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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嵌入”到“融入”：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模式研究
——以云南省兰坪县永福社区为例

王 艳，陈思颖

（西南民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四川 成都 610041）
摘 要：民族互嵌式社区不仅是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深化民族关系的重要场域，还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微观

社会单元。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效果的好坏与各民族居民的幸福感、归属感和认同感紧密相关。治理效果的好坏在一定程度

上取决于治理模式是否科学有效。通过分析探究永福社区“嵌入式”治理的实践情况，发现“嵌入式”治理所面临的现实困境致

使民族互嵌式社区难以变革发展。因此，为解决治理困境问题，基于民族互嵌式社区的治理要素和治理逻辑，建构了价值共同

体—主体共同体—规范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四个子共同体，继而建构形成了“嵌入式”—“融入式”社区治理模式。在“嵌入式”

—“融入式”治理模式的基础上，寻求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由“嵌入式”向“融入式”模式转变的实践路径，最终实现真正意义上

的“民族互嵌”，以期为具有相似治理情境的民族互嵌式社区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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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thnically embedded communities are not only an important field for promoting interactions and ex⁃
changes among ethnic groups and deepening ethnic relations, but also a micro-social unit for forging a sense of com⁃
munity among the Chinese nation. The effectiveness of governance in multi-ethnic communities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well-being, sense of belonging and identity of the residents of each ethnic group. The effectiveness of gover⁃
nance depends to a certain extent on whether the governance model is scientific and efficient. By analyzing and ex⁃
ploring the practice of "embedded" governance in Yongfu community,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practical difficulties 
faced by "embedded" governance make it difficult for ethnic embedded communities to change and develop. There⁃
fore,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in governance, based on the governing elements and logic of ethnic embedded 
communities,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four-fold sub-community pattern of value community, subject community, nor⁃
mative community, and interest community, and then builds an "embedded" -to- "integrated" community gover⁃
nance model, based on which the practical path of ethnic embedded community governance with "embedded"-to-
"integrated" mode is promoted, and finally the real sense of "ethnic embedding" is realized, which will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for ethnic embedded communities with similar governing situ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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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缘起

2014 年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中明确提出：“建

立各民族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1］针对

这一政策指引，学界对于民族互嵌式社区开展了深

入的讨论和研究。近年来，关于民族互嵌式社区的

研究成果丰硕，主要聚焦于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两

个方面。

关于民族互嵌式社区的理论性研究，马晓玲［2］、
张会龙［3］探讨了城市民族互嵌式社区的基本概念和

内涵。曹爱军［4］在界定民族互嵌式社区概念的基础

上，明确了该类社区应以社会融合和族际整合为功

能目标和行动逻辑。李修远［5］提出要在城市民族互

嵌式社区治理中把握各民族成员的集体认同要素。

关于民族互嵌式社区的实践性研究，杨军等［6］提出

城市多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要牢牢把握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线，从党的全面领导、民族

政策、经济建设、民族团结教育等方面出发，探索治

理的实践经验。刘莹等［7］从居住、交往和心理空间

三个维度着手，创新探索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蒋

慧等［8］基于南宁市中华中路社区的治理实践，探究

构建新时代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的长效运作机制。

黄晓通等［9］从空间历史—空间形态—空间体验三个

维度探索创新城市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史诗

悦［10］基于鸡鸣山社区的个案探究，从资产为本的视

角出发，认为城市互嵌式社区治理要实现善治就要

充分发挥政治、物质、组织和文化资产的机制作用。

根据以上内容可知，国内学界对于民族互嵌式

社区开展了较为热烈而严谨的研究，也取得了丰富

多元的研究成果。然而，目前研究也存在诸多不足

之处。其一，关于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的研究多聚

焦于城市社区，而较少关注村级社区。其二，部分

学者缺乏系统性、全局性的治理视角，从政治、空

间、经济和文化等几个维度，较为分散和割裂地探

究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的问题。其三，部分学者虽

然基于“融入式”的治理视角，将民族互嵌式社区治

理与“共同体”理论结合起来研究，只是从政治共同

体、经济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等维度进行单独分

析，并没有深刻把握和探究治理内涵、治理要素和

治理逻辑，建构的社区治理模式较为分散、片面的。

因此，本文选取民族互嵌式社区——云南省兰

坪县永福社区作为案例研究对象，分析探究永福社

区“嵌入式”治理的现实困境。根据“嵌入式”治理

的现实困境，基于民族互嵌式社区的治理要素和治

理逻辑，建构价值目标—治理主体—治理规范—利

益保障四个子共同体，继而建构民族互嵌式社区

“嵌入式”—“融入式”治理模式，以寻求民族互嵌式

社区治理模式由“嵌入式”向“融入式”转变的实践

路径，最终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族互嵌”。这既是

回应民族地区基层治理复杂性、综合性和敏感性问

题的创新举措，也是提升民族地区基层治理现代化

水平的现实需要。

二、民族互嵌式社区“嵌入式”治理的现实

困境

（一）案例选取与介绍：云南省兰坪县永福社区

永福社区位于云南省兰坪县兔峨乡兔峨街，该

社区居住着傈僳族、白族、怒族、汉族、彝族、布依

族、独龙族以及纳西族等众多民族，永福社区是一

个典型的多民族社区。从居住互嵌方面来看，永福

社区是怒江州最大的集镇安置点之一，作为易地扶

贫搬迁安置社区，共设置了三个小区——金域、金

穗、金江，集中修建了 29栋居民楼，容纳了从兰坪县

兔峨乡 66个自然村中搬迁而来的 5 788名居民。从

心理互嵌方面来看，永福社区组建了由多民族社区

居民构成的“暖心”志愿服务队、“爱心食堂”等，通

过多民族社区居民构成的社区组织为较为弱势的

社区居民提供物质救助和精神援助。从文化互嵌

方面来看，永福社区通过建立村史馆定期宣扬各民

族的历史文化，其中包含各民族的服饰文化、祭祀

文化以及传统习俗和节日等，如怒族的传统节日—

悄间节和普米族传统民居的介绍。永福社区的各

民族居民在空间、心理和文化等方面的不断碰撞使

永福社区形成了交流、交往、交融的民族互嵌格局。

（二）案例导入：民族互嵌式社区“嵌入式”治理实践

现状

1.治理目标嵌入

民族互嵌式社区不仅是各民族群众空间层面

的居住场所，还是各民族群众精神家园的重要归

属。民族互嵌式社区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民族

杂居的生活空间，各民族群众在秉持平等交往原则

的基础上进行物质交换和情感交流的空间载体［11］。
因此，增强和健全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推进民族互嵌式社区的建设进程，不仅有助

于促进各民族群众和谐相处、守望相助和平等团

结，还有益于增强各民族群众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从而实现各民族进步和繁荣。

具体来说，永福社区治理的价值目标主要包括

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有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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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团结稳定的民族关系。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

作为一项系统性工程，包含着治理主体、治理制度

和治理方式等子系统。子系统的运行需要各民族

居民共同协同参与。永福社区以社区工作人员和

党员为主要力量，引领带动各民族居民成立暖心服

务队，为留守儿童、孤寡老人和残障人士等群体提

供需求服务。各民族居民在协同参与的过程中，促

进了知识技能、物质资料、思想观念和传统文化等

要素的交换互动，最终推动各民族居民的深入交往

和深度融合。第二，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有助于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永福社区开展社区“一带

二联三议”的自治活动和健身运动、民族歌舞等社

区文化活动，通过“用心”自治和“融心”文化增强各

民族居民对于中华民族和国家的认同，提升自身的

安全感、归属感、认同感和幸福感。第三，民族互嵌

式社区治理有助于促进各民族共同富裕、共同繁

荣。永福社区通过创建“红心”“融心”“连心”“暖

心”“用心”支部，提升社区治理的能力和水平。民

族互嵌式社区治理能力的提高和治理体系的健全

会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各民族居民在多方面平等享

有应有的权利。各民族居民在行使相应权利，履行

相应义务的过程中，容易激发自身对于理想的追

求，从而开拓发展思路和创新发展方法，最终促进

实现各民族的共同富裕和共同繁荣。

2.治理主体嵌入

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既离不开外部嵌入主体，

也离不开内生性治理主体，二者相辅相成。永福社

区的内生治理主体主要包括由居民投票选举的社

区干部、自发成立的自治组织、致富能人、退伍军人

和普通社区居民等，永福社区的内生性治理力量较

为薄弱。第一，居民委员会成员共 9名，其中初中学

历的 4人，大专文化 4人，大学本科 1人，学历水平相

较中部、东部地区的干部来说偏低。社区干部作为

社区治理的主导内生力量，学历水平的高低将会影

响其治理能力，从而影响社区整体的治理效果。第

二，在 150名受访居民中，有 77.3%的居民的学历水

平为初中及初中以下。社区居民作为内生性治理

主体的核心力量，较低的学历水平不仅会限制居民

对于主动参与社区治理的认知，还会影响居民参与

社区治理的能力。

国家和政府为解决内生性治理主体的意识观

念和能力水平较为滞后的突出性问题，陆续启动

“三支一扶”、大学生村官和选派驻村第一书记及驻

村工作队等项目。通过选派政治素质好、工作能力

强和事业心、责任感强的人员嵌入基层治理。其

中，外部嵌入力量包括驻村干部、挂联干部和大学

生村官等主体。关于外部嵌入主体，云南省贯彻落

实中央精神，向重点乡村选派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

队。永福社区既是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还是农

村社区，因此所配备的工作队被称为驻点工作队。

队伍共配备五名驻点干部，其中包括 1名驻点第一

书记，4名工作人员。另外，永福社区还配备了 1名

挂联领导，兰坪县组织部部长直接挂联永福社区①。
学历水平高、工作能力强的外部力量嵌入，扩充了

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的人才队伍，在一定程度上弥

补了专业治理人才不足的问题，为社区治理提供了

人力资源和人才保障。

3.治理规范嵌入

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制度包括正式制度、准正

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三种。其中正式制度主要是

指国家权力按照规范化的程序人为制定，需要借助

国家权威的强制性来保证执行效果［12］，法律法规和

国家政策是正式制度的关键组成部分；准正式制度

属于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中间地带”，该

制度是国家权力与村民自治共同作用的产物，是国

家权力赋权与监督下的具有一定自主权利的自治

规范，村规民约是准正式制度的典型代表；非正式

制度产生于基层社会的日常生活交往之中，主要包

括传统风俗、伦理规范和既定惯例等。

正式制度的制定与执行都需要依靠国家权力

的介入，而国家权力相对于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来

说是一种外源性力量，由此可知，正式制度具有外

部嵌入性。在永福社区治理的实践中可知，虽然没

有专门的国家法律和政策来指导民族互嵌式社区

治理工作，但是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与城市社区治

理具有同质性，国家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同样适用

于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法律法规为民族互嵌式社

区治理设定了基本的制度性框架，而《中共中央 国
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

设的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十四五”城乡

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的通知》等国家级政策规定

了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的宏观方向和总体任务。

《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和完善城

乡社区治理的实施意见》《怒江州“十四五”城乡社

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等地方性政策指明了民族互

嵌式社区治理的具体任务和治理细节。准正式制

度作为“官治”和“民治”的重要载体［13］，也具备一定

的外部嵌入性。村规民约是准正式规范的典型代

表，被视为村民自治的重要载体。永福社区作为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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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社区，所制定的自治规范为《永福社区居民公

约》，该规范的制定结合了国家法律法规和民间习

惯法，使其兼具了硬性治理与柔性治理的特点。正

式制度与准正式制度两类规范的嵌入为民族互嵌

式社区治理提供了制度支撑和规范保障。

４.治理资源嵌入

永福社区不仅属于多民族互嵌式社区，还属于

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

作为国家政策的产物，大量资源集中嵌入社区。在

居民就业方面，永福社区为解决居民就业问题，成

立了巩固脱贫成果推进乡村振兴稳定就业工作领

导小组，并建立了创业就业服务站，开展就业帮扶

工作。除此之外，领导小组建立了帮扶企业与劳动

力之间的供需平台，不仅为外出务工居民提供就业

信息和咨询服务，还提供岗前吃、住、培训等“一站

式”沟通对接服务。为解决不想外出务工居民的就

业问题，永福社区引进红米种植、贵足鞋业等，预计

带动五十余名居民就业。为解决残障人士、五保户

的就业问题，永福社区和帮扶企业共同提供了保洁

员、生态护林员和治安巡逻员等公益性岗位，实现

这类群体的就业增收，提高其生活保障水平。

在就业技能培训方面，兰坪县人社局组织开展

家政服务、绿化管理、物业管理和芒果栽培等技能

培训，接受过培训的居民共 490 人。通过就业技能

的培训，不仅提升了居民就业创业的信心，增强了

居民的就业能力，还有助于激发其内生性动力。

在经济补贴方面，永福社区基于低保户、五保

户和残疾人士等保障救助政策，精准锁定兜底保障

对象。另外，永福社区积极发挥临时救助制度的作

用，对遭遇意外事件、重大疾病等原因，导致基本生

活陷入困境的家庭给予临时救助。2022年，永福社

区临时救助共 44户，发放救助资金十万余元，并为

需要援助的社区居民发放应急大米。

在集体经济方面，永福社区的集体经济主要包

括两项：投资兰坪县光伏电站的收益和社区 76间铺

面收益。永福社区将集体经济的收益资金注入到

其他集体经济项目中，拓宽社区集体经济渠道。另

外，永福社区的微菜园项目在“携手兴乡村”结对帮

扶下成功启动，常住社区居民通过报名、抽签的方

式租赁土地。微菜园项目不仅延续了搬迁群众的

土地情结，还有效降低了社区居民的生活成本，在

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社区居民的收入水平。

（三）案例审思：民族互嵌式社区“嵌入式”治理的现

实困境分析

“嵌入式”治理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民族互嵌

式社区治理的人才缺失、资源不足和制度失效等问

题，但是也出现了外部嵌入力量成为治理中心而内

生性治理主体被边缘化、正式制度的权威性嵌入而

弱化了非正式制度的柔性效用、宏观治理价值目标

的嵌入未转化为社区居民的内在意识和高度依赖

外部嵌入资源而忽略了内生性治理资源的使用等

现实问题。

１.外部嵌入力量成为治理中心而内生治理主体逐

渐边缘化

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力量由外部嵌入主体和

内生性治理主体构成。外部嵌入主体不仅能够解

决内生性治理主体素质能力不足、血缘人情困扰等

问题，还能为内生性治理主体提供治理经验和学习

机会。内生性治理主体能够弥补外嵌治理主体对

于治理场域的“陌生化”问题，根据实际治理情境将

政策具体化、落地化。

随着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工作的不断推进，外

部嵌入主体逐渐成为主导力量。根源在于大部分

外嵌治理主体的学历水平较高和专业能力较强，在

社区治理中担任关键职务和承担主要任务；并且在

进入社区治理场域时，都带有一定数量的项目资金

或肩负传达上级政策命令的任务，这些原因使其在

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中占据主导地位，而社区干部

和社区各民族居民逐渐被边缘化。长期依靠外嵌

性治理主体，边缘化内生性治理主体具有较大的隐

患，因为外嵌治理主体的服务期限具有时间限制，

一旦外嵌治理主体不再援助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

治理就会面临失序的风险。

２.正式制度的权威性嵌入而弱化了非正式制度的

柔性效用

正式制度是指导和规范全国基层治理工作的

关键，具有宏观性、权威性和强制性。以村规民约

为主要代表的准正式制度，大部分内容均来源于国

家和政府提供的样板范式，仅有部分内容来自基层

实践。因此，准正式制度也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强

制性。

正式制度和准正式制度的部分内容是由国家

宏观层面制定。国家和政府对于民族互嵌式社区

治理的指导和规范具有权威性、系统性和科学性，

为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提供了强有力的法治保障。

首先，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都具备调节社会关系

的作用，部分争端既可以选择国家层面的正式制度

解决，也可以选择村规民约或伦理规范去约束化

解。由于正式制度和准正式制度的强制约束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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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为矛盾争端的处理提供有力保障，不会出现无疾

而终的现象。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对于治理行为

的规范将会优先考虑选择硬性约束，而弱化了以传

统习俗、日常惯例和伦理规范为代表的非正式制度

的应用。其次，正式制度和准正式制度的权威性能

够有助于快速解决民族互嵌式社区的矛盾争端。

正式制度和准正式制度具有固定化、条文化的属

性，治理主体能够理性依据制度条文迅速处理矛盾

争端。而非正式制度作为不成文的治理规范，在选

用的时候容易受外部环境的影响，从而影响社区治

理的效果。因此，治理主体在解决矛盾争端时，往

往优先选用正式制度或准正式制度。

３.宏观治理价值目标的嵌入未转化为社区居民的

内在意识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推动建立各

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在共同生

活中促进各族群众加深了解、增进感情。”［14］2019
年，《关于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

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见》中强调“要推

进建立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积极营

造各民族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开展各族

群众交流、培养、融洽感情的工作，形成密不可分的

共同体”［15］。
民族互嵌式社区作为促进民族关系的重要载

体，国家和政府对其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与关注。国

家和政府从宏观层面阐释了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

的价值目标，即通过构建民族互嵌的结构空间，营

造“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环境，促进各民族交往交

流交融，深化促进民族关系。然而，在民族互嵌式

社区治理进程中，国家对于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的

政策指引和号召，并未完全转化为社区各民族居民

的内在意识。首先，社区各民族居民由于素质文化

较低，无法理解社区治理目标的深刻内涵，对于社

区治理的了解仅停留在社区干部的口头宣传。其

次，虽然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的价值目标十分清

晰，但是实现目标的行动过程较为模糊抽象，即如

何营造这种环境？如何促进各民族群众交往交流

交融？各民族居民难以理解社区治理的真实蕴意，

难以将治理价值目标转化为内在意识，从而可能会

限制各民族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认知和行动。

４.高度依赖外部嵌入资源而忽略了内生性治理资

源的使用

治理资源是完成治理任务的重要保障。治理

资源由外部嵌入性资源和内生性资源共同构成。

由于外部嵌入资源在供给数量、时间和方式等方面

具有不确定性［16］，因此，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应基

于现实需要，将获取治理资源的途径由外部获取转

向内部发掘，激发、挖掘内生性治理资源。

由于国家和政府对于民族地区基层治理的高

度重视，中央和地方政府对民族地区基层的资金投

入不断增多，外部嵌入资源已经成为了民族地区基

层发展的主要来源。外部治理资源的不断嵌入，导

致民族互嵌式社区干部愈发重视发展资金的获取，

使得保障外部资金供给成为治理工作的头等大事。

社区干部对于外部嵌入资源的持续重视导致了对

内生性资源的忽视。而且随着外部嵌入资源的不

断进入，社区治理愈发依赖外部性资源，致使激发

和挖掘内生性资源的积极性和意识随之大幅降低。

除此之外，内生性治理资源具有地缘性的特点，在

一定程度上更加贴合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的实际

需求。而且高度依赖外部嵌入资源而忽略内生性

资源，将会提高社区治理的成本，使社区治理缺乏

灵活度，所以需要重视内生性资源的开发与运用。

三、建构理论框架：“嵌入式”—“融入式”治理

模式

卡尔·波兰尼首次提出“嵌入”概念，并将其应

用于经济活动与社会关系的分析［17］。国内学者在

社科领域应用“嵌入”概念，旨在解释双方或多方相

互衔接和互动的过程［18］，并将其延伸应用于多领域

研究，如“嵌入式治理”“嵌入式党建”和“嵌入式教

育”等。关于“嵌入式治理”的研究，有学者认为政

府、企业、社会组织等行为主体受到社会、文化、政

治和认知等结构化因素的强力影响后，嵌入社区治

理［19］，表明“嵌入式”治理是一种被动化、刚性化和

结构化的治理模式。根据上述永福社区的治理实

践可知，刚性化和结构化的“嵌入式”治理已经难以

适应民族互嵌式社区的现实发展，需要具有高度灵

活性和互动性的治理模式来代替，“融入式”社区治

理模式应运而生。民族互嵌式社区是我国为增进

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而形成的一种

特殊社区类型。民族互嵌式社区“融入式”治理主

要是指多民族居民协同参与社区政治、经济和文化

等方面的事务活动而形成的一种互动性、融合性和

弹性的治理模式。

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和城市社区治理在宏观

上具有一定的同质性。在治理属性上，二者都属于

基层治理的范畴，都具有稳定社会秩序、促进基层

群众安居乐业的特点。在构成要素上，二者均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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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多要素构成的复合系统，涵盖着价值目标、多元

主体、多元规范和资源利益等要素。在治理逻辑

上，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和城市社区治理均始终遵

循：价值目标—为什么做；多元主体—谁来做；多元

规范—怎么做；资源利益—怎么维持，即凝聚多元

治理主体目标共识以形成行动合力，充分利用治理

规范去约束治理主体的行为，通过治理资源的合理

化运用构建利益联结机制，为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

提供利益保障，以上四点是推动民族互嵌式社区治

理模式由“嵌入式”向“融入式”转变、推进民族地区

基层治理有效的关键路径［20］。
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和城市社区治理也存在

一定程度的异质性，异质性更多的是体现在治理细

节上，如民族互嵌式社区的治理规范不仅包含正式

制度、准正式制度，还包括民族互嵌式社区所特有

的传统习俗、习惯惯例和伦理规范等非正式制度。

如民族互嵌式社区的价值目标不仅涵盖提升社区

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促使社区各民族居民获得幸

福感、安全感和归属感的微观价值目标，还包含促

进各民族居民交往交流交融，实现中华民族一家亲

的宏观价值目标。

本文基于治理要素和治理逻辑，建构了价值共

同体、主体共同体、规范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四个

子共同体，综合构建形成了民族互嵌式社区“嵌入

式”—“融入式”治理模式。其中价值共同体不仅关

注宏观政策和意识形态的嵌入，还聚焦各民族居民

内在意识的激发和外部意识的内化，内外部意识的

激发和形塑才有可能形成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的

精神动源；主体共同体不仅重视外部嵌入主体的专

业化、科学化的帮扶、内生性治理主体的自主化、民

主化的协同参与，还特别注重内外部多元治理主体

共同发挥自身优势功能，协同联动参与社区事务的

治理；多元治理规范各自拥有不同的功能，规范共

同体作为治理规范的集合体，可以使各类治理规范

相互补充、相互支撑，从而提高治理规范的约束性

和规范性；民族互嵌式社区既是一个情感共同体，

也是一个利益共同体，经济利益关系的交往与互动

是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的重要保障。各民族居民通

过互惠互利的经济关系促进交往交流交融，保障治

理结构的稳定性。四个子共同体的有机融合和协同

发力，促进实现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模式由“嵌入

式”向“融入式”转变。具体如图1所示。

四、民族互嵌式社区由“嵌入式”向“融入式”

治理转变的实践路径

通过分析民族互嵌式社区“嵌入式”治理模式

的困境可知，刚性化、结构化和外力化的“嵌入式”

治理模式已然无法适应民族互嵌式社区各民族居

民交往交流交融的动态需求，而上述的“嵌入式”—

“融入式”治理模式中所涉及的“共同体”思想正好

符合“民族互嵌”的价值诉求。因此，探索“嵌入式”

治理向“融入式”治理转变的实践路径，具体内容主

要包括以下四点：

（一）内化宏观价值目标以构建民族互嵌式社区治

理价值共同体

民族互嵌的本质在于民族之间的情感认同［21］。

然而情感认同无法凭空产生，需要一定的文化土壤

来滋养。文化是一种无形的力量，不仅能够催生各

民族居民内心深处的情感，还能促使各民族群众形

成一种认同感、归属感，从而积极主动地营造健康

有序的环境空间。

首先，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常态化

宣传教育，使较为抽象的意识观念逐渐内化为各民

族居民的内心意识，使社区各民族居民自愿摒弃内

心深处不符合社会发展潮流的糟粕观念，让社区各

民族居民深刻理解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内涵，从

而加强各民族居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其次，积极弘

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社区各民族居民的社

会共识，培育社区各民族居民的公共精神。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和弘扬还有助于在民族互嵌

图1　“嵌入式”—“融入式”治理模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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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社区中弘扬社会正气、培育文明风尚，培育良好

的人际关系，培养各民族居民团结奋斗的意志，从

而激发社区各民族居民的治理的内生动力，自发积

极地参与社区治理。最后，通过各民族文化互动增

强社区居民对于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民族互

嵌式社区应定期举办民族文化活动，通过各民族文

化的碰撞、交流与互动，激发出各民族群众内心深

处对于中华文化的认同，从而促进提升各民族居民

的公民意识，使其能够自觉主动地参与社区治理。

（二）多元主体协同联动以构建民族互嵌式社区治

理主体共同体

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的关键是“人”，即治理主

体。社区应重视突出治理主体之间的互动与合作，

通过多元治理主体的协同联动促进主体之间的良

性互动，从而提高社区治理的效率。

首先，在治理优势方面，民族互嵌式社区治

理应厘清多元治理主体的权利责任边界，明确

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的优势功能和作用，有

助于激发多元主体主动参与社区治理的意识。

一方面，充分利用外部嵌入主体的专业知识和

技术能力，注重发挥宏观领导、统筹和执行的

优势功能，提高社区治理的专业化、系统化水

平；另一方面，内生性治理主体相较外部嵌入

主体来说，更加熟悉和了解社区基本情况和治

理细节，应充分发挥内生治理主体的细节掌控

功能，使社区治理更加具体化、落地化。其次，

在治理结构方面，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应将规

则约束下“主客体间”的治理格局转变为自觉

意识主导的“主体间性”的合作共同体［22］，打破

过去因外部治理力量过于强大而导致的内生性

治理主体边缘化的治理结构，为社区各民族居

民和社区自治组织参与社区事务治理提供自主

空间。多元治理主体的协同联动能够聚合各方

主体的功能优势，共享各自所拥有的治理信息

资源，从而极大提升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的效

能。最后，在治理机制方面，民族互嵌式社区

治理应建立主体之间的协商机制、联络机制和

应急处理机制。如通过建立多元治理主体协商

机制，促使多元主体公开化、民主化地表达自

己的意见和建议，集体处理解决。

（三）治理规范刚柔并济以构建民族互嵌式社区治

理规范共同体

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规范的应用应充分考量

民族互嵌的多样性、复杂性和敏感性。因此，民族

互嵌式社区治理需要多元治理规范的约束，不仅需

要正式制度的硬性约束，还需要准正式制度刚柔并

济的约束，非正式制度柔性的自我约束也是治理规

范的关键。

首先，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基于民族互嵌式

社区的基本诉求、实际需要和地方特色，制定更具

现实性、适应性的治理规范和具体政策措施，为民

族互嵌式社区治理提供强有力的法治保障。只有

制度和政策贴合各民族居民的利益诉求，才有可能

激发各民族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其次，民

族互嵌式社区内部应基于各民族居民共同认可的

既定惯例、生活习惯，制定适应社区实际治理情境

的规章制度。通过这些规章制度对各民族居民的

日常生产生活行为进行约束，以构建良性的交往互

动关系网络，维护社区秩序。与此同时，社区内部

的治理规范要适时进行优化完善。最后，民族互嵌

式社区治理还应注重非正式制度的运用，通过传统

习俗、文化习惯和伦理规范等自我约束，柔性引导

社区各民族居民的行为活动，维护社区各民族居民

的个体利益和集体利益，促进各民族群众和谐

相处。

（四）内外治理资源共用以构建民族互嵌式社区治

理利益共同体

民族互嵌式社区的促进发展是以经济利益为

基础而展开。各民族居民对于社区资源的使用将

会决定居民之间能否产生经济利益的互动关系，能

否公开平等地参与社区事务的治理，最终影响“民

族互嵌”的效果［23］。
首先，长期依赖外部治理资源将会影响民族互

嵌式社区的自我造血功能，从而导致社区内生动力

的缺失。因此，民族互嵌式社区应在充分利用外部

治理资源的基础上开发采用内部民族性治理资源。

内外部治理资源的共同应用有助于防止任何一方

资源的缺失而导致的社区失序现象的发生，从而维

护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的秩序，保障治理结构的稳

定。其次，政府要推动内外部治理资源在各民族居

民之间的合理化流动，使各民族居民能够平等享有

社区公共资源。通过资源的合理流动与应用，促使

社区各民族居民积极参与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共

同规划社区治理的目标，共同协商社区治理的模

式，共同推进社区治理的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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