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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信息化：关注民生的桥梁与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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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区信息化，是中国根据自身组织结构特征独创的概念。西方国家并没有中国的

市、区、街、居如此完备的组织管理体系，更没有居委会这个在政府与公众之间具有宪

法授权、发挥中介桥梁作用的群众性自治组织。  

社区信息化发展状况  

    中国的社区信息化概念涵盖了广泛的内容。2007年，民政部和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

公室共同起草的《关于推进社区信息化工作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中，明确提出满

足政府、公众、企业与社会多重需求的社区信息化定位，这是现阶段其他国家所没有

的。  

    目前，各地在探索社区信息化实践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最早(1998年)起步的天津和平区马场街道联通居民与服务的社区信息化，宁波市让每个

居民体验“拨一拨就灵”的“81890社区服务中心”，北京市东城区朝阳街道内务社区

以优化居务管理开通居民诉求通道为核心的信息化服务系统，上海市卢湾区五里桥街道

的“一口式社区事务受理”，广州市越秀区大塘街道可全程查询的“一站式公共服

务”，深圳罗湖区后台整合政府资源前台一站式为民服务的社区综合管理信息系统等，

从不同角度构建起中国社区信息化的未来蓝图。   

    中国社区信息化的意义，绝不是居委会电子化，也不是基层政府工作电子化，而是

代表社区居民,借助政府信息系统,构建起联通政府、企业与社区居民,以社区为单位的公

众信息平台。这个平台是汇聚居民信息的基础，是联通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桥梁，是

社区、居民反映诉求、消除矛盾、参与治理的通道。可以说，社区信息化包括了这样几

层基本含义。第一，是实现社区基层工作信息化、社区组织活动信息化，加强居民沟

通，提高社区自治能力的过程。第二，是由政府主导建设，代表居民和社区利益，促进

部委、行业等信息与地域性社区信息整合的过程，以支持科学决策,消除信息孤岛，促进

信息共享，实现方便居民服务社区的目的。第三，是通过社区信息平台建设，加强社会

对话，消除矛盾冲突，提高居民参与能力，实现以居民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为核心

的基层民主建设和社会共治。  

    目前，我国社区信息化发展已经跨越盲人摸象的懵懂阶段，开始进入理论与实践相

结合，政策引路，专家借助社会力量共同研究、探索发展之路的新阶段。  

未来发展趋势  

    虽然地方社区信息化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是盲目发展、理论研究滞后与脱

节，都是突出的问题。  

    根据对社区信息化发展现状的调查与研究，按照社区信息化核心建设任务，可将社

区信息化从起步到持续发展分成五个阶段，构成一个社区信息化发展阶梯模型。第一、

第二阶段是发达地区社区信息化的现状。从第三阶段往后，推理、预测、理想的成分较

多，但也并非凭空杜撰，各地信息化实践中已经出现了发展的萌芽，只是尚不成体系。

随着实践的发展，阶梯模型本身也将跨越理想和预测，逐渐具体、成熟、现实起来。  



 

  

    社区信息化发展阶梯模型  

    第一阶段初级应用：这是社区信息化初始阶段。主要工作目标是解决社区居委会和

社区服务站电脑配备和工作文档电子化问题。这一阶段主要完成社区信息化从无到有的

过程。  

    第二阶段平台建设：这是社区信息系统建设阶段。主要工作目标是推进包括基础设

施、平台、网络、软件、社区基础数据库的平台建设；多种服务渠道(呼叫中心、门户网

站、数字互动电视、移动通信等)建设；居委会电子化办公(包括电子台账，工作流程管

理等)、社区党建和社区组织的信息化应用；社区连接居民的多种信息通道建设，开始为

居民提供信息化服务；为居民搭建联通政府、企业和社区的互动平台。这一阶段主要完

成社区平台建设，满足社区自治需求，为扩大社区参与范围，提高综合服务能力做好准

备。  

    第三阶段系统对接：这是通过与其他系统对接，不断扩展社区信息系统功能应用的

阶段。主要工作目标是实现电子政务系统、商业服务系统等与社区信息平台的对接。实

现跨部门的业务流程整合，为居民提供方便、易获得的公共服务。建立上下贯通的政民

互动通道和居民诉求通道，让政府和社会公共资源围着居民百姓的需求和诉求转动。实

现社区信息系统与社会应急系统、商业服务系统、公共服务系统、公共管理系统的对

接，搭建居民参与治理的桥梁，建立居民监督评价机制，培养社区公民意识。这一阶段

主要完成系统对接，扩展社区信息系统的功能应用，突出方便居民获得的政府公共服

务，建设居民可参与的、突出共同治理理念的信息沟通渠道。  

    第四阶段应用联动：这是通过与其他系统的应用联动，充分显示社区信息化应用效

果的阶段。主要工作目标是实现社区信息化跨系统的应用联动。突出的是后台应用流程

重组，前台一站式无缝服务让每一个居民以最便利的方式获得最个性化的服务；社区互

动平台充分发挥沟通、对话、协调、化解矛盾的功能，保证决策听证制度落到实处，促

使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社区建设，携手解决社区居民的需求和诉求，共建和谐社会。社区

信息成为政府决策、企业发展、社区服务不可或缺的基础，信息共享成为社会共识，建

立起社会的共享数据库和统一的经各专业部门认证的共享数据，建立公共信息定期更

新、发布制度；形成公共服务、公益服务、商业服务和社会管理的公众监督、参与和评

价机制。这一阶段要基本实现方便居民服务社区的核心目标，完成社区居民向社区公民

的转变，以和谐社区构建和谐社会。  

    第五阶段持续变革：这是社区信息化持续发展持续变革的阶段。在这一阶段，社区

信息服务能力得到持续提高。信息技术与新型社区关系相互融合，形成新的服务模式，

实现可持续发展。一站式无缝服务成为普遍模式。共享、共治、共同参与成为社区公民

文化的主要特征。学习、创新、持续自我发展，成为社区能力建设的核心。这是一个前

瞻性的发展阶段，因此不可能有具体的工作任务，只能做一些理论导向。  

对信息化建设影响重大  

    社区信息化是国家信息化的重要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信息化建设有着巨大

的影响和作用，反映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社区信息化是社会信息开发利用的基础。  

    社区信息化对社会信息的开发利用有三个方面的作用：一是专业数据库信息更新的

 



重要来源。二是推动公共系统信息联通、应用联动、减少重复劳动、消除信息孤岛、促

进基础信息统一的基础力量。三是促进基础数据采集与应用相结合，推动公共信息的社

会共享。  

    第二，社区信息化是加快社会建设的手段。  

    十七大报告将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显示了中央把工作立

足点定位在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切身利益方面。  

    与其他信息化不同，社区信息化与社会建设的关系最为紧密。社区信息化关注与居

民个人相关的公共服务，社区信息化着重基层民主建设，推动公众参与政府决策，居民

自主解决矛盾。社区信息化始终把民生问题放在首位，把居民最关心的助老、助残、青

少年教育、生命急救等列为首选开发项目，以方便居民生活，体现社会公平，消除社区

服务领域里的资源分配不公平。  

    社区信息化在社会建设方面具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成为促进国家信息化发

挥巨大社会效益的重要手段。  

    第三，社区信息化是国民经济信息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民经济是由生产、消费、交换和分配多个领域构成的有机整体。在市场经济条件

下，人的消费心理、消费习惯、消费行为、消费需求对生产、交换发挥着巨大的引导作

用，进而影响着国民经济的各个环节。及时有效地收集和传递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信

息，对于经济高效运转和持续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社区信息化是新经济时代以科

技手段在特定地域内聚拢不同人的不同信息和不同需求的重要基础。  

    社区信息系统不仅是架在生产者、服务者和消费者之间重要的信息桥梁，还对国家

宏观调控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其可以反映居民在收入分配、就业、住房、人口流动、价

格变化和税收负担等方面的社情民意，可以为国家社会保障制度提供基础的个人信息认

证。可以说，我国社区信息化对维护市场秩序，建立个人诚信记录系统，有着不可或缺

的重要作用。  

    第四，社区信息化是国家信息化工作的检验尺度。  

    社区信息化的服务范围界定在社区居民、驻区单位和社区自治组织等地域性行动主

体。作为连接社区居民诉求、驻区单位需求的基层组织——— 社区，在国家信息化中无

疑扮演着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正是社区的中介特性，促使电子政务系统、电子商务

系统、社会服务系统愿意与社区信息系统对接，以完成各系统服务居民的目的。因而社

区信息系统也就具有评价各系统方便居民、服务社区实际效果的能力，成为以小见大、

以微知著，反映国家信息化工作成效的检验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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