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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依据计划行为理论设计中国城市居民 社 区 自 治 行 为 调 查 问 卷，通 过 对１　７９４名 居 民

数据的描述统计分析，发现中国城市 居 民 社 区 自 治 行 为 表 现 出 以 下 特 点：居 民 社 区 自 治 参 与 水 平

低下，居民社区自治实际控制感处于中等水平，居民社区自治态度比较积极，居民基本正确认知社

区自治内涵。由此应多措并举，有效促进居民社区自治行为：给予居民成功的自治经验，提升自治

效能感；推动经济和政治健康发展，密切社区自治和居民的利益关系；大力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增

加社区社会资本存量；家庭、学校和职业实践形成合力，大力实施关于社区自治知识的宣传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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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居民社区自治行为是指居民在社区党组

织的领导下，以社区居委会为依托，结合社区成员

代表大会和社区协商议事会，实行的民主选举、民
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行为活动。党的十

八大报告明确指出“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

务和公益事业中实行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
我教育、自我监督，是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

的重要方式。”这从政策上确立了城市社区自治的

地位和作用。

国内外学者们对居民社区自治行为现状作了

大量的相关研究。国外学者对于城市居民社区自

治行为现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居民社区自治活动

的内容、层次方面。例如，居民社区自治行为内容

主要包括：选举基层（乡镇）行政委员和监督其工

作、民主决策、参与自愿和邻里互助活动等［１］。美

国学者Ｌｏｗｅｒｙ等认为居民社区自治行为层次可

以分为积极的参与者、搭便车 者 和 看 门 人［２］。尽

管社区自治中存在着“搭便车”的人，但是在英美

等国家，居民参与社区管理，实行居民自治，已经

成为一种传统。国内学者对于城市居民社区自治

行为的研究中，李建斌（２００５）认为城市社区居民

参与意识薄弱，参与主体狭窄，参 与 层 次 较 低［３］。

胡慧（２００６）［４］、刘军（２００８）［５］、姚薇（２００９）［６］的研

究结果显示居民参与率低下且不平衡。近八成的

居民没有参加过社区自治活动，参加者也多为老

年人、青少年和低保户。参与内容的广度和深度

不够，居民参与的社区事务主要限于诸如卫生清

洁、治安、文体娱乐等非政治性的活动，对深层次

的工作，如民主选举、民主监督、民主决策等方面

的参与则普遍不够。李蓉蓉（２０１３）的调查显示，

城市居民社区政治效能感总体呈现中等水平。其

中，内在政治效能感偏低，即居民对于自身的政治

认知能力和政治影响能力感知较低。居民社区外

在政治效能感较高，居民在主观上对于社区居委

会的工作比较认可和肯定［７］。

总之，中国城市居民社区自治参与不 足 是 学

界的共识，但是这个结论大都是基于思辨研究或

者基于某一地域某些社区居民样本的基础上得出

的。如何能够更为全面地、深入地、客观地反映中

国城市居民社区自治行为的特点，以此为抓手有

效提升居民参与社区自治的水平，无疑可以促进

政府社会管理与居民自我管理之间的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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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社区善治。

一、研究设计

１．问卷编制

本研究的理论工具借助了计划行为理论。计

划行为理论是一种解释人类个体一般行为决策过

程 的 理 论。其 主 要 代 表 人 物 为 Ｆｉｓｈｂｅｉｎ 和

Ａｊｚｅｎ。它认为影响行为的主要变量是态度、主观

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８］。在计划行为理论的基础

上，辅之以其他文献资料，构建了包含社区自治认

知、社区自治态度、社区自治主观规范、社区自治

感知行为控制、社区自治意向、社区自治行为、社

区社会资本、人格倾向共８个维度的预调查问卷。
问卷评分标准为最小值０分，最大值１０分，并以

方便抽样的方式抽取了１０５人实施预调查。对预

调查问卷数据实施探索性因子分析及信度分析，
最终确定正式问卷包括自治行为、自治态度、自治

实际控制感（主观规范、自治意向和感知行为控制

合并后的新变量）、社区社会资本、人格倾向、自治

认知 共６个 维 度。本 研 究 正 式 问 卷 的 信 度 为

０．９６２。

２．被试

本文界定的中国城市是指各地区的地级市和

直辖市。居民是指居住在该城市一年以上且年满

１８周岁的公民。采取四阶段分层抽样方法随机抽

取马鞍山市、铜陵市、莆田市、宜昌市、张家界市、宜
宾市、遂宁市、廊坊市、宝鸡市、长治市、白城市、抚

顺市、营口市、南宁市、赤峰市、武汉市、沈阳市、西

安市、上海市、北京市２０个城市受访者共计２　０００

人。回收有效问卷１　７９４份，有效率８９．７％。
本研究采用ＳＰＳＳ　１７．０统计软件对１　７９４份

样本数据实施描述统计分析。

二、调查结果

１．居民基本正确认知社区自治行为

自治认知是指个体对社区自治行为基本内涵

的认识和理解。正确的自治认知是产生积极社区

自治行为的基础。表１显示，居民对社区自治行

为的总体认知处于及格水平，五个项目的均值为

６．４９。这是刚刚达到正确认知的底限水平，居民

对社区自治行为的基本内涵还需要进一步加深认

识。这个均值水平的居民大约占据４５％，与国内

学者的 研 究 基 本 类 似，王 丹 阳 等 调 查 显 示，约

６６％的居民认为社区居委会是居民利益的代表，
为百姓提供各种服务。张铭宇的研究则认为近五

成的居民对社区自治并不了解［９］。根据民政部关

于居民社区自治行为的界定，居民自治包括民主

选举、民主监督、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四项内容。
其中，为社区发展建言献策这一民主决策内容得

到了最高分，说明在四项内容中这一点得到百姓

的较为普遍的认同。其次是民主监督。居民认为

社区自治是帮扶弱势群体和提供便民服务的得分

要高于参与社区治安或者打扫卫生活动，即民主

管理的内容中更多得到赞同的是帮助弱势群体和

便民服务。社 区 自 治 就 是 参 与 选 举 得 到 了６．４４
分，这是最能体现社区自治中政治权利保障的环

节，可是它的得分位居倒数第二，表明社区自治中

的选举内涵居民并不十分清晰。

表１　居民社区自治认知状况描述统计

题　　　　　　项 均　值 标准差

社区自治就是选举社区居委会或者居民代表 ６．４４０　 ２．８６６
社区自治就是参加维护社区治安或打扫卫生等公益活动 ５．７５７　 ２．９６７
社区自治就是帮助社区中弱势群体或提供各种便民服务 ６．５０１　 ２．７８３
社区自治就是民主评议、监督社区干部或社区公共事务 ６．８１８　 ２．６２０
社区自治就是为社区发展建言献策 ６．９３１　 ２．５４９

　　２．居民基 本 能 够 正 确 认 识 自 治 行 为 的 积 极

结果

自治态度是指居民对参与自治活动的总体评

价。从表２可知，居民自治态度平均得分为６．９１
分，略高于及格水平。居民基本能够认识到社区

自治行为带来的积极后果并产生一定的正性情绪

体验。如认为参与社区自治是有意义的判断超过

了７分，是一个比较积极的评价。对参与社区自

治生成的情感评分稍低（６．５５１分），但与“意义认

知”相差分值不大。另外，对参与社区自治能够促

进社 会 和 谐 得 到 广 泛 同 意，得 分 都 在７分 以 上。
其次得到居民认可的是参与社区自治会提升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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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知识修养。如调查中一位６０多岁的受访者认

为“我们参 与 社 区 活 动 主 要 是 为 了 开 眼 界，长 见

识”。至于参与社区自治活动能够保障居民的政

治权利和经济权利，得分较低，即社区自治参与和

居民自身的利益相关性不高。

表２　居民社区自治态度描述统计

题　　　　　　项 均　值 标准差

参与社区自治是有意义的事 ７．４０５　 ２．４２８
参与社区自治令我满足和快乐 ６．５５１　 ２．６３７
参与社区自治会提升自己知识、能力等修养 ６．６４４　 ２．６３０
参与社区自治会使社区及社会更加和谐 ７．２２２　 ２．５０９
参与社区自治会保障自身权利，如选举、决策、监督等权利 ６．６００　 ２．６９２
参与社区自治会获得物质、经济利益 ６．６６０　 ２．６３０
通过参与社区自治来促进社区及社会和谐是值得的 ７．２２３　 ２．４５５
通过参与社区自治来提升自己的修养是值得的 ６．９２１　 ２．４６４
通过参与社区自治来维护自身权利是值得的 ７．０５１　 ２．３６１

　　３．居民社区自治实际控制感处于中等水平

自治实际控制感表示城市居民对社区自治促

进和阻碍因素的感知程度，以及由此产生的自治

积极性或者倾向性。整个社区自治实际控制感水

平的均值为５．７６分，没有达到及格水平。说明居

民对社区自治行为的促进和阻碍因素的感知水平

不高也不低，参与的积极性也处于中间状态。这

与李蓉蓉关于社区政治效能感处于中等水平的调

查结果类似。
（１）个体因素较大程度上阻碍了居民参与社

区自治活动。第一，居民从事社区自治活动的效

能感不强。根 据 表３，第 三 项 和 第 四 项 体 现 的 是

居民对是 否 有 能 力 从 事 社 区 自 治 活 动 的 信 心 状

况，即社区自治效能感的强弱状况。该内容均值

为６．３，个体 对 自 己 从 事 自 治 活 动 能 力 和 控 制 力

的认知刚刚达标，是自治效能感的下限水平。第

二，时间、精力和兴趣等个体因素较强地限制了个

体社 区 自 治 行 为。表３第 五 项 得 分 仅 为４．７９８，
说明居民如果没有时间、精力和兴趣，参与的几率

会大大下降。

表３　居民社区自治实际控制感描述统计

题　　　　　　项 均　值 标准差

在未来一年里，您打算参与社区自治 ５．４２１　 ３．２４１
在未来一年里，您将会参与社区自治 ５．４０９　 ３．１３８
您自信能努力克服自身和外界困难积极参与社区自治 ５．８２９　 ２．６５６
您认为自己有能力参与社区自治 ６．７６６　 ２．５３４
即使时间、精力、兴趣等不利于您参与社区自治，您还是会参与 ４．７９８　 ２．７０４
出于党和政府及社区的宣传和动员，我会参与社区自治 ６．０３６　 ２．７６０
即使社区管理体制不完善，我还是会参与社区自治 ５．５６１　 ２．７６１
在小区业委会或其他民间组织带领下，我会参与社区自治 ６．０５０　 ２．６５４
尽管社区自治参与渠道和机会不多，我还是会参与社区自治 ５．５０１　 ２．７５２
本地区良好的经济发展状况促使我参与社区自治 ６．０８６　 ２．７４６
大众传媒对社区事件的广泛报道促使我参与社区自治 ５．７０８　 ３．０１９
亲朋好友会赞同并促使您参与社区自治 ５．９０２　 ２．７２７
同事、单位领导、社区、政府会支持您参与社区自治 ５．８３４　 ２．７８０

　　（２）经济、政治、社会因素中等程度影响居民

社区自治行 为。据 表３，将 经 济、政 治、社 会 等 因

素综合起来看，平 均 得 分５．８２，说 明 这 些 因 素 的

作用接近及格水平，处于中等的影响程度。具体

来看，本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对社区自治行为的促

进作用最为强 烈，６．０９分；其 次 是 社 会 因 素 的 作

用，均值为５．８８分，其中社区社会组织的引领活

动要比大众传媒的影响大；最后是政治因素的作

用，均值为５．７分，其中党和政府的宣传动员分值

超过６分，而社区管理体制不完善、自治参与渠道

和机会不健全项目得分不到６分，说明社区管理

体制不健全、渠道和机会不多相对限制了居民的

社区自治参与行为。
（３）亲朋、同 事 等 因 素 中 等 程 度 影 响 居 民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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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自治行为。表３中最后两项的均值为５．８７，亲

朋、同事等的作用处于中等水平。相比来讲，居民

对亲朋好友影响的评价水平稍高于同事和社区等

组织的评价。说明居民周围的“特殊信任”圈子对

其社区自治行为影响更大，居民更愿意信任和听

从这些人的意见和建议，对于相对陌生的人群的

信任和遵从要小。
（４）居民社区自治参与意向不强。居民的自

治参与意向（表３的１～２项）均值为５．４２，是 中

间水平的评判。总体上居民对未来一年中参与社

区自治的主观意愿评判不高也不低，这与学界关

于社区居民参与意向不强的观点相似。本次调研

的数据说明居民参与社区自治的意愿并不是低于

中间值５分的水平，不是没有参与意向，只是居民

参与的意向处在“有参与意向的低端”。

４．城市居民社区自治参与水平很低

本文以民主选举、民主监督、民主决策和民主

管理四个内容作为自治参与行为的标识。总体社

区自治参与水平为２．４６次，距离最大值１０次相

差甚远，自治参与水平很低，处于基本不参与的状

态，见表４。

表４　居民社区自治行为状况的描述统计

题　　　　　　项 均　值 标准差

过去一年参与社区居委会或者居民代表等选举的次数 ２．２７１　 ３．０９１
过去一年参与社区事务决策讨论的次数 ２．１１６　 ３．０６６
过去一年参与社区卫生清洁、治安等活动的总次数 ３．００３　 ３．１９７
过去一年主动给社区提意见和建议的次数 ２．４３３　 ３．１１０

　　这与国内学界对于居民社区自治参与的描述

基本吻合。在参与的活动中，相对较高参与次数

的是参与社区卫生、治安、捐赠、文体等活动，但是

就算在这个参 与 次 数 相 对 较 高 的 活 动 中，选 择０
次的居民仍占据３１．５％，相当一部分居民对这种

最为可行的活动也不参与；其次是给社区提建议

或者意 见，此 种 活 动 中 选 择０次 的 居 民 占 据

４５．６％；社区民主选举次数位居第三，该活动中选

择０次的居民比例为４８％；排在最后的是民主决

策，居民 选 择０次 的 比 例 占 到５４．４％。总 体 看，

四种活动根 本 不 参 与 的 平 均 比 例 约 为４５％。近

五成的居民根本不参与社区自治活动。这一结果

照比胡惠等学者２００５和２００６年的调查结果（约

８０％的居民根本不参与）的状况要好一些。另外，

由于总体社区自治参与平均次数为２．４６，遂统计

参与次数为０～３次的居民百分比状况，发现约七

成的居民属于此类参与冷漠的人群。

三、分析与讨论

１．社区自治知识的宣传与教育欠缺

居民基本能够正确认识社区自治的 内 涵，但

是距离更为准确的认知还存在一定的差距。究其

原因，一是社区自治的宣传教育工作滞后。整个

国民教育体系中涉及基层民主治理的内容并不多

见。传播社区自治知识的载体欠缺，如大众传媒、

政府网站、学校教育等介绍社区自治知识的内容

稀少，因 而 居 民 并 不 清 晰 认 知 社 区 自 治 的 内 涵。

二是实践中居民缺少社区自治内容的亲身参与和

观察学习。在社区自主治理实践中，由于社区自

治组织发育孱弱，居民没有广泛的组织平台参与

自治，所 以 无 法 清 晰 把 握 社 区 自 治 行 为 的 内 涵。

另外，社区中其他居民有效参与社区民主决策、选
举、监 督 的 事 例 宣 传 不 够，榜 样 的 带 动 作 用 也 不

强，这也导致居民社区自治的内涵认知模糊。

２．社 区 自 治 与 居 民 切 身 利 益 的 联 系 有 待

加强

居民自治态度中，对社区自治带来的 国 家 和

社会效益评价相对较高。这与国家宏观政策指导

下的基层民主治理逐渐优化相关。目前政府在转

变职能、面向基层加大服务力度方面做了很多的

努力：如社区公共事务决策采取居民听证制度，广
泛听取居民意见；设立政府网站，着重听取民心民

意，加大服务居民的力度；大力推行社区网格化管

理，网格管理员及时了解群众需求并做出积极回

应等。这些便民、利民的工作，群众有目 共 睹，从

而有力地促进了居民对社区自治后果的积极认知

和评价。然而，居民自治态度中涉及自身利益的

评价相对较低，说明社区自治的好处还没有转化

为百姓 切 身 利 益 的 满 足。如 何 去 除 社 区 自 治 的

“形式化”成分，真正使社区自治惠及居民日常生

活，是有效促进城市居民形成积极社区自治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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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条件。

３．传统文化教育体制与政治体制影响较大

中国居民社区自治参与的实际控制感和效能

感水平不高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一是源自中国长期以来形成的集体主义文化

传统影响。儒家文化倡导的“中庸之道”“不患寡

而患不均”等观点对国民的影响较大，因此主动的

参与精神受到限制，导致国民政治效能感不强。
二是中国的家庭和学校教育多为“权威式”教

育。权威式教育体现了家长和教师在整个教育过

程中的权威性和主宰性，中国的家庭中多为“批评

教育”而非“赏识教育”。在批评式教育的氛围中，
容易导致居民从小自信心不足，为成人之后的控

制感生 成 设 置 了 障 碍。学 校 中 长 期 的 “应 试 教

育”又导致孩子只会“做题”，不会主动表达自己、
不会勇敢质疑，久之就形成了依赖型的性格特点，
自身的效能感薄弱。

三是中国的集权政治体制铸就了居民控制感

缺失。中国古代长期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和计划

经济时期的全能政府体制，致使国民顺从意识、臣
民意识较强，自我效能感自然无法顺利生成［１０］。

四是目前中国的社区自治中仍旧存在着党和

政府的过度干预。党和政府强势干预社区自主治

理各项事宜，那么居民自治的空间就受到挤压，居
委会就会永远走不出“政府办事机构”的窠臼。居

民没有参与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和管理

的渠道和机会，自治实践欠缺，参与社区自治的实

际控制感必然降低。
五是居民参与社区自治的效果不明显。居民

参与一定的社区自治活动之后，体会到自己的参

与并没有产生作用，或者政府只是为了生成一定

的合法性，才吸纳居民参与听证、决策，居民感受

到自身的参与只是“走形式”，这也是导致居民自

治实际控制感较低的重要原因。

４．多因并存导致社区自治参与水平低下

在社区自治行为方面，尽管照比胡慧 等 学 者

２００６年的研究结果有进步，说明中国城市居民的

社区自治参与意识在增强，但是总体来看，居民参

与自治活动的次数仍旧很低，居民几乎不参与社

区自治活动。在社区自治具体行为种类的参与状

况中，总体上社区民主管理的均值最高，这种参与

要求相对简单、易行，居民多数参与此种社区自治

活动；参与社区监督活动，给社区和街道提意见和

建议的次数位列第二；民主选举活动的参与均值

位列第三，这种活动居民参与的比例不多，次数偏

少；民主决策活动的参与次数倒数第一，居民几乎

不参与社区的决策活动。
造成低度参与水平的原因和前述的自治认知

水平、自治态度状况、自治实际控制感紧密相关。
其中自治实际控制感是直接导致社区自治参与水

平低下的重要原因，居民自治效能感不强，加之各

种现实政治体制和机制的制约，严重影响了居民

的社区自治参与积极性。另外，社区自治态度和

自治认知状况都与自治实际控制感紧密相关，它

们通过社区自治实际控制感对于自治行为发挥重

要作用。

四、结论与建议

通过对 中 国２０个 城 市１　７９４名 居 民 样 本 的

实证研究，发现中国城市居民社区自治行为表现

出以下特点：
一是居民社区自治参与水平低下。中国城市

约五成居民在一年中根本不参与社区自治活动，
约七成居民在一年中参与社区自治活动的次数为

３次以下。按 照 参 与 次 数 高 低，社 区 自 治 活 动 内

容排序 为 民 主 管 理、民 主 监 督、民 主 选 举、民 主

决策。
二是居民 社 区 自 治 实 际 控 制 感 处 于 中 等 水

平。居民个体因素较大程度上限制了社区自治参

与积极性。经济、政治、社会、亲朋等因素 中 等 程

度上影响社区自治参与状况。
三是居民社区自治态度比较积极。居民对于

社区自治产生的后果持有比较积极评价，认为社

区自治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但是社区自治和居

民切身利益的联系有待加强。
四是居民基本正确认知社区自治内涵。居民

对于社区自治内涵的认知处于及格的水平，其中

社区自治的民主决策内涵得到了居民较为广泛的

认同，其次是民主监督、民主选举和民主管理。
中国城市居民社区自治参与冷漠意味着中国

城市社区自主治理任重而道远，有效加强城市基

层民主政治建设，实现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群
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势在

必行。针对上述居民社区自治行为特点的结论，
必须从自治实际控制感、自治认知和自治态度方

面促进居民社区自治行为的提升。首先，最为重

要的是从社区自治实际控制感入手，给予居民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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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的自治直接经验或者替代经验，提升自治效能

感；推动经济和政治健康发展，密切社区自治和居

民的利益关系，切实保障居民的自治权利，提供居

民自治的坚实基础。其次，大力培育以社区自治

组织为主体的公民社会，增加社区社会资本存量，
构筑居民社区自治参与平台和载体。最后，家庭、
学校和职业实践形成合力，大力实施关于社区自

治知识的宣传教育，弘扬社区自治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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