诉求多样化。这些变化使得传统的基层治理模式难以适应

新的社会需求。传统的基层治理模式主要依靠行政力量，自

上而下地进行管理，而忽视了基层群众的主体地位和参与意

识。这种模式在新形势下显得僵化、效率低下，难以解决社

会矛盾和问题。

（二）基层治理能力不足

基层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础，但当前我国基层治理能力

不足问题突出。比如，基层治理任务繁重，涉及社会治安、

民生保障、环境保护等多个方面，但基层政府人力、物力、

财力有限，难以满足治理需求；而且部分地区基层干部队伍

素质参差不齐，部分干部缺乏现代治理理念、能力和方法，

导致基层治理效果不佳。

（三）社会组织发展不充分

当下我国的社会组织发展仍需进一步成熟，在一些地区，

政府对社会组织的管理较为严格，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它

们的成长空间。而且社会组织在内部治理、专业化程度以及

资金筹集等方面也面临着挑战，这些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削

弱了它们在基层治理中应发挥的作用。

（四）公共参与和民主监督机制不健全

公共参与和民主监督是现代社会治理的基石，但在我国，

这方面的机制尚不健全。一方面，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渠道

不畅，导致民众对基层治理的关注度和参与度不高；另一方

面，民主监督机制不完善，对基层政府的监督力度不足，容

易导致权力滥用和腐败现象。

（五）社会治理创新不足

面对社会结构的转型和治理挑战，我国社会治理创新的

不足显得尤为突出。传统的治理模式较为僵化，缺乏适应性

和灵活性，难以解决新型的社会问题；现有的治理体系在应

对复杂社会问题时的制度供给不足，一些规章制度缺乏灵活

性和适应性，不能有效解决新出现的矛盾和问题；而且虽然

我国在科技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在社会治理领域，

尤其是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提升治理

效率和质量方面还有待加强。

三、传统基层治理对现代社会基层治理的启示

（一）借鉴传统治理模式，发挥社会组织作用

新时期基层治理可以吸取传统社会中的宗族、行会等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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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组织在维护社会秩序、调解纠纷、提供互助等方面的有益

经验，重视家族和社区的凝聚力，利用行会的专业性和行业

自律，来促进社区和谐和行业规范。尤其是当下新型的社会

组织如社区自治组织、行业协会、志愿者团体等不断涌现，

各地政府应当支持和引导这些组织的发展，通过政策扶持、

资金支持、能力建设等方式，增强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的

能力。地方政府应当转变职能，从过去的直接管理者转变为

引导者和合作者，与社会组织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4]
。通过购

买服务、委托管理、共同治理等方式，让社会组织参与到公

共服务和社区管理中来，形成政府与社会组织共同治理的局

面。

（二）重视道德伦理建设，提升公民素质

新时期的基层治理应当将道德教育作为一项基础工作来

抓，通过社区、学校、媒体等多种渠道，普及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培养公民的社会责任感、集体荣誉感和家庭美德。

各地可以建设一个一体化学习和交流平台，通过表彰道德模

范和先进典型，充分发挥榜样的力量，引导公民学习先进，

争当道德楷模，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社区作为基层治理的

基本单元，应当综合考虑社区的特点、居民的需求和潜在的

合作伙伴、志愿者、艺术家和文化设施等可用资源，选择适

合社区的文化主题，可以是传统文化、节日庆典、艺术展览、

音乐会等。据此设计具体的文化活动，如手工艺工作坊、社

区艺术展览、文化节、音乐会、戏剧表演等，吸引不同年龄

和兴趣的居民参与。

（三）加强基层民主建设，提高群众参与度

在当代基层治理的实践中，维系政府引导与社会参与的

和谐关系是通向良法善治的关键路径。地方政府应清晰界定

自身在基层治理中的职能，将重点放在政策的制定和必要资

源的提供上，而非在所有事务中充当主导角色。特别是在信

息化的今天，政府可以搭建在线政务平台和利用社交媒体，

实现与公众更为便捷地交流，及时回应当下社会的关注点，

增强政策的公开性和公众的参与度。此外，政府还可以通过

与社会力量合作，共同开发和使用城市管理的智能系统，提

高城市服务的质量和效率
[5]
。比如，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与昌平区委区政府就曾就解决回天地区职住失衡、交通拥堵、

公共服务滞后等问题，推进城市大脑应用试点工作，实现了

“一屏揽全局”的整体态势感知，以及交通出行、社区管理

等方面的智能化应用；浙江温州的“智慧村社通”平台也是

集政府监管、村务管理及公共服务等功能于一体，实现了村

情民意电子化、办公办事掌上化，便利了公众参与，让基层

治理变得更加高效、透明和民主。

（四）完善民主协商机制，保证信息畅通和有效监督

各地要建立多元参与的协商平台，设立社区议事会、居

民论坛等，充分利用微信群、QQ 群、政务微博等社交平台，

让居民能够就社区事务进行讨论和决策。在进行议题协商时，

要制定明确的协商议题，设定从议题提出、讨论到表决的全

环节协商程序，并举办协商技巧培训，提高居民的协商能力

和效率。如果有能力的话，地方政府还可以设立独立的监督

机构，对协商过程和结果进行监督，确保公正公平；还要定

期对协商效果进行评估，了解居民满意度和问题所在。

（五）创新社会治理，提升治理效能

近些年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在党的全面领导下取得了显著

进展和成效，而大数据技术正在成为全面打造基层社会治理

新格局的重要支撑，利用大数据可以改变传统依靠经验分析

判断事物的状况，实现基层治理结构的扁平化，加快基层治

理能力的现代化进程。各地要借助智能化技术为基层减负赋

能，从源头上改变问责督查机制，避免技术反噬治理，完善

基层的责权利平衡体系。

四、结语

在比较传统与现代基层治理时，我们可以看到两者在治

理理念、治理结构、治理方式和治理效能等方面都存在一定

的相似性。所以各地在探索基层治理路径时，应当充分借鉴

传统治理的有益经验，强调道德建设和社区凝聚力，同时结

合现代治理的优势，如法治和民主参与，创新治理模式等，

这样既能保持文化的连续性，又能提升治理的现代化水平，

更好地应对社会转型期的挑战。在实际操作中则可以通过完

善基层民主制度、推动法治教育、加强社区建设、提升公共

服务的可及性和效率等方式，实现传统与现代治理的有效融

合，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基层治理体系，形成共建共治共享

的良好格局，为构建更加和谐、稳定、富有活力的社会环境

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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