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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社区治理网络再构

——以湖南省石门县杨坪社区“两联两包”治理模式为例

藩谢宗 1 王 媚 2

摘要： 村 ，城 背景下农 区治理网络镇化 社 弱化 ，因此 亟须 村 ，政府 社区 网络再构持续推进农 治理

村 。本 ， 门以 多元主体 动治理 农 社区治 基于 理论 以 南 杨吸纳 联 进而提升 理效能 文 行动者网络 湖 省石 县

社坪 区“两联两包”治 模 为理 式 例， 、 、 、基 政府 社 党 织 自治组织 区新乡贤探析 层 区 组 社区 社 和社区

。等行动主 网络 的互动过程 发现居民 体推进治理 再构 研究 ： 村 一 杂农 社 治理网 个复 的动区 络再构是 态

， 、 力、 力 。历洞 激发参 动 召 构 理 盟 个 层 府与过程 经 悉治理困境 与 强化号 和 建行动者治 联 四 阶段 基 政

村 心 ， 、社 党 织 动农 社区 理网络再构 者 社区新 层政 区党组织和区 组 是推 治 的核 行动 乡贤可在基 府 社 社

。本 了 村 ，丰 了 村居民之间 到重要 用 文从微 展 农 式创新 究区 起 的联通作 观层面拓 社区治理模 研 富 农 社

。区 理 行 者 络 理治 模式构建中 动 网 形成机

关键词： 动者网行 络 村农 区社 网络治理

中图分类号：C912.82；D422.6 文献标识码：A

一、问题的提出

村 大中国 镇化进程的 使得农 人 市城 加速推进 口 量涌入城 ， 村乡 因此不断调 构结构 整重 ，特别是“合

村并居” 村 大。 对 村的 农 社区管 管理 为应 随 出 社 治推进导致 理规模与 幅度不断扩 之 现的农 区 理网络弱

， 了一问 党 央 列 策推动 步化 题 中 出台 系 政 逐 “ 嵌脱 ” 村 ，元主体再 入农 社区治 而形成的多 嵌 理体系 进

村高 治理效的农 社区 网络。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 出要提 “建立 全党委健 领导、 负责政府 、社会协

、 、 村参与 现代乡 会 制同 公众 法治保障的 社 治理体 ”
①
；《“十 五四 ” 村 划》现 化 则推进农业农 代 规

提出“ 、村 村 、立 全以基 党 织 导 民自治 织和 务监督 础 集体经 民合建 健 层 组 为领 组 组织为基 济组织和农

本文系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优秀青年项目“权力结构非均衡视角下农村合作金融制度创新研究”（编号：19B35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行为选择机制的演化博弈分析”(编号：72174155)和湖南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政府经济学”课程思政教学改革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①
参见《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http://www.gov.cn/zhengce/2018-02/04/content_526380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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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织为纽带 其 济社会组 为补充 体系作组 他经 织 的 级组织 ”
①
；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加强

村 组织建农 基层 设…… 、 、 村健 织 导 德 相 合 理 系全党组 领 的自治 法治 治 结 的乡 治 体 ”
②
； 二十大党的

一告 进 调报 则 步强 “健全城 社区治理体乡 系”并“ 、 、人人有责 人人 的社 理共建设 尽责 人人享有 会治

同体”
③
；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又提出“ 村提升乡 治理效能”的政策目标

④
。 村升农如何提 社区内

度聚程 、 ， 二 斗 必 。再构 效 络 为 个 年 目 决 重要课高 治理网 成 中国实现第 百 奋 标 须解 的 题

一 村各 基 府在党中 系列政策的 极探索农 式创地 层政 央 推动下积 社区治理模 新。 政府主导模除 式外，

村 村 、学界认为 社区治 乡 精英并 政策 理和秩 再 面 积农 理应吸纳 发挥其在 宣传 民主治 序 造等方 的 极作用

（ ，张铭 2008； ，胡 平炎 等 2017； ，倪 汪 焰咸林和 家 2021）。此外， 村应 用 体经济组 的经还 利 农 集 织

济、政治、 育功能社会和教 （ 才董进 和范佳瑜，2021），以及 自治组织的 联系功能社会 网络 （ 斯敏蔡 ，

2012； ，龚志伟 2012； ，张锋 2020）， 子 ，促使社区 化和 结构状 在 民改变个体 原 化的社会 态 提升居 组

力织 时 强 们 理 意识与化程度的同 增 他 参与治 的 能 。 一更 步进 地， 学者认为有 ， 村农 社区治理在 场域中，

、 、层政府 社 等多 体基 会组织 居民 元主 只有 ，才 势 村形成 协调机制 在新形 社区治理互动 能 下促进农 提

（ 苏 ，郭 建质增效 和王鹏翔 2018； 龙 ，玉庄 2018； ，申云等 2021； ，龚艳 2021）。

村 丰， 大 一较学 关 理 研 成 学 多从国 与 会 这 为宏观 视角中国 界 于农 社区治 的 究 果颇 但 界 家 社 关系 的

本 。 村 ， 了 一或是从 身出发开 区治 及多元主体 实情境 决 仅靠某治理模式 展研究 农 社 理涉 的现 定 主体推

， 一 ： 村难以取得 因而 释以下 题 主 是 机 与 社动 良好效能 仍需进 步解 问 各治理 体 基于何种动 参 农 区治理

？ 村 ？ 一的 效的农 区 理 究竟是如 形成的 这就 观视角进 理主 与农高 社 治 网络 何 需要从微 步探析各治 体参

村 力 ， 。 ，本社区治 动 机制 并 此基础 理网络构 此 文 动者网 理理的 在 上剖析治 造路径 为 尝试运用行 络 论

村 一 ， 对 村社 治 的 究 做 际 献 从微 层 乡 典型案例在农 区 理网络再构 研 上 出 些边 贡 观 面 治理 —— 南省常湖

门德市 社区石 县杨坪 “两联两包” ， 村 心式进 析 识别农 社 理场域中 核 行动治理模 行剖 区治 的 者和跟随

， 、 、 、者 明确基 区党 治组织 区层政府 社 组织 社区自 社 新乡贤和 ，区 主 的 色社 居民等行动 体 角 定位 从

、 、转 过程的 题 现 赋予 征召 动员四个阶 行动者之 系及译 问 呈 利益 和 段分析各 间的互动关 的各自 利益诉

，求 剖析 村农 ， 村 一社区治 网络再 的内在机 构造 治理网 提 理理 构及运行 理 以期为 高效农 社区 络 供 定的

。参论 考

①
参见《国务院关于印发“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的通知》，http://www.moa.gov.cn/govpublic/FZJHS/202202/t20220

2116388493.htm。
②
参见《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https://www.gov.cn/zhengce/2022-02/22/

content_5675035.htm。
③
参见《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

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http://www.gov.cn/xinwen/2022-10/25/content_5721685.htm。
④
参见《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 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http://www.gov.cn/zhengce/2023-02/13/

content_5741370.htm?dzb=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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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村社区治理网络再构的理论分析框架

（一）行动者网络理论适用性分析

络 论 要 社 学家行动者网 理 主 由法国 会 Callon（1984）和Latour（1987） ，出 主 征是强调提 其 要特

， ， 对 ，行动者的异 行动者具 利益 与行为方式 动者之间 非完全各 质性 即各 有差异化的 需要 但行 并 立 仍

。 一 村 ，着彼此依 联系 元化导 元 式 不 区 理 实存在 赖的网络 利益诉求多 致 治理模 已 再适应农 社 治 现 构建

括包 、 、 、层政府 区 组 区自治组 社区新乡贤基 社 党 织 社 织 和 民等社区居 在内的 ，共治 已多元主体 网络

势 村 必 。 ， 村 村 ，成为新形 社区治理 由之路 农 社区治 社会 政策制下农 的 与此同时 理嵌于农 之中 会受到

、 ， 村情 等 素 多 动 体 因 的网络 动 定 社区治理 效度 感文化 因 的影响 且诸 行 主 与影响 素 互 决 着农 绩 。只有

一 ，网络 的利益目 式达中行动者 标与行为方 成 致 才 村 。能实现农 社 理有效之 标 行动 论区治 目 者网络理

、 了 ， ，为行动 密网 提供 很 的 析 架 调 动 的 行者形成紧 络 达成联盟 好 理论分 框 且该理论强 行 者 能动性 动

者网络 此因 ， 村 。有 性 契合农 区治理网络 的动态性具 动态 社 构造过程

， 类 ， ，是 行 网络理论不 为人 行动 具有能 据自身需 动 还但需提及的 动者 仅认 者 动性 会根 求参与行

术、 、 （ 类 ）也 对思想等 生 体 过 动 会 动 形 产生重 影认为技 知识 无 命的物 或 程 即非人 行 者 互 网络的 成 要

。 类 一 ， 类该 虽然因为 于强调非人 能动性而 但为 人 行动者及 事响 理论 过 行动者的 受到 些质疑 研究 影响

了 ， 来 对物发展 其他因 野 可被运 研究 实 象是 何 元 组的 素开阔 视 用于不同 领域 研究事 如 被不同 素 合而成

的（Zawawi，2018）。 而然 ， 位 动 络 中被赋 平 地每 行 者在网 之 予 等 位， 村与农 社区 理网络中行却 治 动

权力地位者之间 和 较大资 差异 实不符源基础存在 的现 。 村 一 杂农 社 理网络再 是 个复 程区治 构 的动态过 ，

矛 。 ，所涉行 会产 冲突 特 是 府 社 为 表 共 行 者动者难免 生利益 盾和 别 基层政 和 区党组织作 代 公 利益的 动

有时 免 和 追求自身 益的行动者难 会 其他 利 产生利益 ，冲突 为达 目标到共同治理 ， 采 对具有针 性的会 取

。 ， 也 大 。 ，性利益协 行动 同 动者 会根 境调 最 化自 利 运策略 调 样 其他行 据具体情 整其行为以 身 益 因而

村行 论 究 社 网 构造问 最 关 是用 动者网络理 研 农 区治理 络 题 为 键的 讨探 ，转译 制 即机 研究 心核 行动者通

， （过协调多 利益 突 与其他行 形成稳定 益联盟 程个行动者的 和冲 动者 利 网络的过 Callon，1984；Law，

1986；Thumlert and Haegeli，2018）。在借鉴 者网 据现实 境吸收行动 络理论并根 情 加以“ 正修 ” 基的

，本 村 。起 社 治 再 分析框础上 文构建 农 区 理网络 构 架

（二）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下农村社区治理网络再构分析框架

本 村 ， ， 村文 结 社区治理 际的基础上 者网络理 分析 区治理网络在 合农 实 借鉴行动 论分析框架 农 社

， 对 、 、 ，各行动主 以及 治 要作用的 思想 化等因 会 响中的 体 理具有重 政策制度 认知 情感文 素 如何影 行

、 、 ， 村动 中 译 程 呈 利益赋 征 和 四个阶段 而探寻农 社 各者网络构建 转 过 的问题 现 予 召 动员 进 区治理中

， 。行动者 和互 系 以及各行 如何形成 惠信任 定的治理 行动的利益诉求 动关 动者 互 和紧密稳 网络 虽然 者

类 ， 类 类 ，重视非 行 作 认 者 与 行 有 等地位 全 分网络理论 人 动者的 用 为非人 行动 应 人 动者具 平 为 面 析事

了物提供 新 路思 ， 也但这 成为 缺陷该理论的 ， 类 类 对即过 动者 人 行动者之 强 称性于强调人 行 与非 间的 ，

类 类 一 。 ， 村认 非人 行 人 行动者 己的 上 在农 区 更 重为 动者能像 样表达自 想法 可事实 社 治理中 为 要的是

类 动人 行 者。因此，本 类 类 对 本文 行 者和非 行 者 的现实构 文研究框架基于人 动 人 动 弱 称 建 （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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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译过程行动者

行政动员

思想与情感动员

利益动员

吸纳更多行动者

强化号召力

赋予各行动者

利益
明确需要解决

的问题

动员征召利益赋予问题呈现

跟随者

核心行动者

图1 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下农村社区治理网络再构分析框架

1. 。者行动 一 （行动者 度上 网络构建且 不同利益 求与行 参与者 詹是能在 定程 影响 具有 诉 为方式的

，峰爱岚和李 2011）。 村 类 、 、农 络中所 人 主 有 区 组 社社区治理网 涉 行动者 要 基层政府 社 党 织 区自治

、组 社区新 贤织 乡 和 。 、 ，社 民等行动 体 根据不同 络中所处 有情 将其区居 主 主体在网 位置 资源占 况 可

一 心 。进 步分 行动者和 随者为核 跟

2. 。问题呈现 ，为构建行 的首作 动者网络 要步骤 呈现问题 阶段需对 心 ， 心者 行核 行动 进 识别 且核

， ，找 ，动 需 注 动 的利益 切 现 面临的问 出能实现共 渠道 即强行 者 关 其他行 者 关 发 其所 题 同利益的 制通

， （ ，而吸 他行动者加 络 王公为 赵忠伟行点 进 引其 入网 和 2021）。 村 ，社区治理 利具体到农 中 行动者

村 杂 ，益 性导致 社 网 呈 因诉求的差异 农 区治理 络 现复 的特征 此， 找在 理 需 行动者 络 强治 过程中 出 网 的

，行点 以制通 “疏通”一些不可避免 突的利益冲 所 。导致的阻碍

3. 。赋予利益 。 心赋予是协调 者利益关 的重要 动者通过 协调利益 行动 系 方式 核 行 利益赋予 各行动

矛 （ ，间的 盾 突 和 晓者之 冲 梁瑞静 朱 辉 2020）， 种 式 渠 动 利益诉 得 充并通过各 方 和 道使行 者 求 以 分表

， 。 ，达 进而在 足其利益诉 上保证网 由此 行动者通过满 求的基础 络正常运转 潜在 被“ 予赋 ”利益从而

被征召和被 较 。 村 ，进入行动 形成 盟 具体 农 理 基 区动员 者网络并 为紧密的联 到 社区治 中 层政府和社 党

权 心 ， 权力组 因 往往 为核 行 者 而 过赋予其 行动者 和责 吸纳相关织 其 威性 成 动 进 可通 他 任的方式 行动者

村 。农 社 理网络加入 区治

4. 。征召 三 ，行动者网 的第 个 召 其主要 配各 接受的 务构建 络 阶段为征 内容是分 行动者所能 任 以达

（ ，共 目到 同 标 赵强 2011）。 村 ， 村到 社 治 召 多行动 使 成 社区治理 络中具体 农 区 理中 征 更 者 其 为农 网

， 村 ， 。的关系 高农 社区 覆盖 并提升治理 但每位行 者所扮 不节点 可提 治理网络的 广度 效率 动 演的角色

， 。同 应在 时考 动者的 受 完 可分配任务 虑到相关行 接 程度和 成 能性

5. 。动员 心 ，行 者 过 予 征召环 使 他 者加入行 者网络并相 步的核 动 通 利益赋 和 节 其 行动 动 互建立初

， 心 采 来 （ ，网络 要核 者 取多种动 式 稳定各 动者之 固的关系关系 此时需 行动 员方 行 间尚不稳 赵宇翔等

2018）。 村 ， 心 了 村具体 理中 作 核 的 层 党 织 与 农 区治到农 社区治 为 行动者 基 政府和社区 组 为 已加入 社

理 络 社 乡贤网 的 区新 、社区 民和社区自居 治组织 行动者等 ，一形 的网 系 般会基于成更为紧密 络联 自身

权 采合法 威 用 政动员行 方式， 村 ，采还会利用 于地 的社会 同 征 思此外 农 社区基 缘文化形成 共 体的特 取

。 ， 心 ，员 式 然 员 更为核 动 方 方式可使 行动者在组 益联想与情感动 方 当 利益动 是 的 员 式 此 各 成紧密利

。合体 成稳 社区治理网的基础上形 固的 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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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

本 旨在探究文 村农 社区治理模式 新创 实践过 行动 治理共 体程中相关 者如何形成 同 ， 村构 社进而再 农

的 动 程区治理网络 互 过 。 村 治 网络农 社区 理 再 属 典 具有探索 和解释性特构 于 型的 性 征的“ 样怎么 ”（how）

，问题 因此， 择 较究方选 案例研 法 为合适（ ，殷 2017）。 ， 村 一蹴此外 农 社区治 网络难再构 理 以 而就，

杂 。 村经历复 动 过程 研究方 能 到 动 网 再 的 息需 态的建构 深入的案例 法 够捕捉 推 农 社区治理 络 构 关键信 ，

一 丰 。在 定程 上 治 内涵能 度 富 理理论

（一）案例选择

本 择文选 门南省常德市湖 石 县 社区杨坪 “两联两包” 对 。式作 例分析 象 杨 区由原治理模 为案 坪社

村、 头村杨 昂坪 和 村下官 3 村 ， 门 夹 ，合并而成 常德 所辖 距 城个自然 为湖南省 市石 县 山镇 县 12 米千 ，

， ，湖 省 以 陵 形 面位于 南 武陵山片区 丘 地 为主 总 积 13.1 米。平方千 据根 2020 七第 国人口普年 次全 查

，数据 杨坪社 人口区有常住 4087 ， ， 柑橘 。人 产 产为 之以 等农产 加工 当地 民业以粮食生 主 辅 品粗 居

的 来收 于外出务 地农 产业中 得 收入主要 源 工和从当 产品粗加工 获 工资性 入。2019年底， 门 入石 县被纳

村 ，夹国 治 建 首批试 单 山 府借此全 乡 理体系 设 点 位 镇政 “东风”大力 ，动治理模式推 创新 于 2020年

10 布月发 《夹山镇“两联两包”村 治理 实施方案级 模式 》， 择 村并 邻镇政府 杨坪社 社选 紧 的 区作为农

区治理 试点模式创新 区域。 区则在 政 下 照杨坪社 镇 府支持 按 “ 、 、 、业 同 俗 模地域相邻 产 趋 风 相近 规

、度 群众 同适 认 ” ，原 辖区内的 则 将 1075 划户 民 分为居 10个片区 43 ，并通过整个屋场 合社区自治

， 、 头 、 力、 力 村 长组织 社区退休干 民专业合 社带 人 有精 有能 担任吸纳 部 农 作 等有意愿 的乡 精英 片 和

长， ，动社区 理 下 发 场屋场 推 治 和服务 沉 挥片区和屋 的“微 元单 ” ， 小用 而缩 治 单 并治理作 从 理 元 打

基层治理通 “末梢”， 成形 “党组织、社 织联动包区自治组 片区”+“党员、屋 长场 联 屋场户包 ”的“两

联两包” （治理模式 组织架其 构如图 2 ）。 ，夹示 同时 山所 镇依托 地当 “格言治家” 良传统的优
①
，

《夹 》， 、综 意 的 山 家 文 实 方案 将 风 明 化 细则化在 合居民 见 基础上制定 镇 庭 明档案 施 乡 文 具象
②
。杨

坪社区则于 2020年 12 小以社区党 负责 领导 组月成立 总支书记为 人的 ， 长以社 部和片区干 、 长屋 为场

小组员的工作 组。 ，在镇政府 组织 坪与社区党 的动员下 杨 社区 较 ，成 的 理 区形 为有效 治 网络 使该社 过

去 、 。理 低 化的现 得 改治 碎片化 效 象 以 善

择选 “两联两包” 对 二： 一， 。 ，理模式作为 象的原因 具有 性 首先 杨治 案例研究 有 其 该案例 典型

较 村 ， 对 较 村 较坪 作为经济 础 为薄 区 其治理 中国 社区的 理社区 基 弱的农 社 模式创新 其他 偏僻农 治 具有

义。 ，的 鉴 理 式 选强 借 意 其次 该治 模 入 2021 村 ，乡 理典型 例 析 理网络构 路径有年全国 治 案 探 其治 造

村 一 。 ， 了助于 社区治理 供 定 验参考 最后 理模式在 成过程 挥为其他农 模式创新提 的经 该治 形 中充分发

①2004年 4月至 2011年11月，共有 2358名皂市水库移民迁至夹山镇，居民之间的矛盾纠纷较多。因此，夹山镇老年协

会将当地流传的民间俗语整理成册，用方言弘扬公序良俗，淳化风土人情。

②
家庭文明档案设有红榜、黄榜和黑榜，一户一档记录家庭成员的正能量事件、不文明行为和违法犯罪行为，内容涉及

乡风文明、产业发展、环境美化和安全稳定等基层治理的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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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 势，农 社会 血缘 感关系 络以地缘和 为基础的情 网 优 一这 一进 理 重 特 在 上推 治 网络再构的 要 色 定程度

能拓展现有治理 论理 内涵。 二其 ， 较该案例 有 好的可获具 得性。 多次深入 展实 查笔者 杨坪社区开 地调 ，

较 ， 了 、并与该社 作人员保 为密切 过他们详 区治 起 形成 程区工 持 的联系 通 细 解该社 理模式的缘 过 以及

。 ，行 制 是运 机 等 更重要的 “ 联 包两 两 ” ，式 施过程 涉 的 主体愿意 受多次访问治理模 实 中 及 多元 接 可

较 丰 一 料 。富的 手资 析和获得 为 开展相关分 研究

图 2 杨坪社区“两联两包”治理模式组织架构

（二）数据收集与分析

本 采 ， 、 、文 用半结构 方法 根据 动者网 译过程中 利益 动员等访谈 行 络理论转 问题呈现 赋予 征召和

计 ， 对 、 、 、要 访 提 乡 干 社 社 自治组 成 社 乡贤重 概念设 谈 纲 访谈 象有 镇 部 区干部 区 织 员 区新
①
和社区

居民
②

类 （五 主体 如表 1 ）。所示

表 1 “两联两包”治理模式案例访谈对象

对 类象 别 对访谈 象 编码 次数访谈 长时访谈

乡镇干部
长（社区的镇分管 丰 强广

③
） A1

4人次 120分钟
党委乡镇 （纪委书记 王 ）显文 A2

社区干部

社区党总支 记书 （夏 ）为民 B1

5人次 296分钟
社区 支党总 书副 记（汪 ）梦颖 B2

管 传工作 居分 宣 的 委会委员（覃 ）事斌 B3

聘用 部干 （汪 ）保常 B4

①
本文中，社区新乡贤主要指在“两联两包”治理模式下担任片长、屋场长的人员，因其在再构农村社区治理网络过程

中发挥了纽带作用，故将其纳入访谈对象。

②
本文中，社区居民主要指社区常住居民。

③
本文案例涉及的所有人名均系化名。

社区党总支

社区自治联合会

村（居）民

议事会
红白理事会

环境卫生

协会

家庭文明

档案协会

矛盾纠纷

调解会
道德评议团 法律服务团

1片区

片长

2片区

片长

3片区

片长

4片区

片长

5片区

片长

6片区

片长

7片区

片长

8片区

片长

9片区

片长

10片区

片长

5个屋场
（108户）

4个屋场

（83户）

4个屋场

（113户）

3个屋场

（76户）

4个屋场

（113户）

4个屋场

（143户）

6个屋场

（108户）

4个屋场

（120户）

4个屋场

（113户）

5个屋场

（98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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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续）

社 织成员区自治组

环境卫生协会会长（袁 戎学 ） C1

3人次 85分钟红白理事会 （成员 丰 权）海 C2

家 文明档 员庭 案协会成 （王 ）化灿 C3

社区 贤新乡

长（屋场 ）陶金升 D1

5 次人 124分钟长片 1（杨 ）捷 D2

长片 2（王 习）宏 D3

区社 居民
居民1（刘 ）崔珍 E1

6人次 80分钟
居民2（周 ）红艳 E2

本文借鉴Gioia et al.（2013）的 究 进行分析研 步骤 ：首先，通过梳理访谈记录、 本 料数据和文 资 ，

剔除无关信息 ， 、 杂 对 对复信息 归纳 主体多元 治理内 可反映访 问题和重 参与 化 容繁 性等 谈 象 特定 看法

一 ， 一 ； ， 料念 即根 受 访 记 出 概 其 获 的数据 文 资的 阶概 据 访者的 谈 录总结凝练 阶 念 次 将所 得 和 字 与现

有治理 较， 心 、 、 二 ，理论 复比 形成识 者 明晰治 利益 等 阶主题 即 研究反 别核 行动 理难题 满足 诉求 基于

对 、 二 ； ， 一 对二 ，象的 构 主题 纳 阶主题 阶主 和整合 据 涵结 和维度归 最后 进 步 题进行归纳 根 理论内 形

（成聚合构念 Pan and Tan，2011）。 过 炼通 提 ， 、 力、 力终 悉 理困境 发 与 化号召最 形成洞 治 激 参 动 强

和 建行动者治 个聚合构构 理联盟四 念（ 如图编码过程 3所示）。

图3 数据分析与编码结构

四、案例分析

基于行动者 理论网络 ，本 来 对文接 从转译 个阶段 杨 施下 过程的四 坪社区实 “两联两包” 模式治理 、

参与主体多元化
治理内容繁杂性 识别核心行动者

洞悉治理困境

明晰治理难题

工作难以落实
文化认同感降低

社区居民参与意愿低
缺少必要组织支持

提供政治晋升空间

增强人员保障
创建利益表达渠道
强化交往，增进认同

制度吸纳
治理流程重塑
治理方式创新

层级关系
绩效奖励

宣传教育与培训
人际关系与道德资源

资金支持

项目扶持
奖惩措施

满足利益诉求

征召吸纳

行政动员

思想与情感动员

利益动员

激发参与动力

强化号召力

构建行动者

治理联盟

一阶概念 二阶主题 聚合构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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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 ： 一再 农 理 络 分 第 段 社构 社区治 网 的过程展开 析 阶 为杨坪 区“两联两包”治 模 成的问题 现理 式形 呈

， 二 ， 三 ，阶段 第 阶 模式创新 益赋 段 第 阶段为 模式构建 征召阶段为治理 中各主体利 予阶 治理 的 段 第四

。段为治理 的动阶 模式形成 员阶段

（一）问题呈现阶段：洞悉治理困境

进城导 的农民 致 “ 村合 并居” 村 大 ， 村使 中 理 模 治 增 地农 社 治 水得 国农 基层治 规 与 理幅度 各 区 理

也 ， 。 ， 村 ， 。差不齐 难 形成有效治 此 要实现 网络 先要洞悉治 境平 参 以 理网络 因 农 社区治理 再构 理困

，在此之 则前 需 心 ， 心 找提 行动者并 要责 动者 出 他 在 现前识别核 明确其主 任 再由核 行 其 行动者 实 目标

， 。 村面 的 题 出 解决方 成 其 动者实现 标的强制通 到农 社区过程中 临 问 使其提 的 案 为 他行 目 行点 具体 治

， 心 ， 一动者 治理网络构 体 需通过 列措施 行动者基 益理中 核 行 作为 建主 系 促使其他 于集体利 做出行为

择。 心 ，找 村就需要 行 其 行 益 结 各 在 与农 社 治 模 新选 这 核 动者与 他 动者发生利 联 出 行动者 参 区 理 式创

， 必 。 心过程中 障碍 从而确 同行动的 治理 主要体现在 核 行动者 明晰的 定达成共 经之点 洞悉 困境 识别 和

（治 个方面 如理难题两 表 2 ）。所示

表 2 问题呈现阶段：洞察治理困境典型证据

合构聚 念 二阶主题 一 概念阶 典型证据援引

洞悉

治理

困境

心核识别

动行 者

参 多 化与主体 元

“要想 社 搞把 区 好， 只有我们 区几个人去 搞不好的光 社 做肯定是 ，我们的

力能 、 力也有限精 ”（B1）

“ 强调多元治现在 理，也 实如此确 。社 工作区 ， 心需 领导核要坚强的 ，也

需 合要居民配 ”（A1）

杂治理内容繁 性

“我们肩 的 实上 任务确 重。 村合 之后， 大了围 多管理范 很 ， 手人 才仅仅多

了 三个两 ， 也时上面 任 不平 的 务 轻”（B2）

“ 全问题安 、经 发展济 、文化建 我们设等都是 的工作范围，现在出于疫情

原因，可以说 的工作任 确实不我们 务 轻”（B1）

理明晰治

难题

落工作难以 实
“我们社区在日 的工作常 中，因 及为所涉 的任务很多， 办事 没 下很多 情 法

民沉到居 ， 料能有的 是 资可 就 做做 ”（B2）

认同感降文化 低

“现在因为很多人都 出外 了打工 ，各家各户 的之间 也 十联 像 几年前那系 不

密么紧 了，换句话说也 了就是归 么强属感没那 ”（A2）

“我们社区有 较好的比 家风传统， 一是之前 没但 直 有好好 来用利 起 ，没有

让社区 民 正正居 真真 地形 的 神文化 识成良好 精 共 ”（B1）

区 参与意社 居民

愿低

“ 村 ， ，现在 民工作 多人不理 只是 应该做的事不好做 很 解 认为这个 我们 ，

也 ，度 不是很 所以前 作不好做配合 高 期宣传工 ”（B3）

少必 支持缺 要组织

“之前日常落 工作实 ， 本基 是 区 作上 我们社 工 人员自己忙， 也虽 有 会然 协

组织， 也实 上 很难 挥 用但 际 发 作 ”（B2）

“ 治理说到社区 底，也 一需要 定的组织力量 作用发挥 。但是 年因为很多青

了人 打工出去 ， 才 匮人 很 乏，也 少一 发挥作用缺 些 的社区自治组织”（A2）

：注 对 。括号内为 码访谈 象编

1. 心 。识别核 行动者 村 心 。问题呈 阶 识 的 理 络 构 动 杨坪社现 段先要 别 是农 社区治 网 再 的核 行 者 区

“两 两联 包” 、 、 、理模式创 主要涉及乡 区党组织 织 社 乡贤治 新 镇政府 社 社区自治组 区新 和社区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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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权等行动者 区自治 社区居民 的非 但其缺 威社 组织是与 联系紧密 营利性组织 乏 性和 ，金 源资 资 并不

心 较 择。核 动 的是作为 行 者 好选 、 、 术 一 势，区 乡贤虽 资 信 等方面具 定优社 新 在 源 息 技 有 对相 普通社

一 权 ，具有 定非区居民 正式 威 少 权 ，公共 予的正式身但缺 威赋 份 较 ，政治嵌入 度仍然 与其 程 低 他们参

社区治 性和理的积极 参与 （ ，限 彭宗 和程度受 峰 许江 2023； ，军张 2023）， 难故 以成为 村农 区再构 社

心 。理 核 动者治 网络的 行 村 ， 力社 居 是 区治理网 的重要参与 知识经验区 民 农 社 络 主体 但其 和治理能 存

， 对在局 无法保证每 民都能顺 进入治 同限 且 个居 利 理网络并 样处于 节点 者起到治理网络 的其他行动 约

， 村 心 。 权力 ，束 此 无 区 理 络 核 动者 乡 政 具 属性 且是 坪作用 因 亦 法成为农 社 治 网 再构的 行 镇 府 有公 杨

社区“两联两包” ， 权模式的发 者 能 用自身 威并 资源协调 决行动治理 起者与主导 够利 运用 解 者之间的

矛 ， 权力 村 心 。盾纠纷 故 府作 被识别 推 区 理 核 动 社而乡镇政 为公 代表可 为 动农 社 治 网络再构的 行 者 区

织党组 在“两联两包”治 模 进过程中 任着理 式推 担 “操盘手” ， 是社区治 的发角色 虽不 理模式创新 起

， 权 对 。 ，但有 根据实 况 治理模 进行调 区党组织者 际情 式 适 而且 社 已嵌入 村 ，社区 具有农 熟人网络中

一 势。 ，也 村 心 。定 治 创 推 将 区 组 农 区治理 络 构 行动者的 理模式 新 动优 因此 可 社 党 织作为 社 网 再 的核

2. 。明 治理难题晰 心 找 。核 要 出阻碍 络构 治理难题 杨 区在再构 理行动者需 有效治理网 建的 坪社 治

网络 以下治理初期面临 困境： 一 落工作其 是 难以 实。 杂社区直 承 而 的 任基层 接 担自上 下 各项繁 治理 务，

、但 资 考 检查等 面在 源调配 核 方 的权 较限 小（ ，建和赵阳陈家 2019）。 村、 头村杨坪 昂在 和 村下官 合

，杨坪社区并为 后 社区 、 大， 对人员 不足 叠加管 围不断扩 坪社区 效应 日益工作 严重 理范 杨 已无法有 繁

杂的“ ， 一千条上面 线 下面 根针” ， 对 落 也的社区 作 政 下 作 务 实 免工 面 上级 府 达的各项工 任 在 时 就难

“ 心 力无有 ”。 二 。 ，其 是 化 同 低 社区文 是构建社区 体的重要 成良文 认 感降 化 治理共同 根基 能为形 好

本（ ，区治理氛围 社会资 方 琴和夏社 培育 亚 建中 2019）。 、 、 了业化 城市 动改但工 化 人口流 变 传统的

（ ，间关系 式 关 模空 模 和利益 系 式 丁元竹 2022）， 村 也于 同 化 建 的农 社 关 网基 共 文 情感而 立 会 系 络 逐

， ， 大 。 三 。渐松散 进 导致集体行 成 社区治 然 打 其 是社区居 与意愿低而 动难以达 理有效性自 折扣 民参

了 大 ， 大 村业税的 国家与农 关系 广 农 社 居 社 治农 取消导致 民之间的 发生 重 变化 区 民参与 区 理的意愿普

，遍 低降 “ ，部 看干 干 农民 ” 较 （ ，象 为突 黄 亮现 出 家 2023）。 社区居民杨坪 去在社区治过 理中也普

存在遍 “旁观”心 ， 。 少重要 缺席下的社 理绩效情 如何可 四是社区理 社区治理 主体 区治 况 想而知 其 缺

必 。 力 村 。 村支持 织支持 有 农 区 前 条 但 自 组织要组织 有 的社会组 是 效开展 社 治理的重要 提 件 农 社区 治

、 较 。 ，弱 虚 甚 化现象 为 出 笔者调查 现 杨坪社化 化 至异 突 走访时发 区在推进“ 联两两 包” 理模式之治

也 了 ， 大 义 ，前 相关协会 织 但 部 应付上级 上存组建 组 分仅是为 检查而名 在着 “空壳化”的社会 织组 自

村 少力 。法 农 献 量然无 为 社区治理贡 多

， ，激 主 参与积 性 成 协调各行 者冲突的稳 盟网络 杨 推为 发多元 体 极 形 能够 动 定利益联 坪社区积极

进“ 两包两联 ” ，治理模 新 试图以 模式作式创 该 为治理的“强制通行点”， 各方 基在满足 利益诉求的

础上 现 能 升实 治理效 提 之目标(如图 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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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社区治理网络再构的强制通行点

（二）利益赋予阶段：激发参与动力

， 。 权根 行 络 论 每个 动 会 同的目标 动机 行动者 认为加入据 动者网 理 行 者 有不 和 反复 衡后 治理网络

才 ， 。 一实现 益目标 会加 而形成有 的互联 网络 但每 都会 入能 其利 入 从 效 互通互促 个行动者 面临 定的进

， 心 ，障碍 时 者 要 理 络 行 信 碍可通 协 予 决 并通过 益赋此 核 行动 则 确保参与治 网 的 动者相 障 过 商 以解 利

予手段增强 入其加 治理 力网络的动 （如表 3 ）所示 。

表 3 利益赋予阶段：激发参与动力典型证据

构念聚合 二阶主题 一 念阶概 典型证 援引据

激发参与

力动

满足利益

诉求

政治提供

晋升空间

“ 也 一们乡里 最 的 领 索 个 理 基 定的晋我 面 近上任 新 导愿意去探 这 治 方式 是 于

考升 量”（A1）

“做得 ， ， ，好 上面领 给予的关注 名声就会 的可越 导 度就越高 打出去 提拔 能

大就会越性 ”（B2）

增强人员

保障

“ 头 ， ， ，社区 作千 万 需要下户 手明 我们会工 绪 特别是 的时候 人 显不够 现在

一 长、 长些 给 屋把 事情交 片 场 去做”（B1）

“采取类 于 格 治似 网 化 理的 式方 ，对 来 ，一社区 说 件 事 度上缓解于 是 好 定程

了 们人手不足我 的问题”（B3）

建利益创

表达渠道

“ 会是屋场 组织 议群众商 和向群众 一 ， 本宣传政策 个特色的 平台 基 每个月举

一 ， 讲行 有政 过屋场 下 宣两次 中央 策我们会通 会 户组织 ”（B3）

“ 未来于 的 展 况关 陶家岗屋场 发 情 ，我们会 ， 本 来召 屋场会 屋 的开 让 场 人 参

，加 就重要 题进行协商问 ”（B1）

强化交往，

增进认同

“ 长 一 办 ，也会在 号召下 起举我们有时候 片 的 活动 能 ，一来二 大拉近感 去情

家关系都不错”（C2）

“ 大了，现在年纪 续还能够继 发 热， 心 也高兴光发 自己 里 ”（C1）

：注 对 。号 谈 编括 内为访 象 码

1. ： 。政 晋 与 要乡镇政府 治 升 现实需 为作 心核 行 者动 的 大力乡 府之所以 动镇政 推 “两联两包”治

，创新 主要理模式 力两方 的影响是因为受到 面 量 ：一 力。方面 级政府施 的外部 为重视是上 加 压 国家极

并 基层 理模式 新积极鼓励 政府进行治 创 探索。 门 村县 确 治 体 建 试 单位后石 被 定为全国乡 理 系 设首批 点 ，

乡镇政府 社区党组织 社区自治组织 社区居民社区新乡贤

村级工作难以落
实，执行困难

缺乏组织人才资源，
难以发挥治理效能

资源不足，内生
动力不足

无法有效参与治
理，认同感低

需求难以满足，参
与意愿低

强制通行点
“两联两包”治理模式

促使各项工作
有效执行

在党组织引导下
实现有效自治

形成多元化组织体
系，共享发展成果

获得参与渠道，
提高认同感

激发参与热情，积
极参与社区治理

行动者

困境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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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较 。夹 门 力， 大力级 府 其有 强的 待 山镇作为 乡镇显然 级的 而加上 政 自然 期 石 县下辖 会感受到上 压 进

。 一 力。度推动 模式创新 方面是 下的内生 模式 好治理 效治理 另 政绩驱动 动 若治理 创新取得良 绩 ，则可

。 较 ，夹为 撑 升 政 为 理 的治理 效 镇 素有成 支 基层干部晋 的 绩 达到 为 想 绩 山 推动 “格言 家治 ” 、传统 具

一 较有 基且民风 社区定文化根 淳朴的杨坪 开展治理模式创新 ， ，点 不仅可 固拓展 成果 在试 巩 脱贫攻坚

落 村 ，将 到实 治理模 创 推 乡 抓 还社区共治 处的同时使 式 新成为 进 振兴的重要 手 可以 治 模式创在推动 理

一过 中 提升乡镇 府新 程 进 步 政 的 力 力。公信 和 干部影响 基层 在政绩驱动下 力动治 式创新的动推 理模 随

高涨之 ， 也 心 ， 村 ，乡镇 府 因此 动者 积极 行动 区治理 络政 成为核 行 号召其他 者加入农 社 网 使“ 两两联

包” 。治 顺 实理模式得以 利 施

2. ： 。社 织 理效能 到 升区党组 治 得 提 三 村自然 合并由 个 ， 大成的杨坪社 面积 增但而 区 在管辖 社区

小 ， 布员仅 增的情况下 上级 置的工作人 幅新 面临 显明 增加且 。 ，到社区完 任务需下沉 成的工作 因此 杨

较 。区治理 程 不 的 杨 社 推坪社 过 中人手 足 情况 为普遍 坪 区 行“ 两两联 包” ，治理模 创 通 治理式 新 过将

一 ，单元 步下沉至屋进 场 并以 建创 ，家庭文 理手 成以明档案为治 段 形 “ －屋场 农户” 节点的社 治为 区

，理共 区内的党 居民 络同体 将社 员和普通 纳入治理网 并 ， 一 了为 所 程 上 员 足其 用 在 定 度 缓解 工作人 不

窘 ， ， 。境 效 升社区 理 能 可顺利推 各项工作的 且能有 提 治 效 进而 进

3. ： ， 。社 织 强化交区自治组 往 增进认同 村 才农 社 治组织嵌入 网络能够 到网罗区自 治理 起 聚合人

（ ，作用 吴理的 财等 2018）， ，为吸 社区事 治 要 台可成 引农民参与 务 理的重 平 并 一进 步 政 与成为 府 农

民 主 连之间的 要 结 （ ，点 元谢 2018）。 一 势特 决定其在 区治理中具 民组织生这 殊优 社 有带领农 产和促

。 类 ， 了民转 想的功能 杨 区通过整 社区内 织成立社 合会进农 变思 坪社 合 各 自治组 区自治联 形成 社区党

、总支引 下 自 联领 以社区 治 合会为主体 “两 五团 会”
①

。为 社 自治组 体 社 治组织逐基础的 区 织 系 区自

。成为杨坪社 络中的重步 区治理网 要角色 担任“两团五会” 子也主要负责人 极分 乐于 过介入的积 通 社

组织管理区自治 进而 ， 。 ， 也社区 社区干 和 民 互 中 区 民参与 治理 加强与 部 社区居 的 动 在此过程 社 居 能

， 。 也满 感 并形 集 归 社区自治 织 因此成为 处理日常获得 足 成 体 属感 组 乡镇政府 事务的“ 右臂左膀 ”，

、 、风文明 环境 安全稳定 民生改 治理工作在乡 美化 和 善等社区 中 。极作发挥积 用

4. 贤社区新乡 ：提供 治 台政 参与平 。 会 常常 在 隙社 关系网络中 存 缝 或“ 洞结构 ”， 为这 “中间人”

了提 重 获利机会供 要的 （ 科特斯 ，2020）。 较 力 丰而社区 有 强的经 社会 资源新乡贤具 济实 和 富的 关系 ，

较 势（隋 ，且拥有 文化水平 熟悉乡 优 维娟高的 和 土人情的 2022），因而， 村 区治 有在农 社 理场域中享

一 权 ，定的 正非 式 威 是“中 人间 ”角色的极佳“扮 者演 ”，可以 召 区居民 作 并 社区发挥号 社 的 用 提升

力凝聚 （ 孙 ，志伟和 菲朱 2020）。作为 心 者核 行动 的 村乡镇 党组 然希望将他 入农政府与社区 织自 们纳

，社区 理网络 极作用治 并发挥积 且 力： 一以下 益赋予 发 乡 的主要通过 两方面的利 激 社区新 贤 参与动 其

提 社 地是 升 会 位。 社 组织每 屋 通 人举荐杨坪 区 个 场 过个 、群 推选众 、 长党组织 式确定屋确定等方 场 后，

村由 “两委” 长 ， 心 ，颁发 证书 并组织 贤达能人 为党员 其与社区 区居屋场 推选 成 中 户 强化 干部和社 民

①
杨坪社区设立的自治组织有：村（居）民议事会、红白理事会、环境卫生协会、家庭文明档案协会、矛盾纠纷调解会、

道德评议团和法律服务团（如图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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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村 一系 其 是 进 益 乡 社 治 网 将 到 些之间的联 增 经济利 新 贤被纳入农 区 理 络之后 得 “隐性福利”，

不仅 为作 心核 行动者的乡镇政府 组织会给与社区党 予他们一 ，策和 支持 社区居些政 资源 民也 因会 新乡

贤 权 。 丰获得的 平台而更 威 陶 乡贤陶 品所 政治参与 为信服其 家岗屋场新 文 和 远柏 了在 区社 支持下成立

。 ，腾 土 专 社 家岗屋 居 不 资参股 还 将自家农地 合作社开达 地 业合作 陶 场 民 仅出 都 流转给该 展集体化经

。 ，也 了营 新 在与社区党 和社区居 加强利 同时 增进 区内 动的乡贤 组织 民 益联结的 他们在社 开展经营活

经 利济 益， 来。参 社 极 自 被他们 与 区治理的积 性 然 激发出

5. ： 。社 居民 创 利 表 道区 建 益 达渠 必 。利益主 基于生产生 在社会交 益追体 活需要 然 往中产生利 求

村 ，社区治理过 社区居民 利益表农 程中 的 达 是 一居民借助 渠道 益诉求 期社区 定方式与 表达自身利 以 影

执区 策 过响社 政 制定和 行的 程。杨 社 积 参与坪 区居民 极 “两 两联 包”治 式创新最 要的原因在理模 重 于，

为该模式 他们 了 。《夹提 与表 道 山镇供 利益沟通 达渠 “两联两包”村 》级治理模 实施方式 案 中规定：

少 一 ， 长、 长、每个月至 场会召开 次屋 且片 屋场 村镇联 干乡 部和 村 ，队 等 要 商驻 工作 员 均须参加 主 协

。 也如 展 及基础 施 设 社区居民 身利益紧密 项 屋场会 民进诸 屋场发 以 设 建 等与 切 相关的事 成为社区居 行

、 。 村 ，益表达 畅通 的常设平 陶家岗 最初加入 组织 强 但利 交流 台 屋场居民 集体经济 的意愿并不 “在夏

， 了 ， 讲 大 了书 召 我 屋 会 怎 清 后 家就 加 合记的号 下 们开 好几次 场 把 么分红 楚 都 入 作社 ”（ ：受访者 屋

长陶金升场 ，访谈地点： 升家中陶金 ，访谈时间：2021年 11月 12日）。 一社 民通过屋场 日区居 会这

，一 未 ，常渠道 即时表 益诉求 次 问题 续提出 而可 达自身利 能解决的 下次还可继 从 “倒逼” 区 组社 党 织

类 ， ，也 了 。各 益 纷 法 时有效 决 沟 释的平台 社区居民的 能积极处理 利 纠 即便无 及 解 有 通解 当 利益诉求

够得到 解决有效表达和 之后， 热 来居民参与社 理的 情自 被激发区治 然 出 ， 极加入社 络进而积 区治理网 。

（三）征召阶段：强化号召力

组 将组织 为 统 强 境 间 依织理论学者 视 开放系 并 调组织与环 之 的 赖关系（斯 特和戴 斯科 维 ，2011）。

镇 与社区党 织为实现组乡 政府 组 织目标 推动和 ，也治理模式创新 需与治 统中其他行 建立紧密理系 动者

。 心 村 ，络联系 在动员其 加入 网络的 程 产 各 网网 核 行动者 他行动者 农 社区治理 过 中难免 生 种冲突 治理

也 一 。 ，再 过 是 不断协 解 冲 过程 当行 者并不清楚 与任务时络 构 程因此 个 调 决 突的 动 自身角色 利益冲突

。易产 时极 生 此 ， ： 心 ，治理网络 进入征召 段 核 行 其他行动 商的再构 阶 动者在与 者沟通协 基础上 明确

划 ，各行动 职 分 过 将者 责任务 经 征召吸纳后 们他 ，排 位 上 并在 应 动 益诉求的 时安 到具体 置 回 行 者利 同

（本将自身利益 文中是指 ）公共利 动者 进行益 与其他行 利益 “捆绑”， ，增 动者的角 认同 进强行 色 而

力。 心 力 一 力，身号召 而 号召 步形塑 征 而 召 动 加强化自 核 行动者 的增强将进 其 召能 从 征 吸纳更多行 者

治入 理网络（如表 4所示）。 村农 区 理 在社 治 网络 此过程 不断发展中 ， 一治 放程度进理网络开 步增强。

表 4 征召阶段：强化号召力典型证据

构念聚合 二 题阶主 一阶概念 典型 据援引证

力强 号召化 征召吸纳 度吸纳制

“ 了为 更好地 落进新 地促 的治理模式 ， 了一我们 政 台 政镇 府是出 些 策

制度的”（A2）

“ 据根 级上 相的 关要求，基于 也实际情 我况 们 做了 的调整相应 ，就各

长、 长 了协会以及片 责下发 相 度屋场 的职 关的文件制 ”（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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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续）

力强 召化号 征召吸纳

流程治理 重塑

“ 一 权 长些事务 给片将 的裁量 交 、 长屋场 ，一 也是定程度上 要激发他

与们参 治理 积的 极性”（B3）

“ 一们 套我 有 工作流程， 且 相 的并 有 应 要求， 小望 够做到 不希 能 事 出

屋场，大 不出社区事 ”（C1）

理方式治 创新

“ 档案是我家庭文明 们的 式治理方 ，也 一大是 的 特色我们 ，将日常工

作融入家 文明细庭 则”（B1）

“ 也 了一 ， 也案 起到 定 果 可 出相应 意文明档 的激励效 以让居民 提 的

， 馈 我见 再反 给 们”（C2）

：注 对 。为 谈 编括号内 访 象 码

1. 。吸制度 纳 在“两联 包两 ” ，理 推行初期治 模式 为作 心核 行动者的夹 了《夹府制定 山山镇政 镇

“两联两包”村 》， 了级治 式实施方案 供制度保 的同时 区实施新 明确理模 在提 障 为各个社 治理模式 方

。 。组织在 区 络 扮 与 员 的 坪 区在接 实 方 立即成向 社区党 社 治理网 中 演着引导者 动 者 角色 杨 社 到 施 案后

心 子， 议， 小 ，立 党总支书记 导班 召开 工作以 为核 的领 工作会 成立 组 确明 、 长、社区自治 片 屋场组织

长的 作职责工 应并制定相 。 长 长激励制 屋场度等 片 和 被赋予“ 下达上传 ” ，一职 方 社 居责 面要向 区 民

， 一 门党 政 的 策 方面要 政 有 及时传达 集到的社情及时宣传 和 府 方针政 另 向 府 关部 收 民意， 吸纳社从而

子 。区 积极 与治理网络能人精英和 分 参 再构

2. 。治理流程 塑重 杨坪社区“ 两包两联 ”治理 吸纳 进入治 场 重 治模式通过 社区新乡贤 理 域进而 塑

理流程（如图 5所示）。 一 势社 新 有 资源优 社 地区 乡贤具 定 和 会 位， 长被赋予片在 、 长场 的身份后屋 ，

矛 办 本 权力。其职责范 际情 理 盾纠纷与 业务的相 居民日 面的拥有根据 围和基层实 况处 理基 关 常生活方

长 。 长对诉求 反映 的事项 接 在可向屋场 屋场 能处理 即 即处或 1 ，工 成 能 决 上个 作日之内完 不 解 或需要

长， 长 头的事项 报 片 牵 社区自 组织参与处 项报 则 给 由片 治 理相关事 ；社区自 解决 项治组织无法 的事 ，

一 ， 议则进 步上 区 由社区 组织集 解决报社 党 体研究商 ； 也社区 的事无法解决 项， 镇政府则上报乡 来兜

。底 决保障解

图5 “两联两包”治理模式的治理流程

居民

屋场

片区

社区(村)

乡镇政府

即接即处，快接快办，备案

受理，处理，备案
处理期限：1个工作日

受理，处理，备案
处理期限：2个工作日

受理，处理，备案
处理期限：3个工作日

屋场长职责范围内的事项

以屋场长解决为主

能解决的由片长牵头、
社区自治组织参与处理

社区党组织集体
研究商议

不能解决或需要
上报的事项

不能解决或需要
上报的事项

不能解决或需要
上报的事项

反映意见 联系走访

结
果
反
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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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区片 两户居民周奎临 孙 ， 长 长和 湘 地 址问题 生 纷 屋场 介入 解后纠纷得菊 因宅基 界 产 纠 片 和 调 以

。决 正如顺利解 5 长 ，片 言区片 杨捷所 “ 长 ， 村 少有 个身份做事 言顺些 而 里人多片 这 名正 且 会给点面

子”（受访者： 长片 杨捷， 地点访谈 ： 议社区会 室， 谈时间访 ：2021年 10月 17日）。 一 理 程这 治 流

了 ， 村 ， 了一条 节 通 管 链条再 农 区 网络 形成看似增加 链 环 但 过增加 理 构 社 治理 套“小 、大事不出屋场

事不出社区” ， 大 。 大大 了的完善 镇政 需兜底解决 无法处理 重 事项 轻治理流程 乡 府只 社区 的 这不仅 减

乡镇政府的 ，也 了 对负担 称工作 避免 信息不 所 ，导 的 务 复 使 理 率 效致 基层事 反 处理的情形 治 效 和治理

。 势也 ， 。得以提 新 理 优 因此得 更多行动者 而吸纳更 与治 络果 升 治 模式 到 的认可 从 多行动者参 理网

3. 。治理方式创新 对基层社区 理方式 层政府 党 的治 创新是基 中央提出 “推 体系和 理进国家治理 治

力 化能 现代 ” （ ，观 回 白 成宏 目标的微观 应 天 2022）。 有 治理方 创 融 统乡土文 情社区只 将 式 新 入传 化

境，才 力 。 夹 ，有可能 治理体系 代化 社区在 山镇 指导下 利 该社区真正实现 和治理能 现 杨坪 政府 用 “格

言治家” ， ，的优良传 庭文 以统 成立家 明档案协会 创建 、庭 案 切 发 安 稳家 文明档 为 入点将产业 展 全 定

和 ，态 境等社 治 内 化量化 将 融入生 环 区 理 容细 其 “两联两包” ， 、式 并由社 社区治理模 区自治组织 新

（ 长、 长） ， ，贤 片 屋场 负 理运行 吸 普通社 与文明家 而将 区治乡 责管 引 区居民参 庭建设 进 其吸纳为社

， 热 ， 敷理 络 跟 者 居 情 同 其 极参与 区 常 治理 改变 被动网 再构的 随 在激发社区 民 的 时引导 积 社 日 事务 其

衍地 ， 一 。 心 力也 一参 理的现状 区治 络边界 核 行 的号召 在 过程中与社区治 进 步延展社 理网 动者 此 进 步

， 。并吸纳更 进入增强 多跟随者 治理网络

（四）动员阶段：构建行动者治理联盟

心 对 划 ， ，行动者 征 各 动 任 分 可 行 者增强 身 色 但核 在 召阶段 行 者进行职责 务 后 促使各 动 自 角 认知

未 ， 来，才各行动 仍 形成稳固 经历动员 行动 效组织起 能者 联盟 需要 阶段将所有 者高 使“ 联两包两 ”治

。 大模式成 实现共同 的治 阶段主 是 种 员 地 发理 为可有效 治理目标 理联盟 动员 要 通过多 动 方式最 限度 激

行各 动者的 ，积 性 从而 动极 推 “ 联两 两包”治理模式 利实施和持顺 续运行， 正使各行 合真 动者紧密联

来 （起 治理网络 如再构 表 5 ）。示所

表 5 动员阶段：构建治理联盟典型证据

聚合构念 二阶主题 一阶概念 典型证据援引

动者构建行

治理联盟

政动员行

级层 关系

“ 政镇 府 布了发 关于‘ 包两联两 ’ 理 式治 模 案实施方 ，关文件 我 就相 后 们

据会根 一文件进 步 布发 实施细则”（B1）

“ ， ，强调的是 是实 社区在实施 治理模式虽然现在 社区自治 但 际上 这个 之

， 大初 很 程 镇政府的度上受到 影响”（B3）

考核绩效

“每到 ， 也政府 会年底 镇 根据‘ 包两联两 ’治理模式的 对考 指 我相关 核 标

考们进行 核，也算是激 动 我 好这项工 吧励 员 们做 作 ”（B2）

“我们社区 档案和家庭文明 ‘两联两包’ 模式治理 做得 较 ，比 好 镇政府乃

一 对 较于县 级政 我们是至 府 比 重视的， 较相应的绩 比 好效考核是 的”（B1）

思想与情

感动员

传宣 教育

训培与

“ 了使为 有关‘ 包两联两 ’ 理 式 案治 模 实施方 文的 件精 让 区 都知神 社 居民

，晓 我 召开居民委们 员会 ，文件精神传达 还 文明 宣传单挨家制作家庭 档案

讲解发放挨户 ”（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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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续）

构 行动者建

治理联盟

思想与情

感动员

传教宣 育

训与培

“ 大 对会多次 开 自 职社区 召 会 我们 身 责、 ，等 行 读 们工作流程 进 解 强调我

施这个 理 式 要性实 治 方 的重 ”（D1）

人际 系与关

道德资源

“我们都 了，是多年的邻居 和 长、 长场片 屋 都很 ，悉熟 本基 上每天 有都会

交流”（E2）

“陶 岗家 长 也 ， ， 热 ，屋场 是我们社 高望 我退休之前 区干部 德 重 为人很 情

也 找们在 植 什 问种 上遇到 么 题 会 他”（E1）

动利益 员

资 支金 持

“ 了府 支持我 社 把镇政 为 们 区 家庭文明 案和这个 档 ‘两联两包’ 式治理模

落到 ，实处 给予了一 ，项资 证工作正常定的专 金 保 开展”（B1）

“每年我们 于用 矛盾纠纷调解会、 少 ，环境卫生 金都协会的资 是不 的 很多

也时候 是 们 己 钱我 社区自 贴 ”（B3）

扶项目 持

“ 岗陶家 场屋 社到 区的 条 路那 公 是 头 ，也 了在 们 支 修建的 是 更我 牵 持下 为

好地发挥陶家岗 场屋 的示范 头带 作用”（B2）

“ 、馆是 社区集旅游福田 我们 休闲、 一 ，游玩于 体 发展项的 目 我们也 希是

长、 长 头力 一望通过 带 量 设片 屋场 的 起把社区建 得更好”（B3）

奖惩措施

“我 年 庭 明 案 选 文明家们 底会根据家 文 档 记录评 出 庭， 大开 进 彰并会 行表

一给予 的物质奖励定 ”（B1）

“ 村 一有 户人家 生之前我们 不太爱搞卫 ，家 整洁里不 ，村干部来劝了几次，

了记 黄榜还 ，后 卫生面 状况 来了慢慢好起 ”（E2）

：注 对 。括号内 编码为访谈 象

1. ： 力型体制 的行政动员 压 下 考核 动推 。 力型 政 可 过 核 政策资 分压 体制下上级 府 通 绩效考 或 源 配

对 。 门 村 ，基 府形成支 性地位 石 县 全国乡 治 首批 单位后 中央 予试层政 配 被确定为 理体系建设 试点 在给

权 ，也点地 特殊授 予区 的同时 给 相 ，比非 更高 因此试点地区 的政治期待 ， 力地 政 过 治方 府往往通 政 压

，令 行 员 指 和任务 科 组 层层下和行政命 进 动 将创新 标 在 层 织中 达， 一 （直 基层的乡镇 和胡至 级 陈荣卓

，恩超 2022）。 门 大力 。夹 门励各 积极探索创 理模式 山 作为石石 县政府 鼓 乡镇 新治 镇 县“ 头排 兵”乡

， 也大力 。 夹镇 乡镇领 进治 实践 杨 社 山 具 基 的 区导干部 推 理模式创新 坪 区作为 镇 有良好群众 础 社 自然

也 ， 。重 关注 成 治 模 新重点动 社区 即便被 点 为 理 式创 员 在 对构建初期 作人治理模式 杨坪社区工 员 “两

联两包” 了治理 还缺乏 解模式 ， 力在强有 员下但 的行政动 ， 了治理 在杨 积极推模式创新 坪社区得到 进，

并被 社 工作为 区 作人员考核中的 。首 政 杨 社区工 人 通 政动员方 被吸纳进治要 治任务 坪 作 员 过行 式 理网

， 也 一 。后 自然 会 政动 使新乡贤参 中络之 进 步通过行 员促 与其 通过考 激励核 长片 积极参与 一在 定程度

了 政动 效性上体现 行 员方式的有
①
，考 推核 动 理 络 为在治 网 再构初期成 关相 动行 者行为 力来动 源。

2. ：思想与 感 员 者的认知情 动 行动 识共 。 权 匮 、 对依赖行政 动员易产 称性威的政策 生信任 乏 非 资

依赖源 以及政府“热” 间民 “冷” （ ，等治 难题 余理 敏江 2021），因此，需要用共 值观识性的价 念和

， ，知去影 并 体 为 参 治 模 实 并在组 协 过 实现共同思想认 响 改变群 行 驱动行动者 与 理 式创新 践 织 调 程中

①
对片长考核的细则较多，此处仅以开会考核为例：片长未经请假不参加会议一次罚款 50元，请假未批准不参加会议一

次罚款 50元，迟到早退一次罚款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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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思想动员目 在推进“ 联两包两 ” 。 议治 实践 到重要作用 政府通过 开会 强理模式创新 中起 乡镇 召 调

“ 包两联两 ” 义治理模 意式的重要 。“大 讲会 、小 讲会 ， 讲会会都 ” 社区与 政 思 共促使 镇 府达成 想 识，

一 对 子 长、 长 ，区 导 及 从 想认知 工 态 方面做工 通过影响行且进 步 社 领 班 片 屋场 思 和 作 度等 作 动者的思

。 一 ，想认知进 作行 式 进 步 为号 民积极加 治理网而影响其工 为方 召居 入 络、 身为社区增进其 治理模式

， 长、 长 ，创新 认知 杨 社 人 联 片 分 场 传 利用网 平重要主体的 坪 区工作 员 合片 屋场 分 区 屋 入户宣 并 络 台

宣 施传实 “两联两包”治理模式的积极作用， 热在强化社 认知 时激发其持 与的 情区居民思想 的同 续参 。

， 采此 杨坪社 情感动员 社区外 区积极 取 方式强化 居民的 ，认同感 将 为 同集体 并 其转化 共 参与治理

择。 村 ，络 行 选 情 是基于 缘 亲 系形成的 情网络 它在 中具有补网 之 为 农 社区 感 血 与 缘关 乡 社区治理 足刚

， ，的功 别是在治理 与增强社 情感归 果显著 在 理互性治理 能 特 动员 区 属方面效 与制度治 补的过程中能

够 （ ，提 社 效 陈 庆升 区治理 能 桂生和吴合 2022）。 村 ， 长坪 区 业 产为主 农 区 的杨 社 是以农 生 的 社 在 期

了较 ， 、 子、 本生产生 交往中形成 关系网络 等社 要素成为再 层治理网活 为稳定的 人情 面 关系 会资 构基

本的 土资络 源。 作人员为 乡贤社区工 使社区新 （ 长片 、 长屋场 ） 承担社 治 中 桥稳定 区 理场域 的 梁角色，

， 。运 情 动 强 其社区 感 同 属 并增强 在社区治理 中的角色积极 用 感 员策略 化 情 认 与归 其 模式创新 认同 社

民区居 是 对 ，对 。治理网络再 最重要的 员 象 他 感动员是 的动社区 构中 动 们而言情 最为有效 员方式 特别

， 了是社区 作 常 社 交 并 助 决 常生活 的 题 过程中形 良好工 人员经 与 区居民进行 流 帮 他们解 日 中 问 在此 成

。 一 村 热的人际 密的情感 部分 区居民并不 参加自己 不熟悉 理关系和紧 联络 当相当 农 社 衷于 并 的社区治

模式创新时， 社会 动员就 发 特 的基于 关系的情感 能 挥出其 有 作用， 并 情 参 区 民让很多 不 愿 与的社 居 “碍

于 面情 ” 为成 治理网络 构社区 再 的跟随者，当其了 接受新的解并 治理模式后，他们会 终成为社区最 治

。模式创新 积极行理 的 动者

3. ： 。动员 行动 联结利益 者的利益 、个人之 组利益关系是 间 织之间和 人 最个 与组织之间 为 本基 的

一。 力，关 政 员和思 与 感 虽能激发 行动者的短 但要形成 治理系之 行 动 想 情 动员 各 期参与动 稳固有效的

。 一 ，较 ，仍须建立稳 利益联结 制 而由 整合在 起 形成 从而可网络 固的 机 共同利益 的居民 易 共同体精神

本（ ，育 于 区 社 资 亚 建培 出有益 社 治理的社区 会 方 琴和夏 中 2019）。在杨坪 区社 “ 联两 两包”治理模

， ， 本 （ ） ，式 新实践中 首 与乡镇 上 着明 利益依赖关 镇政府为 区提创 先 社区 身 级 政府存在 显的 系 乡 社

了一供 支持和资定的政策 金支持，这 。夹使社 更多行 者 理 络 杨 社区能够吸纳 动 加入治 网 山镇政府与 坪

。 ， 长在 式 新过程 结 紧 利益联合 其次 片 作为 贤代表在 式创区 治理模 创 中 成 密的 体 社区新乡 社区治理模

。 ，夹 对扮演着重要 为吸引新 贤加入 共同体 山 坪社 资金用新中 角色 乡 社区治理 镇政府 杨 区下拨专项 于

长 ，发 务 酬放片 劳 报 并对 长的 场 发 书 予精神 励表现优秀 屋 颁 荣誉证 给 奖 。 ，对外 积极性高 治此 参与 且

一 。 村 了理模式创 著的屋场 设施 方面的支持 社区被评 省级示新成效显 给予 定公共 建设 杨坪 为 范 后获得

一 。 对笔奖励资 区在 模范屋金 杨坪社 分配资金时 场—— 。陶 场 点 坪 区家岗屋 重 倾斜 正如杨 社 总党 支书

夏 民所言记 为 ，“村 了 大 ， 村 了一面 陶 屋场很 支 从社区到他 条路搞硬里 给 家岗 持 们屋场那 化 里给 部分

， 术钱 还 支持他们的 园引进新出钱 百果 技 ”“ ， 扶其他屋 眼红 现在 场搞场都有点 都想把屋 好争取更多

持资金”（ 访受 者：社区党 支总 书记夏为民，访 地谈 点： 议社区会 室，访 时间谈 ：2021年 11月 12日）。

， 势区 利益激励 使各屋场之 性竞争关 屋场 自身优 开展 模式创新社 通过 促 间形成良 系 吸纳更多 根据 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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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了 ，践 最后 自治组织 理网 每年下 专 用 保 组实 为 将社区 吸纳进治 络 杨坪社区 拨 项资金 于 障社区自治

， 对 较 ， 一 。正 运 展 的社区 治 织 奖励 进 步 发其参与治 新的积极织 常 行 并 发 好 自 组 进行 激 理模式创 性 总

， 一 ，杨坪 通过 系列奖 施影响行 者精神 方面的利 引他而言之 社区 惩措 动 和物质两 益得失 吸 们积极参与

。治理模 创式 新

五、研究结论与进一步的思考

（一）基本结论

本 焦 坪文聚 杨 社区通过“ 联 包两 两 ” ， 村理 新 构社区 理 络 程 探究农 区治理治 模式创 再 治 网 的过 社

心 。场域 者如何吸 行动 入治理网络 形成治理 盟 基于 络理论转中核 行动 纳动员其他 者加 进而 联 行动者网

，本 了 村探析 网络译机制 文 农 社区治理 “ － 力－ 力－洞 治 激 参 召 建 动悉 理困境 发 与动 强化号 构 行 者治

联理 盟”的再构 程过 ， 村终 形成农 社 治理网络再最 归纳 区 构路径（ 图如 6所示）。具 如下体研究结论 。

图6 农村社区治理网络再构路径

1. 村 。区治理网络 的演进机农 社 再构 制 对基于行 理论 杨坪动者网络 社区“ 两包两联 ”治理模式开

，展案例 析 现分 可以发 在 较经 后 居济发展 为滞 且 民治理 较 村 ，意 低的农 区 层 与社区党参与 愿 社 基 政府

权 势织凭借其 威 优组 性和资源 ， 心往往会成 再构 行动者为治理网络 的核 。在 村农 微观治理 域中社区 场 ，

吸 动者参与 效纳更多行 并形成有 的 ： 、 力、要需经 四 洞 治 参 动治理网络主 历 个阶段 悉 理困境 激发 与 强

力 。 ， 心 ，化 构 行动者 理 盟 而言 核 行 者在洞悉治 段 基于上 创号召 和 建 治 联 具体 动 理困境阶 级治理模式

， 甄新 和现实需要 观察和 别要求 通过 前当 治理过程中 ，找临的困境 决现 制通行面 出可以解 实阻碍的强

点——新的 模治理 式， 也这 可被理解为社区治理网络再构 。 力 ， 心的 点 在激 参 动 核 行动者起 发 与 阶段

，过满足行动 求 动员多 与治通 者利益诉 方行动者参 理。 初步形成思 利益共识 再构治而 想和 是 理网络的

洞悉治理困境 激发参与动力 强化号召力 构建行动者治理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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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 ， 心 布 ， 权力 ， ，关键 在强 段 核 关制度 件 治 下 流 挖化号召 阶 行动者发 相 文 将部分 理 沉 重塑治理 程

本 ， ， 力。土 源 索新治 载 以 各行动者 入治理网络 建行动者掘 文化资 探 理 体 增强 加 的动 在构 治理联盟阶

， 、 ， 本段 经 动员 思想与 动员和利 动员等 方式推动 理联行政 情感 益 多种动员 行动者治 盟基 得以 ，成形

。多方 动 促 社 发 行 致行 者共同 进 区治理网络 展 稳 远

2. 村 。新 贤是农 区 理 再构的纽社区 乡 社 治 网络 带 村 ， 对 村在农 社区治 社区新乡理场域中 贤 再构农

区治 络起社 理网 着 。 村 ， 子纽带 在经济欠 达的农 的普通居作用 发 地区 原 化 民游离在 ，公共事务之外 加

力 ， 权之自身 识 会 系 以 为 人知 能 与社 关 资源有限 难 成 威 物。此时 较 较在 土社会 具 高 地位与乡 中 有 社会

多 会关系资源社 的 乡贤社区新 可成为“链接” 居民社区 的 键节点关 ，对上承 区分配的 常治理接社 日 事

， ，嵌入居民 活务 向下 的日常生 进而 。政府与 区 的 捷成为基层 社 居民间 快 沟通桥梁 村农 社 治区 理网络

再构最 要的特主 征 一之 是吸 乡贤加入 理网络纳新 治 。 村新乡 社区治理 重要 者贤作为农 网络再构的 行动 ，

丰 ，掌握着 富 理资源 特 是当其 络中的治 别 在治理网 被赋予 长、片 长屋场 类之 的正式角色后，将成为治

理网络中“上 下传 达” 力的中介 量， 力 势 执 ，既 凭 其 优 动国家 策 基 有效 行 还可 借 知识能 推 政 在 层的 可

势 ，依靠其社会 极反映社 诉求 调政府与居 系的同时 断地位优 积 区居民利益 在协 民关 不 门加强政府部 与

社区居民间网络 ，系的联 紧密程度 村终为再 高 区最 构 效农 社 理治 带网络发挥纽 。用作

（二）进一步的思考

村社 网 再构的 点 于 各行动者农 区治理 络 重 在 激发 的 力 。参与动 并形 理网络 基成有效治 于行动者网

， 对 村络形 转译过程的 阶段 笔者 农 社区 再构成的 四个 针 治理网络 做 一 。进 步的思考

， ， 心 找首先 阶段 基 政 社 治 需 能 解 动 困境的 制在问题呈现 层 府作为 区 理核 行动者 出 够 决各行 者 强

。 村 ，行 层政府须 确自身在农 网络再构 与支 角色 从而构 完善交通 点 基 明 社区治理 中的引导者 持者 建并

， 对 ，流 台 注意 行动者 当 理模 见并加 改 动 其 参平 倾听不同 前社区治 式实践的意 以 进 积极 员 他行动主体

， ，其 集 体 思共同 索 破 治理困境 路 在尽量与 中 多元主 之 探 突 社区 之 回应 动主体差 求不同行 异化利益诉

，找 村的 上 出能够求 异的治理 模式作 治理网络基础 同存 新 为农 社区 再构的“ 制通强 行点”。

， ， 村利益赋 阶 政 可 社 治 模 机其次 在 予 段 基层 府 通过创新农 区 理 式运行 制保障行 者 益 的动 利 诉求

。 心 力， 村 ， 议实现 基 政府作为核 强化其资 合能 农 社区治理 再构 搭建层 行动者应 源获取与整 推动 网络

， 力， 一协商平 效地回应 诉求 身平衡 益 治 能 监事 台及时高 社区居民 不断提升自 利 格局的 理 并进 步完善

， ，机 在 督 范性和 明 的 推行督 制 提高监 规 透 度 同时 “定人 责定 ” 。制度并加强督导

， ，次 在征召再 阶段 府基层政 ，优 区治理网络 以吸纳多 行动者 序合作中化社 结构 元 使其在有 达成

。一共识 联盟 方治理 并形成治理 面， ， 心 村要 区 治 度 立 基 为 和以农完善社 自 组织管理制 建 以 层政府 核

村 ， 村 ， 村区 基 农 社区自 组织管理服 活农 社区 治理 改变当前农社 为 础的 治 务体系 激 自治组织的 功能 社

自治组织 能弱化 的尴尬局区 功 甚至异化 面； 一另 方面， 才 ， 才要创 制 号召 多 返新人 选拔机 更 优秀人 乡

村， 村 村 ，并 乡 纳 农 理 络进而 化 社 理结构 充 发挥他们在扎根乡 将新 贤 入 社区治 网 优 农 区治 分 基层政府

，与社区居 带作 终实现民之间的纽 用 最 “ 、 长、治理 得提升 乡 能人得 民得实惠效率 贤 成 社区居 ”的多

。面赢局

， ， 。一最 段 运用 种 式 各 更 紧 稳 络 系 方面后 在动员阶 多 动员方 使 行动者建立 为 密 固的网 联 ， 过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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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拓 渠道资金 强化 益动员利 ， 势大力 ， 扶 村在立 源优 发展 同时 国家 持农 社足社区资 集体经济的 抓住 区

， 大 村展的政策 利争取 加 再构农 网络发 红 财政支持 社区治理 的资金投入； 一另 方面， 充 社要 分发挥 区

，新 与 感 员 要 用 利用 们 社 理过程中乡贤在思想 情 动 中的重 作 他 在 区治 比相 普通居民有 力召 和凝更强感

力聚 的 势优 ， 村 力， 一挥他 农 社区治理 中的号召 用以提 聚 并进 步充分发 们在 网络 作 升社区凝 支持新乡

， 类 本 ， 长贤与 建群众 体 展 场 地 色 自 使 区居民 期社区居民组 团 定期开 屋 会之 的具有 特 的 治活动 社 在 交

，往 中增强情 联结 强化互动 感 “ ， 大社 社区靠 家区是我家 ” ，感 形 密情感联合 之的社区认同 塑紧 体使

。成为紧 利益联 础密 合体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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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nstruction of Rural CommunityGovernance Network:ACase Study on
theGovernanceModel of “Two Joints andTwoGuarantees” inYangping

Community, ShimenCounty,Hunan Province

XIE Zongfan WANGMei

Abstract: The weakening of rural community governance network against the context of urbanization urges the government to

continuously promote the reconstruction of efficient rural community governance network, so as to sparkle multi-subject joint

governance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rural community governance. Based on the actor network theory, the paper conducts a

case study on the “two joints and two guarantees” governance model of Yangping community in Shimen County of Hunan

Province, to analyze the interactive process where the grassroots government, community party organization, autonomous

organization, community new village elites, community residents and other action subjects promote the reconstruction of

governance network.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reconstruction of rural community governance network is a complex and dynamic

process, which includes four stages: understanding the governance dilemma, stimulating the motivation of participation, expanding

the appeal, and establishing the actors’ governance alliance. Grassroots governments and community party organizations are the

core actors to promote the re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network, and community new village elite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connecting grassroots governments, community party organization, and community residents. This paper contributes to the

literature of rural community governance model innovation at the micro level and enriches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actor

network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community governancemodel.

Keywords:ActorNetwork;RuralCommunity; Governance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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