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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

截至目前，成都全市已培
育社区社会 企 业 226

家，其中居民委员会为特别法人
全资成立的具有百分百股权的
有 197 家， 居委会占股 50%以上
具有控股权的有 29 家。

中共成都市委城乡社区发
展治理委员会副主任江维在近
日举行的 2023 社区社会企业发
展促进大会上披露了上述数据。

有别于一般的社会企业 ，成
都社区社会企业是在党组织引
领下，由城乡社区居委会作为基
层群众自治组织特别法人控股
或全资成立的。

近日发布的《社区社会企业
运营规范 》明确规定 ，社区社会
企业以解决社区问题，提升社区
服务为目标，以可持续创新模式
开展经营管理，所得部分或全部
收益用于持续反哺社区、促进社
区发展治理的特定经济组织。

那么，社区社会企业究竟是
如何运作的，如何保证其目标不
偏移并能够实现？ 为什么成都能
够发展出如此众多的社区社会
企业，它们在社区治理中又发挥
了怎样的作用呢？

五星社区的探索

成都市龙泉驿区大面街道

五星社区成立于 2016 年初，是
一个体量庞大的新市民集中安

置区。仅有 0.45平方公里面积的
社区里，目前已经安置了来自 6
个街道（乡、镇）33个村（社区）的
5万多居民。

社区成立之初，居民迅速进

城，适应难、融合难、发展难、治

理难、服务难，邻里关系陌生，社

区资源匮乏，“从邻里的重构到

社区的融合，到社区的治理和服

务的发展，都成了急需解决的问

题。”五星社区书记廖新燕表示。

五星社区希望通过盘活社

区资源，激发社区活力，但却面

临着资源确权难、业务资质获得

难、专业运营难的情况。在这一

背景下，2016年，社区全额出资
成立了成都五星启扬社区服务

有限公司，以社会企业的身份创

新突破种种限制，开展劳务派遣

服务、物业管理服务和公共空间

运营服务。

作为社区成立的企业，五星

启扬从诞生之日起就和一般的

企业不同。其法人由廖新燕担

任，在党建引领下，围绕社区服

务和破解社区问题开展业务，着

力解决居民就业、房屋安置、配

套设施不完善、邻里关系冷漠等

社会问题。

社会企业所得收益 25%由社
区统一管理并按公司章程规定

捐赠到五星社区，用于支持社区

发展、助残、助老、助困等社区公

益慈善事业。

同时，企业的运行受到社区

和居民的监督。以公共空间运营

为例，2018年，五星社区率先成立
了公共空间运营管理委员会，由

委员会负责谋划和决策公共空间

运营中的定位筛选、项目引入、运

营模式、资金监管等重大事项。

委员会由党总支书记召集，

“社区能人、律师、党员代表、居

民代表都会参与其中。”廖新燕

表示，这也是一个监督的过程。

在这一机制的引领下，五星

启扬积极引入企业和公益机构

进驻空间，为社区居民提供专业

化和多元化的服务，同时入驻机

构还根据占地面积核算使用经

费，由其固定捐赠给社区基金。

据廖新燕介绍，截至目前，

五星启扬已经引入了 16家社区
合伙人超过 320 万元的资金参
与到社区服务中，同时捐赠了

127万元支持了 67个公益项目。
与此同时，五星启扬也在

2019 年通过了成都市的社会企

业认证并获得了金牌社会企业

的称号。

积极稳妥试点先行

五星社区的探索是成都发

展社区社会企业的一个缩影，实

际上，这样的探索在成都市郫

都、金牛、武侯等区（市）县已经

遍地开花。

早在 2017年，成都市委市政
府就出台《关于深入推进城乡社

区发展治理建设高品质和谐宜居

生活社区的意见》，“鼓励社区探

索创办服务居民的社会企业”。

2021年，成都市人民政府办
公厅出台《关于印发成都市社会

企业培育发展管理办法的通

知》，提出支持有条件的社区以

特别法人身份创办社区社会企

业，充分挖掘社区资源禀赋，围

绕社区治理、居民需要，开展社

会企业项目经营。

为什么要这样大力培育发

展社区社会企业呢？江维表示，

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量：

一是从政治功能上看，发展

社区社会企业有助于夯实党在

基层的执政基础，既可以让社区

居民得到服务，也可以让社区干

部得到历练，让社区治理和社区

发展的融合度更高。

二是从经济功能上看，发展

社区社会企业有利于引入外部

的社会力量，活化利用社区资

源，增强社区发展活力，通过重

建社区中有效的社会链接，重组

社会资源，对社区闲置低效空间

资源进行整合利用，高效提升社

区发展能力。

发展社区社会企业有利于

更好的解决社会问题，用创新方

法解决社会问题、用创新的可持

续发展模式实现社会使命的双

重优势，为财政兜不了、市场管

不了的社区治理难题提供了破

解的空间和解决的方案，有效弥

补传统的基层治理的缺憾。

同时，社区社会企业由于其

独特的创办主体和生长的环境，

并且要接受社区党组织、社区居

民，以及街道区级部门等多重监

管，社会目标不容易漂移，更容

易被居民接受和得到信任，在服

务居民中增强居民对社区的认

同感和归属感。

据江维介绍，按照积极稳妥试

点先行的原则，成都市采取区（市）

县为主体试点探索的方式培育发

展社会企业。郫都、金牛、武侯等区

（市）县组织社治、市场监管、民政

等以联合发文的形式，探索社会企

业的生态和政策体系。目前，社区

社会企业呈现出蓬勃发展、有序发

展、规范发展的态势。

以郫都区为例，据郫都区委

常委、组织部部长、社治委主任

郑志介绍，该区在全市率先出台

了社区社会企业培育扶持办法、

操作指南和入库指南等“1+2”政
策，构建了涵盖一个综合服务中

心、一个种子库、一所治理学院、

一个供需对接平台的“四个一”

社区社会企业培育发展路径。

截至目前，郫都区已培育社

区社会企业 53家，孵化种子企
业 20余家，业务涉及就业支持、
养老助老、妇幼成长、物业管理

等民生公共服务领域，初步呈现

创客服务驿站、产区互动、校地

共融等场景，社区社会企业行业

生态初具雏形。

需进一步规范发展

尽管成都市的探索已经取

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作为新

生事物，社区社会企业的发展还

存在着一系列问题。为了进一步

规范社区社会企业，使其健康发

展并保证目标不偏移，成都市社

会企业发展促进会于近日发布

了《社区社会企业运营规范》（以

下简称《规范》）团体标准。

《规范》由中国社会治理研

究会、成都市社会企业发展促进

会、中共成都市郫都区委城乡社

区发展治理委员会、中共成都市

武侯区委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

成都市标准研究院等多家单位

共同起草。

据成都市社会企业发展促

进会会长夏璇介绍，《规范》从

“治理、发展、服务、互助、保障”

这五个关键点聚焦社区社会企

业的筹备、设立和运营全过程管

理，系统提出指导方案。

《规范》强调，社区社会企业

要以促进社区发展治理和提升

社区服务，以社区全体居民利益

为成立和运营的根本目的。其组

织构架要与社区发展治理融合，

设立居民会议制度，在企业设

立、运营、利润分配等关键环节

充分考虑社区及社区居民利益，

在社区社会企业董事会、监事会

等决策、监督机构中充分吸纳社

区居民及公共利益代表。

《规范》强调，社区社会企业

应采用可持续发展的创新模式，

经营性收入应不低于总收入的

70%。同时，应始终坚持“错位”
“补位”原则确定经营项目，不能

以社区公信力和社区公共资源

进行恶意竞争，挤占其它市场主

体生存空间。

《规范》强调，社区社会企业

可围绕居民亟需的养老、托育、

医护、教育、家政、维修、文化、体

育、环保等生活性服务需求策划

实施社区商业项目，以社区发展

回应居民需求，并通过所得利润

反哺社区基金（会）。

“《规范》对于加快社区社会

企业发展，促进基层治理效能化

发展，盘活社区资源、实现社区

造血、完善社区服务、提高居民

参与社区治理的程度和水平、改

善社区环境和就业情况、解决社

区治理中的矛盾等方面具有重

要作用。”夏璇强调。

当然，仅有《规范》是不够

的，中国社会治理研究会秘书长

何立军表示，应该对社区社会企

业采取更加成体系更加规范的

引导、扶持和监管政策，“特别建

议从党建引领社会目标、股权架

构治理结构、制度规范、利润分

配、资产锁定、绩效评价、信息公

开等方面对社区社会企业予以

规范引导，保证社区社会企业的

使命不发生偏移，保证社区的利

益不因为发展社区社会企业而

受损。”

“建议成都市趁势而上，加快

建立包括社区社会企业在内的社

会企业生态系统，进一步明确社

区社会企业的功能定位、发展路

径。在社区生态体系的建设上，建

议政府部门在政策创新、制度保

障方面多做工作。同时，要做好资

源链接、行业规范的工作，社区社

会企业除了探索可持续发展的盈

利模式、商业模式外，要更多的关

注如何满足居民群众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何立军强调。

成都探索社区社会企业发展新路径
推动社区治理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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