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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管社区建设的模式、问题及其对策 
——基于上海市 9 个镇的调研 

周健 

(中共上海市闵行区委党校，上海，201199；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上海，200241) 

摘要：镇管社区建设是社区建设的新领域。基于上海市 9个镇的调研，上海镇管社区建设主要有镇与居委会之间 

增加社区中心建制、镇与社区管理中心之间增加街道办事处或社区办事处、镇与居委会之间建立社区管理工作机 

构、镇与社区管理工作机构之间建立镇社会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的四种模式。上海镇管社区建设主要在政府管理体 

制和运行机制、社区公共服务、社区居民融合、社区配套支持等方面还存在不足和问题。需健全完善镇管社区管 

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在镇层面创新共治的机制、在居委层面创新自治的机制、构建社区公共服务体系、培育发展 

社区社会组织，推进镇管社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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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镇属社区数目越来越多，同时镇属社区社会 

问题较多的状况，各地地方政府对镇管社区的体制机 

制进行了探索实践，形成了“撤镇建街”和“强镇扩 

权”两种主要管理模式。 “撤镇建街”模式的主要做法 

是镇政府变为街道办事处，村委会变为社区居民委员 

会，村民转变为市民，实行社区化管理，居民享受与 

市民一样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就业等社会保障。 

“撤镇建街”模式的优势在于有利于精简机构和转变 

政府职能。但是从各地的实践看，撤镇建街对社区的 

综合管理能级不但没有得到提升，反而一定程度有所 

削弱，并且易引发集体资产处理中的矛盾。近年在我 

国浙江、广东、山东、湖北等省,一批经济发达的市县 

下辖镇启动了“强镇扩权” [1] ，通过纵向权力结构的 

扁平化和权力重心的下移，提高镇行政级别，赋予镇 

更多的自主权。通过“强镇扩权” ，可以进一步推动经 

济强镇的发展。 “强镇扩权”会引发一些问题，比如加 

大了协调区域经济发展的难度，被扩大的权力没有法 

律支撑和制约机制等。 “镇管社区”是城市化进程中为 

解决普遍存在的体制滞后于功能的困境应运而生的基 

层政府治理模式，也是基层社会变迁过程中完善社区 

治理结构的必然要求 [2] 。本文基于对上海市 9 个镇的 

调研，力图对上海的镇管社区模式进行总结，对镇管 

社区建设中的问题进行分析，进而提出进一步推进镇 

管社区建设的对策建议。 

一、上海镇管社区的四种模式 

上海的镇管社区建设走了一条不同于 “撤镇建街” 

“强镇扩权”的模式，从调研的情况看，上海的镇管 

社区主要有以下四种模式： 
1. 在镇与居委会之间增加社区中心建制的模式 

在镇与居委会之间增加社区中心建制的模式以浦 

东新区 S镇为代表。S镇镇域面积为 34.19平方公里， 

下辖 16个村，41个居委。其中城市化地区为 20平方 

公里。 S镇在城市化功能形态比较成熟的 20平方公里， 

探索实践了在镇与居委会之间增加社区中心建制的 

“镇管社区”模式，从而形成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有 

效下沉、 社区自治共治逐步发育的一种社区管理模式。 

按照区域相对独立、社区居委会数量相对合适、人缘 

地缘相近的原则划分为 4个社区管理区域，包括世博 

家园社区、永泰社区、杨思社区、三林社区，在每个 

区域分别建立社区中心。社区中心是集党务、政务、 

服务为一体的综合性组织，对镇政府的社区管理职能 

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社区中心按照镇政府的各工作 

条线，设置社区党建、社区服务、社区文体等综合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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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办公室，参见图 1。 

图 1  镇与居委会之间增加社区中心建制模式 

2.  镇与社区管理中心之间增加街道办事处或社 

区办事处的模式 

镇与社区管理中心之间增加街道办事处或社区办 

事处的模式以奉贤区  N  镇为代表。N  镇镇域面积 
114.68平方公里，辖有 17个行政村，4个社区(街道)， 

下辖  47 个居委会。目前城市化率达到  40%。经历  3 
次乡镇机构改革，N 镇社区管理在镇与社区管理中心 
(社区居委会)之间设立“街道办事处”或社区办事处 

来管理社区的建设与管理。具体来说， “街道办事处” 

不是镇政府的事业单位，只是片区化管理社区居委会 

的枢纽型机构，没有内设科室，主要职责是信息收集 

和上传下达，配备工作人员 9名。西渡社区办事处是 
N镇镇政府的“半派出机构” ，级别是副处级，有一定 

财权和事权，但无人事权。社区党工委、办事处下设 

“一办四室” ，领导班子有“一正四副” ，共有工作人 

员  39 名。 “社区管理中心”(社区居委会)因居民区规 

模小，将社区管理中心和社区居委会合署办公，参见 

图 2。 

图 2  镇与社区管理中心之间增加街道办事处或社区办事 

处的模式 

3.  在镇与居委会之间建立社区管理工作机构的 

模式 

镇与居委会之间建立社区管理工作机构的模式以 

闵行区 P镇、M镇、X镇和 H镇为代表。镇与居委会 

之间建立社区管理工作机构的模式由于在组织架构上 

存在一定差异形成了两种亚模式，分别是“PM”模 

式和“XH”模式。 

“PM”镇管社区模式机构设置方面，在镇党委、 

政府与社区居委会之间设立社区管理工作机构，负责 

统筹社区建设与管理工作。社区管理工作机构实行居 

民区党委、社区管理办公室、社区事务管理服务中心 

“三块牌子、一套班子、合署办公” ，一般内设行政、 

业委会指导、党建、精神文明创建、综合、物业等职 

能科室。工作职能方面，社区管理工作机构作为一个 

枢纽型组织，共同承担社区党建、社区建设、社区管 

理、社区服务、社区稳定、社区干部管理及社区精神 

文明建设等方面的综合协调、综合管理职能。镇各职 

能部门涉及社区的相关工作均由该机构进行统筹后落 

实到社区。人员配置方面，P 镇居民区党委书记由镇 

党委副书记兼任，下设两位副书记，其中一位为专职 

副书记(副处级干部)、一位由社区办主任兼任；M 镇 

居民区党委书记由镇党委组织委员兼任，社区事务管 

理服务中心副主任担任常务副书记(副处级干部)，社 

区管理办公室主任兼任副书记。两个镇社区管理工作 

机构的人员配备在 25人左右，参见图 3。 

“XH”镇管社区模式机构设置方面与“PM” 

模式相同，对居民区党委、社区管理办公室和社区管 

理服务中心人力资源进行整合，实行“三块牌子、一 

套班子” ，内设党建、综合、物业等职能科室。工作职 

责方面，相比“PM”模式，该模式下的社区管理工 

作机构负责的社区管理权限相对较窄，主要负责社区 

党建、社区居委会组建、社区服务、业委会指导、综 

合治理等工作，而镇各职能部门涉及社区的有关事务 

则“一插到底” ，直接布置到社区居委会。人员配置方 

面，居民区党委书记由党委组织委员兼任，社区办主 

任担任居民区党委专职副书记。社区管理办公室配备 

工作人员 1014人，参见图 4。 
4.  在镇与社区管理工作机构之间建立镇社会建 

设工作领导小组的模式 

镇与社区管理工作机构之间建立镇社会建设工作 

领导小组的模式以闵行区 Q镇为代表。这一模式和其 

他三种模式的一个重要不同是这一模式把村委会也纳 

入镇管社区的范围。机构设置方面，成立镇社会建设 

工作领导小组，组织领导辖区内的社会建设工作，领 

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镇社区管理办公室。同时， 

参照闵行区社会建设工作机构改革模式，成立镇社会 

建设工作党委，增挂居民区党委、综合党委牌子。镇 

社会建设工作党委为镇党委下属二级党委，与镇社区 

管理办公室合署办公。工作职责方面，该镇社区管理 

工作机构不仅承担统筹协调指导全镇社区党建、社区 

管理、社区服务等工作职能，还负责指导、协调“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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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PM”镇管社区模式组织架构图 

图 4  “XH”镇管社区模式组织架构图 

新”组织党建、村居基层政权建设、社区社会组织培 

育、社区商业、 “村居共建”等工作。人员配置方面， 

按照机构改革“人随事走”的原则，将镇居民区党委、 

综合党委、社会保障事务中心民政救助办公室相关人 

员划入新成立的镇社会建设工作党委、镇社区管理办 

公室。镇社会建设工作党委、社区管理办公室核定人 

员编制总数为  20 名，其中班子成员  8 名，除书记  1 
名(由镇党委分管领导兼任)外，副书记  3 名、主任  1 
名、副主任 3名均为全职，办公室工作人员 13名，参 

见图 5。 

二、镇管社区建设中的问题 

当前，根据调研的情况，镇管社区工作组织架构 

已基本形成，镇管社区管理范围正日益扩大，镇管社 

区管理任务日趋繁重。镇管社区工作还存在四方面的 

不足和问题： 
1. 政府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问题 

当前各镇“镇管社区”工作机构设置、人员配备 

和职责定位都不尽相同；干部配置多样，工作人员来 

源广泛；社区管理职能界定不够清晰，部门间分工不 

明确，条块之间缺乏协调机制。 作为居民区管理主体， 

社区居委会在社区管理中原本应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访谈中，95%的居委会干部坦言，他们完成镇政 

府交办、协办的各种工作任务占其日常全部工作的 
80%以上。除此之外，上级政府职能部门还会经常以 

“进社区”为名，给社区布置各种检查、评比、创建、 

调研等工作任务。这样一来，居委会在日常工作中大 

多疲于应付，很难有精力和心思做好自己的本职工



政治与社会 周健：镇管社区建设的模式、问题及其对策——基于上海市 9 个镇的调研  77 

图 5  镇与社区管理工作机构之间建立镇社会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的模式 

作——自治。当前，镇对社区的职能方式“刚性”太 

强，而非“治理” 。出于稳定的考虑，存在一定程度的 

“以政代社”的管理。处理社群矛盾方面，缺乏政府 

与社区居民理性沟通的多种渠道，一些涉及城郊结合 

部居民切身利益的公共决策群众参与度不高。 
2. 社区公共服务不足问题 

本次调研的 9 镇大多都位于城郊结合部，随着市 

中心城区人口大量导入，户籍人口的老龄化程度已日 

益加深，对为老服务需求较大，在社区建设过程中， 

开展形式多样的为老服务，满足老年人的各种保障需 

求，推动老年群体的积极老龄化，成为社区建设的重 

要任务 [3] 。同时对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需求较大。 

大批本地农村居民变成城市居民，从制度上被划分到 

了市民群体，已完成身份的制度转变，但是失地农民 

因文化水平不高，没有技术经验，尽管得到动迁补偿， 

但是从社会融合来看还处于城市中的特殊群体，对社 

区公共服务的需求较大。由于城郊结合部房租相对中 

心城区低廉， 这些镇迅速增加的主要是来沪流动人口， 

这部分人群的流动性较大，难以及时提供人口健康、 

计划生育、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等方面的公共服务。 

据调研，目前居民所享受的服务项目大多是私人性质 

的便民小商品服务，且层次较低，大多在于满足居民 

的基本生活需求，如介绍保姆、送报纸、理发、水电 

维修。相比较而言，与绝大多数居民需求相关的为提 

高生活质量的公共服务项目，如社区环境整治、社区 

公共娱乐设施建设及活动开展、 社区公共秩序的维护、 

营养保健咨询、法律咨询救济、优质物业服务、社区 

医疗救助等欠缺而同时日益为居民所关注。 

3. 社区居民融合问题 

所谓社会融合，是指新移民在居住、就业、价值 

观念和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融入城市社会、向城市居 

民转变的过程，这个过程的进展程度可以用新移民与 

城市居民的同质化水平来衡量 [4] 。镇管社区辖区内的 

居民主要由原住民、动迁居民、商品房居民和来沪人 

员等四类人员构成，由于文化程度、生活习惯、收入 

水平、兴趣爱好等方面存在较大异质性，他们对社区 

有不同的需求。群体之间的这种心理疏离导致生活中 

的交往互动不足，容易形成群体间的隔离和矛盾。大 

多数居民参与社区公共活动的热情不高，缺乏居民自 

治的民主意识。同时，来沪人员融入城市的问题比较 

突出，他们面临着城市其他社会阶层无法比拟的生存 

压力，极易产生挫折感，容易滋生社会治安问题。 
4. 社区配套支持问题 

大部分城市化社区工作干部配备明显不足，专职 

居委干部偏少，聘用干部年龄过大，60岁以上的居委 

干部仍有一定数量，比如M镇 20位，Q镇 33位。个 

别镇 50岁以上居委干部所占比较高， 如M镇 252位， 

占镇居委干部总数的 65.6%，Q 镇 135 位，占镇居委 

干部总数的  46.6%，导致社区工作缺乏专业性和创新 

性。社区居委会信息化程度不高，社区信息化发展明 

显滞后于中心城区的社区居委会，影响到当地的人口 

管理、治安维稳、社区服务等工作。社区居委会可以 

利用的公共服务资源不够，尤其是从事社区管理和服 

务的公益性社会组织偏少，造成镇共治主体缺乏，社 

区居委会自治能力相对弱化。公共管理成本在镇级财 

政支出中的比重逐年上升，导致镇级财政压力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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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基层政权的绝大部分社会管理资源配置仍然以 

户籍人口为基数，客观上造成同一地区居住的城乡居 

民社会福利和保障水平不均等现象。公共服务设施配 

套滞后，物业管理队伍资质参差不齐，直接影响到镇 

管社区管理水平，也无法满足当前居民群众对社区建 

设“你呼我应”的需求。流动人口比例过高， “人户分 

离”的人口逐年增多，使得社区公共资源很难做到准 

确、合理的配置。 

三、进一步推进镇管社区建设的 

对策建议 

社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加强社会管理的重心在 

社区，改善民生的依托在社区，维护社会稳定的根基 

在社区。社区已经成为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的 

重点区域，为进一步推进镇管社区建设，提出以下对 

策建议： 
1. 健全完善镇管社区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在当前各镇不同的镇管社区体制下，逐渐建立起 

机构相对统一、职能相对固定、机制相对健全、人员 

相对专业的“镇管社区”管理体系，在社区管理机构 

名称和职能定位、组织架构等方面做出明确的政策规 

定，以便更好加强社区建设和管理工作。对于政府社 

区管理的派出机构或委托机构要给予合理赋权，依法 

实施对社区社会事务、社会组织、社会生活的管理。 

重点做好两方面工作：一是理顺镇与社区管理工作机 

构的职能。进一步明确基层政府在社区建设和管理上 

的职责，规范“镇管社区”管理模式中间层社区管理 

工作机构的功能定位、机构设置、人员编制以及运行 

机制，赋予镇社区管理工作机构在社区党建、社区建 

设、社区管理、社区服务、社区干部管理及社区精神 

文明建设等方面的综合协调、综合管理职能，充分发 

挥其职能主体作用。二是加强小区综合管理。深化拓 

展“四位一体”社区管理机制，构建居民区党组织、 

居委会、物业公司、业委会与房管办、城管中心、派 

出所分工协作、互联互动的“4+3”工作机制，共同 

促进社区综合治理。区分各类小区的不同特点，健全 

管理组织和工作机制， 注重加强城郊结合部地区、 “城 

中村” 和撤村队后的社区管理工作， 消除社区管理 “空 

白点” 。 
2. 在镇层面创新共治的机制 

目前，社区共治没有权威性的定义，根据现有研 

究，一个比较合适的定义是：社区共治是政府、社区 

组织、辖区单位及居民、企业组织等基于市场原则、 

公共利益和社区认同，协调合作有效供给公共物品， 

满足社区需求，优化社区秩序的过程和机制。从而明 

确了社区共治的主体、原则和目的。镇管社区建设有 

必要在镇层面创新共治的机制。包括三个方面：一是 

建立镇共治的决策机制。公共管理领域的治理以善治 

为目标，善治是一个还权于民、还权于社会的过程。 

镇党委致力于畅通民意通道建设， 通过三联四会制度、 

组团式联系服务、网络舆情沙龙等民意收集载体，鼓 

励多元主体为社区建设和管理建言献策，以需求为导 

向决策公共事务。二是搭建镇共治的议事平台。社区 

公共管理具有公共属性，因此治理过程必须变“行政 

控制”为“民主协商” ，保障社区居民的议政权、建议 

权和监督权。以党员议事会、居民公共客厅、居民(代 

表)议事会等载体，建立社区居民议事、协商、听证、 

监督的平台，实现共治的常态化。三是完善镇共治的 

实施载体。在镇公共事务的执行层面，在镇党委的领 

导下，政府、社会和市场各司其职、合作互动。依托 

社区公共管理服务信息化平台，实现内外联动、条块 

联动。成立镇社会组织服务(孵化)中心(园)，让社会组 

织承接溢出政府职能的公共服务项目。成立社区房屋 

托管中心，构建租赁管理和群租整治的社会化、市场 

化、专业化平台。 

3. 在居委层面创新自治的机制 

社区居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构成了社区治理的重 

要方面，社区参与是“共同体”意识的表现，也是推 

动社区自治的关键所在 [5] 。以自治能力建设为核心， 

全面加强社区居委会建设。通过剥离不属于社区居委 

会职责范围的事项或专业性较强的工作，切实为社区 

居委会减负，推动其职能归位。同时，成立相应的社 

区行政职能代理机构和社区专业服务机构，推动形成 

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社区自治组织为基础、社区服 

务平台为依托、其它社会组织为补充的“多元共治、 

共建共享”的新型社区治理结构。重点做好三方面工 

作：一是推进“自治家园”建设。积极推行居民民主 

评议居民区干部工作，落实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 

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各项措施，保障居民依法行使民 

主权利。完善居民自治机制，深入推广听证会、协调 

会、评议会“三会”制度，建设网上居委会，提高居 

民参与社区事务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能力。二是建立枢 

纽型的居民区自治理事会。现在很多小区都有群众自 

发组织或居委会组织的各种文体团队、健身团队、旅 

游团队、敬老帮困团队和志愿者团队，居民参与社区 

活动的积极性也越来越高，但条线过多，反而减弱了 

这些团队的影响力和作用发挥。因此，积极发挥居民 

区党组织的力量，将这些群众团队整合起来，设立居 

民区自治理事会，理事会将社区中的各类群众团体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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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起来，根据这些团队的内容分为综治、调解、民政、 

卫生、老龄、青保、文艺等专业委员会，由居民区党 

组织成员或热心社区工作的居民担任各专业委员会的 

负责人，专人专管，内容集中，目的明确，居民区党 

组织与居民区自治理事会负责监督和辅助各专业委员 

会工作的展开，并定期召开负责人联席会议，交流工 

作开展情况，实现信息沟通和资源共享，实现全方位 

多元化的居民自治。三是加快社区服务站建设。为解 

决居委会任务繁重这一问题，应将居委会的一部分工 

作转移到社区服务站，由镇向社会公开招聘专职社会 

工作者，然后派到每个居委会，其主要职能是承接镇 

及上级其他政府部门下沉到基层的社会性和行政性事 

务，以及居委会剥离出来的社会性事务、社区公益性 

服务等，从而为居民委员会减负，使其回归到基层群 

众性自治组织的法律定位，积极推进基层民主建设。 
4. 构建社区公共服务体系 

把不断满足社区成员的物质文化需求作为社区服 

务的出发点和归宿，把解决社区居民尤其是困难人群 

的基本物质文化需求作为社区服务的首要任务，把满 

足绝大多数社区成员普遍而又迫切的需要作为拓展社 

区服务的工作重点，把促进社区成员的全面发展作为 

社区服务的重要目标，把社区群众的受益率、参与率 

和满意率作为衡量社区服务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 [6] 。 

灵活运用行政机制、准市场机制、市场机制、志愿机 

制等，提高社区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配 

足配强社区管理力量，加大社区公共事业的投入，保 

证各项社区基本服务落实到位。进一步改进镇公共财 

政管理机制，将市场运作机制和项目推进模式引入社 

区公共服务领域，逐步形成项目申报、项目管理、项 

目跟踪、项目考评为一体的“项目制”管理体系。重 

点做好三方面工作：一是加快社区服务载体建设。推 

进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标准化建设，健全前台“一 

口受理” 、 后台协同办理的工作机制。 完善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运作机制，提高社区卫生服务质量，方便群众 

就医。加强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建设，通过创新专业化、 

社会化运作模式，完善公共文化服务资源体系。积极 

推进社区生活服务中心建设，整合各类社区资源，提 

供就近就便的社区生活服务。努力促进公共服务的便 

捷度和可及性，提高居民满意度。二是完善社区综合 

帮扶网络。探索既体现居家养老特点，又适应老龄化 

进程，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助老服务模式，逐步完 

善老年人就医、康复、学习、家政等服务，努力提高 

老年人生活品质。完善残疾人服务设施，提供多种方 

便生活和康复的服务帮助残疾人改善生活质量。以创 

造条件使来沪人员融入城市发展为导向，设计好与国 

家社会保险、农民工养老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 

险相衔接的政策，逐步解决农民工及同住子女在教育 

培训、住房、文化生活等方面的实际问题。探索建立 

低保边缘群体预警机制、特困群体帮困托底机制，发 

挥慈善事业作用，完善社区综合帮扶网络。三是创新 

社区公共服务供给方式。改变政府单一供给主体的传 

统模式，积极发挥居委会、企业和社会组织在社区公 

共服务供给中的作用， 在明确政府供给责任的前提下， 

努力实现社区公共服务生产主体的多元化，即社区公 

共服务的供给主体是政府，但是社区公共服务的生产 

可以是企业和社会组织， 政府和居委会做好沟通工作， 

同时对社区公共服务的质量和价格水平进行监管和监 

督。 
5. 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 

社区社会组织根据居民不同需求，在社区居民意 

愿集结、邻里互助、纠纷调解、专业性服务等社区公 

共事务上发挥积极的协同作用，对政府管理形成必要 

而有益的补充 [7] 。在镇管社区建设中应积极发挥社区 

社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努力培育各类民间团 

队，使之成为连接居民，反映居民诉求，满足居民需 

求的重要载体。按照社会需要、群众需求的原则，统 

筹发展利益表达类、公共服务类、矛盾调处类、群团 

文娱类社会组织，优先发展和重点扶持一批以贴近群 

众、类型齐全、各具特色、公信力高的公益性社会组 

织。一方面，政府应进一步加大政策扶持和资金扶持 

力度，通过制定政策、设立社会组织发展专项资金、 

降低门槛等方式来推动社会组织的发展。另一方面， 

通过政府引导、定向委托、合同管理、评估兑现运作 

机制的建立，将原来由政府部门承担的一批事务性、 

服务性工作交由社会组织来承担，推动新型政社合作 

关系的建立。尤其是在社会组织发展初始阶段，政府 

部门要积极做好政策引导，使其在培育发展过程中具 

备更好的生存根基，并在资金和业务等方面给予必要 

的支持和指导，使社会组织能够扎实立足，并逐渐实 

现稳步较快发展。鼓励社会力量创办文体保健、养老 

助残、社区救助、社区维权、社区服务、教育培训等 

公益性社会组织，使社区居民群众享受到优质、专业、 

多样的社区公益服务。另外，加强对社会组织的服务 

和管理。推动镇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建设，探索社会组 

织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律自治的工作机制。在房 

屋租赁、场地使用、设施设备等方面扶持初创期社会 

组织。探索枢纽式组团式服务管理模式，充分发挥工 

青妇等社会组织的骨干作用。健全政府购买社会组织 

服务运作机制，开展社会组织公益项目招投标工作， 

弥补政府和居委会管理和服务力量的不足，不断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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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化、个性化的社区服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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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dels,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in town managing community 
building: a survey of nine towns in 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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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wn managing community construction is a new area in community construction. Based on the research of 
nine  towns  in Shanghai, we  found that there are four main models  in Shanghai  town managing community  building, 
which includes: building community management center between town and neighborhood committees, building street 
office between town and community management center, building community management agency between town and 
community  management  center,  building  town  social  construction  leading  group  between  town  and  community 
management agency.    The problems of the town managing community in Shanghai show in government management 
system  and  work  system,  community  public  service,  community  residents  assimilation,  community  related  support 
system.    To  promote  town  managing  community  building,  and  perfect  managing  and  working  system  of  town 
managing community, it is essential to set up a new cogovernment system in urban and selfgovernment in community 
committees, establish community public service system and develop community social organization. 
Key Words:  Town  managing  community;  community  management  model;  urbanization;  government  management; 
public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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