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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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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行动一信任一合作的内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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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信任一合作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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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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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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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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行动一信任一合作的内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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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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