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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地区社区嵌入治理模式研究——以西昌市X社区为例
杨 淋

（西南交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四川 成都 610031）
摘要：民族地区地理环境的脆弱性、政治环境的复杂性、经济环境的差异性和民族环境的多元性，造就了民族地区社区治理的

复杂情境。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X社区通过空间、制度、经济、文化、认知、精神互嵌打造出民族地区社区治理新模式。民族

地区社区治理应当以浅表层互嵌夯实社区治理基础、过渡层互嵌提升社区治理能力以及深层互嵌形成社区治理原动力，重视

网格化管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积极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工作，推进民族浅表层互嵌向深层互嵌转变，积极探索实践社区

情感治理，推动社区民族关系从“嵌入”向“融入”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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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ommunity Governance Model in Minority Area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bedded Theory"：Taking the X-community in Xichang

as an example
YANG Lin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Chengdu，Sichuan610031，China）
Abstract：：The X community in Xichang City，Liangshan Yi Autonomous Prefecture has created a new model of commu⁃
nity governance in ethnic areas through the inter-embedding of space，system，economy，culture，cognition and spirit.
Community governance in ethnic areas should consolidate the foundation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by inter-embedding
at the superficial level，enhance the capability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by inter-embedding at the transitional level，and
form the source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with deep inter-embedding，attach importance to grid management，give play to
the leading role of Party building，and actively present excellent feats in ethnic unity and progress. It should promote the
transition from superficial inter-embedding to deep inter-embedding among ethnic groups，actively explore and practice
emotional community governance，and boost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mmunity ethnic relations from an "embedded" bond
to an："integrate" one.
Keywords:embeddedness theory；ethnic areas；community governance model

2021年 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

议上首次提出“要逐步实现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

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1］。这是新时

代民族工作发展的新理念，也是新时代民族工作开

展的指导遵循，如何促进各民族全方位嵌入亦成为

一个亟需解决的难题。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以及少数民

族人口数量的稳步上升，我国各民族人口跨区域流

动频率增快，民族分布格局也逐渐从“散居、聚居”

向“融居”过渡，城市社区也从单一的民族居住格局

向多元化发展［2］。大规模、大范围的人口流动导致

城市居民的民族身份更加多元化与复杂化，且各民

族间在生活习惯、文化习俗等方面存在异质性，交

往交流交融不够深入，这种现象加剧了社区治理的

难度，尤其是我国民族地区的社区，地理环境的脆

弱性、经济环境的差异性、政治环境的复杂性和民

族环境的多元性使这些地区的社区治理难上加难。

而社区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工程，作为我国民

doi：10. 16104/j. issn. 1673⁃1883. 2022. 04. 010

收稿日期：2022-06-27
作者简介：杨淋（1998—），女，四川西昌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行政管理、社区治理。



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34卷

族工作开展的新落脚点和着力点，重要性不言而

喻［3］。如何促进我国民族地区的社区治理体系与能

力现代化呢？如何在社区治理中实现各民族全方

位嵌入？什么样的治理模式是适合民族地区的社

区呢？这一系列的问题都亟需解决。本文以凉山

彝族自治州西昌市X社区为例，通过实地调研深入

分析西昌市X社区治理的实践，形成民族地区社区

治理模式，为其他民族地区社区治理提供有益借

鉴，以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社区治理领域的研究

内容。

一、概念界定与研究现状

（一）概念界定

治理不同于“统治”“管制”，它是一种行为，本

质在于服务，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平等性、互动

性［4］，同时注重运用多样化的治理手段实现主体之

间的利益最大化。社区治理是将治理理论运用于

社区场域的具体实践。早先学者将社区治理与社

区管理划等号，认为社区治理是国家与社区两个治

理主体对社区公共事务的管理［5］。随着社会的发

展，社区治理被赋予新的定义，学者郝海波［6］通过整

理党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区治理的重

要讲话，认为新时代的社区治理应当以公平正义为

目标导向，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以共建共治

共享为治理的基本原则，充分调动政府、市场、居

民、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

治理活动。综上，笔者认为社区治理是指在一定的

区域范围内，按照我国有关规定、立法，由政府部

门、社区、社会团体、普通市民等社会多元主体，采

取磋商洽谈、沟通交流、合作行动等方法对社会社

区资源加以合理运用，对社区公共事务加以有效管

理，共享社区治理成果，从而实现社区自治的过程。

而模式从字面意思理解就是某种可供效仿学习的

标准样式，社区治理模式则可以理解为通过不断探

索而成的具有代表性的可供他人借鉴的标准样式。

（二）研究现状

近几年在如何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热潮的影响下，社区治理成为了研究的热点

与重点。但对民族地区的社区治理相关研究较少。

现阶段，我国关于民族地区社区治理的研究主要集

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1）民族地区社区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

究。徐铜柱［7］在分析了民族地区城市社区治理基本

特征的基础上，指出民族地区社区治理存在认识不

清、人才匮乏、资金短缺等困境，提出要在社区理

念、社区人才、社区文化等方面提升社区治理水平。

杨鹍飞［8］在对我国城市民族社区研究现状进行分析

时，指出学界总是围绕“建设什么样→存在什么问

题→怎样建设”的思维模式对民族社区进行研究。

此类研究大多都是从理论出发回归理论的方式提

对策建议，普适性较强，缺乏针对性。也有学者从

个案的角度分析民族社区存在的问题，并针对性提

出对策，如学者刘浦之、吴圣尧［9］对凉山州易地扶贫

搬迁社区的家支组织与社区重构进行研究，提出引

导搬迁群众更好融入社区生活的建议。

（2）民族地区社区治理的理论视角相关研究。

在对民族社区治理研究中，不同的学者基于自身研

究的主题引入不同的理论对其进行阐释，如王若

溪［10］、尚前浪、陈刚［11］等引用社会资本理论对民族

地区社区治理路径进行研究，刘梦、张爽［12］运用协

同治理理论研究民族社区管理问题并提出相应改

进对策、马晓玲［13］从治理理论视角对民族互嵌式社

区进行研究。

可以看出在民族地区社区治理研究中，缺乏以

个案形式对某个地区社区治理经验进行总结的研

究，并且，在民族地区社区治理个案的选取上，往往

关注少数民族村寨或者易地扶贫搬迁的社区，忽视

了民族地区的城市多民族社区，忽略了民族互嵌的

社区结构会对社区治理产生影响。因此，需要引入

新的理论视角探索出一套具有地方特色和民族特

点的社区治理模式，丰富社区治理领域的研究

内容。

二、嵌入性理论及其分析框架

（一）嵌入性理论解释

“嵌入”最早是形容结构工程学中不同部件之

间相互咬合、相互依赖的状态，后经Polanyi［14］在《大

变革》文章中用来描绘经济行为与社会关系的一种

状态。“嵌入性”理论的发展大致分为 3个阶段：Po⁃
lanyi探索时期、Granovetter深入研究时期以及新时

代全面发展时期。首先，“嵌入性”理论开山鼻祖

Polanyi，认为经济行为会受到嵌入在社会关系中的

经济和非经济因素的双重影响，各影响因素之间不

是单一存在的，是相互嵌入的，并且这种嵌入的状

态可以分为结构嵌入与关系嵌入两种类型。在这

一时期，“嵌入性”概念侧重于经济学领域，用来解

释经济行为与社会体系的双边关系。40年后，学者

Granovetter［15］发表《经济行为和社会结构：嵌入问

题》，重新将“嵌入性”拉回大众视野。Granovetter强
调的是经济行为与社会体系的多边联系，同时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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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个体行为及其构成的网络怎么影响经济行动。

经历了探索时期与深入研究时期，“嵌入性”理论”

研究迎来了百家争鸣时期，即新时代全面发展时

期。许多学者根据自己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等将

“嵌入性”理论运用到公共管理学、新闻学、教育学

等学科来解决学科领域的问题。“嵌入性”理论运用

的持续深入，使嵌入性框架愈加丰富，如 Zukin、
Dimaggio［16］研究企业在社会网络中的位置时，将嵌

入进一步分为认知嵌入、文化嵌入、结构嵌入和政

治嵌入。李静和于晋海［17］在研究牧区社区的时候

发现可以通过经济互嵌、居住互嵌、文化互嵌 3个方

面建设社区。

（二）民族地区社区治理的嵌入性框架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从我国民族问题的实际

出发，高屋建瓴地提出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的社区

环境。如何理解各民族相互嵌入这一概念呢？杨

鹃飞［18］将其解释为民族互嵌，他认为不仅应当包括

各民族地理空间上的居住场域互嵌，还应包括各民

族间通过自由平等交流而形成的相互包容的精神

关系互嵌。吴月刚，李辉［19］从物质和情感两个维度

定义“民族互嵌”，认为物质形式的“民族互嵌”是指

各民族相互嵌入的居住场域、相互影响的生活方式

等；情感上的“民族互嵌”主要是基于人情味的中国

情景出发，认为民族互嵌离不开人，人离不开情，着

重强调各民族心理层面的互嵌，如尊重平等、团结

友爱等。目前，“民族互嵌”研究尚处于初步探讨状

态，还未出现统一权威的界定。但是，学界关于其

的讨论总是围绕空间互嵌和精神互嵌进行展开。

本文结合民族地区社区治理实际，引入“嵌入

性”理论提出民族地区社区治理空间互嵌、制度互

嵌、经济互嵌、文化互嵌、认知互嵌以及精神互嵌的

嵌入性框架。（见图1）

具体而言，空间互嵌是指各民族居住空间的相

互嵌入，其形成过程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经过漫

长时间自发形成的结构；一种是有国家政府自上而

下的干预形成的，如易地扶贫搬迁、村改居、乡村振

兴等。这是实现民族互嵌的基本条件，属于浅表层

的互嵌；制度互嵌是指民族政策制度、民族非正式

规范等对不同民族居民产生的影响，经济互嵌是指

不同民族居民经济往来，具体指不同民族居民自愿

通过合作的方式共同经营创收，谋生。文化互嵌是

指通过不同民族居民对不同民族文化的相互交流、

相互借鉴、相互影响进而实现对各民族文化的认同

与共享。认知互嵌是指不同民族居民长期形成的

对于各民族群体的认知，如民族知识认知、民族政

策认知、民族理论认知等。这是实现“民族互嵌”的

重要环节，属于过渡层互嵌。精神互嵌体现在于各

民族间自由平等地交往交流、相互包容，这是各民

族对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地方认同、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等最高级的显化结果，属于深层的

互嵌。

图1 民族地区社区治理“嵌入性”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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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嵌入性理论”下西昌市X社区治理实践

西昌市X社区成立于 2013年 7月，地处西昌市

南新城区，辖区总面积 0.9平方公里，住户有 7 389
户，常住人口 1.8万余人，其中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

口的 20%。辖区内有民族风情园、民族体育广场等

大型民族文体活动场所供各民族居民交往交流、生

产生活。X社区为提升民族事务治理能力，积极探

索创新社区治理模式，推动社区内各民族居民团结

进步、守望相助、共同发展。在 2020年，被评选为凉

山彝族自治州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示范点以及

四川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社区，其民族团结进步创

建经验在凉山州得到大力推广。

（一）空间互嵌：党建引领+网格化管理

X社区按照“全覆盖原则”将辖区划分为 27个
网格，同时根据住宅区、拆迁安置区、商业区、驻区

单位 4种小区类型，将网格具体划分为基础网格、重

点网格、临时网格 3种类型。在每个网格中配备一

名网格员，网格员主要职责是在所负责区域范围内

有效开展民生服务、矛盾调解等管理工作，精准治

理社区存在的问题，预防各种潜在的风险隐患。其

中，最主要的是网格员要扮演好信息收集员的角

色，通过与社区居民相处中收集信息，将收集到的

社区各类信息通过“社区 e通”及时准确地反馈到社

区网格管理中心站。社区网格管理中心站第一时

间进行分析研判，采取措施，跟踪回访。例如，拆迁

安置区作为重点网格，不同民族居民脱离原有生活

环境来到陌生地域生活，为了追寻自身安全感会主

动选择与同族居民聚居，排斥其他民族居民，导致

各民族居民居住隔离。因此，X社区会依托网格将

各民族居民均衡地分布，保证各民族居民在社区实

现空间互嵌。此外，X社区充分重视党员的示范引

领作用，在网格设置网格党小组，同时在每个楼栋

设置党员联络站，初步构建“社区党支部+网格党小

组+楼栋党员联络点”3级党建传动机制，推动党组

织与网格组织进行深度融合，形成社区治理的强大

合力。

（二）制度互嵌：民族制度+社区民族公约

X社区一方面参照西昌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管

理制度，按照“来时登记、离开注销”原则，通过社区

网格互联网信息管理平台加强对外来少数民族人

口的管理，实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畅通诉求渠

道，做到情况早知道、早报告，服务早跟上，人员全

覆盖的工作格局，有效解决了社区少数民族人口管

理难问题。同时，以《西昌市少数民族地区政务公

开工作规范》为指导，在社区内全力搭建双语政务

公开工作平台，如对网格员和社区居民进行双语培

训、成立少数民族综合办公室、民族纠纷调解室，对

少数民族居民事务进行专项处理，有效提升了少数

民族居民的政务公开参与度。另一方面，X社区通

过网格员和居民委员会收集各民族居民制定民族

公约的意见，同时公开对外征稿，经社区党支部和

综治中心汇总整理后形成社区专向民族共治公约。

《社区专向民族共治公约》中既给予了社区内各民

族居民平等自由交往的权利，也规定了各民族居民

的义务，使社区各民族居民生活行为有了规范

约束。

（三）经济互嵌：少数民族就业帮扶+成立少数民族

就业基地

为维护社区稳定和谐，解决少数民族就业难问

题，X社区专门设有少数民族就业帮扶中心来提高

少数民族居民的就业能力，帮助少数民族居民就

业，更好助力脱贫攻坚。如，心理驿站对少数民族

居民进行就业心理疏导、定期开展少数民族就业联

席会以及开展“汉族+少数民族”一带一帮扶活动等

搭建社区内各民族居民就业平台。同时，X社区积

极整合社区内外资源，与社会组织、企业等合作，为

社区各民族居民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如联合乐

山市嘉州技工学校对社区少数民族居民进行培训

与指导，利用辖区内民族体育广场积极承办开展成

都非物质遗产活动，帮助社区少数民族居民经济创

收，以及依托民族风情园景区资源，鼓励社区各民

族居民在景区内营业，以旅游业带动社区居民就业

等。社区各民族居民在依托社区资源进行就业培

训与指导，借助社会资源实现工作自由的同时，通

过就业平台实现了平等互动交流，信息资源共享，

从而产生经营合作意愿，进一步加深了彼此间的经

济互嵌。

（四）文化互嵌：举办民族文体活动+整合民族文化

资源

为帮助各民族居民了解民族文化，X社区采取

了一系列措施：第一，利用社区板报专栏、小区走廊

等室外活动场所，打造民族文化风采走廊、少数民

族文化活动板集中展示各民族风情特色、文化习俗

以及宗教信仰，营造良好的民族团结氛围；第二，借

助凉山州特有的彝族年、民族团结进步节、火把节、

州庆、藏历年等少数民族节日，举办各类民族文体

活动，如彝族达体舞比赛、彝文书法竞赛、社区广场

舞大赛、社区文艺风采大赛以及“手拉手”“心连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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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亲”民族联谊活动等，来搭建起各民族交流平

台，增进各民族居民的情谊；第三，X社区利用辖区

内民族风情园、民族体育广场等民族资源宣传民族

文化，促进居民对各民族文化的了解。如2019年，X
社区借第七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遗产节的东风，

在民族体育广场举办了实践活动，该实践活动包括

介绍民族方队展示、非遗文化宣传、民俗巡演等，满

足了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彰显了民族文化的

独特美丽，很好地促进了民族文化互嵌。

（五）认知互嵌：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民族团结

进步宣传月

首先，X社区利用社区 LED滚动播放民族团结

视频、利用宣传栏、板报、活动长廊展示民族团结模

范事迹，利用发放宣传手册、张贴标语等方式大力

宣传民族理论、民族政策。使民族相关知识贴近居

民，让民族团结气息充斥整个社区，让民族相关知

识时刻映入居民眼帘。其次，社区工作人员和网格

员采取走访群众、召开座谈会等形式，将民族工作

与社区治理工作结合起来，认真排查辖区内民族团

结、民族宗教界存在的各类不稳定因素及矛盾纠纷

并调处化解，为群众排忧解难。同时，通过党建月

会、系统工作会以及少数民族联系会等继续深入学

习民族政策、民族理论、民族知识，大力宣传我国民

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优越性和党的民族政策，使社区

各民族居民逐渐吸收接纳相关的民族知识。最后，

对社区资源合理利用，进一步推动社区各民族居民

从被动接受民族知识向主动汲取转变，如利用“儿

童书屋”“民族书屋”组织社区内的学生集中阅读民

族知识书籍，举办“民族知识竞赛”“樊登读书会—

共读一本好书”来调动社区居民参与积极性，使民

族知识主动进小区、进楼栋、进家庭、进每一个中华

儿女的心。

（六）精神互嵌：居民自治小组+居民志愿参与

要打造“共居、共建、共享”的社区共同体，情感

治理是民族互嵌式社区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而居

民自发参与社区治理的过程正是社区各民族居民

情感互嵌交融的过程，也是社区民族情感互嵌的内

生动力源。为此，X社区为激发居民参与社区治理

做了以下举措：第一，借助“先锋报到、共治有我”小

程序，统计社区党员数量，党建引领社区党员参与

社区治理；第二，发动群众参与，成立专职和兼职网

格员队伍、民族调解队伍以及雪亮工程技术监控 4
支群众社会治理队伍；第三，以西昌市新时代文明

实践志愿服务活动为载体，在社区成立志愿服务大

队，在网格点成立志愿服务小队，在小区成立志愿

服务宣传站“党旗下的小红帽”“七嘴八舌和事佬”

——矛盾纠纷调解志愿服务中心，建立起“社区—

网格—小区”3级志愿服务管理体系。此外，大力推

行居民微心愿“点单”—志愿服务站“下单”—志愿

者“接单”的志愿服务菜单模式，同时为志愿者设定

星级积分制度，让志愿者凭借积分在社区、小区的

道德银行和爱心超市置换物品，将爱心变现，激发

居民参与热情。

四、民族地区社区嵌入治理模式初探

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X社区治理的成功实践

源于对国家“民族互嵌”方针的有力回应、对自身区

域民族特色的精准把握以及对区域民族工作高度

重视的基础上实现的。基于此，笔者从习近平总书

记提出的“民族互嵌”理念出发，引入“嵌入性”理

论，结合现实情况搭建本文分析框架，并以此分析

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X社区治理实践，以期总结

出优化民族地区社区治理模式，为国内其他地区的

社区治理探索提供有益参考。（见图2）
（一）浅表层互嵌：以“空间互嵌”夯实民族地区社区

治理基础

网格化管理是近几年新起的社区治理工具，克

服了以往社区治理碎片化的弊端，让社区事务得到

精准高效整合与治理。当今实践证明党建工作时

刻起着战斗堡垒作用，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党员

的号召力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因此，

将党建工作与网格化管理结合起来，有利于推动党

组织与网格组织进行深度融合，形成社区治理的强

大合力。针对民族地区的特殊性，社区各民族居民

需求差异化明显加大了治理的难度，通过党建引

领+网格化管理能够更精准满足居民需求，提高治

理效率与质量，西昌市X社区治理实践也证实了这

一点。X社区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为切入点，设立3
级党建联动组织，并按照区域民族比例划分网格类

型，实行一专一辅网格员制度，将党建引领与网格

化管理相结合，以“化整为零、横向拓展”的原则推

行网格化党建工作、网格化民族工作。

（二）过渡层互嵌：以“制度、经济、文化、认知互嵌”

提升民族地区社区治理能力

从西昌市X社区治理的具体实践中可以看出，

民族互嵌是一个层层递进的动态发展过程。刚开

始在政府、社区等外部力量的推动下逐步形成民族

空间互嵌的浅表层民族嵌入格局。随着空间互嵌

的初步形成，社区从制度互嵌、经济互嵌、文化互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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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认知互嵌四个方面齐发力，推动各民族居民互

嵌的深度，这是一种依靠自上而下力量推动形成的

过渡层民族嵌入格局，因此，民族地区社区治理时

可以参考西昌市X社区的治理实践。在制度互嵌层

面，以当地民族制度为引领，贯彻落实方针政策，如

搭建双语服务平台、少数民族就业帮扶、建立少数

民族人口流动追踪机制等，同时，制定社区民族自

治公约，从非正式制度的角度规范社区各民族行

为；在经济互嵌层面，充分利用社区内外资源，打造

社区经济利益共同体，如建立社区就业指导中心、

开展“汉族+少数民族”一帮一扶活动、联合企业成

立合作社或搭建产业基地等；从文化互嵌层面，举

办各类文体活动，营造社区民族氛围，如彝文书法

比赛、民族图书屋、民族文化风采展示长廊等；从认

知互嵌层面，成立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活动小

组，制定相关宣传方案，如利用社区 LED滚动播放

民族团结影片、举办知识竞赛、民族读书会等。

（三）深层互嵌：以“精神互嵌”形成民族地区社区治

理原动力

在民族互嵌的过程中，情感互嵌是民族互嵌最

终的目的，也是构建互嵌社会的价值所归，一个社

区民族关系质量的好坏关键在于社区各民族居民

的民族情感是否互嵌［20］。当前，我国社区治理大多

都存在过多依靠“自上而下”的行政力量推动，忽视

了居民治理主体“自下而上”的参与。这在民族地

区特别凸显，忽视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重要性，尤

其是少数民族居民的参与。而社区作为居民生活

的场域，居民参与社区治理必然是民主自治的具体

体现，只有让居民真正参与到社区治理，才能使一

个社区能够得到长久、持续、健康的发展。以西昌

市X社区为例，可以成立群众社会治理队伍、开展

“先锋报到、共治有我”活动、推行居民微心愿“点

单”—志愿服务站“下单”—志愿者“接单”的志愿服

务“菜单”模式等促进各民族居民参与社区治理，促

进不同民族居民关系真正实现“嵌入”到“融入”。

图2 民族地区社区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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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每个民族群体都会经历与其他民族群体杂居、

聚居到融居的过程，最终也必然会导致各民族相互

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的出现。而社区作为

各民族居民生产生活的最小单位，不仅是基层治理

的基本单元，还是国家发展新时代民族关系的微观

视域。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亦是成为了国家民族

事务治理的新落脚点与发力点。

在个案分析的基础上，本研究总结出民族地区

社区治理应当从浅表层互嵌夯实社区治理基础，重

视社区网格化管理，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从过

渡层互嵌提升社区治理能力，建立制度、经济、文

化、认知互嵌的耦合机制；从深层互嵌激发社区治

理内在动力，积极探索居民参与机制和社区情感治

理模式。但由于每个地区民族构成、文化背景、政

治环境、国家扶持力度等方面纯在差异。故其他地

区在借鉴该模式时应持辩证眼光，借鉴共性，发展

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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