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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基于社会共治理论研究城市居民社区治理参与行为问题。 首先,在梳理文献基

础上提出居民参与认知、参与意愿及参与行为之间的关系假设;其次,在对成熟量表适应性改

进基础上,进行问卷调查;第三,利用 SPSS22. 0 进行描述性分析和相关性分析,并验证了相关

假设,即居民参与认知对居民参与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居民参与意愿对居民参与行为有显著

正向影响、社区资源保障对居民参与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最后根据分析结果提出了基于社会

共治理论的城市居民社区参与行为提升策略,对居民社区参与能力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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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二十大对完善社会治理体系作出了新的战

略部署[1] 。 作为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城市社区是

健全现代社会治理体系的微观基础[2] 。 居民在城市

社区治理中的行为参与研究,对社区治理和谐发展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2] 。 居民作为社区治理的参与主

体和受益主体,社区居民积极参与社区治理,不仅有

助于社区治理的良性发展而且有助于社会稳定[3] 。
研究社区治理中的居民参与行为可以为打造良好的

社区氛围提供决策依据[4] 。 同时,社区居民参与行

为研究也为提升城市基层社区治理水平提供理论依

据[5] 。 在城市社区治理中,社区居民作为社区共治

的参与主体之一,既是社会共治的参与者,又是社会

共治实现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受益方[6] 。 社会共

治能够通过行政机构与民间组织、社会团体等多元

主体的合作治理,形成优势互补、互动互助的良好局

面。 对于基层社区治理,基层党组织是市场行为主

体、社会自治组织和社区居民在社会共治公共利益

上的协调者、监督者和中介者[7] 。 本文以社会共治

理论为指导,通过对城市社区居民个体基于社会共

治理论的参与认知、参与意愿与行为之间的影响逻

辑探讨,有助于厘清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行为

与影响机制,有助于营造良好的社区互动氛围,对提

高居民社区治理参与度,提升基层社区治理水平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理论概述

(一)社会共治理论

　 　 社会共治(Social
 

Co-governance)是以实现社会

公共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参与型治理。 Bowles 等

( 2010) [ 9] 认为社区治理是一种行动表达方式,通
过行动治理社区,为社区良好环境并且为社会发

展有着重要意义。 Steve( 2011) [ 10] 则认为社区治

理是社会共治的基础,居民的参与度对实现社会

共治目的至关重要。 Chris 等( 2008) [ 11] 认为社会

治理过程中,重视创新发展,开阔新的视野,不局

限于原有的知识,要为城市社区治理真正得到改

善。 Patricia( 2013) [ 12] 则认为基层的社区治理为

社会组织带来新的动力,促使社会共同治理的协

同发展。
我国学者基于多样化的分析视角,提出了多种

可供参考的解决途径。 关于社区治理的路径研究,
谭祖雪等(2014) [13]以增权论为基础,提出了培育社

区居民权责意识的个体主动增权和外力推动增权两

种模式,以强化社区治理和社会建设的思路。 王思

斌(2013) [14] 从制度协调性和未来的发展角度论述

社区工作在社会管理中发挥特殊作用,社区工作稳

步前行有助于优化社会管理和共治发展。 汤金金

( 2017) [ 15] 则透过宏观层面强化制度建设、中观

整合治理结构、微观层面居民赋权增能等方式,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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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制度—结构—能力” 的三维治理架构,确保社

区共治有效运作。 江小莉等( 2021) [ 16] 融合了集

体行动的建构主义和功利主义,并通过党建引领

社区 “ 五位一体” 治理格局,提出构建行动共同

体,防止“搭便车” 行为滋生,解决社区治理中的

“奥尔森困境” 。

(二)社区治理相关研究

　 　 社区治理是一种以具有多主体参与性的公共治

理,社区治理水平提升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
在西方,社区治理是一种国家基层常态化管理活动。
Capello(2005) [17]将社区治理中心定位为群众,群众

是社区治理乃至社会共治的重要主体,积极响应人

民号召,落实社会治理的每一步。 在构建社会共治

的过程中,David(2006) [18] 提出通过市场化改革促

进城市社区治理内在的移动化和变革,在宏观层面

为社 会 共 治 提 供 了 强 有 力 的 理 论 支 持。 Steve
(2011) [10]将治理引入社区空间,更好地开拓了社区建

设的可能,并在合理合法的基础上加快共同治理的

脚步。
我国学者房秀兰(2014) [8]认为随着我国政治体

制的深入改革发展,社区治理能力建设成为人民生

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并基于现实问题,对居民的参

与行为进行实地调查研究,为今后社区治理发展提

供有力的依据。 王梅(2008) [19] 认为,社区治理是一

个利益相关者的集体选择过程,即个人与组织之间

的合作互动过程,这种过程直接或间接地与社区的

公共利益相关。 陈炳辉等(2010) [20] 则强调社会共

治参与者各方持续互动的社区治理网络化组织流

程,在该流程里,社区治理的各参与方都是具有行为

能力的主体。 王敬尧(2006) [21] 则认为,城市居民积

极参与的行为可以促进社区治理水平的提高,并且

认为居民参与程度是衡量社区治理水平的重要指

标。 钟金霞(2010) [22]认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时,只
有当居民意识到其自身的切身利益与社区治理水平

密切相关时,才会为了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自觉强

化其参与社区治理的意识和行为。 陈丽霞(2009) [23]

认为社区治理的过程中居民参与行为深度在今后研

究社区治理有重大的促进意义。 袁方成(2019) [24] 基

于居民主体这一角度,指出居民参与度也是治理过

程中要处理的难题。 作为社区的主体,居民整体参

与不足,实质参与较少,一直处于被动地位,进一步

地破坏了社会治理的联结。 吴莹(2022) [25] 在研究

中认为社区治理不仅可以提高社区凝聚力,并且有

利于构建良好的社会关系,并分析了基层社会治理

的内生动力。

二、研究假设

　 　 本文在梳理文献基础上从以下三个方面提出研

究假设。
第一,社区居民参与认知与参与行为的关系。

王若溪等(2022) [26]以宁夏城市社区为例,对城市居

民社区参与行为进行了调查,研究了居民参与意愿、
参与行 为 及 参 与 行 为 的 主 要 影 响 因 素。 贾 鼎

(2018) [27]则采用随机和非随机相结合的抽样方式,
对选取的有代表性的三个城市进行统计分析,探讨

了参与价值、参与态度、参与个体主观行为规范及其

具有感觉性行为等方面与参与意愿的关系。 郭礼峰

(2011) [28]则认为居民社区参与行为是社区人员加

入到社区活动或公共事务的管理、运营操作或决策

中的实际行动。 上述研究内容从不同方面论述了

影响社区居民对社区治理参与的认知、参与行为因

素,而对其深层原因研究不够深入。 据此,本文提

出假设 1:社区居民参与认知对参与行为呈正向

影响。
第二,社区居民参与意愿与参与行为的关系。

栗潇远(2021) [29] 提出居民对社区公共资源的诉求

程度和居民对社区产生的心理感知强度,提升城区

常住居民的社区参与意愿是实现城市治理现代化目

标的现实要求和关键前提。 周永根等(2021) [30] 认

为居民需求为导向,凝聚多方合力,打造社区共同

体,有利于推进相关建设,带动居民参与行为。 周影

(2021) [31]提出了社区参与存在的问题,比如,参与

深度不够、参与意愿不强烈、缺乏内生动力、参与渠

道不畅通,参与成本过高等,不断改变和引导社区居

民的思想意识,形成社区居民积极参与的长期运行

机制。 宋文辉( 2013) [32] 提出了社区居民参与类

型,合作型参与的居民参与活动的影响因素。 居民

社区参与行为的形成是建立在居民切实的社区参

与意愿之上。 一般地,需要更加全面地了解居民参

与意愿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才能更为精准具体

地了解居民在实际的社区参与行为。 因此,本研究

提出假设 2:社区居民参与意愿对参与行为呈现正

向影响。
第三,城市社区资源配置与社区居民参与行为

的关系。 社区资源配置是指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

的一切可利用资源,如人员配备和物资配备,及其各

个方面的安排。 Assche 等人(2022) [33] 对社区资源

配置与居民参与行为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文浩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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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34]指出社区居民志愿服务参与行为关乎社

会资源配置的组织效能的提升,加强社区资源配置,是
社区居民参与行为的客观条件。 陈敏加等(2017)[35]指

出,根据现实需要适当提高资源、设备配置标准,能
够提高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能力和水平。 曲冲

冲等(2021) [36] 研究了京津冀协同发展中重点城市

应急资源的冗余配置,以及城市基础设施的多元建

设问题,并认为应急物资配置对居民参与社区治理

有积极影响。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3:社区资源

保障对居民参与行为呈正向影响。

三、案例分析

(一)数据来源

　 　 本文在参考现有文献量表基础上[29-30] ,根据本

研究特点加以补充修改厘定了本次研究的调查量

表。 在问卷调查阶段,以河北工程大学工商管理专

业学生暑期社会调查为契机,进行邯郸市主城区的

调查研究。 为减少被调查者顾虑确保问卷填写质

量,在进行调研时除向被调查者详细说明问卷调研

的目的和意义之外,郑重承诺此次调查结果不会泄

露个人信息且仅用于学术研究。 本次研究集中调查

了邯郸市主城区的丛台区、邯郸区、复兴区和经开

区,共计发放问卷 520 份,有效回收问卷 388 份,问
卷发放及回收情况如表 1 所示。

表 1　 问卷发放及回收

调研方式 发放问卷 有效问卷 问卷有效率

纸质问卷 320 235 73. 4%
网络问卷 200 153 76. 5%

总计 520 388 74. 6%

(二)变量选取及其描述性统计

　 　 首先,利用 SPSS22. 0 对原始数据进行分析。
邯郸市社区居民行为人口统计学特征分析结果如

表 2 所示。
由表 2 可知:社区居民行为参与者性别划分相

对均匀(女性 46. 65%,男性 53. 35%)。 社区居民行

为参与者年龄 20 岁以下 42 人,占 10. 82%,其中一

半
 

(50. 52%)在 21—40 岁;40 岁以上占调查参与人

数的 38. 66%。 受教育程度为初中以下、高中 / 中专、
大专以上学历等三个方面对社区居民参与者的调

查,其中大学以上学历比例为 56. 70%,而具有高中、
初中或以下学历的社区居民占 44. 30%,可知本次调

查的社区居民受教育水平较好。 本社区居住的参与

者调 研 数 据 表 明: 3 年 以 上 的 参 与 调 查 者 占

78. 35%,居住 3 年及以下的参与者占 21. 65%,该数

据能够较好展示社区居民对于社区治理基本情况了

解及参与行为的相关因素比较熟悉。

表 2　 样本特征数据

人口统
计变量

类别 人数 百分比(%) 均值 STDEV

性别
男 207 53. 35
女 181 46. 65

- -

年龄

20 以下 42 10. 82
20—40 岁 196 50. 52
40 岁以上 150 38. 66

46 0. 80

受教育
程度

初中以下 28 7. 22
高中 / 中专 140 36. 08
大专以上 220 56. 70

- -

本社区
居住
年限

1 年以下 30 7. 73
1—3 年 54 13. 92
3—5 年 98 25. 26

5 年以上 206 53. 09

3. 89 1. 15

　 　 其次,利用 SPSS22. 0 进行邯郸市社区居民参与

行为分析。 邯郸市社区居民参与认知变量描述性统

计分析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社区居民参与认知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变量 题项 均值 标准差

参与认知

PC1 4. 05 0. 95
PC2 3. 98 0. 87
PC3 3. 87 1. 00

参与意愿

PW1 3. 80 0. 95
PW2 4. 07 0. 91
PW3 3. 86 0. 94

资源配置

RP1 3. 94 0. 91
RP2 3. 92 0. 87
RP3 3. 96 0. 93

参与行为

PB1 3. 44 1. 16
PB2 3. 42 1. 06
PB3 3. 71 1. 05
PB4 4. 46 0. 76
PB5 4. 38 0. 77

　 　 注:PC 代表参与认知(Participation
 

Cognition),PW 代表参

与意愿(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RP 代表资源配置(Resource
 

Preparation),PB 代表参与行为(Participatory
 

Behavior)。

　 　 由表 3 可知,社区居民参与认知中,“ PC1:您通

常乐于主动和社区邻居交流参与行为的相关信息”
得分最高(4. 05);其次为“ PC2:您所在社区获得信

息的及时性” 平均得分在 PC1 和 PC3 两者之中

(3. 98);最后“ PC3:您常在线上或线下与社区邻居

交流获取参与相关信息”平均得分最低(3. 87)。 社

区居民参与认知的三个题项总体上均值差别不明显

(3. 87 ~ 4. 05)。 三个题项的标准差分别为 0.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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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87 和 1. 00,由此可见被调查者在社区治理认知

PC1 和 PC3 问题上差异不大。
由表 3 可知,社区居民参与意愿中,“PW1:您愿

意积极加入社区有关活动的志愿者” 得分最低

(3. 80);其次为“PW2:您认可居委会、业委会及物业

公司等组织社区居民参与活动方面的工作”平均得

分最高(4. 07);最后“PW3:你认为社区内部的大多

数人在参与活动方面的行为是自觉”平均得分适中

(3. 86)。 参与意愿的三个题项总体上均值差别不明

显(3. 80 ~ 4. 07)。 三个题项的标准差分别为 0. 95、
0. 91 和 0. 94,说明被调查者在参与意愿相关问题上

差异程度不大。
由表 3 可知,社区资源配置中,“ RP1:您认为社

区的教育引导公众参与行为的人员配备较合理”平

均得分在 RP2 和 RP3 之间(3. 94);其次为“RP2:您
认为社区的物资配置较合理”平均得分最低(3. 92);
最后“RP3:您认为社区资源配备到位”平均得分最

高(3. 96)。 资源配置的三个题项总体上均值差别不

明显( 3. 92 ~ 3. 96 )。 三个题项的标准差分别为

0. 91、0. 87 和 0. 93,说明被调查者在该问题上差异

程度不大。
由表 3 可知,社区居民参与行为,“ PB4:您总是

自觉遵循社区其他居民参与者的活动” 得分最高

(4. 46);其次为“ PB5:您总是按照要求积极主动地

参与有关各种活动(4. 38);“ PB3:您说服过所处社

区其他居民的参与行为”平均得分(3. 71);“PB1:您
为社区居民参与行为如捐过资金或物品”

 

平均得分

(3. 44);最后“ PB2:您经常参与社区的各类参与行

为的知识培训”平均得分最低(3. 42)。 参与行为的

五个题项均值总体上差别不明显 ( 3. 42 ~ 4. 46)。
PB1、PB2 和 PB3 的标准差分别为 1. 16、 1. 06 和

1. 05,PB4 和 PB5 的标准差分别为 0. 76、0. 77,说明

被调查者在参与行为问题上 PB1、PB2 和 PB3 差异

程度不大,PB4 和 PB5 差异不大。

(三)数据分析

　 　 首先,进行量表的信度与效度检验。 本研究中

主要采用 SPSS22. 0 中的 Cronbach
 

Alpha
 

系数法,进
行相关数据分析[37-38] 。 并用此方法检验量表来考

察测量工具的信度情况。 通常来说,预试量表的分

层面的信度系数在 0. 5 ~ 0. 6
 

之间则为可以使用,在
 

0. 7 以上为最好,表中,各分量表的系数均超过了

0. 6,说明该量表具有较好的可靠性,因此可以接受。
本研究中的关于内容效度方面,首先量表设计查阅

各项资料并且参考成熟问卷设计,其次在量表的设

计研究的过程中,借鉴了相关学者的成熟量表,并且

在问卷的预判和测试的阶段中与受访者进行了互动

交流,针对部分量表所存在的缺陷问题进行了修改

订正,因此可以认为本研究设计量表具有较好的内

容效度。 本研究在结构效度方面,研究首先进行了

KMO 检验和 Bartlett
 

球形检验, KMO
 

统计量为
 

0. 611>
 

0. 5,Bartlett
 

球形检验
 

Sig. 值等于 0. 000,所
以适用做因子分析。 进一步在因子研究分析过程

中,采用主轴因子提取法,经过最大平衡值法旋转

得出结果(去除小于
 

0. 3
 

的因子载荷系数) 之后,
根据原变量所对应的最大因子载荷,将原变量划分

为
 

5 类,与量表最初设计的
 

5 个因素基本吻合,说
明该量表结构效度较好。 效度分析结果如表 4
所示。

表 4　 效度分析结果

变量 题项数 a 均值 相关系数

参与行为 5 0. 9 3. 94 0. 65
参与认知 3 0. 72 4. 00 0. 46
参与意愿 3 0. 72 3. 96 0. 46
资源配置 3 0. 83 3. 98 0. 63

　 　 其次,进行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

结果分析,如表 5 所示。
从表 5 的计算结果可以得出,社区居民认知、社

区参与意愿和社区资源配置这三个自变量对社区居

民参与行为因变量均有显著影响。 社区治理中社区

居民的认知情况与社区居民参与行为有明显正向影

响(B = 0. 39,t = 7. 21,p<0. 01),社区治理中参与意愿

对社区居民参与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B = 0. 51,t =
9. 74,p<0. 01),社区治理中资源配置对社区居民参与

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B = 0. 47,t = 9. 070,p<0. 01)。
可知,首先在信息获取能力方面,被调查者乐于

主动和社区邻居交流参与行为的得分最高,而被调

查者在线上或线下与社区邻居交流获取参与相关信

息的得分最低,而认为对信息很了解和社区信息及

时高效的得分处于二者之间。 说明邻里关系对公

众参与行为的积极性有显著影响。 其次在参与意

识方面,被调查者对居委会、业委会及物业公司等

的组织工作满意度得分最高,而在参与积极性和自

觉性方面得分较低。 再次在社区资源配备方面,被
调查者认为社区物资配置较合理的得分最低。 最后

在参与行为方面,被调查者在自觉监督其他社区居民

参与和按要求参加各项活动得分最高,说明被调查者

的遵从行为表现较高,而在参加知识培训方面得分

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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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变量关系分析结果

因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t p 容忍度 VIF
控制变量 　 　 　 　 　 　 　

性别 . 01 　 　 　 　 　 　
年龄 . 03 　 　 　 　 　 　

受教育程度 . 11 　 　 　 　 　 　
社区居住时间 -. 06 　 　 　 　 　 　

自变量 　 　 　 　 　 　 　
参与认知 　 . 39 　 　 7. 21 . 00 1. 00 1. 00
参与意愿 　 　 . 51 　 9. 74 . 00 1. 00 1. 00
资源配置 　 　 　 . 47 9. 07 . 00 1. 00 1. 00

R2 . 04 . 15 . 26 . 22 　 　 　
调整后的 R2 . 02 . 14 . 25 . 21 　 　 　

F
 

值 　 52. 03 94. 82 82. 29 　 　 　
Sig. 　 . 00 . 00 . 00 　 　 　

　 　 最后,进行结果分析,分析结果如下:
第一,在信息获取能力方面,被调查者乐于主动

和社区邻居交流参与行为的得分最高,被调查者在

线上或线下与社区邻居交流获取参与相关信息的得

分最低,而认为对信息很了解和社区信息及时高效

的得分处于二者之间。 从组织层面来看,居民社区

参与的渠道和平台较为匮乏。 同时社区居民获取信

息能力对公众参与行为的积极性有显著影响,因此

制定相关政策时应立足于良好的邻里关系,而在信

息获取、信息有效性上需要进一步优化。
第二,在参与意识方面,社区居民以自身利益为

主要部分。 调查显示社区居民对居委会、业委会及

物业公司等的组织工作满意度得分最高,而在参与

积极性和自觉性方面得分较低。 因此在制定政策

时,要考虑以现有组织形式为基础,以进一步提高居

民的参与公共安全事务的积极性和自觉性为主。
第三、在社区资源配备方面,被调查者认为社区

物资配置较合理的得分最低。 社区居民认为支持居

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物资保障不足。 因此,在制定相

关政策时,应有针对性地优化社区的资源配置,提升

社区物资保障水平。
第四,在参与行为方面,被调查者在自觉监督其

他社区居民参与和按要求参加各项活动得分最高,
说明被调查者的遵从行为表现较高。 而在社区治理

中,提供参加知识培训方面得分最低,可知社区居民

在相关培训及知识获取方面较欠缺。 因此,在制定

政策时要基于居民的高遵从行为,加强组织相关业

务培训力度。

四、结论

　 　 基层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也是社会治

理体系中的基础部分。 本文以邯郸市主城区社区居

民为研究对象,对社区治理中的居民参与行为进行

实证研究,验证了居民社区治理参与认知、参与意愿

和参与行为之间的驱动关系,即社区居民参与认知、
参与意愿及社区资源保障对参与行为均呈正向影

响。 结合分析结果及相关文献本文提出基于社区共

治的城市居民社区治理参与行为提升策略。
首先,在社区治理中,加强党建引领作用,拓宽

居民社区参与的渠道和平台。 在社区治理中,一方

面加强党建引领作用,强化基层组织能力使基层社

会治理有了主心骨,另一方面能够强化社区治理信

息发布渠道和权威性,让社区居民更容易及时了解

国家有关社区治理的大政方针,引导社区居民更好

地参与有关社区事务活动,提高其社区归属感和融

入度。
其次,在社区治理中,提升社区治理各主体的参

与积极性。 引入社区共建单位,实现资源共享和社

区共建,加强居委会、业委会及物业公司等在社会共

治上的互动,从根本上提升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

的积极性。 营造良好社区共建环境,调动居民参与

社区治理的积极性,进而有效提升社区治理能力,不
断增强社区居民的参与感、获得感和幸福感。

再次,在社区治理中,优化社区资源配置,提升

社区物资保障水平。 加强社区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相

应资源保障,是解决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物质

基础,也是增强社区居民参与感、获得感和幸福感的

物质基础。 社区居民参与感、获得感和幸福感的提

升,能够进一步调动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
最后,在社区治理中,提供相关培训,提高相关

知识的可获得性。 以社区居民参与认知、参与意愿

和参与行为之间的驱动关系为理论依据,一方面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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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为契机营造居民、居委会、业委会及物业公司等

社会治理各参与方的良好互动氛围,强化社会治理

共同体意识;另一方面有针对性地提供相关培训机

会,提高社区共享知识的可获得性,进而提高居民切

实的社区治理参与认知与参与意愿,提升居民的社

区治理参与行为,进而提升城市社区治理水平和治

理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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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social
 

co-governance,
 

this
 

paper
 

studies
 

the
 

participation
 

behavior
 

of
 

urban
 

resi-
dents

 

in
 

community
 

governance.
 

First
 

of
 

all,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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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is
 

of
 

reviewing
 

the
 

literatur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hy-
pothe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sidents'
 

participation
 

cognition,
 

participation
 

willingness
 

and
 

participation
 

be-
havior.

 

Secondly,
 

on
 

the
 

basis
 

of
 

improving
 

the
 

adaptability
 

of
 

maturity
 

scale,
 

a
 

questionnaire
 

survey
 

is
 

conducted.
 

Thirdly,
 

descriptive
 

analysi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are
 

carried
 

out
 

via
 

SPSS22. 0,
 

and
 

the
 

relevant
 

assumptions
 

are
 

verified,
 

that
 

is,
 

the
 

factors,
 

such
 

as
 

residents'
 

cognition,
 

willingness,
 

and
 

community
  

resource
 

guarantee,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residents'
 

behaviors.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the
 

analysis,
 

the
 

paper
 

puts
 

forward
 

a
 

strategy
 

to
 

improve
 

the
 

participation
 

behavior
 

of
 

urban
 

community
 

resident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social
 

co-
governance,

 

which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residents'
 

partici-
pation

 

capacity
 

in
 

the
 

context
 

of
 

social
 

co-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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