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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国外社区管理大约起源于15世纪，主要经历了社区救助、社区组织和社区发展三个阶段。
根据世界各国社区管理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各国社区管理在逐步走向社会化、制度化、规范化的同
时。
也都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社区管理范式。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后，中国和世界各国都面临着全球重组的挑战。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管理组织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原来由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统包统揽的社
会管理与社会服务职能开始分化并逐渐回归于社会及社区。
社会成员也由原来的“单位人”属性逐渐转变为“社会人”。
社区管理在改革开放后的独特地位、功能及作用也就越发凸显出来。
因此，社区管理的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重视，包括各级领导、专家、学者，都纷纷介入研究，力争
为完善和推动社区管理及发展而探讨出具有中国特点的理论模式。
胡锦涛总书记就曾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会议上，向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特别强调，
“要加强城乡基层自治组织建设，从建设和谐社区人手，使社区在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和质量上发挥服
务作用，在密切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关系上发挥桥梁作用，在维护社会稳定、为群众创造安居乐业
的良好环境上发挥促进作用。
”的确如此，社区作为一种地域性社会，它既是连接社区居民个体与社会的桥梁和纽带，也是微观社
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相应的，社区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与社会发展有着内在的融合性和统一性。
从某个社会角度看，只有通过将整个社会的发展牢固地建立在一个个社区的发展之上，并不断地保持
它们之间的一致性和协调性，整个人类社会才会走向良性且持久的发展之路，这就是我们所要追求的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的，也是当今世界各国所要达成的共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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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们说社会是一个有机体，而社区就是这个有机体社会的细胞。
我们的意思是说，社区就像一只小麻雀那样，“麻雀虽小可五脏俱全”。
它是一个由服务形式或管理过程构成的复合体，其中每个服务形式或管理过程都在与其他的服务形式
或管理过程的互动过程中生存和发展。
对于社区管理层面来讲，扮演其主体角色的是三大方阵，即政府、社会力量和广大居民；而对于社区
居民层面来说，他们所要追求的安居和归属感，则与社区管理和服务的形式及其过程紧密关联。
也就是说，社区管理和服务意味着不是一个简单的生物体的细胞，而是在为整个社会协调发展过程中
起到有机整合的核心作用。
本书在前言部分就提出：正因为“社区管理与服务”具有事关构建和谐社会乃至于达成世界共同目标
的重要性，所以，我们当然要把“社区管理与服务”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作为一门非常重要的学术研究
来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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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社区”一词作为社会学的基本概念，最早是由费孝通先生在翻译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的一本
著作《社区与社会》时，从英文单词“community”翻译过来的，其含义是共同体和亲密的伙伴关系
。
从使用之初直到今天，大家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始终不尽相同，有研究表明，到目前为止已有140多种有
关社区的定义。
在这些定义中：有的从社会群体、社会过程的角度去界定社区；有的从社会系统、社会功能的角度去
界定社区；也有的则是从价值观、生活方式的角度去界定社区；还有人从归属感、认同感及社区参与
的角度来界定社区。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社区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反映出社会学界对这种重要性的关注程度。
同时，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发展阶段，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在不同的文化
背景下，社区总是多元化且不断发展变化着的。
没有一个单一模式的社区，也没有一成不变的社区。
1.1.1社区的概念1.社区的定义最早从社会学角度论述社区问题的是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他在1887年
写了《社区与社会》一书，这是最早有关社区的社会学论著。
他从社会变迁的总体趋势以及社区与社会的区分上分析认为，“社区是一种由同质人口组成的具有价
值观念一致、关系密切、出入相扶、守望相助的富有人情味的社会群体。
在社区中，个人与社会的一致性表现为有共同的价值取向，有亲密无间的关系，有强烈的归属感。
这样的群体产生于对亲属连接的依赖以及血缘关系的延伸，是超乎人们选择的，是自然形成的①。
而“社会”则是指基于理性、契约之上的人类共同体，是通过契约、立法和公众舆论三者而形成的。
社区和社会是有区别的：社区是自生的，而社会是结合的；社区是同质的，而社会则是异质的；社区
是相对封闭的、自给自足的，而社会则是相对开放的、相互依存的；社区往往是单一价值取向的，而
社会则是多元价值取向的；社区是人们感情和身份的重要源泉，而社会则是人们理性和角色的大舞台
。
在滕尼斯那里，“社区”这个概念的本义，是指那些有着相同价值取向、人口同质性较强的社会共同
体。
继滕尼斯之后，又出现了齐美尔、马克斯、韦伯等社区理论研究者，他们都从社会类型学角度对社区
和社会进行了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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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朱国云主编的《社区管理与服务》是“教育部高职高专公共事业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推荐教材”之
一，全书共分9个章节，主要对社区管理与服务知识作了介绍，具体内容包括社区管理及其发展史、
社区管理的内容、社区管理的组织结构、社区的管理模式、社区管理主体的多元化等。
该书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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