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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简 介

彭惠青，女，湖北大学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
生导师，湖北大学社区研究中心主任。２００９年６月毕业于华
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获法学博士学位。近年来一直致力于
城市社区建设方面的社会调查与研究工作，发表《城市社区自
治中居民参与的时空变迁与内源性发展探索》、《服务型政府
与城市社区建设》、《两型家庭建设：内涵、实证与建构》、《内源
性发展视角下服务型政府与城市社区自治互动研究》等论文

外，还在其他领域发表《述职报告与公共部门绩效管理和改进》、《我国政府雇员
制度运行的条件和机制研究》等论文，在《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中国行政管
理》、《光明日报》等刊物上发表论文４０余篇。主要研究方向：城市社区、公共部
门人力资源管理。



内 容 摘 要

城市社区建设中的居民参与是我国社区建设中受到高度关注的问题，我国
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但也存在对社区
参与的主体及相关研究不够，实证研究明显不足等问题。本书在已有研究的基
础上，对居民参与的历程进行了勾勒，特别对２１世纪以来居民参与的行动进程
进行了考察和分析，提出了社区参与主体多元化，理性的行动加强了社区参与主
体互信与合作的趋势的观点，通过对“熟人社区”和“陌生人社区”居民进行的个
案访谈，探究行动—信任—合作的内在机理，为多方合作和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
提供借鉴，对提升居民参与的能力提出对策和建议，为构建和谐社区、和谐社会
尽绵薄之力。

全书共分为五章。
第一章：导论。介绍选题的背景和意义；基本概念的界定；城市社区建设中

居民参与的研究现状与综述；研究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
第二章：城市社区建设中居民参与的历程与现状。简要叙述在单位制、街居

制主导下的居民参与的路径、内容与特点；主要探讨在社区制主导下，随着体制
改革与社会结构分化，社区建设的发展，以武汉市的社区建设中居民参与的实践
为例，说明本世纪以来，政府在社区发展战略和策略上的变化，以及由此产生的
不同结果；出现了社区参与主体多元化，价值理性的行动加强了社区参与主体互
信与合作的趋势，社区建设出现了良好的开端；对城市社区建设中居民参与存在
的问题进行梳理，并进行影响因素分析。

第三章：武汉市社区居民参与的实地考察。分别选择Ｂ社区（新型房地产
开发型社区）和Ｇ社区（传统式街坊社区）作为“陌生人社区”和“熟人社区”的代
表，通过个案访谈的形式，研究政府与居民之间、居委会与居民之间行动—信
任—合作形成的内在机理，分析由行动产生信任的影响因子，对两种不同类型社
区居民参与的共性和差异性进行了分析，提出社区社会资本培育的共性与差异
性。

第四章：城市社区建设中多元参与主体与社区社会资本培育。提出各参与
主体在社区社会资本培育中的路径和内容，提出政府、企业和社区自治组织在加
强与居民之间的信任与合作、培育社区社会资本方面，可以采取的一些具体的行
动计划。

第五章：城市社区建设中居民参与的培育。在社区社会资本逐渐增长的基
础上，从制度创新和能力建设两方面加强居民参与的培育，走有中国特色的社区
建设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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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我曾指出，社会建设、社区建设，是为了在一个市场经济的陌生人
世界里，构筑人际关系和谐的、互助合作的、新的社会共同体，这个社
会共同体，在宏观上叫做和谐社会，在微观上叫做和谐社区。微观的
社区建设是宏观的和谐社会构建的切入点和抓手，是构建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的一项基础性工程。我们可以通过社区建设的不断探索和日
益成熟，找到一条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相适应的社会建
设、社会管理的新路子来。其中，社区居民参与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
要的问题。

国内对于城市社区居民参与研究的成果不少，但是，从“熟人社
区”和“陌生人社区”的角度，通过实证研究来探讨社区社会资本形成
的研究还不多见。彭惠青呈现给读者的这部著作《城市社区居民参与
研究》就是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本书通过对武汉市两个具有代表性的
“熟人社区”和“陌生人社区”居民参与的实地调查，从居民参与的角度
分析居民参与和社区社会资本之间的关系，虽然二者在居住的环境、
人际交往形式、居民素质等诸多方面有差异，但是，在和谐社区建设
中，在社区居民自治组织建设、培育居民参与意识、扩大参与领域、构
筑人际关系和谐的、互助合作的新的社区共同体方面却有诸多的共同
之点。

作者通过上述研究揭示出：第一，两种典型的社区由于其发展的
过程和拥有的资源不同，居民参与在组织结构和参与路径方面有明显
的差异，因此在和谐社区建设中，必须提供不同的策略支持和有更针
对性的措施，才能行之有效；第二，两种典型社区社会资本形成的影响
因子和所需要的制度条件也不同，因此多元主体参与社区建设的形式



和路径也是有差别的，同样需要具体分析，这对更有成效地建设和谐
社会也是很重要的。

在书中，作者以武汉市社区建设为个案，主要考察了本世纪以来
社区建设中居民参与的现状、内容及变化的趋势，提出在和谐社区建
设中政府、企业、社区自治组织要在合作、协商、对话的基础上共同培
育社区社会资本，对多元主体参与的资源优势进行分析，提出了参与
的途径和内容，为居民广泛地、全面地参与社区建设提供了新的思路。

本书是在作者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拓展而成的。作为她的导师，我
了解彭惠青在读博期间的努力与勤奋。在读博的五年时间里，她不仅
工作认真，还组建了湖北大学社区研究中心。借助这个平台，她深入
社区进行调查研究，一方面，承接来自政府的研究课题，另一方面，为
写博士论文有针对性地进行实地调查，做了大量的访谈，收集了第一
手资料，同时，还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天道酬勤，她的努力已经获得
了回报，上述博士论文不仅顺利地通过匿名评审，还顺利地通过论文
答辩。

现在，作者的博士论文即将付梓，我简短地写下上面的文字，以表
祝贺、权作序言。希望作者再接再厉，在学术道路上不断探索，辛勤耕
耘，为社区建设做出更多的贡献。

２００９年８月１０日
于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
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心

·２· 城市社区居民参与研究———以武汉市社区考察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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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　　论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一）选题的缘起

２１世纪是个人全面发展、全面参与的时代。我国在城市社区建设中通过广
泛而持续的社会动员，组织社区成员积极主动地参与到社区的建设和发展之中，
社区居民将通过广泛参与，促进社区的积极变革和演进，推动社区和谐发展与社
会的全面进步。在社会民主化和城市现代化的推动下，社区建设、居民参与已经
成为中国社区建设的新主题、新动力。

湖北大学社区研究中心于２００６年元月成立，凭借着这个平台，我们开展了
一系列的活动，从理论探讨到社区实践，把我引入社区建设的领域，有三个方面
的活动把我与社区的研究紧紧联系在一起。

一是“和谐社区论坛”的设立。武汉市武昌区Ｘ街道办事处与我们有千丝
万缕的联系。湖北大学地处该办事处的管辖范围，我们每年都要送学生到Ｘ街
道办事处和社区居委会实习，双方建立了良好的信任与合作的关系，他们得知我
们成立了湖北大学社区研究中心后，主动提出合作意向。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
我们建立了伙伴关系，开启了“校街合作”的历程。我们成立了“和谐社区论坛”，
每年初双方就社区发展的重要议题展开讨论，选题都直接来自社区建设的前沿
问题。迄今为止，“和谐社区论坛”已经举办了两次，第一次研讨的主题是在武汉
市“８８３社区建设行动”计划①完成后，为进一步巩固改革成果，如何实现管理的

① ８８３，是２００２年武汉市７个中心城区的社区总数。“８８３”，是人们对“武汉市８８３社区建设行动计
划”的简称。“８８３”以改善社区软、硬环境，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为重点，用三年时间（２００２—２００５年）将全
市中心城区８８３个社区建设成人民安居乐业的和谐家园。武汉社区在线，ｈｔｔｐ：／／ｗｗｗ．９６５９６．ｃｏｍ．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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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效机制；第二次研讨的主题是在社区设立“社区服务站”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研
究。我的两个调查报告都与这两次会议有直接的联系。在研讨会上，政府部门
管理者的问题意识和创新意识与专家学者的学术思想相碰撞，智慧的火花频频
闪烁，破解难题的思路在探索中逐渐清晰。“和谐社区论坛”把我从象牙塔拉回
到现实的生活中，让我的研究有了方向和坚实的基础，从此我与社区研究结下了
不解之缘。

二是调查研究让我真正走进社区，了解社区建设。在三年多的时间里，我一
共进行了四次较大规模的社会调查。

第一次社会调查是２００６年５月接受Ｘ街道办事处的委托，调查在武汉市
“８８３社区建设行动”计划实施以后该辖区的居民对社区建设的态度，分析社区
居民对社区建设的诉求和期望。我们分别在社区基础设施、环境、卫生及治安，
社区文体设施和集体活动，社区就业与社会保障，社区生活服务和社区管理体制
五个方面进行调查，在Ｘ街道管辖的Ｊ社区、Ｈ社区、Ｌ社区和Ｇ社区共发放问
卷５００份，回收有效问卷４８２份，经过分析，最后完成了《武汉市Ｘ街道社区建
设的现状与问题》调研报告，它为Ｘ街道办事处下一年的工作方向和工作重点
提供了借鉴。

第二次社会调查是２００７年５月接受Ｎ街道办事处的委托，进行Ｎ社区居
民文化需求调查。Ｎ社区是武昌区规模最大的居住新区，现有社区居委会７个，
居住小区２３个，居民７万余人。自２００３年成立街道办事处以来，Ｎ街道办事处
以构建和谐社区为主线，以“以邻为亲、以和为贵、以文为根、以助为乐、以诚为
本”的邻里文化精神为理念，已成功举办四届“邻里文化节”活动。为了进一步了
解社区居民的各种文化需求，完善新型邻里关系，构建和谐的家园，本人受Ｎ街
道办事处委托，与他们共同组织实施了一次大规模的调查。这次调查采取抽样
调查的方法，５０余位调查员在其所属的七个社区共发放调查问卷７７０份，回收
有效问卷７２３份，经过整理和分析，我们向Ｎ街道办事处递交了《关注居民文化
需求，全面构建和谐社区》调查报告，为他们下一步的工作提供了指导和方向。

第三次社会调查是２００８年暑期我带领学生进行的“两型家庭”的调查。国
务院２００７年１２月批准武汉城市圈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试点，这是
我国第一个以“两型社会”为主题的综合改革试点城市群，这给武汉创造了难得
的发展机遇。我们认为要把“两型社会”建设落到实处，必须从每个家庭做起，构
建两型家庭是构建两型社会的基础，坚持从我做起、从每一个家庭做起，让环保
的理念和节约的行为成为人们自觉的意识和行动。为了更好地了解居民在资源
节约和环境友好方面的现状、意愿和存在的问题，我们在武汉市武昌区进行选
样，根据各种社区的不同特征，将它们分为三大类型社区：里弄式社区（传统式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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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社区）、单位式社区和新开发住宅式社区，从每个类型的社区中再随机抽取三
个社区，共发放１８９份问卷，收回１８０份有效问卷。通过调查，取得了第一手资
料，从资料分析中得出相关的结论和建议，希望能为两型家庭建设提供参考和依
据。我们完成了《开展两型家庭建设，推进两型社会创新》调研报告，并递交给武
汉市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和武汉市妇联，得到了领导的高度评价。武汉市发展与
改革委员会的领导在回复中写到：“该课题在对武昌区居民进行广泛调查基础
上，提出了两型家庭建设的设想，调查方法科学，调查内容详实，提出的具体实施
意见和建议对我市两型社会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我们将在制定《武汉市资
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实施方案》和《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年武汉市推进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三年行动计
划》时，采纳观点，并转请相关部门研究。”武汉市妇联主席也为调查报告亲笔批
复，她写到，“报告为探索两型家庭建设路径和长效工作机制提供了崭新的思路，
妇联将通过各种努力，在‘十一五’期间，使我市５０％的家庭建设成两型家庭。”
我们为能够给政府的发展战略献计献策感到欣慰，也坚定了我继续探索的决心。

第四次调查是２００８年初开始的“社区服务站”调查。在社区建设如火如荼
进行的过程中，许多城市社区都在不断地创新工作思路，重新整合资源，深化社
区管理体制改革，开创社区管理新模式。武汉市武昌区政府进行社区服务站改
革试点已经有一年时间，通过不断地摸索和建设，已初现雏型。为了及时总结经
验，我带领研究生到武昌区的Ｃ社区和Ｇ社区对居委会主任和委员进行访谈，
深入到社区居民中了解实情。我认为“社区服务站”的设立创新了社区治理模
式，并命名它为“合作模式”。通过调查和思考，我完成了《合作模式开启社区治
理新局面》调研报告，递交给了武汉市政府民政局、武昌区政府民政局的领导。
武汉市民政局领导在批复中写到：“你们的调查是在武昌区社区试点的基础上，
对政府进行的社区服务站建设模式的调查研究，内容详实，对社区建设提出的设
想对我们的工作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你们研究的相关成果和观点我们已请相关
部门研究。”

三是参加湖北大学博士义工队让我有机会与社区居民面对面交流。成立
“湖北大学博士义工队”的想法是在第二次“和谐社区论坛”上摩擦出的火花，当
时全国各地都在积极地组建志愿者协会，我们时常教育学生要有爱心，要积极参
加志愿者组织，为社会奉献爱心，作为他们的老师，我们要身先士卒，我们也要有
所作为！我们分析了自身具有的优势后，决定成立“湖北大学博士义工队”。

２００８年１月３１日“湖北大学博士义工队”正式成立，我是主要的策划者和积极
的参与者，我们选择徐家棚街的Ｇ社区作为我们实践基地，首先是进行需求调
查，把社区的各类居民召集在一起进行座谈，分析和综合他们的意愿；其次，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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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的讲座计划。我们把讲座的形式起名为“居民大课堂”，迄今为止这种讲座
形式已经制度化，合作的方式和内容正在向纵深推进。成立“湖北大学博士义工
队”一年来，我们本着务实的精神，一步一个脚印地扎实工作，获得了社会广泛的
赞誉和好评；在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４日志愿者日前夕，《楚天金报》对博士义工队进行
了长篇报道，题目是《湖北大学博士义工爱洒社区，全国首个高学位义工组织，致
力服务社会》，其中谈到“他们都是博士，却不愿只呆在象牙塔里做死学问；他们
满怀热情，在服务居民的同时，也不断完善着学术研究。他们就是全国首家高学
位义工队———湖北大学博士义工队队员。”①２００９年１月１４日博士义工队员参
加了武昌区“爱心妈妈联盟”的启动仪式，与十个单亲家庭结成了对子。在与队
友相处时，我时常被他们的爱心感动着；与居民相处时，我深切地感受到他们对
参加活动的热情和对知识的渴望，我为有机会参与社区活动，为他人奉献一点爱
心感到欣喜。

通过亲身参与社区建设，让我感受到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活动的积极性和热
情，感受到了蕴藏在居民中涌动的激情，看到制度创新给社区建设带来的活力和
新的气象，我不仅仅是要用快照式的语言描述社区的变化，更重要的是要从理论
的高度探索社区发展的方向，分析在社区建设的过程中，如何通过制度创新引导
居民参与社区生活，推动社区发展。

（二）选题的意义

第一，通过城市社区居民参与的研究，从理论上廓清政府、经济组织、社会组
织在社区建设中的角色、作用和地位。随着我国社会管理理念和治理模式的转
变，为社区建设提供了一个可供讨论和参与的公共空间，居民通过广泛地参与社
区事务，有目的、有意识地构建社会关系网络，加强居民与居民之间、居民与组织
之间的互信与合作，积极从事社区公共事务，关注社区普遍的、广泛的居民利益，
重视社区照顾、人际关系、环境卫生等公益事业，逐渐扩大基层民主，激活参与热
情，培养参与意识，在社区各利益主体的参与和推动下，社区社会资本不断增加，
居民参与的能力不断增强，居民必将从参与社区建设这一实践平台所提供的公
共空间走向更为广阔的政府行政空间和国家政治空间。本研究拓展了视野，具
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第二，从实践来看，我国城市社区中的居民参与还处于不断探索阶段，对参
与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比较多，对参与的微观基础还涉猎得比较少。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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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研究，弄清楚居民参与的内在机制和影响因子，这对于加强社区关系网络的
建设，加强各利益主体与居民之间的信任和合作，提高居民自我教育、自我管理、

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能力，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实践中的许多创新值得我们
去探索、挖掘、总结和提升，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化的“中国经验”，它理应为
世界范围内的社区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二、基本概念的界定

（一）城市社区

自１８８７年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Ｆ．Ｔｏｎｎｉｅｓ）提出“社区概念”以来，各国学
者根据自身的理解和研究的需要，从不同角度对社区进行了阐释和定义，目前有
关社区的定义有１５０种之多。我们所说的“社区”在我国城市中到底是指什么？

有人认为“一个街道办事处所辖的范围大致就是社区的地域空间，为了淡化其行
政区划的色彩而突出社区特征，许多学者称之为街区”①；有人认为它是以街道
和居委会为单元的基层社区②；还有人指出，在很大程度上社区已成为街道办事
处及居委会这些基层管理机构的代名词③；有人认为“在官方的正式文件中，城
市社区指涉的是街道办事处所辖的范围”④；而国家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
司司长张明亮曾撰文指出：“要按照便于服务管理、便于开发社区资源、便于社区
自治的原则和地域性认同感等社区构成要素，对原有的街道、居委会规模作适当
的调整，以调整后的居委会辖区作为城市社区的主导形式，形成社区地域。”⑤

对社区概念的理解也有助于我们明确城市社区的定位。郑杭生教授在《社
会学概论新修》一书中对社区的解释是：“社区是进行一定的社会活动、具有某种
互动关系和共同文化维系力的人类群体及其活动区域。”⑥它包括了一定的地
域、一定的人群、某些共同的利益、社会活动及其互动关系这四个基本要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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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里，通过行政区划把城市划分为若干街道，下辖若干居委会。一般来说，一
个居委会由一个或若干个居民小区组成。经过整合，现在居委会所辖户数从一
千多户到二千多户不等。在人们的认同中，一个居委会所辖的若干个居民小区
就是一个社区，它们是由居住在小区内的各类居民组成，在共同的生活和活动
中，居民之间建立了各种形式的联系，形成了某些共同利益。

目前我国学术界和政界对城市社区的具体所指还没有统一的意见，大多数
人认为城市社区就是指街道办事处所辖区域，只有少数人认为城市社区应该指
居委会所辖区域。社区的定位不仅涉及社区的性质，更牵涉到社区建设与居民
参与的空间选择，还牵涉到多元参与主体的社区服务的问题，从而影响甚至决定
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路径选择。把城市社区定位在居委会辖区，我认为这比较
符合我国目前的现实状况。第一，我在进行社区调查过程中，居民对社区的理解
主要定位在他们所居住的小区，他们对社区活动的理解主要指他们居住的小区
范围内所开展的活动的内容，也就是居委会所辖的区域内的活动。第二，政府职
能转变、单位制的解体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使原有的由政府和单位承担的社
会职能被剥离并推向社会，沉入社区，社区居委会承担了太多的社会事务，成为
矛盾的焦点。把社区定义为居委会所辖的区域有利于我们认识问题、解决矛盾、

理顺关系，也有利于我们推动社区建设。第三，社区建设的参与主体的具体活动，

包括政府部门、营利组织、非政府组织的服务项目都落地在与居委会所辖的社区这
一微观层面上，通过这一窗口，我们可以看到最基本的社区关系和社区行动。

（二）居民参与

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
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

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可
见，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参与是一种广泛的参与。

在社区发展过程中，公民参与具体地表现为居住在特定社区的居民参加的
各类活动，学者也对它进行了界定。姜晓萍、衡霞认为，居民在社区建设中的角
色为：社区公共决策的参与者；社区公共事务的参与者；社区公共事务的监督
者。① 有的学者认为“城市社区居民参与主要是指居民个体参与社区公共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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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管理，以及公益活动的过程和行为”①。

综合以上观点，结合研究内容，可将居民参与定义为：居民参与是指社区居
民通过一定的途径和形式参与社区事务的决策、管理和监督的过程，它表现为居
民与各利益主体互动中所采取的制度化、合法化的参与方法和策略。

三、国内外城市社区居民参与的研究现状

（一）基础理论

１．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

社会运行论所阐述的是“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

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的思想，是对新中国建立以来不同时期社会运行情
况的概括和总结。它是对我国历史上的治乱兴衰学术传统的继承和开发，也是
对外国社会学两大传统———从马克思开始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传统和从孔德开
始的西方社会学传统的借鉴和吸取。② 追求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思想成
为我们研究社区建设的战略指导思想和理性价值追求。

社会转型论认为中国社会正处在由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转型的过程之
中，是“由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转型的过程，就是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
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型。”③社会转

型论形成了关于中国社会正处在由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转型过程的基本判
断，构成了新型现代化理论的基础，这对于我们研究社区发展在社会转型时期的
特殊地位和作用，正确认识和理解社区建设过程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有重要的指
导意义。

郑杭生教授的社会运行论和社会转型论成为本书重要的基础理论。受其启
发和指引，我在研究城市社区居民参与时，秉承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科学
思想为指导，探讨在社会转型的历史背景下居民参与过程中的个人与个人、个人

·７·第一章　导　　论

①

②

樊卡娅：《试析城市和谐社区建设中居民参与的重要性》，《铜陵职业技术学院学报》２００７年第３
期，第５１－５３页。

③　郑杭生：《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探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３页，第２０２－２０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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