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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社区公众参与的演进、特征和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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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全过程人民民主对公众参与提出了新的时代发展要求。我国社区公众参与的演

进逻辑，体现在理论演进走向本土化和体系化、制度演进彰显时代化和规范化、主体演进

从权利导向到利益导向、内容演进显示出参与内容泛化和民生主题强化、行为演进从单一

化走向多样化。社区公众参与的模式特征体现了动员参与体系化和自主参与差异化，空间

特征体现了动员参与现场化和自主参与网络化，价值特征体现了动员参与公益化和自主参

与多元化。社区公众参与的发展趋向具体表现为“四个分化”与“五个融合”，从整体而

言，却呈现出“二重属性”，即“整体到分化”“分化到融合”并存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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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市公众参与的空间场域往往是从社区发轫，主要是围绕社区公共事务治

理的问题而发端，由自身利益、集体利益和局部公共利益诉求而发起，由直接利益

相关者中的有影响力人员产生行动而发动，由面向街道社区向地方基层政府职能部

门拓展扩散而发展，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拓宽基层各类群体有序参与基层治理

渠道。社区公众参与是在制度规则文化等供给因素影响下，社区群体与基层政府部

门按照相应需求运用协商互动、诉求表达、公共服务等方式，维护公民权利和社

区利益而开展的面向公共事务治理的行为。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公

众参与活动，经历了政治制度的完善、国家政策的调整、法律法规的健全、政

府职能的转变、社会矛盾的变化、参与需求的表达等演进历程。由此带来公众

参与的议题、群体、模式、机制等方面的与时俱进和守正创新。社区公众参与

的演进逻辑，可从理论维度、制度维度、主体维度、内容维度、行为维度等方面

进行多维梳理分析，从而总结公众参与在制度供给和参与需求中体现的多维演进规

律，进而探讨不同群体类型、行为类型公众参与的鲜明特征以及发展趋向。

一、我国社区公众参与的多维演进

（一） 理论演进：走向本土化和体系化

1.公众参与理论的多样化借鉴。公众参与的理论演进体现在不断走向体系化。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内政治学等相关学科的恢复和发展，国外关于公众参与的一

些理论也通过研究成果和学术著作等形式被多样化引进、翻译、介绍、运用到国内相

关学科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中。尤其是一些代表性的学者如塞缪尔·亨廷顿、琼·纳尔

逊、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克莱顿·托马斯、蒲岛郁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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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这些学者的著作对国内公众参与的理论研究

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多样化的理论借鉴也发展衍

生出来一些理论研究视角，例如参与式民主理论、

新公共管理理论、公民参与理论、社区治理理论、

多中心治理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社会资本理

论等。国内一些研究者据此分析这些理论在中国

的解释力和适应性，并尝试解释国内的公众参与

实践状况，同时也积累了一些经验成果。

2.公众参与理论的本土化构建。随着我国公

众参与实践的发展，公众参与理论的本土化建构

问题愈受重视。单纯用西方理论解释中国实践是

没有出路的，既缺乏足够的理论解释力，更缺乏

足够的实践创造力。中国的社区极具自身独特的

政治内涵和空间场域，公众参与也受基层社区不

同的政策规划和文化影响，用本土化理论阐释中

国道路和中国模式越来越成为国内学术界的理论

共识、职责使命和责任担当。国内公众参与的研

究形成的理论成果奠定了公众参与本土化构建的

基础。林尚立、何增科、贾西津、蔡定剑、王锡

锌等学者关注社区民主与治理、城乡公众参与和

合法性、社区公众参与案例和模式、公众参与的

制度建设、地方行政过程中的公众参与等。从集

中在公众政治参与领域向行政服务领域拓展、向

基层社区下沉。这些研究关注了当时热点问题，

为国内公众参与的本土化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3.公众参与理论的体系化发展。新时代的公

众参与研究，具有外向发展和内生发展并存的特

征。从外向发展而言，不断拓展了公众参与的研

究领域，主要是从政治参与的理论拓展到社会、

文化等多领域的参与理论。从内生角度而言，不

断细化了公众参与的具体领域。主要体现在公众

参与基层治理研究、公众参与的法治化研究、公

众参与的社会化研究、公众参与的网络化研究

等。研究专题逐步拓展到围绕社区的生态环保、

垃圾分类、低碳发展、建设规划等领域。公众参

与的研究成果既体现在横向维度研究领域的延伸

拓展，又体现在纵向维度研究取向的深度发展，

逐步完善了公众参与理论、政治参与理论、集体

行动理论。社区公众参与的研究集中在制度主义

视角、结构主义视角和文化主义视角。理论体系

化发展主要体现在：一是群众关系理论的发展对

公众参与理论的影响。二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理论

的发展对公众参与理论的影响。三是决策民主化

理论的发展对于公众参与理论的影响。四是治理

现代化理论对公众参与理论发展的影响。基层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共建共治共享的理

念都对公众参与理论和实践产生了多重影响。

（二） 制度演进：彰显时代化和规范化

1.公众参与制度的时代化。公民参与权是我

国的一项政治权利。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

以来，中央会议精神对于公众参与的具体提法显

示了时代变化和时代要求，既体现了公众参与的

内涵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丰富，也体现了公众参

与权利随着我国民主政治的现代化发展，不断走

向制度化保障和落实。从党的十九大提出完善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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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

出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

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

体系，再到党的二十大提出完善社会治理体系，

健全共治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均体现了参

与制度的时代化和体系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新时代，伴随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的提出和实施，

完善协商民主体系，健全各种制度化协商平台，

公民的参与权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下得到

多样化的体现和多渠道的落实。总体而言，公众

参与的制度演进具有时代化的特征，体现了与时

俱进守正创新，着力于解决时代课题和公众诉求。

公众参与制度的发展与一个国家政治体制密切相

关。新时代加强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健全基层群

众自治机制，拓宽基层各类群众有序参与基层治

理渠道，体现了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正沿着现代化

的方向发展。中国政党领导体制能够在人民根本

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将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

党派爱国人士等组织起来，纳入制度化的参与渠

道，有利于吸纳不同阶层和群体的诉求［1］。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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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制度的现代化发展为公众参与的时代化发展

提供了根本的政治制度环境，基层协商民主的时

代化发展进一步拓展了基层公众参与现代化发展

的制度空间。

2.公众参与制度的规范化。社区公众参与的

政策在与时俱进地回应时代关切、回应民主发

展、回应公众所需，逐步走向规范化。全国各地

推出了多种社区发展模式，既有典型经验，又有

特色创新，体现了符合现代化发展的规范化特

征。根据参与渠道的制度化水平，分为制度性

参与和非制度性参与。制度性参与是社区成员在

现实制度规范内的参与活动，常见的形式有选举、

表态、执行、管理、决策、监督、观察等。非制

度性参与是指社区成员超越现实制度规范的参与

活动，常见的形式有议论、投诉、抗议等［2］。制

度化的公众参与从参与程序而言，符合现行参与

政策，纳入已有的参与制度化体系之中。从组织

特点而言，公众参与还可以分为组织参与和非组

织参与。组织参与是指社区居民通过已有的党政

组织、群团组织、志愿组织、社会组织等组织机

构或者组织方式参与社区事务，一般属于制度性

参与的范畴。非组织化参与如果符合参与程序和

参与流程，则可纳入制度性参与的范畴。蒲新微

等学者认为制度化建设为群众长期、有效、规范

参与社区治理提供重要保证。群众在制度化参与

社区治理过程中存在“权”“能”“位”先天不足

的问题，要创设服务于民的基层民众社区参与制

度［3］。制度化、组织化的参与都体现出参与逐步

走向规范化。

（三） 主体演进：从权利导向到利益导向

1.权利导向的群众参与。在现代政治意蕴中

的社区公众参与，参与的主体也经过了一个递进

嬗变的过程。群众参与的政治属性更强，体现了

参与范围广泛化、参与主体特定化的大规模集体

行动特点，体现的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权利，

彰显了参与的权利主体特征。群众参与更强调整

体性，具有大规模性和利益一致性，其概念经常

在政治活动中运用，体现的是政治权利，彰显政

治身份标签，提升参与的政治功能。在群众路线

中是党和政府、党员干部在发挥参与的主体作

用。群众参与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发挥参与权利

的主体作用。公众参与更强调局部性，具有小规

模性和利益分化性，其概念经常在社会治理中运

用，体现的是参与权利的行使和自身利益的维

护，彰显的是公民身份、利益诉求和法治保障。

2.权利和利益相结合的群体参与。由于现代

民主政治的发展，公民参与权利得到逐步落实和

制度化保障，以及市场经济导致的利益多元化引

起的利益导向参与变多，使得权利导向逐步走向

利益导向，形成权利和利益相互交织。先后受到

研究关注的群体参与主要有：一是进城务工人员

权利和利益导向的公众参与。研究关注农民工政

治参与的制约因素与发展路径以及劳资关系问

题、劳动保护问题、居民暂住问题、户籍身份问

题、综治安全问题，引发的一些基层矛盾和社区

公众参与活动受到研究关注。二是民营企业人士

权利和利益导向的公众参与。理论界将民营企业

和“两新”组织的人士作为公众参与的研究热

点。阳春花等研究者发现民营企业政治参与策略

主要表现为以身份型嵌入、组织型嵌入、资本型

嵌入为代表的制度嵌入和以关系型嵌入、公益型

嵌入为代表的非制度嵌入［4］。三是村社居民权利

和利益导向的公众参与。农村围绕村民选举、集

体资产利益和收益、征地拆迁、土地流转、村改

居等利益分配引发的公众参与活动受到关注。城

市社区里拆迁问题、邻避设施问题、物业管理和

业委会问题、生态环保问题、民生实事问题、基

层治理问题，这些利益纠纷和利益诉求引发的公

众参与活动成为研究热点。四是专业人士权利和

利益导向的公众参与。社区专业人士具有作为直

接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参与、作为社会公益的公共

利益参与、作为公共利益的委托参与三种类型。

公众参与中的“专业”体现在知识、技能、领

域、背景等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便利条件或熟

悉程度，体现为理论知识专业人士、实践技能专

业人士、资源领域专业人士等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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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内容演进：参与内容泛化和民生主题强化

1.社区参与的内容泛化。社区公众参与的内

容伴随着对社区的认识而愈发具象化、精细化、

多样化，拓展到政治参与、文化参与、社会参

与、生态参与并存发展的局面。一方面是政治参

与的不断深化细化研究。徐旻霞等研究者发现中

国小镇青年的社区民主政治参与度显著高于城市

青年［5］。另一方面是社区参与的不断拓展泛化研

究。表现在：一是生态环境因素的社区参与研究

不断涌现。耿松清等研究者关注国家公园建设中

社区参与模式，需要拓宽社区参与渠道，为居民

参与提供资金和制度保障，培养居民参与能

力［6］。二是经济资源因素的社区参与引起研究关

注。王若溪等研究者关注社会资本对城市居民社

区参与的影响，社会资本是造成社区参与水平差

异的重要原因［7］。三是文化和情感因素的社会参

与研究成为热点。陈涛等研究者关注在公民自愿

主义和社区情感承诺的视角下城乡社区治理中的

居民在线参与行为［8］。四是社会组织和企业机构

的社会参与研究不断增多。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

理有其现实诉求和重要意义，有助于实现政府治

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9］。杨涛根据

社区参与的内容，将社区参与的类型分为事务性

参与、维权性参与、公益性参与和娱乐性参

与［10］。这些体现了社区参与内容的泛化。

2.社区参与的民生主题强化。其一，民生主题

参与上升和政治参与的相对地位下降。不是政治

参与不重要或者研究数量下降，而是指政治参与

的内容相对于社会参与、文化参与、经济参与不

再占据主导地位，不再像传统的公众参与几乎就

等同于政治参与。其二，参与内容的民生事实诉

求特征明显。社区参与具有较强的社会属性。居

民社区参与绝大多数表现在交通、教育、文化等

民生领域，而政治领域的社区参与较少，且居民

对社区政治事务的参与热情较低。张洋阳发现流

动党员社区主人翁意识、社区党组织号召响应度、

社区归属感这三种内生要素的不足，是造成这类

群体社区参与行为稳定性缺乏的重要原因［11］。居

民参与的大部分内容是非政治性的事务或活动，

倾向于以解决具体问题为导向的民生实事诉求。

（五） 行为演进：从单一化走向多样化

公众参与的行为演进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历

程。从整齐划一的规模化参与，发展到零散的差

异化参与；从组织动员参与到自发自主参与相结

合；从纯粹的现场参与，过渡到现场参与和网络

参与相结合，从民主投票走向多样化的参与行为。

我国公众参与经历了动员型参与、自发型参

与、理性自主型参与的历史发展过程，并以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节点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12］。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先后出现了动员型政治

参与高涨、自主性政治参与涌现和政府主导型政

治参与兴起的三波浪潮［13］。社区公众参与的行

为类型也在不断地演进发展。潘小娟总结了城市

基层社区参与的十余种类型，主要包括：直接或

间接选举社区居民委员会、社区居民代表会议、

听证会、协调会、评议会“三会”制度、社区人

民联络员制度、制定社区居民公约和社区自治章

程、民主评议机制、开设议事园、居民门栋自

治、建立民情信息站、建立信访接待室、组织聊

天台［14］。岳经纶等研究者总结了公众参与政策

评议的四种类型：咨询模式、点评模式、商议模

式、协商模式［15］。著名学者俞可平总结了公众

参与的常用形式，包括投票、公决、竞选、协

商、辩论、请愿、结社、游行、示威、抗议、动

员、宣传、串联、检举、游说、上访、听证等十

余种，手机短信、网络组织、网络论坛、电视辩

论等，是公众参与的新形式［16］。向德平等研究

者把城市社区管理中的公众参与形式分为社区动

员式参与、公众自发式参与和合作式参与三种参

与形式［17］。这些都体现了公众参与行为从单一

化走向多样化。

二、新时代社区公众参与的鲜明特征

（一） 模式特征：动员参与体系化和自主参

与差异化

1.动员参与的体系化特征。一是动员参与具

有健全的制度化体系。根据党和政府的政策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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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制度安排，公众参与的模式特征和行为方式具

有中国国情特色。动员参与依托现有的政策体系、

法规体系、队伍体系、组织体系、治理体系发挥

着重要的作用。党政机关单位的组织动员参与发

挥着政府主动参与的作用。二是群众路线丰富了

动员参与的政策体系。群众路线是由基层政府和

组织机构发动党员干部积极发挥主体作用和主动

作用，贯彻政府意图，服务群众，并听取和吸纳

群众意见作为政治决策、政策发布、公共治理的

重要依据。亦即是间接发挥了群众的表达权、参

与权和建议权，最终是把群众的意见建议和相关

诉求纳入了公共决策参考和公共事务治理中，实

际上也在影响公共事务治理。群众路线可算作特殊

形式的公众参与。中国共产党优良作风就包含了同

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18］。三是动员参与

不断拓展内容体系。动员参与也在与时俱进和守正

创新种不断拓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型政党制度

形成了广泛参与公共决策的机制，主动地持续地深

入到群众中间，通过决策制定回应群众诉求［1］。新

时代动员参与不断丰富内容体系，例如党员干部

社区“双报到”、疫情防控社区志愿活动。

2.自主参与的差异化特征。制度化参与不仅

是政府所倡导的参与方式，也是社会公众提高参

与成效、规避参与风险的有序且有效的参与方

式。制度化的参与需要良好的运行机制才能确保

公众参与符合制度规范、遵守制度程序、纳入制

度渠道。动员参与往往具有较好的制度化，自主

参与的制度化的运行机制尚待进一步健全。自主

参与体现出一定的差异化特征，具体表现在参与

时间的差异化、参与规模的差异化、参与渠道的

差异化、参与主题的差异化、参与诉求的差异化

等。一些公众在遇到利益诉求并将参与需求转化

为自主参与行为时，会遇到一些参与的配套制度

瓶颈问题，例如公众参与的方式、制度规范、参

与平台渠道、参与流程阶段、政府回应性、参与

成本风险等，从而导致自主参与在规模化、制度

化、程序化、有序化等方面受到影响。“以信访

为例”，“作为一种具有差异化特征的自主参与模

式，信访也经历了政策实施、规则演变、配套措

施等制度变迁和体系完善的历程。党的二十大也

强调要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19］。自主参与

相应的制度化、体系化、法治化建设也将随时代

发展不断得到完善。

（二） 空间特征：动员参与现场化和自主参

与网络化

新时代以来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社区

参与成为重要的参与手段和参与场域。从总体而

言，网络参与和现场参与结合更为紧密，相辅相

成。但从局部而言，网络参与和现场参与沿着两

条路径在发展：一是动员参与的现场化，二是自

主参与的网络化。动员参与一般采用线下现场参

与方式，经过组织动员，到达相应地点，解决公

共事务治理或公众利益关切的问题，体现的是

“在场”参与。但是自主参与在新时代更多地使

用网络参与的方式，在电脑屏幕或手机屏幕前即

可完成，体现的是“在线”参与。网络参与的规

模化、扩散化、便捷化特征愈发明显。在动员参

与活动中，现场参与的空间往往下沉到基层社

区。在自主参与活动中，网络参与的空间越发广

阔。网络既有虚拟社区，也有现实社区在网络上

建立的交流、参与、协商、监督平台。网络参与

行为越来越普遍化、多样化、具体化，从利用网

络工具作为现场参与的辅助，逐步过渡到把网络

参与和现场参与相结合，进而发展到直接以网络

为主要参与场域开展网络问政和表达利益诉求。

网络参与方式已成为最直接、最便捷、最广泛的

参与方式。网络参与的方式逐步从单一化发展到

综合化，网络参与群体从大学生为主发展到涵盖

众多群体，网络参与主题从社会热点事件发展到

自身利益、公共利益、社会公益等诸多方面，网

络参与范围呈现出宽泛化、深度化、精细化、持

续化并存的局面。

（三） 价值特征：动员参与公益化和自主参

与多元化

1.动员参与的公益化特征。新时代以来，动

员参与根据国家和地方在经济、政治、文化、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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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生态等方面的工作部署而逐步增强。党员干

部进社区是动员参与的创新举措。党员干部进社

区“双报到”，在当地政府中心工作部署和当地

街道社区具体安排下，有序参与文明城市建设、

垃圾分类、交通指引、爱心微心愿等公共事务治

理活动，体现了公益化的特点，参与是为了人民

群众的公共利益，而不是个体利益。突发公共事

件治理中的公众参与也体现了动员参与的公益化

特点。例如新冠疫情公共突发卫生事件的治理，

党员干部发挥自身的先进性和先锋队作用，发扬

担当精神和斗争精神，为了维护公共利益，积极

响应组织动员参与到基层防控任务。

2.自主参与的多元化特征。动员参与出现公

益化特点，自主参与的价值导向在一定程度上出

现了多元化的特点，包含了权利、公益、自利等

方面。自主参与主要体现公众自身的需求，既关

注公民自身利益，也关注部分群体利益较多，还

关注更大范围的公共利益。多元化的利益诉求容

易构成个人与集体、局部与整体之间的矛盾，增

加了基层矛盾化解的难度，也使得公众参与的成

效下降，容易造成公众参与持续化、扩大化和低

效化。例如社区垃圾回收站和变电站等公共设施

的邻避冲突、公共道路修建的噪声问题、社区配

套学校的招生地段问题。这些涉及直接利益相关

群体和间接利益相关群体、高度利益相关群体和

一般利益相关群体、核心利益相关群体和边缘利

益相关群体，在自主参与所关注的多元化利益诉

求中产生分歧、细化和博弈。多元化的利益诉求

导致自主参与在自身利益和公共利益、局部利益

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博弈中引发

不同的参与活动，这些需要得到重视和引导。

三、我国社区公众参与的发展趋向

（一） 公众参与的“四个分化”趋向

回溯我国公众参与的发展历程，呈现出明显

的从整体走向分化、从一元化走向多元化的特

征。分化的特征主要体现在“四个分化”：一是

参与主体的分化，体现在由作为整体性概念的群

众参与，分化为由职业、年龄、身份、性别等特

定群体的公众参与。二是参与主题的分化，体现

在原本集中于传统的政治参与主题，分化为类型

多样的参与主题，如社会参与、文化参与、生态

环保参与、重大决策参与等。三是参与形式的分

化，由形式较为单一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分化为动

员参与、信访、协商、投诉、听证、维权等不同

形式的参与活动，参与方式的网络化、制度化、

法治化特征越发明显。四是参与利益的分化，由

集中关注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逐步分化为涉及

个人、集体和社会群体的权利、公益、私利、价

值理念等方面的诉求同时并存的状况。

（二） 公众参与的“五个融合”趋向

新时代的社区公众参与随着参与理论的发

展、参与制度的变迁、参与主体的嬗变、参与内

容的细化、参与行为的多样，也体现出一定程度

和部分结构上的融合发展趋向。总体而言，体现

了“五个融合”：一是社会参与和政治参与的融

合。民生政治参与体现了两者融合的中间道路，

呈现出结构化融合的趋势。二是现场参与和网络

参与的融合。社区公众参与既体现了网络社区和

现实社区的联系，也体现了网络社区参与和现场

社区参与的结合。两者的关系并不是非此即彼、

厚此薄彼、顾此失彼，而是应该有效结合相互促

进。三是动员参与和自主参与的融合。动员参与

符合政府需求，自主参与符合公众需求，两者需

要兼顾融合和平衡才符合发展导向。因此，应该

从动员参与和自主参与在某些方面、某种程度融

合的视角，来解决参与方式的失衡问题。四是参

与秩序和参与效能的融合。有序参与和有效参与

需要在制度化参与的渠道内有机结合，才能兼顾

秩序和效能的平衡导向。五是参与制度和参与需

求的融合。制度供给和参与需求有效衔接、转化

和平衡，有利于实现公众参与的供需平衡，避免

供大于求、供不应求、供非所求等失衡状况。公

众参与的多元融合发展、动态平衡发展的理念，

无论是对于贯彻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理念，还

是对于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均

是一种值得探索的发展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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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公众参与的“二重属性”趋向

归纳我国公众参与的发展历程，是为了在历

史演化、制度变迁、文化传承中梳理出公众参与

的发展趋向，更好地展望社区公众参与的未来方

向。当前社区公众参与在具体层面既体现了“四

个分化”的发展趋向，又体现了“五个融合”的

发展趋向；但从整体而言，却呈现出“二重属

性”，即“整体到分化”“分化到融合”并存的状

况。一是在参与形式方面，从整体的动员参与，

分化出自主参与和动员参与并存，再到动员参与

和自主参与的融合。二是在参与空间方面，从整

体的现场参与，分化出网络参与，再到现场参与

和网络参与的融合。三是在参与内容方面，从整

体的政治参与分化出社会参与、文化参与，再到

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融合形成民生政治参与。沿

着发展演进脉络，“二重属性”体现的不是简单

的分化和融合，而是勾勒出公众参与的发展趋

向。一是发展趋向遵循着阶段性。公众参与的分

化和融合发生在不同阶段，在公众参与理论和实

践匮乏的阶段逐步呈现分化的趋向，在公众参与

理论和实践丰富的阶段逐步呈现融合的趋向。公

众参与的发展不能离开具体的发展阶段，公众参

与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任务、主题、模式，不能

超越发展阶段凭空假设和生搬硬套国外的参与模

式和主题。二是发展趋向体现了多样性。公众参

与既有分化也有融合，局部分化与整体融合、结

构分化和功能融合、主题分化与价值融合都可能

并存。这就导致公众参与的实践和理论愈发多样

化，涉及领域越来越广泛，既需要精细化的深入

研究，也需要开拓性的探索研究。三是发展趋向

突出了创新性。公众参与的“二重属性”体现了

理论和实践的不断创新，体现出参与理念现代

化、参与方式法治化、参与代表专业化、社区参

与平台化、网络参与便捷化、动员参与规模化、

自主参与制度化等趋向。不仅是群众路线、信访

活动、听证会等传统参与方式在推陈出新和传承

创新，党员社区“双报到”、社区议事会等新参

与方式在不断出现。公众参与的新理念、新模

式、新案例、新方法、新渠道也在不断探索和涌

现，需要勇于探索和有效引导。

总之，梳理分析我国社区公众参与的演进逻

辑和鲜明特征，总结出“四个分化”“五个融合”

“二重属性”的发展趋向，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

社区公众参与存在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参与分化的趋向体现了参与需求的多元化，需要

重视解决参与充分发展的问题。融合的趋向体现

了制度供给的系统化，需要重视解决参与平衡发

展的问题。分化和融合的“二重属性”则需要推

动实现社区公众参与的高质量发展，进而为实现

参与理论和参与实践的有效融合的高质量发展、

参与供给和参与需求有效融合的高质量发展、参

与秩序和参与效能有效融合的高质量发展、动员

参与和自主参与有效融合的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制

度文化基础和现实可能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

时代给公众参与提供了丰富的实践场域，也提出

了本土化、时代化、系统化的理论建构需求。然

而公众参与的供给和需求存在着双重理性博弈，

制度主义和理性选择的理论视角已难以完全满足

公众参与研究的理论期待，分化与融合的“二重

属性”则勾勒出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全过程人民

民主理念、共建共治共享的制度背景、基层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于社区公众参与研究在

理论和实践双重层面都给出了时代新课题，为如

何从融合的视角实现社区公众参与的高质量发展

也留出了探索价值和研究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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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Trends of Community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China

Qin Panbo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Party School of the CPC Guangzhou Municipal Committee/

Guangzhou Academy of Governance，Guangzhou Guangdong，510070）

Abstract：The 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has put forward new development requirements for
public participation. The evolution logic of community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China is reflected in the
evolution of theory toward localization and systemization， the evolution of system highlighting the
times and standardization，the evolution of subjects from rights-oriented to interests-oriented，the evo⁃
lution of content showing the generalization of participation content and the strengthening of the
theme of people’s livelihood，and the evolution of behavior from a single model to diversified mod⁃
els. The mode characteristics of community public participation reflect the systematization of mobiliza⁃
tion-based particip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of independent participation， th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re⁃
flect the on-site mobilization-based participation and online independent participation，and the value
characteristics reflect the mobilization-based participation in the public good and the diversification of
independent participation.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community public participation is specifically man⁃
ifested as“four differentiations”and“five integrations”，but on the whole，it shows a“double attri⁃
butes”， that is， the coexistence of“the whole developing into differentiations” and“differentiations
moving toward integration”.
Keywords：Public Participation；Community；Public Affairs；Multidimensional 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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