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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区治理是社会所具有的基本社会性质之一，党的十九大报指出：“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
社会治理体制”，明确了社区治理的和社会参与的基本行动方针。既是对我国社区治理提出的总体要求，又反映了治理理论的政策意蕴，同时
顺应了新时期伟大复兴的社会背景。以下仅仅基于县级市海安市的现状分析和实地调查问卷来分析处在新中国伟大复兴时期的海安市社区文
化建设开展概况，其在现有资料的基础上介绍了海安市基本地理、环境、人文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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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社区活动对社会的积极影响 

1.1 美国目前情况 

美国的社区自治模式比较成熟。美国政府根据“一臂之距”原则在

政府和非营利文化艺术组织之间设立多层次的中介机构，从政府层面来

说包括国家艺术基金会、州艺术委员会、地区性艺术联盟、地方艺术委

员会设立的各种社区发展基金，接受社区文化治理项目的申请，组织各

种资金的投入。同时，美国社区文化治理中的文化活动形式丰富，新兴

的艺术媒介较多出现。比如影视后期制作、图片后期制作等新兴的艺术

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美国社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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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对我国的影响 

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开始对社区文化进行研究，建设怎样的社区

文化是进行社区文化建设的首步。由于研究者不同视角，理论界对社区

文化的内涵也各有侧重，社区文化总体概括有广义、狭义两个层面。广

义的社区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包括进行文化活动所

需的场所和设施，一切生活用品以及社区基础设施建设等；精神文化包

括居民为了陶冶情操，提升自身修养和道德精神所组织的精神文化活动，

以及在活动过程中，居民所形成的共同的社区意识、行为规范或者是共

同的民风，民俗以及居民们共同的归属感都属于精神文化的范畴。对定

居住区域内的社区居民的精神文化能够得到提升。 

2 海安市的社区文化 

2.1 基本概况 

2016 年 11 月，海安文化艺术中心建成开放，图书馆新馆、博物馆

新馆和青墩遗址博物馆建设按序时推进。新建了开发区（城东镇）、雅周

镇、墩头镇文化站新站，高新区、滨海新区（角斜镇）、曲塘镇、白甸镇

文化站完成升级改造等，文化站的新建或改造为社区文化建设提供了平

台。处在新中国伟大复兴时期的海安市社区文化建设紧紧围绕 “产业高

地、幸福之城”的战略定位，能够满足社区居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不断增强社区文化引领力、凝聚力。 

2.2 社区文化调查 

2.2.1 社区调查 

为保证样本数据的代表性与真实性，笔者通过问卷网微信公众号私

发同城好友和市中心学区放学现场发放问卷的方式，两类问卷共有 162

名海安市市民参与，微信问卷 32 份，现场问卷 116 份，其中不符合要求

问卷 14 份，本调查问卷主要包含三部分：基本信息、居民视角下的城市

所承载的社区文化建设、城市所承载的社区文化建设的满意度评价，共

计 28 题。 

2.2.1 问卷调查 

（1）此次问卷有效问卷 148 份，其中调查对象中女性答卷者的数量

是男性 2 倍多，说明社区文化建设活动开展应更侧重女性；  

（2）被调查者年龄分布。年龄 31-40 岁有 77 人，41-50 岁 62 人，

说明中年群体更具有提高社区文化建设参与度的可行性，是主要力量。

具体如表 3.2 所示。 

 

图 2.1 被调查者年龄分布图 

（3）被调查者学历分布。被调查者学历以高中或中专以上占绝大数，

说明社区居民主体具有良好的文化素养，其中大专以上达到 43.2%。具

体如表 3.3 所示。 

（4）被调查社区居民的职业分布。自由职业者（商人）54 人，教师

17 人，其他（主要上班族）67 人，说明城市社区中“朝九晚五式”上班

族居多，是居民参与率低的客观因素之一，因此，社区文化活动开展应

平衡工作日与周末比例。具体如图 3.4 所示。 

 

                图 2.2 被调查者职业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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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被调查月收入：3000-5000 居多，5000 元以上占比高之前者，

达到 38.5%，说明海安市城市社区居民具备良好的经济收入，传统的社

区文化活动已不能满足他们的文化需求，倒逼提高城市所承载的社区文

化消费需求的紧迫性。具体如图 3.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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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被调查者月收入分布图 

综上所述：基于被调查者的问卷样本分析，H 市城市社区居民主体

特征：女性居多，中年人占主体，居民主要来自商品房业主，素质高，

拥有相对宽裕的休闲时间和较高的文化消费潜力。 

2.2.2 满意度统计局 

社区文化的建设包括社区环境文化、社区文明、社区教育、社区体

育基础设施以及社区文娱活动等方面。其中，对社区文化建设总体情况

的满意度占比 81.6%，具体如图 3.7 所示： 

 

满意度 非常 

满意 

基本 

满意 

不满意 很不 

满意 

不了解

所占 

百分比 

14.8 66.8 8.8 0 9.6 

图 2.4 被调查者对社区文化建设总体满意度% 

 

项目 社 区 环

境 文 化

建 设 满

意度 

社区文

明建设

满意度 

社区教

育建设

满意度 

社 区 体

育 基 础

设 施 满

意度 

社区文

化娱乐

活动满

意度 

非常满意 17.6 12.2 22.3 17.6 12.8 

基本满意 68.2 75 58.8 60.1 62.8 

不满意 6.7 8.7 8.8 16.2 6.7 

很不满意 0 0 0 0.6 0.6 

不了解 7.5 4.1 10.1 5.5 17.1 

         图 2.5 被调查者对社区文化建设的满意度分析 

 

类别（有效）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政府有关部门的

管理问题 

19 12.8 12.8 12.8 

社区居民的个人

素质 

94 63.5 63.5 76.4 

物业公司的管理 29 19.6 19.6 95.9 

外来人口的破坏 6 4.1 4.1 100.0 

合计 148 100.0 100.0  

图 2.6 被调查者对社区最影响的环境因素分布 

 

综上所述：在社区环境文化建设方面，满意占比 85.8%，同时，被

调查者认为最影响社区的环境因素是社区居民的个人素质，占比 63.5%，

其次，认为物业公司管理因素占比 19.6%，外来人口因素占比 4.1%，由

此可知，居民是社区的主体，H 市城市社区居民素质相对较高，对社区

环境满意度普遍是认同的，同时物业公司应加强对外来人口管理，降低

外来人口对环境的破坏率。 

在社区文明建设方面，满意占比 87.2%，不了解占比 4.1%；在社区

教育建设方面，满意占比 79.1%，不了解占比 0.1%；在社区体育基础设

施方面，满意占比 77.7%，不了解占 5.5%；一是社区文化基础设施有待

完善，二是社区文化宣传平台、宣传力度有待加强，三是社区文化娱乐

活动有待进一步丰富。 

3 展望未来的社区发展 

目前我国社区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一方面利益的多元化和公共需

求的多样化使得单一 主体己经无法有效治理社区公共事务，迫切需要政

府与市场主体、社会主体的合作共治。另一方面，受传统行政体制的影

响，我国长期存在着政府治理能力强，而社会发育程度较低，社会组织

力量薄弱，公众参与的积极性不高等问题。不同治理主体参与社区治理

的能力在客观上存在强弱差别，需要进行合理的分工和有针对性的培育。

海安市城市社区发展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协同”实质是多元主体在合

作与协调的基础上采取集体行动的过程。其核心价值观念是强调每个人

都可以参与并且应该参与到公共事务治理中来，参与者之间是相互协作 

的平等关系。这与城市社区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是相契合的。建

立社区治理主体间的协同关系，就是要求在共同处理社区公共事务的过

程中，党组织、政府组织、社会组织、企业组织和社区居民等多元主体，

能够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公开理性的对话和协商，形成并维持一种深层

次的信任，通过共同行动、耦合结构和资源共享，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

化，促进城市社区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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