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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正式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
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改革的深化，企业已经不再承担对职工的社会支持、
社会福利及社会控制责任。
由此，计划经济时代及改革开放初期实行的单位化社会体制正式走向终结，城乡居民的“单位人”属
性愈益呈现去组织化、碎片化及原子化的个人特征。
正是这一经济与社会转型的背景，赋予了我国开展社区建设的历史动力，决定了我国开始依托社区平
台建构新的基层社会治理体制和治理方式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自组织是社区乃至社会系统存在和发展的内在机制。
而社区自组织不仅是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和目标之一，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要求
。
可以说，社区自组织的发育和发展状况及其能力的高低程度，构成了居民社区参与和社区认同的重要
指标，也是评价社区治理的重要尺度。
在我国的社区建设中，如何发挥社区自组织机制的作用，增强社区自组织能力，从而实现政府“他组
织”与“社区自组织”的良性互动和有机对接，不仅是决策层和实际工作者面对的现实问题，也成为
近年来我国学界关注的前沿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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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国内第一部研究社区自组织能力的学术著作。
全书分上、下两篇。
上篇提出了“社区自组织能力”的概念并给予界定，在回顾分析社区自组织发展历程的基础上阐释了
社区自组织建设的现代意义，设计了测量和评价社区自组织能力的指标体系，并从社区资源整合、社
区服务和社区照顾、居民参与、社区文化、社区教育和社区矫正、社区调解、社区精英、社会工作、
体制和政策法律环境等方面对城市社区自组织能力建设的路径作了深入系统的考察。
下篇为关于社区自组织能力发展的系列个案调研报告。
六个调研报告相互关联，从各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尤其是东部城市社区自组织能力发展的实际状况，为
深入研究社区自组织问题提供了丰富具体的学术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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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贵华，1957年生，哲学硕士，教授，现任集美大学政法学院院长、“集美大学社区建设与社会发展
研究中心”主任。
近年来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发展理论、社会工作、社区建设。
先后在《马克思主义研究》、《教学研究》、《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60
佘篇。
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1项，主持省、市级课题近10项，多项成果获省、市级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
主讲的“社区工作”为福建省省级精品课程。
2004年被授予福建省“师德先进个人”称号，2007年获集美大学教学名师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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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篇 理论与对策  引言  第一章 自组织与社区共同体的自组织    一 自组织及自组织理论的方法论意义    
二 社会生活领域的自组织    三 社区共同体的自组织  第二章 社区自组织的发展历程及其在当代中国的
意义    一 世界范围内社区自组织的发展历程及其作用    二 我国社区自组织的发展历程    三 社区自组织
对当代中国社区建设和社会建设的意义  第三章 社区自组织能力及其测量评价指标    一 “社区自组织
能力”的测量和评价    二 社区自组织能力指标体系的基本结构和内容  第四章 社区自组织视域下的平
等协商机制    一 社区成员平等协商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二 优化社区成员的平等协商机制，提升社区自
组织能力  第五章 社区自组织视域下的资源整合及其能力建设    一 社区资源及其种类    二 社区共同体
资源整合及其能力提升的意义    三 社区共同体资源整合能力建设的若干建议  第六章 社区服务、社区
照顾与社区自组织能力建设    一 社区服务及其在社区自组织能力建设中的作用    二 社区照顾及其在社
区自组织能力建设中的作用    三 进一步发展社区服务和社区照顾的对策思考  第七章 居民参与与社区
自组织能力建设    一 研究视角和分析框架    二 居民社区参与的自组织视角分析    三 实现居民社区参与
方式转换提升是社区自组织能力的路径  第八章 社区文化与社区自组织能力建设    一 社区文化及其发
展前景    二 社区文化是社区自组织机制发挥作用不可或缺的条件    三 从社区文化建设入手提升社区自
组织能力的若干思考  第九章 社区教育、社区矫正与社区自组织的能力建设    一 社区教育及其在社区
自组织能力建设中的作用    二 作为特殊性社区教育的社区矫正    三 社区自组织能力建设视域下进一步
发展社区教育的若干思考  第十章 社区调解与社区自组织能力建设    一 社区调解制度的现状及问题    
二 社区自组织视域下的社区调解    三 完善社区调解的思路与对策  第十一章 城市社区精英与城市社区
自组织能力建设    一 社区精英的涵义和城市社区精英素质    二 城市社区精英在社区自组织能力建设中
的作用    三 发挥社区精英作用需要处理好的若干重要关系  第十二章 社会工作与社区自组织能力建设   
一 社会工作是社区自组织能力建设的积极力量    二 中国大陆社会工作在社区自组织能力建设中应发挥
的作用    三 提升社区自组织能力的社会工作策略思考  第十三章 社区自组织能力建设的体制、政策法
律环境    一 社区自组织能力视域下的社区管理体制之检视    二 以理顺政府与社区的关系为关键，拓展
社区自组织能力的体制空间    三 以居民自治为着力点，拓展社区自组织能力的政策法律空间下篇：专
题调研报告  引言  调研报告一 提升社区自组织能力，壮大社区志愿者队伍——厦门市金山社区志愿者
协会自组织能力建设调查研究    一 个案介绍——金山社区志愿者协会的创立、发展过程    二 金山社区
志愿者协会的自组织能力建设及举措    三 金山社区志愿者协会自组织能力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四 
总结  调研报告二 物业纠纷与业主自组织能力的培养和建设——以福州市鼓楼区为个案    一 一桩物业
纠纷事件引发的思考    二 物业纠纷发生的主要原因    三 业主自组织能力的发展现状    四 培养和提升业
主自组织能力的若干建议  调研报告三 社区民间组织自组织能力发育个案调研——以苏州市沧浪区友
新街道“幸福联盟”为个案    一 “幸福联盟”的创立及政府的定位    二 “幸福联盟”的发展现状及自
组织探索    三 “幸福联盟”自组织发育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四 “幸福联盟”自组织能力建设的若干建
议  调研报告四 发展睦邻关系，构建邻里自组织网络——厦门市社区邻里关系调查研究    一 城市社区
邻里关系现状描述    二 城市社区邻里关系弱化的原因分析    三 发展睦邻关系、构建城市邻里自组织网
络的对策建议    四 结论  调研报告五 推进社区资源整合，重在自组织能力建设——上海大宁路街道社
区资源整合调查研究    一 上海大宁路街道社区概况及开展资源整合的背景    二 大宁路街道社区推进资
源整合的举措    三 大宁路街道社区推进资源整合的成效    四 存在的问题    五 总结与讨论  调研报告六 
加强政府他组织与社区自组织的有效对接，完善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厦门市企业退休人
员的社会化管理服务调查研究    一 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的缘起和工作内容    二 厦门市企业退
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工作的成绩及面临的问题    三 进一步完善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的对策
建议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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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社区教育相对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而言，有其显著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社区性。
社区教育的社区性是就社区教育的范围和对象而言的。
一方面，社区教育的范围是特定社区，是由特定社区的社区组织、社区成员、社区工作者组织实施的
；另一方面，社区教育的对象一般来说限于特定社区的成员或居民。
（2）全方位。
从社区教育的内容和受众上考察，社区教育具有全方位性。
社区教育的内容与社区成员的需求和社区发展关系密切，社区生活中需要解决什么问题，社区教育即
可有针对性地开展。
成员需求和社会需求的多样性决定了社区教育内容的多样性，具体包括涉及家庭生活的健康教育、生
活品质教育、社会道德教育，也包括技能性教育；社区教育的受众没有固定的人群，社区成员的复杂
性决定了社区教育要面向不同年龄、行业、职业和文化背景、家庭背景的人，社区教育应满足全体社
区成员的教育需求。
（3）全过程。
从社区教育的历时性和社区居民个体的需求出发，社区教育是全过程的教育。
社区对教育需求作出反应，教育也对社区需求作出反应，社区教育作为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补充，
贯穿人生的各个阶段；社区教育的重点教育对象是青少年，但从婴幼儿期到老年期，不同发展阶段的
居民受教育需求都能够在社区教育平台上得到满足。
（4）社会化。
“人的社会化最外围的具体环境设置是社区。
”①社区教育负有传递伦理道德和行为规范、教授科学文化知识、培养社会生活经验和技能等方面的
任务，是居民社会化和再社会化的重要途径，居民在社区中学，为社区而学，与社区共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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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在我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城市社区自组织能力研究”（项目批准号为
：06BSH046）成果的基础上修改完成的。
项目结项时的成果形式为系列论文和系列研究报告，其中的一些阶段性成果已在《复旦学报》、《社
会科学》、《上海大学学报》、《东南学术》、《科学社会主义》等国内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有的
还被《新华文摘》等刊物摘编或转载。
此次整理成书时，考虑到著作结构的整体性和连贯性，我又对结项成果作了调整和充实，部分内容进
行了改写。
同时，为了便于读者把握本书的梗概及逻辑理路，在上、下两篇的开头分别加了一个简短的引言。
本书上篇为理论和对策研究，各章作者分别为：第一章，杨贵华；第二章，杨贵华、王瑞华；第三章
，杨贵华；第四章，杨贵华、邹文通；第五章，杨贵华；第六章，杨贵华；第七章，杨贵华；第八章
，杨贵华；第九章，杨贵华、巨东红；第十章，邓玮、杨贵华；第十一章，杨贵华、肖日葵；第十二
章，杨贵华、王瑞华；第十三章，杨贵华。
下篇为专题调研报告，作者分别为：报告一，张友琴、肖日葵、杨贵华；报告二，杨贵华、林歆；报
告三，杨贵华、林娟；报告四，杨贵华、钟爱萍；报告五，郭荣茂、杨贵华；报告六，杨贵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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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自组织:社区能力建设的新视域:城市社区自组织能力研究》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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