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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natural ecological problems and social risk problems occurred frequently, and community, as the end of the social 
governance	system	in	our	country,	is	not	only	the	first	place	for	crisis	outbreak,	but	also	the	forefront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in	
coping with the social crisis situation. Based on the theory of resilient community governance, this paper analyzes typical cases in 
China and explores the key elements of building resilient communities with TOE framework. The study believes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resilient communities is a systematic project, which requires the joint efforts of multiple parties to carry out continuous planning, 
implementation, evaluation and adjustment through the organic combination of organization, environment and technology, so as to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resilience level of communities and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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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社会视域下韧性社区建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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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自然生态问题和社会风险问题频发，而社区作为中国社会治理体系的末端，在应对社会危机境况时，既是危机爆
发的首要场所，也是应急管理的前沿阵地。论文基于韧性社区治理理论，分析了中国典型案例，并利用TOE框架探讨了建
设韧性社区的关键要素。研究认为，韧性社区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多方共同努力，通过在组织、环境、技术三方面
的有机结合，进行持续的规划、实施、评估与调整，以不断提升社区的韧性水平，实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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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城市化发展，城市集中了大量人口和资源，环境、

技术和社会经济结构不断演变，城市系统运行日益复杂，小

概率事件带来的风险也更加复杂和影响深远。在这样的背景

下，科学、及时、有效地应对风险社会中的挑战，已成为我

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韧性治理理念为社区抵御风险和保障安

全稳定提供了新策略。西方在韧性治理与城市、社区结合的

研究上较为先进，中国在 2020 年疫情防控中，也开始将理

论应用于实践，并在多学科领域发展中国特色的韧性治理理

论与框架。论文基于现有文献，结合中国在韧性社区建设的

优秀案例，利用 TOE 框架分析案例关键要素，旨在为未来

中国韧性社区建设提供参考。

2 理论概述

在学者将“韧性”引入社会科学领域后，并对可持续

发展、国际关系、政府治理等主题进行了跨学科、广泛的研

究后，韧性已经成为全球治理中的一个普遍表达 [1]。韧性治

理策略在国家、城市和社区三个层面得到了全面实施，从而

构建起一个纵向的韧性治理体系。陈涛提出“韧性治理”这

一概念，总结了应急管理系统框架，强调了社区应急管理的

新视角。这种治理方式强调发展主体能力、实现网络参与、

利用开放社会资源以及采用数智治理特点，从而深化了社区

应急管理的理念和实践 [2]。作为一种更加自主、适应性强并

具有变革性的可持续治理方法，韧性治理为社区应急管理的

理念更新和实践扩展提供了全新的观点。

Renschler 及其团队从社区组成的角度出发，建立了一

个 Peoples 社区韧性评估框架，包括人口、环境 / 生态系统、

政府服务、基础设施、社区能力、经济发展和社会文化七个

要素 [3]。赵鹏霞等提出由“物理空间”“组织结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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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经济运行”“信息沟通”“人口”六个方面组成的

韧性社区评估框架 [4]。张伟等人运用扎根理论，构建了在重

大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影响社区韧性的理论模型，并针对提

升社区韧性水平的因素，提出了若干考虑本土实际情况的新

构想，包括社区信息治理能力、居民自我管理能力、志愿服

务参与度以及居民自我适应能力等 [5]。

探究韧性治理在社区发展中的应用，主要集中在国际

社区和自然灾害的研究上，中国韧性治理的研究是在抗疫过

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目前还处于早期阶段。鉴于中西方在

社会结构和治理模式上的独特性，从中国特有的情境出发，

总结中国韧性社区的实践经验，以提炼相关理论，显得尤为

重要。

3 中国韧性社区建设的实践经验

3.1 典型案例——逐渐起步的韧性社区建设
近年来，中国基层社区在数字政府建设的推动下，表

现出强大的协同和风险控制能力。本研究选取了构建韧性风

险治理体系的社区案例：

浙江省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倡导构建“未来社区”，在“人

本化”和“生态化”社区物理空间建设的基础上，通过“数

字化”技术的叠加赋能，创新性地构建了一个集教育、健康、

创业、交通等九大场景于一体的综合系统，该区域社区建设

重点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建立智能健康管理系统，加强全周

期管理；二是实施邻里积分机制，促进基层多元化共同治理。

上海市静安区临汾街道，在推进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

层建设工作中，以实施“社区大脑”建设为重点，通过智能

化手段研判，为在社区实施精准民生工程提供数据支撑。社

区治理通过“神经元”系统实时监测运行状况，促进管理从

被动到主动的转变，提升治理能力，强化韧性治理基础。

北京市各区正在推广的“街巷吹哨，部门报道”机制，

旨在赋予基层治理单位更多权力，对属地管理体制进行调整

和重塑，以实现基层治理组织权责的统一。该机制实现了从

“接诉即办”向“未诉先办”的转变，通过向基层赋予权力

和利用科技手段，以数据的精确性辅助决策过程，促进了数

字治理理念与韧性治理理念在基层社区治理中的深度融合。

南京市建邺区兴隆街道上新河社区推出“一核五维七

驱动”的 157 韧性社区模式，为增强空间韧性，实施社区至

家庭的“云仓储”应急物资模式，强化设施稳定性和物资

保障。制度上，建立三级组织结构和应急预案，创新“网格

+N”功能，设立“应急吹哨人”制度，实现靶向服务与应

急响应。主体韧性通过一核四翼的社区志愿队伍来构建。文

化韧性方面，常态化进行应急宣传和技能培训，建立“1+4

应急联系制度”。技术上，利用数字技术的“应急五卫士”

和“安全盾”，建立“应急预警网”，实现智慧应急的高效

运作。

从以上案例可见，中国关于韧性社区建设已取得一系

列阶段性成果，基层社区在应对风险防范的治理上从各方面

形成了符合区域特色的实践设计，我们可以看到在应对社区

层面频发的多复合风险的情况下，借鉴韧性社区的典型社区

的有益经验对于其他尚未形成韧性治理整体流程的基层社

区治理体系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3.2 韧性社区建设过程中的不足
目前，只有少数大城市在其长期规划中提到了“韧性

治理”。建设韧性社区需要强大的经济技术基础和政府支持。

尽管数字化技术在韧性社区中应用广泛，但社区间数据共享

尚未普及，导致技术应用效率不高。市场化机制在韧性社区

治理中的潜力未被充分利用，社区服务的多元主体难以建立

可持续的运营模式，仅依赖政府投资存在风险。居民参与韧

性社区建设中，老年人和儿童比例较高，年轻人参与度低，

居民对自身利益的强调不利于社区韧性提升，反映出传统社

会结构的特征。个体忽视公共利益会影响社区整体的韧性

培养。

4 韧性社区建设的关键要素

TOE（技术—组织—环境）框架由 Tornatzky 和 Fleischer

提出，将组织因素、外部环境因素、技术因素考虑其中，以

此为基础探索组织对新的技术的应用的接纳程度，以及新技

术能对组织产生多少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和可操作性

（图 1）。目前，该框架已广泛应用于平台管理、政府电子

服务能力、政府数据开发平台等领域 [6]。案例显示，韧性社

区建设反映了基层治理能力与体系的提升，依赖于高效智

能技术的使用和多元主体的互动，以及在灵活组织结构中的

运作。

图 1 韧性社区治理的 TOE 框架图

4.1 技术赋权提升韧性治理能力
随着大数据技术的进步以及数字技术手段的采纳与应

用，技术赋权得以有效推进。技术赋权的核心理念在于，技

术革新不仅推动了社会治理的转型，而且重塑了社会权利结

构，从而对社会主体产生了赋能效应。

在基层社区应对风险危机的韧性治理过程中，技术赋

权体现为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危机治理体系框架内，

依托政法综治、政务服务、网络舆情、网格化管理、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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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分析等现代化数字化网络技术作为支撑 [7]，数字技术拓

宽了信息交流渠道，促进了社区治理的多元化和常态化。它

使权力结构更扁平、均等，权力向民众转移。这增强了民众

的社会参与能力，激发了他们参与治理的热情，推动了公共

危机治理中的共同参与，形成了互动的共同治理模式。这种

模式提升了应对危机的治理能力，增强了整体的韧性。

4.2 组织赋能提升韧性治理能力
随着数字技术在治理体系中的应用不断扩展和深化，

它促进了社会多元主体之间的内外联动与动员，提升了公共

危机管理的组织效能。同时，该技术也实现了将国家权力直

接融入社区的韧性治理领域。政府通过将社区部门、社区社

会组织、居民等纳入治理体系，推动治理主体能力的发展。

传统组织模式下，政府实行垂直管理体系，工作人员面临繁

重工作量和职责不明确的问题。这导致在应对紧急风险时，

难以迅速调整策略和满足居民需求。而在韧性社区治理过程

中，政府在应急管理过程中发挥着元治理的作用，扮演着协

调者以及引导者的角色。自治组织，如社区居委会，不仅支

持基层治理，还参与风险信息搜集、应急响应等。社区内的

第三方机构和个人也积极承担社会责任。这种多元参与增强

了社区活力，体现了韧性治理理念，实现了共同治理和资源

共享。

4.3 环境赋责提升韧性治理能力
环境因素主要涵盖制度环境与资源环境两个方面。众

多文献基于实证研究揭示，制度环境与资本环境对社区治理

的有效性具有正面的关联性。自推行社区制以来，中国社区

工作表现出工作量繁重及人治特征显著的特点，导致社区治

理效率普遍偏低的问题。

而制度环境的建设能够明晰治理主体的权责边界，从

而促进营造良好的社区自治制度环境的形成。社区治理得以

推进离不开人力、物资、资金和文化等多方面的资源支持。

在韧性社区中，治理机构充分调动易于获得的资源，实行常

态化管理，将难以获取的资源纳入社区的发展规划中。在社

区建设过程中，通过设定明确目标，挖掘和培育社区资源，

加强内外部沟通，有效整合内外部资源，方能提升社区韧性

治理能力，确保韧性社区建设具有稳固且持续提供动力的 

基础 [8]。

5 结语

城市作为一个庞大的系统，在持续变化的内外部环境

作用下，其脆弱性日益凸显。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核心之一在

于将韧性治理理念融入治理的基础单元——社区之中。基层

韧性社区的构建，可被视为构建韧性城市的关键路径之一。

随着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它对社会的形态和秩序产

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变革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还

促使治理方式和方法与时俱进，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时代需

求。在这一背景下，学界开始关注韧性治理理论，并试图探

讨其在基层社区实践中的应用。然而，根据目前的研究案例

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关于韧性治理在基层社区中实际应用

的研究仍然相对不足。分析典型韧性社区案例和 TOE 理论

框架显示，数字技术在社区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些案例

证明，数字技术不仅赋能社区整合资源、优化决策、提升效

率，还增强社区适应外界冲击的能力，促进安全、稳定和可

持续发展。技术应用还促使组织结构从刚性向柔性转变。

在这种更为理想的情况下，基层组织能够逐步释放出

韧性治理的能力，从而推动韧性社区的建设进程。这种能力

的释放不仅体现在应对突发事件和挑战时的快速反应和恢

复能力上，还体现在社区在面对长期变化和不确定性时的适

应和学习能力上。通过数字技术的赋能，基层社区能够更好

地拓宽信息交互渠道，增强公众的参与度，形成协同治理网

络，最终实现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和居民的福祉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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