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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

社区建设为一个整体，一直处于各行专家分别资政建言，社区建设应该从学科交叉的

角度思考，充分利用社区资源，丰富社区文体活动，打造社区品牌赛事，增加学习交

流平台，构建社区共同体，以满足社区居民对于物质和精神的双重需求。研究以“学

习型与智慧健身型”社区协同建设为思考点，从系统论进行社区建设思考并提出二者

协同建设的价值、挑战和策略。研究提出协同建设的四条路径即制定“学习型与智慧

健身型”社区政策法规有利于加强政府对于社区的治理和管控；优化配置资源，建立

政企合作运营模式，有利于发挥市场这双无形的手的调控能力；通过社会组织的协同

治理，加强社区活动与交流，能够保障社区活动的有效开展；居民积极参与社区活动，

塑造社区共同体，实现自治优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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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port of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oints out that we should 

build a social governance pattern of co construction, CO governance and sharing, and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system. Community construction as a whole, has been in the position of experts from 

all walks of life to give advice respectively. Community construction should be consider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disciplinary, make full use of community resources, enrich community cultural and sports activities, cre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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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度思考，充分利用社区资源。研究以“学习型

与智慧健身型”社区协同建设为思考点，从系统论

进行社区建设思考并提出协同建设的价值、挑战和

策略。

2  “学习型与智慧健身型”社区协同建设
的价值

2.1  国家层面：新时代的要求

新时代语境下，社会主要矛盾有了更为加快的转

变，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与日俱增，人民对于文体需求也有了新的要求，社

区居民需要更为便捷、高效、智能、多元的服务。

单一社区是作为社会建构中的基础，其管治水平的

高低情况，直接体现的就是国家治理能力水平高低

或质量层次的程度。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下的

完善与建设中，其中社区的管理和建设，在新时代

社会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关键作用。面对十四五规

划开局之年，新发展格局阶段，积极完善社区功能

发展和建构，推动更高质量的社区公共服务，加快

社区自治改革，增强社区共同体的核心文化建设，

提高民众获得感是新时期丰富和激发社区活力的重

要内容。因此，积极丰富社区的多元化功能，打造

品牌社区文化休闲的任务，协同建设社区成为满足

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新要求。

2.2  社会层面：政策文件的推动

为了更高质量的满足居民对于学习和健身服务

的不同层次需求，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关于社区建设

与 发 展 的 政 策， 大 力 推 进 社 区 建 设 和 发 展。 研 究

搜 集 近 五 年 的 主 要 政 策， 罗 列 归 纳 主 要 体 现 为，

community brand events, increase learning and communication platform, and build community community, so 

as to meet the dual needs of community residents for material and spiritual. The research takes the collaborative 

construction of “learning and intelligent fitness” community as the thinking point, thinks about the community 

construction from the system theory, and puts forward the value, challenge and strategy of the collaborative 

construction of the two. The study puts forward four fronts of collaborative construction, namely, the formulation of 

“learning and intelligent fitness” community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is conducive to strengthening the government’s 

governance and control of the community; optimizing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and establishing the operation mode 

of government enterprise cooperation is conducive to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market’s invisible hand; through the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strengthening community activities and exchanges can guarantee 

community activities Residents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community activities, shape community, and realize self 

governance.

Key words: Community; Smart community; Collaborative construction

1  问题的提出
按照网络社区分类和时代发展可分为学习型与传

统型社区。学习型社区指通过参与实现集体型教育

的社区，它以学习、研究、讨论为目的，以网络工

具为中介进行人际交互而形成的群体，如知乎网，

CSDN 论坛，慕课网等［1］。学习型社区是在社区终

身教育的基础上，提高社区成员素养和丰富生活内

容，达到社区持续高质量发展的一种新型社区［2］。

社区在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不仅

承担着社区居民生活家园的外显功能，还要积极传

递智慧城市与社会文化发展的担当与责任。未来人

类社会的繁荣取决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发展，

但最终落实到社区的建设当中，因此，构建学习型

社区成为应然之势［3］。

《十四五规划》与《2035 年远景目标规划纲要》

提出努力构建更高质量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未来五年，国家将继续统筹建设基础设施，推进社

会体育场地建设和学校场馆开放共享，提高健身步

道覆盖面。智慧健身型社区是为了满足社区不同人

群对不同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迫切需要，是促进全

民健身和全面健康的重要举措。因此，新时期积极

推进“智慧健身型”社区的建设工作，对满足社区

居民健康需求，提高健康生活质量，加快和谐社区

文化建设，落实“健康中国”战略具有重要价值和

意义。

根据当前社区的建设和治理的现状，政府在社区

不同方面的管理上仍占主导，“协同治理”作为新

型治理方式且由于社区建设为一个整体，一直处于

各行专家分别资政建言，社区建设应该从学科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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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住 建 部 出 台《 智 慧 社 区 建 设 指 南》，2016

年 6 月 国 务 院 印 发《 全 民 健 身 计 划（2016—2020

年）》，10 月印发《“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

2018 年 颁 布 了《 关 于 印 发 智 慧 社 区 健 身 中 心 建 设

试 点 工 作 方 案 的 通 知 》，2019 年 国 务 院 办 公 厅 正

式印发《体育强国建设纲要》，以及 2021 年《十四五

规 划 》 和《2035 年 远 景 目 标 规 划 纲 要 》， 这 些 纲

要和政策文件的颁布对于完善社区建设和社区居民

学习和健身起到了一定的指引与大力推动作用，也

是积极推动社区公共服务改革和建设的有利抓手，

进一步刺激社区功能的完善，加快智慧城市建设的

步伐。

2.3  社区层面：跨界协同共进的定位

5G、互联网以及社群和区块链技术等现代信息通信

技术的快速发展，对社会安全、文明和制度的完善有了

更大的要求，完善社区治理体系成为新时期社会稳定的

重要任务。在城市社区公共服务智慧化治理中，坚持跨

领域协同共进的定位是促进社区治理智慧化的重要选

择。［4］当前“学习型社区”的建设是满足社区居民不断

发展与学习的需要，为社区居民提升智慧动力提供基础，

构建学习优美环境，提高学习效率；“智慧健身型社区”

的建设是满足社区居民对追求健康生活品质的需要，打

造社区科学健身的平台，满足健身健康需求，繁荣社区

学习与运动文化，二者均是满足社区居民最基本的需求

着手，且从社会生态系统学思考，社区居民作为一个完

整体，其居住的环境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其生活质量，

因此基于社区居民的发展而言，学习和健康，二者不可

分割。研究认为，将“学习型”与“智慧健身型”社区

协同建设可高效利用社区有限资源，达到“1+1>2”的建

设效果。

2.4  个人层面：终身学习与全民健康的基础

终身学习与身心健康是每一位居民对于生活要求

的基础。特别是当前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老有

所养”成为研究老龄人高品质生活的主要方向，且由

于计划生育时期的政策，当前人口结构存在巨大的隐

患，造就老龄人生活的妥善安置成为社会关注的重点

话题。“活到老学到老”是社区居民面对国家加快发

展以适应社会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跟不上当前时代

文化的发展就会迅速被繁荣的时代所抛弃。社会所定

义的文盲不再仅仅是未曾读书的人，在经过中国 9 年

义务制教育的大背景下，缺乏终身学习的能力被认为

是 21 世纪的新文盲。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

这标志着我国已进入经济加速发展的快车道，越来越

多的人开始关注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的高低，幸福感

和获得感成为评价生活状态的主要量化指标。社区作

为居民生活的主要环境，只有社区具备足够的软硬件

条件，才能提供充分的学习和健康环境，在这样的良

好环境下，居民才会有坚持锻炼和学习的热情，也才

会积极参与社区文体活动，共同建设社区美好家园。

而“学习型与智慧健身型”社区协同建设的目的就是

将人类终身学习与全民健身相结合，满足人民最基础

的需求和保障。

3  “学习型与智慧健身型”社区协同建设
的挑战

3.1  社区文体建设：完善社区治理制度

新时期，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对

国家治理的内涵和特征做出新规定。社区治理成为

重要一环，文化生活与服务质量体现着社区人民对

于服务的基本要求，做好社区服务成为提升社区民

众获得感的重要手段，协同治理成为社区建设的主

方向。加强社区的管控是保障社区居民安全健康生

活的基本环境条件，发挥社区组织对社区建设和发

展的作用，是稳定社会秩序的基本要求，但当前在

社区文体建设上，由于各部门分工合作较多且各自

工作任务与强度较大，造成部门与部门之间存在一

定的信息沟通障碍，或多或少都会造成资源供给错

位，不能充分的发挥社区有效资源的合力。因此，

在促进社区的综合治理上，将“学习型与智慧健身型”

社区协同建设有利于完善社区的治理制度［5］，但在

建设的过程中也是面临社区共同治理制度的完善，

责任的分工，以应对增强供给效率，促进部门之间

有效分工合作的挑战。

3.2  社区公共服务：推动供给侧改革

十九大提出社会的主要矛盾已发生变化，各大层

次和不同主体的供求关系出现了不同方向的结构性变

化，供给与需求也亟须得到调整。为此，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以提高供给质量作为评判标准，以人民的满意

度来构建服务体系，推动一系列供给侧改革政策，打

破各大体系之间的屏障，更好地提高运行效率。社区

在公共服务建设的过程中，需要充分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的思想，以提高供给效率为主要任务进行发展，政

府积极开展“放管服”，采用社会机构市场化的方式，

提高社区公共服务改革的供给效率，积极引导社区居

民对于学习与健康是人的主要需求意识，“学习型与

智慧健身型”社区协同建设成为应然之势［6］，是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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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社区资源供给不足矛盾的主要抓手和解决之策，

是提高社区居民公共服务获得感的重要措施。

3.3  社区供需分析：提高居民获得感

从新时代社会健康发展来看，城镇化的加速推

进，农村整体脱贫，社会面临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人们不仅最基本的物质保障已得到充分的保障，更

高一级的精神文化需求也愈来愈被重视。对社区人

们生活产品供需进行分析，社会各界人员更加注重

生活的质量，幸福感、满足感和获得感被反复强调。

“获得感”不仅成为党中央重要会议和文件中频频

提到的重要词汇，也成为民众交流的热词。在社区

供需分析上，只有充分的分析社区居民对于学习和

健康的需求，为其提供能够满足其身心健康学习的

主体讲座和宣传，才能帮助社区居民更好地融入社

区建设中。协同建设“学习型和智慧健身型”社区

不仅可以超越单一建设的效果，同时能够更好地满

足社区居民的需求，获得感也成为评价社区发展的

标准之一。

4  “学习型与智慧健身型”社区协同建设
的策略

4.1  政府管治：制定“学习型与智慧健身型”社区

政策法规

管治是指通过多个利益之间的共同体发挥各自的

职能充分利用有限资源的一种管理方式［7］。管治的

视角下，政府在社区多中心的治理模式中主要发挥

积极的主导功能，采用政策制定的形式来引导社区

秩序的稳定与生活环境的协调。

首先，制定“学习型与智慧健身型”社区政策法

规，在社区规划、准入制度、评价标准以及完善智

能化设施、信息交换共享办法等方面进行调配和完

善。积极开展居民主动学习的制度，包括对社区文

化建设的资金使用、运行机制、评价反馈等。其次，

政府可以聘请卫生安全、体育指导、社区管理等专家，

以简单直接，通俗易懂的方式对社区骨干及居民进

行相关的讲座和培训学习，增强社区建设、个人健

康和文化活动参与等相关意识，细化社区相关法规，

提高适用性。通过制定“学习型与智慧健身型”社

区政策法规，以制度进行运转，增强治理效率，发

挥政府的管治功能。

4.2  市场厘治：优化配置资源，建立政企合作运营

模式

在政府深化供给侧改革的政策方向下，我国“学

习型与智慧健身型”社区建设须要不断刺激市场元

素，以市场应有的竞争体制来激活社区文化发展，

同时以政企合作运营模式，优化配置资源，加强社

区不同主体之间的沟通交流，加快信息技术在社区

发展中的功能作用，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过

程中的厘治作用。

首先要理顺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政府需要明

确在“学习型与智慧健身型”社区建设中的角色位置，

企业则需要注意在优化社区资源配置上助力。政府

对市场进行引导和监督的同时，企业为“学习型与

智慧健身型”社区提高硬件、软件等基础设施。二

者在协同建设社区上需要相互协作，优化配置资源。

其次建立政企合作 PPP 模式。当前，仅由政府资金

来支持“学习型与智慧健身型”社区可持续发展显

得动力不足，政府应政策鼓励和经济刺激开发商积

极投入到“学习型与智慧健身型”社区的建设中来。

根据社区居民需求，寻找对应的公共服务供给，建

设便利、多样化的智能体育场馆和学习活动场地设

施，形成供给合力，积极构建结构优化，资源得到

充分利用，社区建设运营科学化的“学习型与智慧

健身型”社区。

4.3  社会协治：保障社区活动的有效开展，加强宣

传与交流

政府和市场不能包办“学习型与智慧健身型”社

区建设，而应让更多地社会组织参与协治以保障社区

活动的有效开展，丰富社区居民的休闲体育与文化学

习活动。

首先，有效的组织与实施相关文化策划，抓住社

区居民对精神文化的需求，通过打造具有一定影响力

或孵化品牌性的活动或赛事，进而丰富社区文体活

动，发挥社会组织应有的社会功能。社区管理人员可

以及时了解居民日常的主要文体活动，包括文化学习

和体育锻炼项目等信息，积极构建社区居民所需要的

物质环境以满足其社区活动的开展。其次，社会组织

在参与社区服务过程中及时了解居民对于文体活动的

需求，并通过线上线下及时反映到上级管理部门［8］。

同时积极引导社会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社区文体活动

并将成果进行宣传和奖励，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应有的

协治功能，以满足社区不同居民群体对于各类型文体

学习活动的需求。

4.4  居民自治：积极参与社区活动，塑造社区共

同体

社区居民是“学习型与智慧健身型”社区协同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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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终归宿，不同居民对于社区服务的实际要求和公共

服务的满意度水平是权衡社区建设水平高低和成功与否

的“金标准”。“学习型与智慧健身型”社区服务其最

终的目标是更好地调动居民参与文体活动的积极性，丰

富社区居民文体活动，促进互动交流，提供公共服务，

营造健康、幸福、文明和安全的社区建设氛围，实现居

有所乐。

社区共同体是“学习型与智慧健身型”社区打造

的归宿，不同治理主体应积极引导居民参与文化活动

并提出相关发展建设意见，通过社区居民的需求分析

和建议来打造隶属于社区居民自身所需要的社区文化

学习环境。社区居民作为社区生活的主体，文化繁荣

发展的推进者，只有自行积极加入社区的打造和发展，

以自身当家做主的心态参与社区的治理当中，为社区

发展提建议，谋发展，积极融入社区共同体，才能更

好的满足和发展社区居民不同需求。同时社区也应积

极举办社区文体活动，社区不再是独立的生活空间，

而应是社交的第二场所，以社区文体活动参与了解居

民思想动态，解决社区相关问题，发挥主观能动性，

实现居民高效自治。

5  结语
“学习型与智慧健身型”社区协同建设的目的是

为满足社区居民对于生活的需求而量身打造，是为

更好地促进社区资源高效利用，解决社区文化持续

健康发展的桎梏，打造共同发展的综合体。但当前

我国社区在治理上还存在治理主体的单一性，社会

组织和居民自治上存在矛盾；社区发展的融资渠道

不畅，不能充分发挥特色优势。在协同治理上，政

府应主动放权成社区发展的引导者，企业积极参与

逐渐发展为合作者，社会组织协同治理从被动者逐

渐发展为协作者，居民从社区享受者逐渐发展为主

动者，共同为社区的发展出谋划策，推动建立“共

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新格局，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共享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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