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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社区可以视做聚居在某一地域内的、互相关联的若干社会群体（家庭、民族）、社会组织（机关
、团体等）的总和。
这个生活共同体具有共同利益、相互互动，具有心理认同。
但是现在有谁把自己所在的社区、居住区当做自己的理想之地？
外来的人口在拼命的为追求这座城市的户籍而奔波，无暇顾及社区的存在，而原有居民，在不断地挑
选自己的理想住所，居住区或居住小区总是处在高度的流动之中，谁也不去爱惜。
　　由于原有的社会管理制度和体制并没有随着社会的变化而相应的变革，结果导致了不安全性增加
了，人们只好住在一个被锁住的鸟笼中，人们的自由没有了，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没有了，就不
再把所在地当做自己的家园，城市和乡村失去了灵魂和方向，也就失去了活力和生机。
　　不仅仅如此，与计划体制时期许多矛盾聚集在“单位”不同，当前，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各种
社会问题，诸如下岗失业问题、贫富差距问题、农民工权益保障问题、困难群体救助问题、戒毒问题
、医疗卫生服务问题、社会治安问题等都向社区聚集，社区组织在调节利益关系、化解社会矛盾、维
护社会稳定中处于“前沿”地位。
社区成为社会建设和管理的基础环节，政府在行使卫生、教育、就业、治安、社会保障等方面职能越
来越离不开社区的支持和配合。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社区承担着社会治安、社会救助、就业再就业、计划生育等100多项管理和服务
工作，社区已成为城乡社会建设和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企业承担的社会职能逐步向社会转移，越来越多的原来由企业管理的离退休人员陆续移交给社区
管理。
在城镇化进程中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更多的农民转变为城市居民，流动人口与城镇居民
之间、老居民与农转居人员之间的交流融合和相互适应将更突出。
同时，社会发展中不断涌现的新问题，如禁毒、社区矫正等，将会成为社区的新任务。
　　杜赞奇内卷化现象值得反思。
杜赞奇最早使用“内卷化”是用它来描述政治过程而非经济现象，它所揭示的现象已脱离了原词本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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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乡政村治格局的确立和集体企业改制导致城乡基层公共领域扩展，而原有的基层公共组织并没有
多少改进，致使所耗费的社会资源不足以弥补私人价值的损耗从而出现基层公共治理的内卷化。
其原因是城乡社区公共组织并不是一个协作的系统，而是个连体婴。
这个连体婴只有一个身子却长了两个脑袋。
既是政治组织，也要靠市场来度量。
这样就形成了一种以城乡基层党组织为主体的组织体系，这种组织的权力边界并不严密，在实际运作
过程中产生过变异，要么是公共企业性质的人民公社，要么是营利性的公司结构。
　　因此，必须对基层公共组织做外科手术，使它的边界清晰地分为两个相互关联但又不从属的组织
，一是执行公共管理职能的公共组织，二是发展和管理经济的合作经济组织。
这是解决公共管理内卷化的根本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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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乡村集体企业的改制所带来的变化　　乡村集体企业的改制所带来的去政治化与去社区化
，对农村社会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原有的乡村社区整合方式、乡村干部核心的社会结构，以及社区的
公共生活都面临着新的转型。
　　毛丹对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基层组织的分析非常经典，下面就是对毛丹的分析所作的简要概述。
　　毛丹把后苏南模式和后温州模式的经济称之为新经济。
新经济产生两种基本倾向：一是原乡村集体企业出现去政治化和去社区化；二是资本的权力化。
　　他认为苏南模式的核心有两点：一是社区共有制；二是乡村干部核心的社会结构。
只有在社区共有制的前提之下，乡村企业才有义务、有可能承担基层政权的社会性和政治性的要求。
随着集体产权的解体和明晰化，社区共有制逐步衰落。
乡镇企业无须再对乡村集体承担义务，它面对的只是一个个分散的股东（村民）。
社区共有制的衰落实际上意味着原来那种乡村社会主义的集体传统发生了转型；而去政治化，所必然
导致的干部核心社会结构的解体则加速了这一进程。
　　1.乡村干部核心社会结构的解体　　所谓干部核心社会结构，主要是从村企同构和社会分层的角
度来阐明的，在苏南模式改制之前，乡村干部不仅具有组织资源上的优势，而且同时具有经济资源和
社会关系资源上的优势。
干部核心社会结构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社会分层上的科层化倾向，也就是说政治精英、经济精英不仅
是高度重合的，而且其权威的高低也基本上与科层制体系相重合。
干部核心社会结构的解体，一方面使村庄内部的精英发生了分化，使村民们拥有了更多的流动选择，
同时它破坏了原集体经济之下社区再分配的原则，实际上预示着村庄内部、企业内部分化的加剧。
二是村企的利益开始分化，成为两个具有各自相对独立利益的实体。
村企利益的分化不仅使党委或支部书记一董事长、村长一总经理的村企同构格局解体，而且使村庄在
协调村企关系、村庄外部关系以及村庄内部各组织之间的关系上出现了一定的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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