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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政府治理

一、问题提出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了“全体人民共同

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奋斗目标，这标

志着我国进入了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新阶段。《浙江

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方案（2021-2025

年）》提出要“大力建设共同富裕现代化基本单元，全

省域推进城市未来社区建设”，这表明社区是基层治理

的微观实践单位和承载共同富裕的关键载体。然而，

在治理重心下移过程中，社区作为国家与社会的接壤

地，面临着治理事项超载、社会异质冲突加剧等多重

困境。［1］资源匮乏与治理复杂性之间的张力构成了

社区治理的难题，也是当前社区治理水平提升的核心

所在。

近年来，数字技术已经成为提升社区治理水平的

重要工具。数字技术凭借其交互性、集成性、信息共享

性逐步嵌入到社区治理中，提升了社区公共服务供给

的共享性和风险预先处置的精准性。［2］［3］随着智慧社

区、未来社区以及“互联网 + 社区”等专项行动的铺开，

数字技术通过赋能县区、乡镇街道政府，将触角深入到

社区，成为政府提升社区治理的重要手段。然而，随着

数字化改革的浪潮席卷，这种针对于行政主体的数字

技术嵌入更多是以任务和业务为导向，服从于制度理

性下强化建构秩序的需要，加剧了社区建构秩序与自

发秩序间的失衡。［4］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数字技术

生产内容脱离居民、社区真实需求被漠视、基层组织与

社区居民被动式参与等问题，挤压了社区内生自发秩

序发挥作用的空间，造成社区居民自治功能萎缩。［5］

作为克服建构秩序和自发秩序失衡困局的重要力

量，社区社会组织既承担了分流的社区治理职责，又可

以凭借其专业性、民间性和非营利性，精准探测居民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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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区社会组织是重构基层治理秩序的重要主体，数字赋能社区社会组织提升社区治理水平已成为

趋势。本研究以杭州市“马奶奶工作室”打造“多彩公益圈”为切口，对数字赋能社区社会组织提升

社区治理水平的理论内涵及其机制进行了深度剖析。研究发现：首先，社会组织是重构社区内生秩

序的重要主体，对于实现社区治理建构秩序与自发秩序的平衡具有重要作用；其次，数字赋能社区

社会组织推动社区治理水平提升呈现出三种重要机制，即撬动资源的链接机制、凝聚共识的动员机

制和形成规范的整合机制；最后，社区社会组织通过自主构建数字平台可以更好地激活社区自发治

理秩序。该研究深入揭示了数字技术背景下社区社会组织构建社区内生治理秩序的路径，提出了

破除社区治理建构秩序与自发秩序失衡困境的有效对策。

［关键词］ 数字赋能；社区治理；社会组织；数字技术

［中图分类号］ D0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0863（2023）04-0022-08



232023 年第 4 期 总第 454 期

数字政府治理 中国行政管理
C H I N E S E   P U B L I C    A D M I N I S T R A T I O N

求和动员扩大居民参与，在确保居民有序参与社区治

理的同时，有效激发社区内生自发秩序的活力。［6］已

有研究发现，社区社会组织采用社交媒体平台、微信小

程序等数字技术扩大了社区居民志愿参与、促进了政

府 - 企业 - 社会组织跨部门合作抗击新冠肺炎疫情。［7］

而在实践中也出现了社区社会组织运用数字技术建构

规范平衡的社区治理秩序，激发社区活力的成功案例。

因此，在数字技术赋能下，社区社会组织如何重构社区

治理秩序，推动社区治理水平提升？

二、文献综述

（一）数字赋能社区治理的建构秩序与自发秩序

治理议题的复杂性和治理超载问题催生了数字

技术在社区治理中的广泛应用。［8］已有研究指出，数

字技术既能直接应用于社区治理的场景，促进治理方

式变革，又能通过增强治理主体能力提升社区治理绩

效。［9］然而，数字赋能下的社区治理因目标不同，延伸

出了“生活逻辑”和“管控逻辑”两套治理逻辑，进而

导致了自发秩序和建构秩序在社区场域内的失衡与重

构。［10］［11］

在“生活逻辑”下，数字赋能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

社区治理自发秩序，为多元治理主体参与社区事务营

造了空间。社区治理自发秩序指的是在社区场域中由

社会成员不断互动、自然演化而成的治理秩序，主要回

应的是社区治理活力的激发。［12］在这种秩序逻辑中，

数字技术通过统一端口给予了不同群体同等的发声权

限和参与机会，使得社区治理涵盖了更多的主体和更

多元的互动，通过即时和多渠道的推送，数字技术可

以快速捕获居民对社区公共事务的注意力，实现更多

居民对社区决策和治理的融入；［13］数字技术的开放性

通过包容不同主体批判性辩论，提升了决策民主和公

平。［14］同时，数字技术，如虚拟代理（VA），也实现了居

民的认知和行动能力的提升。［15］这种以数字技术为

媒介的“认知提升”理念在非常态社区治理中，特别是

在协同抗击疫情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16］

而在“管控逻辑”下，数字赋能强化了社区治理建

构秩序，强化了行政力量在社区场域的延伸。社区治

理建构秩序指的是基层政府依照制度理性采取组织

的、人造的治理规则进行社区管理，关注的是对社区治

理风险的消弭。［17］［18］在这种秩序逻辑中，数字技术

通过提升社区信息能力、创新治理流程和服务方式来

提升社区管理效率。例如，针对社区治安风险消弭，数

字技术实现了以“主动预防”代替“事后补救”的治理

理念转变。［19］针对社区服务的提供，机器学习技术通

过居民需求的分析和聚类，提升了社区服务的响应速

度，［20］并通过组织间和部门间信息共享实现“前端和

后端服务分离”等创新，提升社区服务效率。［21］

然而，在数字技术重构社区治理秩序过程中，“管

控逻辑”与“生活逻辑”并非总是双向促进的，这也使

得建构秩序与自发秩序之间存在一定张力。在“管控

逻辑”下，数字技术更多由行政力量主导，更多地被运

用到以搜集信息和风险管理的网格化管理中，这使得

社区居民自治范围被进一步压缩，导致社区治理趋于

行政过密化；［22］而在“生活逻辑”下，虽然数字技术给

予了居民议事协商的平台和空间，但是大多数平台和

端口仍然由街道、居委会进行运作管理，不仅存在着阻

隔与居民互动的风险，也为公众参与带来了潜在行政

负担。［23］因此，探索数字赋能社会组织重构社区内生

治理秩序，对于实现建构秩序与自发秩序的平衡统一

与良性互动有着重要作用。

（二）技术赋能下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

社区社会组织凭借其民间性、专业性和非营利性

成为社区治理权限分流和服务职能承接的重要主体，

也是社群机制强化建构秩序与激活自发秩序的重要表

现。［24］随着民政部《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专项行动

方案（2021-2023 年）》等政策的出台，社区社会组织

被纳入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完善城乡社区服务体系的

整体布局，在提升社区服务水平、激发社区治理活力方

面的作用日益显现。在推动公共服务优质共享上，社

区社会组织可以运用杠杆机制丰富其资金来源，进而

提升服务能力，实现公共服务在不同群体内的均衡分

配。［25］在实现社区共建共治上，社区社会组织可以通

过组建伙伴关系、培训居民以及组织活动等方式来促

成集体行动。［26］然而，社区居民利益的分歧和碎片化、

社区内部空间的局限性等问题使得社区社会组织在全

面满足社区异质性需求和承载更大范围的居民参与上

都存在掣肘。［27］

在数字赋能下，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效

率有了进一步的提升。社区社会组织主要运用微博、

抖音等社交媒体和一网通办、浙里办等官方数字平台

来提升其参与治理的效率：通过利用社交媒体传播信

息、组织活动，社区社会组织可以保持对利益相关者的

定向沟通和联系，实现组织资源的稳定获取；［28］利用

官方数字平台动员社区居民、培养社区意识，社区社会

组织可以增强和社区的黏合程度。［29］在肯定数字技

术对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推动作用之外，已

有研究也指出社区社会组织在应用不同数字技术时出

现的效果差异，数字系统的组织者、使用群体等都是影

响其使用效果的重要因素。［30］

（三）已有研究评述

已有研究为我们展现了数字赋能对于社区治理秩

序重构的重要影响，彰显了数字技术对社区社会组织

参与社区治理的显著作用。然而，在社区治理中，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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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大多由行政主体构建和设计，更多地服务于社区

建构秩序的强化，尽管也给予了其他社会力量一定的

参与和发声渠道，但尚未回应社区建构秩序与自发秩

序失衡的困境，也尚未解决社区服务资源匮乏、社区居

民参与不足、整体治理难以实现等根源性问题。更为

重要的是，现有研究虽然指出了社交媒体和官方数字

治理平台对社区社会组织参与治理带来的便利，但是

社交媒体的单向发布无法满足社区社会组织与利益相

关者的互动需求，而社区社会组织对官方数字系统的

指标式、被动性参与，难以发挥其在社区治理中激发自

发秩序的优势。除了既有数字赋能社区社会组织的固

有路径外，更鲜有研究讨论社区社会组织主动构建和

设计数字系统参与社区治理的路径和机制。

为了弥补上述研究不足，本文试图从案例中探索

和归纳数字赋能社区社会组织提升社区治理的体制机

制，回答社区社会组织如何通过主动构建和设计数字

系统重构社区治理秩序，实现建构秩序和自发秩序在

社区内的良性互动，以更好地解决社区治理活力不足、

公共服务供给不优享、治理整体性不完善等问题，进而

破解社区治理水平提升的关键命题。

三、杭州市马奶奶工作室打造“多彩公益圈”提升

社区治理案例

2021 年 10 月，杭州市上城区正式发布《杭州市上

城区奋力当好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排头兵

行动计划（2021-2025 年）》，力图打造共同富裕示范区

典型城区。在“共同富裕赶考”路上，作为省会城市核

心城区，上城区社区治理面临着多重困境：一是行政统

筹无法满足碎片化、多元性的居民需求；二是社区建设

年代久远带来了配套设施脆弱、公共服务滞后等历史

遗留问题；三是密集人口、复杂房屋归属权催生的冲突

性利益关系梗阻了居民对社区参与的热情。截至 2021

年底，上城区有 276 个老旧小区等待破局良方，纾解这

类社区的治理痛点关乎社区治理整体成效的提升。

（一）案例描述

本文以杭州市上城区小营街道老浙大社区马奶奶

工作室打造“多彩公益圈”推进社区治理为例来描述

社区社会组织通过数字赋能如何有效推动社区治理水

平提升，其典型经验已入选“全国社会治理优秀案例

（2022）”。为了助力老浙大社区转型融入现代社区建

设，针对居民参与持续冷漠、行政统筹成效不大等社区

顽疾，老浙大社区在行政干预、物业牵头等等尝试失败

后，最终引入马奶奶工作室这一专业社区社会组织入

驻老浙大社区，自主设计和构建承载社区服务、志愿参

与、组织协作复合功能的在线互动数字治理平台——

“多彩公益圈”数字平台，激活了社区治理的内生动力，

建设了国内首个多彩生活共同体场景，成为社区治理

的典型样板。老浙大社区马奶奶工作室打造“多彩公

益圈”推动社区治理水平提升的实践可以归纳为如下

三个方面。

1.“多彩公益圈”赋能下马奶奶工作室汇聚多元

资源

马奶奶工作室借助“多彩公益圈”吸引多元主体参

与社区事务，盘活社区周边多元资源。资源撬动过程

呈现出多方资源仓储化与多方主体自运作两大亮点。

一是多方资源仓储化。马奶奶工作室通过“多彩

公益圈”开展投入资源的云端储存，搭建“公益慈善资

源库”和“专业人才数据库”，以实现资源对于需求的

实时对接。马奶奶工作室通过线上发布社会公益资源

调查表，倡导社区周边的商家、社会组织以及小区内居

民对自身可贡献的资源、对社区治理的需求进行填报，

然后根据多元主体的业务范围、拥有与分享的资源、痛

点与需求三大层面，通过数据分析梳理出社区需要的

稀缺资源、单位和个人愿意提供给社区的共享资源，以

此对数据库中的资源进行分类仓储。

二是多方主体自运作。马奶奶工作室在“多彩公

益圈”平台板块上设置社区活动自主申请和策划的功

能，为参与社区活动的不同主体提供一定策划和组织

活动的权限，实现了社区活动和服务的多元化。“多彩

公益圈”为参与主体的自组织活动提供渠道和窗口，不

同主体可以根据自身特质和拥有资源向马奶奶工作室

申请线下社区活动场地或线上平台活动板块开展社区

活动。

2.“多彩公益圈”赋能下马奶奶工作室有效动员

居民参与

马奶奶工作室借助“多彩公益圈”凝聚居民共识，

有效驱动居民参与社区事务。居民动员过程呈现出居

民参与积分变现、多方居民在线沟通两大亮点。

马奶奶工作室运用“多彩公益圈”设计居民志愿

参与线上积分变现系统。通过志愿服务积分兑换商品

以及志愿积分排行榜等功能，马奶奶工作室对参与社

区公益的居民进行激励性、可视化以及可变现的积分

奖励来激发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热情。

马奶奶工作室通过“多彩公益圈”实现多方居民

在线协商，凝聚居民行动共识。通过社区信息在线推

送、多方主体在线协商以及社区决策在线投票等活

动，马奶奶工作室成功破解社区活动关注度不足、社

区建设信息滞后以及居民决策参与度不够等困境，容

纳更多居民对社区决策的融入，有效凝聚了居民的行

动共识。

3.“多彩公益圈”赋能下马奶奶工作室实现社区

治理规范化

为了保障“多彩公益圈”平台的可持续运作，马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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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工作室从组织方式、管理规则等方面将社区治理规

范化，通过对社区居民的动员、参与主体的规范等方式

激活了社区内生治理活力，从而走出一条社区治理的

新道路。

在组织方式上，马奶奶工作室依托“多彩公益圈”

组建了红色、商圈、公益、义工四大联盟，对参与主体进

行分类管理。根据“多彩公益圈”上搜集的人员信息

和资质，马奶奶工作室通过设置四大联盟的云社群方

式将离散居民进行重新组织，并相应地制定不同联盟

的参与规范和职责，实现了多元主体的有序参与。

在管理规则上，马奶奶工作室通过积分量化、积分

兑换以及荣誉排行榜等功能将联盟管理、激励反馈、财

务保管等条例可视化，促进平台的可持续运作。马奶

奶工作室依托“多彩公益圈”制定系统的主体准入、参

与积分量化以及服务活动评价体系。通过将评分指标

和评分标准进行系统导入，马奶奶工作室可以通过“多

彩公益圈”评估不同活动的参与情况以及评价情况，

以此确定服务的开展频次、针对群体以及开展方式，等

等。同时，针对居民和服务主体，马奶奶工作室依托“多

彩公益圈”的准入系统和评价系统实现“参与 - 积分 -

激励 - 评价”标准化的参与流程设置以及“准入 - 服

务申请 - 服务开展 - 评价 - 考核”的服务主体规范化

管理，以此保障参与主体和服务主体的权益，实现了社

区活动的有序开展。

（二）案例成效

1. 构建了社区公共服务供给的新模式。在“多彩

公益圈”赋能下，马奶奶工作室通过“多彩公益圈”提

供了供需平衡、全民共享的优质公共服务。相较于传

统行政兜底的单一化服务提供模式，“多彩公益圈”赋

能马奶奶工作室自下而上地构建企业、社会组织、社区

和志愿者多元主体在线合作供给社区服务的格局，突

出以社区差异化需求为导向，形成“数字平台为支撑、

多元资源撬动为动力、差异性需求精准适配”的社区服

务供给新模式。老浙大社区居民 H8 描述道：“我们通

过马奶奶工作室建立的‘多彩公益圈’填报服务需求，

没一会儿就能看到有志愿者、商家各种人认领我们的

需求，为我们提供针对性的服务，这种新的模式服务种

类更多，质量也更好。”（H8-2021-11-15）

2. 激发了社区居民志愿精神与参与动力。马奶奶

工作室通过“多彩公益圈”形塑居民志愿参与、自主参

与的新格局。在案例中，马奶奶工作室通过制度设计

转变社区主导、居民被动出席的参与模式，提升了居民

志愿参与的效能感，激发了居民自主参与的动力。通

过“多彩公益圈”增设积分兑换功能，马奶奶工作室给

予居民参与即时可得的物质激励，激发了居民的参与

动力。居民志愿参与精神的培育，也为今后社区展开

其他整体性社区治理活动发挥了重要的示范作用。例

如老浙大社区志愿者 Z10 说：“在马奶奶工作室打造‘多

彩公益圈’上线积分兑换与志愿积分排行榜后，我明显

感觉我们社区志愿者队伍壮大了，好多线上发布的社

区活动不到 10 分钟报名人数就爆满，而且开展志愿参

与的有白领、老年人等各种群体。”（Z10-2022-2-24）

3. 社区社会组织创设数字平台提升社区治理具有

可推广可复制的价值。社区社会组织利用数字技术来

参与社区治理的前提要求是社区社会组织在不弱化和

影响原有建构秩序的基础上，充分激发社区内生的治

理活力，实现社区既和谐有序又充满活力。通过数字

赋能，社区社会组织不仅可以激发居民的参与动力，吸

引商家、社会组织和志愿者等多元主体参与，同时还通

过智能分类和标准化流程规范了多元主体的互动。这

种易复制、有活力的治理模式成功为老旧社区提升治

理水平开具了药方。马奶奶工作室负责人 M1 说：“现

在杭州市、绍兴市、芜湖市和成都市等多地老旧社区的

社会组织都向我们取经，并且都根据我们的模版构建

了与当地社区相适宜的数字系统，并有效运用到提升

社区治理中去，取得了较好反响。”（M1-2022-2-24）

四、数字赋能社会组织推动社区治理水平提升的

理论框架

（一）数字赋能社会组织推动社区治理水平提升的

理论内涵

数字赋能社会组织本质上是数字技术与组织之间

的互动关系。无论是技术决定论、技术建构论还是技

术组织互构论都强调了技术和组织间的双向影响，凸

显了社会组织作为技术使用者的主体能够获得更多能

力。［31］一是数字技术赋能社会组织发挥多元链接作

用。数字技术应用可以克服时间和空间限制，帮助社

会组织链接到服务接受者和利益相关者，共享信息和

资源。［32］二是数字技术帮助社会组织动员更多主体

参与。数字技术应用在帮助社会组织吸引现有和潜在

志愿者、动员更多捐助者以及组建责任共同体方面都

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33］三是数字技术有利于社

会组织实现系统集成。数字技术的信息共享和沟通功

能也能帮助不同的组织跨越组织边界，实现组织协作

和系统决策。［34］由此可见，数字技术的多元链接、主

体动员和系统集成可以有效赋能社区社会组织，通过

实现社会组织自身能力跃迁来提升社区治理水平。

在社会治理重心下移过程中，社区是基层政权统

治、居民获取公共服务与开展社会参与的基本治理单

元。［35］《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

治理的意见》指出要“推动管理和服务力量下沉，全面

提升社区治理的法治化、科学化、精细化水平和组织化

程度”，《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



26 2023 年第 4 期 总第 454 期

中国行政管理
C H I N E S E   P U B L I C    A D M I N I S T R A T I O N

数字政府治理

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也指出要“优化社区服

务格局、增强社区组织动员能力以及健全居民自治机

制”。由此可知，社区治理的目标聚焦于社区服务、居民

参与与治理机制三个层面，这也是社区社会组织可以发

挥自身优势，助推社区释放内生治理活力的领域。因此，

本文将社区治理水平提升的表现拆解为社区服务优化、

居民参与扩大与治理秩序规范这三个方面（见图 1）。

基于上述数字赋能社会组织的内涵界定和社区治

理水平提升的具体表现，本文发现数字技术可以赋能

社会组织，进而在社区服务、居民参与以及治理机制三

个层面提升社区治理。数字赋能社会组织推动社区治

理水平提升，突出了数字技术背景下社会组织在社区

治理中的重要地位，其目标是重构社区治理秩序，实现

社区建构秩序与自发秩序的平衡。与政府采取单一建

构秩序的控制逻辑有所不同，数字赋能社会组织推动

社区治理水平提升并不是要弱化社区建构秩序；相反，

数字赋能社会组织是要强化社区的自发秩序，激发社

区居民自治活力，与社区建构秩序形成良性互动。

（二）数字赋能社会组织推动社区治理水平提升的

三大机制

数字赋能社会组织推动社区治理水平提升是指社

区社会组织运用数字技术破除社区治理中建构秩序和

自发秩序失衡的困境，解决社区面临居民参与冷漠、行

政主导失效等问题的过程。从上述案例“数字赋能社

区社会组织汇聚多元资源、有效动员居民、实现社区治

理规范化”的实践可以看出，数字技术通过其链接、动

员以及集成等功能属性对社会组织进行针对性赋能，

进而实现社区治理水平提升的过程呈现出了三种重要

机制：链接机制、动员机制、整合机制（见图 1）。

1. 链接机制：为社区治理水平提升撬动资源和

服务

链接机制指的是数字技术克服社区社会组织与利

益相关者碎片化、局部化联系的缺陷，帮助其挖掘和触

及潜在主体，搭建以社区社会组织为中心的关系网络，

推进其对社区建设的资源投入，在社区服务提质扩面

的基础上实现社区服务优化。［36］社区社会组织囿于

内部服务单一和资源有限，往往无法联系到多样化的

组织主体，其自身运作以及小规模的合作也无法满足

异质多元的需求。数字技术的链接功能可以跨越层级、

组织边界以及地理边界，以低成本和即时性链接触及

大量且异质的主体。［37］链接机制的实质在于通过降

低沟通成本来组织更大范围的关系网络，进而撬动多

样化资源以实现社区服务优化。［38］

一方面，社区社会组织通过链接机制对外撬动资

源。例如，老浙大社区马奶奶工作室负责人 X2 说：“数

字技术帮我们链接很多商家形成了伙伴关系，也节约

了很多线下找资源的时间，而多彩公益圈平台为很多

有意愿投入资源的商家提供了通达社区居民的便捷渠

道。”（X2-2021-11-15）一位老浙大社区周边的餐饮

店老板 W10 就坦言：“之前马奶奶工作室来找我参与

社区公益，我很抗拒。后来我加入了多彩公益圈上的

‘你做公益我送小菜’活动，居民通过参与社区公益活

动获得的积分可以在我们店获得免费小菜 1 份，对我

来说这是通过参与社区公益在吸引顾客流量，我也不

用再花钱打大量广告去招徕顾客。”（W10-2021-11-

15）另一方面，社区社会组织通过链接机制满足居民需

求。一位老浙大居民 Z9 说：“我 70 多岁腿脚不便，之

前想要针灸、推拿都得等子女有空才能带我去医院。

后来马奶奶工作室搞了多彩公益圈，子女只要帮我在

线上预约报名，社区周边的中医名医馆就会上门给我

推拿，服务真的周到了。”（Z9-2021-11-15）

2. 动员机制：为社区治理水平提升凝聚行动共识

动员机制是指社区社会组织通过数字技术精准探

测居民内部不同群体利益偏好，通过针对性引导对其

图 1　数字赋能社区社会组织推动社区治理水平提升框架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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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动员和激活，进而凝聚居民对社区参与的行动共

识，实现社区居民参与扩大。［39］居民间的利益分歧、

作为社区服务接受者的观念困局往往使社区建设陷入

“党委政府推动强，居民自主参与弱”的动力失衡中。

数字技术可以促进居民进行信息分享和沟通，帮助社

区社会组织捕捉和调适不同的利益偏好，提升社区归

属感，实现利益共享和价值共创。［40］动员机制的实质

在于将居民的社区参与自主感与社区治理水平融合，

将情感和观念上的认同转变为行动上的自主驱动。

例如，在多彩公益圈赋能下，马奶奶工作室通过在

线投票了解居民对社区建设的偏好和意见，通过多方

在线讨论和在线决策凝聚了居民对社区建设的共识，

实现了居民对社区建设治理进程的融入。在社区供水

二次改造访谈中，一个当时参与募捐的居民这样说道：

“我们当时对供水改造有各种意见，谁都不想负责但谁

都不想退一步。后来我们前往马奶奶工作室打造的多

彩公益圈平台后了解到了供水改造原委，立即参与了

投票，还看到了线上募捐榜，感觉大家在社区供水二次

改造中确实都在参与，那我也想为社区建设捐点钱出

一份力。”（H8-2021-11-15）

3. 整合机制：为社区治理水平提升提供规范支撑

整合机制是指社区社会组织通过数字技术将不同

类别、层级的活动和主体集成在同一空间，以社区的治

理需求为导向，制定正式的合作规则，形成高效的治理

规范来实现统一部署与有序推进，进而实现社区治理

秩序规范。［41］整合机制的实质在于社区社会组织利

用数据挖掘和信息分类等技术为参与社区治理的主体

划定职责权限和行动边界，进而实现社区不同主体间

规范有序的联系和互动。

例如，在“多彩公益圈”赋能下，马奶奶工作室通

过线上划分“党建”“义工”“公益”“商圈”四大联盟，

将不同特性、不同职业的主体集成到同一联盟空间中，

通过制定联盟职责和活动规范，保证不同居民成员间

的有序互动。马奶奶工作室创始人提到：“居民本来都

是散状的、游离的，我们就用多彩公益圈的个体标签功

能分析参与社区活动的成员组成和他们资源存量，以

此形成了四大联盟，以确保不同居民在权限与边界内

规范参与。”（M1-2021-11-15）。参与红色联盟的居

民 X7 访谈也印证了这一点：“加入红色联盟后，活动也

有人带头组织了，有了明确的职责规范后，我也知道要

参与些什么，要遵守什么规范。”（X7-2022-2-24）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杭州马奶奶工作室构建“多彩公益圈”推

进“共富社区”建设为例，考察了数字赋能社区社会组

织推动社区治理水平提升的实践，探究了数字赋能社

区社会组织提升社区治理的重要机制。案例研究发现，

针对当前城市老旧社区出现的服务资源匮乏、居民参

与冷漠以及共治效率低下等问题，数字赋能社区社会

组织可以通过链接机制、动员机制和整合机制来撬动

资源、凝聚共识以及形成规范，进而实现社区服务供给

优化、社区居民参与扩大和社区治理秩序规范，为社区

治理水平提升提供了新路径。

本文从数字赋能社区社会组织视角研究社区治理

水平提升的助推机制，通过凝练数字赋能社区社会组

织激发社区治理活力、构建社区内生治理秩序的路径，

回应了当前数字赋能社区治理中建构秩序与自发秩序

间的失衡困境。

首先，在数字技术背景下，将社会组织作为重构社

区内生秩序的重要主体与缓冲地带，可以实现社区治

理中建构秩序与自发秩序的平衡。区别于单一“管控

逻辑”下政府中心主义的高位推动，社会组织一方面可

以协助政府分流社区治理职责，柔化刚性的“建构秩

序”，另一方面更能利用其民间性联动社区多元主体，

激活社区自发秩序，以此重构社区内生秩序，促进社区

治理既稳定有序又充满活力。

其次，探索了数字赋能社区治理中平衡建构秩序

与自发秩序的三大机制。这三类机制体现了在推动社

区治理水平提升的过程中，社区社会组织利用数字技

术重构社区治理秩序的具体过程，既突出了社区社会

组织对多元主体和资源的撬动链接作用，又通过对居

民的有效动员凸显社区自发秩序的激活过程，同时通

过空间集成一体的整合机制来规范主体间的联系互

动，体现了对建构秩序的强化。

最后，社区社会组织通过自主构建和设计的数字

平台可以更好地激发自发秩序活力。相较于社区社会

组织运用社交媒体和官方数字平台的传统方式，社区

社会组织自主构建的数字平台以所在社区的治理需求

为导向，通过志愿积分制、联盟参与制等更为精细化的

功能设计凸显了社区居民在社区治理中的能动作用，

深度激发自发秩序的内生活力。

为了更好地推动全国现代社区建设的探索创新与

持续发展，本文认为数字赋能社会组织推动社区治理

水平提升需要在以下方面作出进一步努力：

首先，基层治理需要突破单一行政机制的不足，构

建行政机制、市场机制与社会机制互嵌的社区治理新

格局。［42］基层政府需要转变技术控制理念，注重激发

社区内生自发秩序的活力，运用制度支持和物质激励

引导和培育社会力量深入参与社区治理；给予社会组

织构建和设计数字系统参与社区治理的权限。以秩序

和活力共存为目标，实现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资源互

嵌、权责共担的制度性共治。

其次，以社区治理需求为导向，社区社会组织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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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综合实力。社区社会组织需要培育和引入数字人

才和专家，构建和应用适合本社区的数字系统；根据不

同治理场景，社区社会组织要针对性地对数字系统进

行功能重组和适应性重构；同时打造社会组织自身品

牌效应，为在社区治理中发挥关键作用获取话语权。

最后，社区社会组织构建的数字系统运作需要打

通线上线下双向空间，实现对不同群体的全面覆盖。

数字技术带来的行政负担以及数字鸿沟等问题会导致

弱势群体遭遇隐性忽视。这就需要社区社会组织设计

不同的交互界面，将线下的积分体系和活动内容和线

上的交互体系进行打通和合并，保障老年群体和弱势

群体对于数字技术红利的均等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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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eraging Resources，Building Consensus and Forming Norms：Digital Empowering Social Organizations to 
Promote Community Governance

Shen Yongdong　Lai Yixuan

［Abstract］ Community social organizations are important actors in reconstructing the order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and it has become a trend that digital-empowered community social organizations promote community 
governance. Taking the one community social organization named Grand Ma Studio in Hangzhou as the case，
this study provide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community governance promoted by digital-empowered social 
organizations. It showed that social organization is an important actor to reconstruct the endogenous order of the 
community，and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keeping the balance between the top-down order and the bottom-
up order in the community. The effectiveness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promoted by digital-empowered 
social organizations displayed three important mechanisms：the link mechanism of leveraging resources，the 
mobilization mechanism of condensing action consensus，and the integration mechanism of forming norms. 
Our findings further indicate that community social organizations can activate the spontaneous governance 
order of the community by building their own digital platform.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path of community social 
organizations to build community endogenous governance order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igital technology，and 
provides effective countermeasures to break the imbalance between top-down order and bottom-up 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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