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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深入剖析“枫桥经验”的内在运行逻辑及其背后的算法逻辑,并探讨这些逻辑对当下乡村

治理的重要启示。通过回顾“枫桥经验”的形成、发展与创新历程,揭示了坚持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注

重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强化基层组织领导力和凝聚力的核心要素。其内在运行逻辑主要体现在四个

方面：一是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引领作用；二是依靠人民群众,激发群众参与

乡村治理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三是注重“三治融合”(自治、法治、德治),形成多元共治格局；四是推

动“三化协同”(标准化、精细化、智能化),提升乡村治理效能。“枫桥经验”背后的算法逻辑,即通过

科学的方法和手段,实现矛盾纠纷的及时发现、有效化解和源头治理。这种算法逻辑不仅提高了乡村治

理的精准性和效率,也为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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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 This paper deeply analyzes the internal operation logic of the "Fengqiao experience" and the 

algorithm logic behind it, and discusses the important implications of these logics for the current rural 

governance. By reviewing the formation,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process of the "Fengqiao Experience", it 

reveals the core elements of people-centered, adhering to the combination of rule of law and rule of ethics, 

focusing on the prevention and resolution of social contradictions, and strengthening the leadership and 

cohesion of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 Its internal operation logic is mainly reflected in four aspects: first, adhere to 

the party's leadership and give play to the leading role of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in rural governance; the 

second is to rely on the people to stimulate the enthusiasm and creativity of the masses to participate in rural 

governance; the third is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integration of three governance" (autonomy, rule of law, and 

rule of ethics) to form a pluralistic co-governance pattern; The fourth is to promote the "three synergies" 

(standardization, refinement, and intelligence)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rural governance. The algorithm 

logic behind the "Fengqiao Experience" is to realize the timely discovery, effective resolution and source 

management of contradictions and disputes through scientific methods and means. This algorithm logic not only 

improves the accuracy and efficiency of rural governance, but also provides strong support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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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枫桥经验”的内在运行逻辑首先体现在党的领导与群众

路线的紧密结合上。国家领导人指出,坚持党的领导是“枫桥经

验”的核心和灵魂。党的领导为“枫桥经验”提供了坚强的政

治保障,而群众路线则确保了这一经验能够深入基层、贴近群众,

实现矛盾纠纷的有效化解。  

1 “枫桥经验”内在运行逻辑的研究 

法治与德治的融合。法治与德治的融合是“枫桥经验”的

重要运行逻辑。在乡村治理中,既要强调依法治理,确保治理的

规范性和公正性,又要注重道德教化,增强治理的人文关怀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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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凝聚力。这种融合不仅提升了乡村治理的效能,也促进了乡村

社会的和谐稳定。 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的机制。“枫桥经验”

还强调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的重要性。通过建立健全矛盾纠纷

多元化解机制,努力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

交”。这种机制不仅有效减少了社会冲突,也为构建和谐社会提

供了有力保障。 枫桥经验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与影响。枫桥经

验作为乡村治理的典范,其核心在于“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

矛盾不上交”,强调基层自治与法治、德治相结合。在乡村治理

中,它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是促进了矛盾纠纷的源头化解,

维护了乡村和谐稳定；二是增强了村民自我管理和服务的能力,

提升了乡村治理效能；三是为其他地区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

的治理模式,推动了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其深

远影响在于,不仅解决了乡村治理的现实问题,更为构建共建共

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新格局提供了宝贵经验。 

枫桥经验中的组织架构以党建为引领,构建“社区党组织+

楼栋党小组+党员中心户”三级架构,形成微网格党建堡垒。运

行机制上,通过“多网合一”整合综治、政法等部门网格,实现

资源共享、协同治理。同时,强化网格化管理,细化责任到人,

建立“网格长+小区长+单元长+楼栋长”四长联动机制,确保矛

盾纠纷就地化解。此外,注重发挥社会组织力量,如红枫义警协

会、乡贤参事议事会等,形成多元化、立体化的治理格局。 

2 枫桥经验中的资源整合与利益协调 

枫桥经验在乡村治理中强调资源整合与利益协调的重要

性。通过基层党组织强大的组织力,整合各类资源,协调各方利

益,确保资源合理配置,减少矛盾冲突。这种资源整合不仅包括

物质资源,还包括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在利益协调上,枫桥经

验注重倾听各方诉求,通过民主协商机制,确保各群体利益得到

兼顾,从而增强社会治理的普惠性和公正性。这一逻辑为当下乡

村治理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即要以人民为中心,通过资源整合与

利益协调,推动乡村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3 枫桥经验中的民主决策与村民参与 

枫桥经验强调民主决策与村民深度参与,通过“三上三下”

的民主决策制度,确保议题征集、酝酿论证、审议决定各环节均

有村民广泛参与。村规民约的制定与推广,进一步强化了村民自

治的基础,提升了村级事务管理的制度化水平。同时,乡贤参事

会的成立,促进了社会力量的有效整合,增强了民主协商的广

泛性和代表性。村民在参与过程中,不仅行使了民主权利,还

提升了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能力,为乡村治理注入了新的活

力与智慧。 

4 枫桥经验的算法分析 

4.1算法在枫桥经验中的应用背景 

在新时代背景下,乡村治理面临诸多挑战与机遇。随着数字

化、智能化技术的飞速发展,算法作为治理工具被引入“枫桥经

验”中,以应对日益复杂的乡村治理问题。算法以其高效、精准

的特性,助力实现基层治理的智能化升级。在“枫桥经验”的实

践中,算法被应用于矛盾纠纷的预测预警、资源分配的优化调度

以及社会治理效能的评估反馈等多个环节,成为推动新时代乡

村治理创新发展的重要力量。 

4.2枫桥经验中的算法设计与实现 

枫桥经验中的算法设计体现了高效与人性化的社会治理智

慧。其算法核心在于“源头治理”与“依法治理”相结合,通过

精细化管理与数据分析,实现矛盾纠纷的早发现、早介入、早解

决。算法实现上,依托现代信息技术,如大数据分析、智能预警

系统等,对乡村治理中的各类数据进行实时监测与分析,及时识

别潜在问题,并自动匹配最优解决方案。同时,强化线上线下融

合,确保算法决策的精准性与执行的有效性,为乡村治理提供强

有力的技术支撑。 

4.3算法对枫桥经验效果的促进作用 

算法作为现代治理工具,精准对接枫桥经验中矛盾纠纷的

预防与化解,显著提升了治理效能。通过大数据分析,算法能提

前识别潜在的社会矛盾点,实现问题预警；同时,优化资源配置,

确保调解力量快速响应,有效缩短矛盾解决周期。算法还促进了

治理决策的科学化、精细化,使枫桥经验在复杂多变的乡村环境

中保持高效运行,进一步巩固了基层和谐稳定的基础。 

5 当下乡村治理的现状与挑战 

5.1乡村治理的发展历程与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治理经历了从起步到快速发展的阶段。

初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激发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促进了经济

繁荣。随后,乡村建设逐步规范化,村庄规划、基础设施和公共

服务不断完善。进入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实施,美丽乡村

建设、人居环境改善和传统村落保护成为重点。当前,乡村治理

取得显著成效,但面临城乡发展不平衡、资源环境约束等挑战,

需继续探索创新路径,提升治理能力。 

5.2乡村治理面临的主要挑战与问题 

当前乡村治理面临多重挑战：一是人口流失与老龄化加剧,

导致乡村活力不足,治理主体匮乏；二是经济发展滞后,产业结

构单一,难以支撑乡村可持续发展与治理需求；三是基础设施与

公共服务配套不足,教育、医疗等资源匮乏,影响居民生活质量

与治理效能；四是法治观念与治理能力有待提升,基层矛盾纠纷

频发,影响社会稳定和谐；五是信息化、智能化技术应用不足,

治理手段传统单一,难以适应现代乡村治理要求。这些挑战共同

构成了乡村治理亟待破解的难题。 

5.3乡村治理创新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乡村社会结构深刻变迁,传统治理

模式面临诸多挑战,如人口空心化、资源分配不均、公共服务滞

后等。因此,乡村治理创新成为破解发展难题、激发乡村活力的

必由之路。其必要性在于适应新时代乡村发展需求,提升治理效

能；紧迫性则体现在解决当前乡村治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促进

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6 枫桥经验对当下乡村治理的启示 

6.1枫桥经验在组织架构与运行机制方面的启示 

枫桥经验在组织架构上强调党建统领,通过完善党委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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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

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为乡村治理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在运

行机制上,枫桥经验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的原则,推动

治理重心下移,实现资源在基层的有效整合与利用。这一经验

启示我们,在乡村治理中应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优化组织架

构,同时建立健全的矛盾预防和化解机制,确保乡村社会的和

谐稳定。 

6.2枫桥经验在资源整合与利益协调方面的启示 

在第二节中,关于“枫桥经验在资源整合与利益协调方面的

启示”,可以这样概括： 

“枫桥经验”强调资源整合与利益协调的重要性,为当下乡

村治理提供了宝贵启示。它启示我们,要充分调动各方资源,包

括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及村民个人等,形成合力。同时,注重

在利益分配中寻求平衡,通过民主协商机制,确保各方利益得到

合理兼顾。这种资源整合与利益协调的模式,有助于增强乡村治

理的效能,促进乡村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6.3枫桥经验在民主决策与村民参与方面的启示 

枫桥经验在民主决策与村民参与方面为当下乡村治理提供

了宝贵启示。其强调的“依靠群众,通过说理斗争”的民主决策

机制,促进了村民的广泛参与和基层治理的民主化。通过设立基

层民情沟通会、民意恳谈会等形式,枫桥经验实现了决策过程的

透明化,确保了村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这种

“自下而上”的民主参与模式,不仅增强了村民的归属感和责任

感,也为乡村治理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因此,乡村治理应借

鉴枫桥经验,加强民主决策机制建设,促进村民的积极参与,推

动乡村治理的民主化进程。 

6.4枫桥经验中算法应用对乡村治理的借鉴意义 

枫桥经验中的算法思维,虽非直接指信息技术算法,但其蕴

含的精准施策、动态调整、预防为主的理念,对乡村治理具有深

刻启示。借鉴此,乡村治理可引入智能化分析工具,精准识别治

理难点与村民需求,实现资源高效配置。同时,构建乡村治理数

据平台,动态监测乡村发展态势,及时预警潜在问题,以科技赋

能提升治理效能,促进乡村社会和谐稳定与可持续发展。 

7 结论与展望 

7.1研究结论与主要发现 

本研究深入剖析了枫桥经验的内在运行逻辑与算法,揭示

了其以人民为中心、预防为主、多元共治的核心价值与实践模

式。主要发现,枫桥经验通过构建基层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

的治理体系,有效促进了乡村社会稳定与和谐。其成功经验为当

下乡村治理提供了重要启示：强化基层自治能力,融合传统智慧

与现代科技,推动治理精细化与智能化,是实现乡村振兴与治理

现代化的有效途径。 

7.2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 

本研究虽深入剖析了枫桥经验的内在运行逻辑及其对乡村

治理的启示,但受限于资料收集范围与深度,对部分案例的挖掘

尚显不足,未能全面覆盖所有地域特征下的实践差异。未来研究

可进一步拓宽数据来源,结合大数据分析技术,精准刻画不同地

区乡村治理的个性化需求与解决方案。同时,探索“枫桥经验”

与现代信息技术融合的新模式,如智能化预警与调解系统,以期

在乡村振兴中发挥更大效能,为构建智慧乡村治理体系提供新

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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