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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坛秘书处    2012-08-06 

2012年7月15日，经过数月的紧张筹备，由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社区信息化研究中心组织，以“社区建设与

基层社会管理创新”为主题的第三届社区论坛，在宁夏银川中国社会学年会上顺利召开。本届论坛共收到论文44
篇，大大超过往届。论坛举办方在前期组织专家对论文进行评阅，遴选出优秀论文在论坛上发言，入选论文集的

论文也达到30篇，并向社会学年会专家组推荐参评三篇。 

本届论坛的突出特点，在于提供了一个社区研究者参与、交流、合作、提高的学术平台，在社区研究者之间

建立了一种良好的对话、交流机制。此外，论坛组织者提出了开展合作研究的具体提议，如合作开展社区变迁集

体口述史研究；建立地方社科院与中国社科院联合调研机制，开通中国社科院要报的上报机制；在恰当的时机召

开专题性的社区专题研讨会等等。这些合作提议受到与会者积极的响应。会议前后一些学者就与举办方建立联

系，希望未来能够开展合作研究。大家都希望由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牵头，将全国社区研究的力量集合起来，加

强交流，深入开展合作研究，共同提高社区研究的学术水平和对社会实践的影响力。 

 

本届论坛聚焦于社区建设，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在论坛交流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王颖以社区现实为

出发点，介绍了中国社科院“社区建设与基层社会管理创新”工程项目组的人员构成，研究的方向和领域，在调

研中发现的真问题，比如社区普遍的被“弃管”现象，基层社会组织的断裂，提出重新建构以“居住小区”为核

心的基层社会组织体系。项目组的研究发现获得了与会者的普遍认同。项目组提出社区变迁口述史的研究方向和

合作研究的建议，引发学者的共鸣。发言学者密切结合地方实践，对社区参与的现状与未来进行思考，提出应对

新形势下的社区进行再定义，特别是结合中国实际，对社区的相关概念与理论进行讨论，也希望就些问题展开专

题研讨。 

 

论坛上的一些有新意的观点，也引起了与会学者的争论。杨富强介绍了乌鲁木齐社区管理的经验，强调政府

在其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提出社区治理不应仅限于居民的自我治理，而要走“亦官亦民”的道路，但论文更加

强调“官”的一面，对如何实现“民”缺乏论述，也存在民族地区社区建设的特殊性。吴晶认为，重视社区建设

但不能寄与过高的期望，不能搞“全能社区”，而应认同“有限社区”的新理念。与会者交流了各地社区建设的

经验，并从详细的调查资料中力图发现解决当前社区问题的方法，这包括了成都市社区福利服务状况调查、南昌

“城中村”调查、杭州市下城区“社区志愿服务项目超市”调查、保定市老年人状况调查等。这些调查材料丰

富，体现了各地在基层社会管理的创新之举。在理论研究层面，郑中玉提出针对中国本土的多元化社区问题，强

调在进行社区研究时要考虑其结构与变迁，加强社区分类研究工作。陆自荣则从农民工城市融合测度的角度，提

出了社区融合连续统的概念，形成了一套指标体系。孙炳耀利用口述史研究的方法，从土地、居民、生活、心理

等角度提出了动态的社区异质化概念，并对其干预策论进行了讨论。宋煜从历史纬度研究了社区信息化建设与发

展过程中不同的政治与社会背景，归纳总结了各地在社会管理创新实践中积累的信息化建设成果，指出社区信息

化作为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一环，其所发挥地作用不可忽视，在新的语境下内涵更为丰富，也具有其特有的

发展倾向。 

在论坛学术讨论过程中，大家对社区参与主体、日常生活管理、社区社会组织、社区志愿服务等都进行了热

烈讨论。田翠琴提出了“日常生活管理是否属于社会管理”的问题，令与会者激烈讨论，并对公共空间与私人空

间的基本概念、主体、责任进行了分析。刘蕾从实际案例出发，对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历程、问题与对策进行了

介绍。这又引发大家对目前社会组织发展中政府所发挥作用的讨论，与会专家还介绍了成都、广州、北京等多地

对社会组织建设的支持，使大家受益匪浅。 

在论坛结束前的总结与讨论过程中，与会学者对此次会议给予了很高评价，希望“社区建设与基层社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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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课题研究团队能够积极发表研究成果，发挥研究中心的领导作用，带动国内社区研究领域的大交流和大讨

论。与会专家建议，课题组应加强与地方院校、学术机构合作，共同开展包括社区变迁口述史在内的社区前沿研

究，定期召开小规模、分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在适当的时机建立中国社会学会社区研究专业委员会，将国内外社

区研究的成果结集出版，扩大社区研究成果的影响力。会议在大家热烈的讨论中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