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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munity governance is the basis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social work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innovate 
community governance. In this study, the innovation and practice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work 
are studied and analyzed. Firstly, the concepts of social work, community and community governance are defined and clarified. On 
this basis, the paper analyzes the difficulties of social work participation in community governance, including the fragmentation of 
service activities, the low enthusiasm of residents, the unsatisfactory effect of multiple coordination, the difficulty in raising funds, 
and the shortage of professional talents. On this basis, the following innovative practical measures are put forward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professionalism of social work: Using professional methods to assess the needs of community residents; Carry out community 
education to enhance residents’ awareness and ability to participate; Improve the multiple coordination mechanism based on the 
common interests of the community; Smooth settlement of community resources to promote resource integration; Pay atten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talents, and promote the professional landing and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wor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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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视角下的社区治理创新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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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社会工作是创新社区治理的重要措施。本次研究中就社会工作视角下的社区治理创新与
实践进行研究和分析。首先就社会工作、社区以及社区治理概念进行界定和明确。在此基础上就社会工作参与社区治理存
在的困境进行分析，包括了服务活动碎片化，居民主体积极性不高，多元协调效果未达预期，资金筹措困难、专业人才短
缺等问题。在此基础上，发挥社会工作专业性，提出了如下创新实践措施：运用专业方法评估社区居民需求；开展社区教
育，提升居民参与意识和能力；完善基于社区共同利益的多元协调机制；畅通社区资源入驻，促进资源整合；注重人才发
展，促进社会工作者专业落地与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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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社区是社会组成的最小单元，社会治理的重心在基层，

基层工作重心在社区治理 [1]。社会工作是以社会实践为基础

的专业，社会工作参与社区治理取得了显著成效，发挥桥梁

纽带作用，连接政府、社会组织、社区和居民，实现多方协同；

发挥专业技能，评估居民需要，满足居民多样化需求。但是

社会工作参与社区治理还存在较多问题，社会工作如何高质

量参与社区治理是当下关注的重点。为此，需进一步梳理社

会工作参与基层社区治理问题，重新思考，探究措施和路径，

为下一步实践提供指导。

2 概念界定

2.1 社会工作
社会工作是秉持利他主义价值观，以科学知识为基础，

运用专业方法和技能，整合社会资源，协调社会关系，预防

社会问题，帮助他人、家庭、群体、组织和社区解决社会问

题，促进社会和谐和发展的职业活动 [2]。社会工作核心是利

他主义，社会工作不仅关注个体困境和需求，还关注社会系

统的稳定与发展。社会工作的本质是专业社会工作者凭借心

理学、社会学、教育学等专业知识，深入了解服务对象需求，

剖析困境根源，合理配置资源，解决矛盾，促进社会良性

运行。

2.2 社区与社区治理
“社区”这一概念最早由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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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提出，最早由费孝通从英文翻译而来 [3]。“社区”指的是

一定地域范围，人们在地缘基础上结成的互助合作群体，是

人们经过实践逐步建立起来的社会网格和社会组织形式。社

区是社会治理的最小单元，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

部分，但是其不同于政府行政管理，社区治理指的是政府单

位、社会力量特别是社区居民多方参与，协商合作、协同共

建、共同解决社区问题，促进社区和谐和秩序的过程。

3 社会工作参与社区治理存在的困境分析

3.1 社区服务活动碎片化
社会工作通过直接服务介入居民来参与社区治理，常

见包括了定制服务、拓展服务、关爱特殊群体等，如根据社

区特点和居民需求，设计多样化的服务活动，为不同群体量

身定制服务项目，例如，针对老年人设立健康义诊、健康讲

座服务；针对儿童青少年开展课业辅导、兴趣班；针对居民

组织节庆、文化融合活动等。但是在服务实施和项目运作整

体效果不佳，碎片化问题突出。首先是过分关注项目指标达

成导致碎片化，社会工作人员将项目指标作为服务重点，过

分关注数据，开展了多少场主题培训，孵化了多少社会组织，

链接了多少资源等。以指标为导向开展社会服务，导致社会

工作者在介入社区治理时只关注目标达成，不能从整体上理

解项目和社区治理。其次是治理资源、结构的碎片化，社会

工作参与社区治理发挥着桥梁纽带作用，但是社区治理为多

元主体，各主体之间缺乏统筹配合，权责不匹配，难以达成

一致和实现互补，导致活动的碎片化。

3.2 居民参与积极性不高
组织孵化是社会工作参与社区治理的重要方式，社会

工作参与社区治理通过孵化文娱类、互助类、经济类社会组

织，调动居民积极参与社区治理，发挥组织合力、资源合力、

人才合力，促进社区问题的解决。但是当前孵化组织模式僵

化、社区居民参与性不高等问题普遍存在。当前孵化组织管

理过分依赖社区，推广自身服务、拓展资源以及寻找合作伙

伴方面存在积极性不足，导致孵化组织资源有限、组织自身

知名度不高。社区居民对社会工作孵化组织了解认知有限，

影响了居民参与积极性。社区治理过程中，居民参与积极性

是有差异的，从被动参与到居民提意见、再到居民独立行动，

居民积极性逐步提升，但当前居民还多处于被动参与阶段。

社会工作参与社区治理创新重点还需发动居民，激发居民主

体意识。

3.3 多元协调成果未达预期
矛盾纠纷协调是社区治理工作的重点和难点，社会工

作通过搭建多元协调平台，整合多方资源实现矛盾化解和消

除 [4]。社会工作参与社区治理，搭建多元协调平台，成立物

业公司党支部、组建小区业主委员会、建立爱心志愿服务队

伍等，共同协商，解决居民难题，为小区发展赋能。但是多

元协调成效不符合预期，尚未建立长效、协调、有效机制，

多方合作需社区持续推动。分析原因，一是多元主体间未形

成自动运转的合作机制，资源未完全整合，权责不明，存在

着相互推诿情况；二是对多元主体缺乏有效约束机制，例如

企业经营过程中违反相关规定，如噪音扰民、环境污染等行

为，没有受到足够的惩罚，导致类似问题反复出现，影响社

区多元协调机制的效果；三是缺乏有效激励机制，多方主体

参与性不高，居民参与社区志愿服务、提出建设性意见等行

为未得到应有的奖励，长久以来，降低了居民参与积极性。

3.4 资金筹措困难，专业人才短缺
资金和人才是社会工作介入、推动社区治理创新的基

础 [5]。当前社会工作参与社区治理存在着资金筹措困难、专

业人才短缺等问题。资金困难阻碍了社会服务的开展，当前

社区治理资源主要依赖于财政拨款，来源单一。爱心企业捐

赠等资金、物资来源不稳定，资金较少。资金短缺严重影响

社会工作服务项目的深度和规模。专业人才短缺，社会工作

专业在我国发展时间相对较短，公众对社会工作专业认知不

高，专业人才不足，制约了社会工作在社区治理中作用的充

分发挥。

4 社会工作推动社区治理创新实践路径

4.1 运用专业方法评估社区居民需求
社区分析是社区工作开展的前提条件和步骤，社会工

作通过专业方法了解社区和服务对象，为精准服务奠定基

础。社会工作人员可运用问卷调查法、访谈法、观察法以及

社区研讨会法等多种方法评估居民需求，在此基础上制定服

务方案，提升服务的精准性。社会工作人员和社区工作者协

同入户，与居民面对面交流，快速掌握社区情况，了解居民。

在了解居民过程中，与社区居民建立友好信任关系。走访居

民、面对面交流，了解居民特长、生活需求、居民对孵化社

会组织的意见，便于社会服务的开展，也为多方协同社区治

理奠定基础。社会工作者根据调查结果，编制社区调查报告

和居民需求评估报告，细化服务对象、服务范围以及服务内

容等。社会工作者参与，协同社区工作者对社区资源进行评

估、整理，如对社区医疗资源、社会组织资源、公益慈善资

源等进行梳理，共同制定项目实施方案以及项目风险控制应

急方案 [6]。

4.2 开展社区教育，提升居民参与意识和能力
社会工作发挥专业知识、方法优势，开展社区教育，

提高居民参与社区治理意识和能力。发挥专业知识优势，向

社区居民普及社区治理知识，明确居民在社区治理中的角

色定位与权力，例如举办“社区治理大讲堂”，结合理论知

识、社区工作实际案例等提高居民认识。开展兴趣技能培养

课程，营造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良好氛围，评估居民需求，

以居民需求为出发点，开展各类兴趣技能课程，如为老年人

开设书法、绘画、智能手机使用课程，帮助他们丰富生活、

跟上时代步伐。搭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平台，建立社区议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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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制度，如建设“睦邻议事厅”、“社区议事会”等，制定

居民议事规则、确定议事流程，引导居民学习议事规则、掌

握沟通技巧，参与社区议事协商。就议事协商进度、落实情

况及时向居民反馈，让居民切实感受到参与社区治理成效。

4.3 完善基于社区共同利益的多元协调机制
社区治理具有多元主体参与特点，社区居民会、居民、

物业……多方利益诉求不同。社会工作参与，以“共同利益”

为出发点，建立多元协调机制。绘制“社区画像”，提高多

元主体对社区共同利益的认同，引导多元主体描绘理想中的

“社区画像”，在此过程中引导多元主体对社区未来产生共

同认知。建立长效稳定的议事平台和机制，社区事务处理中，

养成多元主体自主协商、跟进的良好习惯，例如山东省潍坊

市社区构建起“日常事楼栋议、焦点事小区议、综合事社区

议、专业事街道议”的四事四议机制，充分发挥社区律师、

医生等“社区能人”的作用。

4.4 畅通社区资源入驻，促进资源整合
社会工作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畅通社区资源入驻，促

进资源整合。以社区为中心点，发挥社会工作者专业理论优

势，整合资源、盘活资源。建立社区资源对接平台，利用互

联网技术搭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社区资源对接平台，便于多

方资源主体入驻 [7]。主动与政府部门、事业单位、辖区企业

建立联系，政府部门到社区“双报到”，整合政府资源，为

企业提供便利，吸进企业为社区提供物资捐赠、技术支持等

资源。例如开展居民便民服务，将公益慈善资源与便民服务

进行融合，开展“便民公益市集”，为居民提供义诊、义剪

等服务，同时邀请爱心企业提供“惠民购物”，在便利居民

的同时实现企业的营销推广。

4.5 注重人才发展，促进社会工作者专业落地与转化
注重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发展，推动社会工作助力社区

治理创新。当前我国对社会工作专业的认知度偏低，专业报

考人数少；社会工作高校毕业生毕业后直接参与社会工作比

例低等导致了社会专业人才的不足。促进社会工作专业人才

的落地和转化势在必行，需多方参与。强化专业教育与培训

体系，优化高校课程体系，开展持续专业培训，针对已经进

入社会工作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定期邀请行内专家、资深

社会工作者进行授课。建立健全职业发展机制，政府需为社

会工作专业毕业生提供就业保障，如当前浙江省宁波市为专

职社工打造了“四岗十一级”薪酬体系，以“基本薪酬、考

核薪酬、激励奖励”综合配置社工薪酬，建立社工晋升机制。

政府需进一步强化措施，确保社工工作的稳定性，提升社会

工作的吸引力。促进专业实践与研究相结合，引导社会工作

者在日常工作中注重实践经验的总结，建立社会工作者分享

机制，交流学习、相互促进 [8]。

5 总结

社会工作凭借其专业理念、方法和技巧参与社会工作，

创新社区治理实践，为社会和谐发挥了重要力量。但是当前

社会工作推动社区治理创新还存在着诸多困境和阻碍，包括

了资金不足、人才短缺、居民积极性不高、合作机制未有效

建立等。在我国基层社区治理水平提升的重要阶段，专业社

会工作在社区治理中承担重要角色已经成为发展趋势。在社

区治理创新过程中，还需多方主体参与，政府部门、一线社

会工作者和相关研究人员，还需发挥专业理念、方法优势，

完善社会工作理论，创新社区治理实践，提高社区治理专业

化水平，促进社区治理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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