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中心工作的架构 

在新的社会时期，小区发展模式创新成为了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议题。

而新型的社会发展模式创新的关键在于以小区为单位进行小区营造──以共同

议事、自律自治为组织方式，通过小区网络关系的互动而产生共识和小区意

识，逐渐改变小区的公共空间形态、经济发展方式以及精神文化面貌。需要强

调的是，成功的小区营造应使每个成员参与到小区事务中，形成小区意识、产

生小区凝聚力，形成集体行动能力，共同创造生活、提升生活质量。 

工作架构如下图所示： 

 

 

 

 

 

 

 

 

 

基于此一认识，本小区研究中心充分利用清华大学实力雄厚的智力平台和

专家资源，将自身定位于搭建一个能够把小区自组织、NGO、学界、政府与公

众等多方力量加以整合、集成的小区营造平台。因此，本研究将面向学界、政

府、社造 NGO、公众四个方面展开小区营造的实务与研究工作。 

面向公众  本研究中心将精选一批台湾地区、日本以及欧美等地小区营造

的成功案例，编辑出版后形成“小区营造案例书系”，以期推广小区营造的理

念，将小区营造的案例与经验成体系的引入大陆，同时在更大范围内为中国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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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营造提供智力支持。 

面向政府  在中国大陆，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小

区发展方面政府承担了大量的社会责任，而管理与服务的效率和水平却比较低

下。鉴于此种现状，本研究中心将联络、支持一批与小区工作相关的政府官

员，赴台进行小区营造参访与培训，旨在转变政府在小区工作方面的思维，引

介小区营造理念与实务经验，从而为推动小区营造与小区自治提供制度空间和

政治保障。 

面向学界和决策层  本研究中心将在全国范围内代表性地选取若干城市/乡

村小区的小区营造实践点进行长期跟踪调研，以总结、提炼本土小区营造的成

功模式，同时进行居民的自组织机制研究和小区意识（社会记忆）形成研究，

以期为凝聚小区意识、形成小区集体行动能力、小区自组织的培育提供经验与

理论指导。同时，将学术导向的研究与政策导向的研究范式结合起来，基于相

关社造研究成果形成政策建议，为政府在小区发展方面提供政策参考。 

面向社造 NGO  本研究中心将建立“小区营造研究网上平台”，此一网络

平台将为促进社造 NGO 的交流、引入社会资源、激发社会创新、交流小区营

造研究经验等提供一个便利的空间，并推广成功小区营造经验、宣传小区营造

理念，也将集合更广大的研究力量进行小区营造模式及小区自组织机制研究，

以推动本土小区营造实践与理论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