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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城市基层社区组织身份治理模式研究》以政府管理职能分化为背景，在基于组织共生理论和新
制度经济学理论相结合的综合分析方法下，构建了中国城市基层社区组织身份治理分析的逻辑框架，
揭示了中国城市基层社区组织身份治理模式调整的原因、变革阻力因素及其影响。在此基础上，重新
界定了中国城市基层社区组织身份治理的功能边界与作用范围，提出了优化中国城市基层社区组织身
份治理协调发展的途径和政策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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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企业职能分化的背景下，中国城市基层社区组织承担着社会化服务和管理的职能。中国城市基
层社区组织的社会化服务和管理职能是在承接企业转移的社会职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计划经济
时期，中国城市基层社区组织的服务范围仅限于本社区的无单位居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企业
职能分化，其原有的企业办社会职能向社会回归，中国城市基层社区组织通过承接企业转移的社会职
能，实现对整个社区的社会资源的整合，扩大和发展了中国城市基层社区组织的社会服务和管理职能
，除向本社区居民提供服务外，还向相关驻社区的企业、组织、社会团体等提供社会性的服务。中国
城市基层社区组织承接的社会性事务主要包括：对下岗失业人员、流动人口、离退休人员的管理；对
社区基础设施的管理；组织社区文体娱乐活动、宣传教育；社会救助、志愿者活动等。中国城市基层
社区组织通过提供社会化服务和管理职能，协调好社区与企业的关系，为基层社会协调发展创造良好
的微观基础。　　根据上述中国城市基层社区组织与驻社区范围内的企业的相关关系，可以找出城市
基层社区组织与企业单位的组织共生关系。从组织模式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两类组织之间具有偶
然共生和间歇共生的特点，但不具备连续共生和一体化共生的特点。从行为模式来看，两类组织之间
具有非对称互惠共生和对称互惠共生的特征，但不具有寄生共生和偏利共生的特征。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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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内荣不错，有一定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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