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1 已出版书籍 

2.1.1 《社区营造及社区规划工作手册》 

 

1、内容简介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社会治理取代社会管理，唤起基层活力的需求与日俱

增，各地开始出现社区治理的创新政策、创新模式以及典型案例。本手册以自

组织过程理论和治理理论为理论指导，运用社区营造及社区规划的理念，根据

先试先行地区的经验，通过参与式规划、培训体系搭建、社区自组织孵化培育

及评估等流程，总结出进入社区开展社区营造及社区规划的一整套具体的实务

操作方法，并将其提炼成为更具普适性的工作手册，为社区营造的初学者、有

兴趣从事社区营造工作的入门者以及社区营造的实务操作者提供可借鉴的方

法。通常来讲，参与社区营造及社区规划的相关方包括乡镇街道及社区两委一

站、专业社造组织、社区社会（自）组织、房地产企业、物业，不同主体所需

的工作内容各有差异，因此本书通过理论指导并结合实务操作经验，详细介绍

每一步工作的操作流程，以期更具可读性和广泛性，令专注做事儿的伙伴更为

专业。 

本书从我国的政策解读开始，介绍开展社区营造及社区规划工作的政策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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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而后从理论概述出发，介绍了何为社区、何为社区营造、何为社区规划，

以及相关历史沿革背景与相关方代表，在阐述对于社区营造及社区规划具有理

论指导意义的自组织理论和自组织理论之后，进入到实务操作部分。 

在实务操作部分的八个大章中，第一章介绍了在社区营造及社区规划的过

程中最主要的实施主体，即支持性社会组织的概况。第二章从操作方法上展示

了参与式规划在社区营造及社区规划中的重要作用和具体操作方法。第三章介

绍培训体系的搭建，对于工作的开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第四章从社区资源

入手，逐步建立参与体系，调动社区内生力量参与到社区营造及社区规划工作

中来。第五章和第六章分别介绍了社区自组织孵化、培育及评估的方法，也是

本书极为重要的部分，结合了理论、理念、方法等众多要素，提炼出一套培育

组织的专业操作方法。第七章介绍了几款在社区工作中极为常用的实操工具，

第八章展示了几个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社区自组织产品，以期通过案例的方式

体现出社区自组织活力的重要性。在文后的附录中则介绍了若干政策文件及相

关书籍，供伙伴们参考借鉴。 

2、作者简介 

社区营造/社区规划撰写小组（注：作者不分排名先后顺序，按姓氏排列） 

蓝煜昕：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教授，清华大学博士。 

李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兼任清华大学民生经济研究院院长、清华

大学全球共同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清华大学老龄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清华

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著有《多元城镇化与中国发展》、《社会分层十

讲》、《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当代中国社会分层：测量与分析》、

《城市化进程中的重大社会问题及其对策研究》、《中国水问题：水资源与水

管理的社会学研究》、《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中国大陆的贫富差

别》等。 

梁肖月：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社会工作师，清华大学社科学院信义

社区营造研究中心秘书长，北京市西城区群学社区服务中心法定代表人。曾就

职于恩派非营利组织发展中心，具有多年社区和社会组织从业经验。主要研究

领域社区营造、社区自组织、组织培育，合著有《社区营造的理论、流程及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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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刘飞：爱有戏社区文化发展中心创始人、主任，民政部首批全国专业社会

工作领军人才，社工师、会计师。成都市人大代表，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常务

理事，成都市锦江区社会组织联合会副会长，西南民族大学社工专业客座教

师，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客座专家，民政部民间组织服务中心全国社会组织

教育培训师资库授课教师。 

刘佳燕：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城市规划中的社会规划

与研究；社区规划与住房政策；城市发展战略研究。 

罗家德：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社

会学博士，清华大学社科学院信义社区营造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社会网络

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学会社会网暨社会资本研究专业委员会创会主席。研

究专长为社会网理论、大数据分析、社会治理与社区干预式观察研究。 

孙瑜：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博士后研究员，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博士。 

吴楠：南京互助社区发展中心理事长，毕业于东南大学建筑系，2008 年汶

川地震，参与了应灾后安置的援建。参与了 2009 年起进入社区发展及营造领

域，致力于社区参与互助的研究和倡导，对社区工作有丰富的经验，指导孵化

100 余个社会组织，曾获得江苏省十佳青年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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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睦邻·自治·社区治理-上海嘉定区案例集》 

 

1、内容简介 

本书按照自组织理论的架构，呈现了上海嘉定区诸多社区的社区营造案

例，展现了在不同条件下社区自组织的成长过程。各个社区的自组织中的能

人、小团体结构、认同、规范（正式规则、非正式规范）、治理机制等要素在

自组织过程中扮演不同的角色，推动或限制了自组织的成长，使社区组织呈现

了不同的方向。这些不同样态的自组织在发展过程中和社区营造实践中，逐渐

形成了具有嘉定特色的“协商式社区治理”模式，为全国其他地区的社区营造

工作提供了宝贵经验。 

2、作者简介 

曾凡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在读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组织社会学，长期

从事社区营造与社区治理研究，并参与社区营造的实务工作。 

赖敬予，公共管理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社区治理与城镇化。现任清华

大学信义社区营造研究中心项目执行人，长期从事大栅栏地区社区营造实务工

作。 

3、负责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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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定区社会建设科、清华信义社区营造研究中心、信义公益基金会联合团

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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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协商自治•社区治理——学者参与与社区实验的案例》 

 

1、内容简介 

本书通过为全国各地各大研究机构中有关社区治理的实践并研究的学者提

供一个智识平台，希望参与及观察社区实验的学者一同研讨基层社会治理实

践，分析社区治理实践的过程与机制，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当前实际的社区治

理和社区发展之路，以期对基层社会治理实践开展积极有益的社会学干预，验

证干预社会学在当前中国社区实践中的效力。 

2、作者简介 

李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兼任清华大学民生经济研究院院长、清华

大学全球共同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清华大学老龄社会研究中心主任。著有

《多元城镇化与中国发展》、《社会分层十讲》、《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

层》、《当代中国社会分层：测量与分析》、《城市化进程中的重大社会问题

及其对策研究》、《中国水问题：水资源与水管理的社会学研究》、《当代中

国社会分层与流动》、《中国大陆的贫富差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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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社区 X 营造——政策规划与理论实践》 

 

1、书籍简介 

本书是理解台湾社区营造全面发展过程的上好媒介，从中可以看到社区营

造政策的规划与执行、理论的建构与实践过程。作者多是台湾从事社区营造的

翘楚，他们或通过多元理论探究台湾的社造政策，或谈城乡社造运作经验，或

展现台湾各政府部门与企业实践社区营造理念的路径。这些文章透过不同的角

度观察与解析台湾社区营造的推动历程,尤其是社区营造如何在政治、经济、教

育、文化、产业等不同的领域中被认知、被理解，进而被实践的，以此引领读

者对于社区营造有全新和立体的认识。同时，同时对于大陆的社区治理具有重

要的借鉴意义。 

2、作者介绍 

王本壮，台湾政治大学地政学系哲学博士、美国得州大学奥斯汀校区建筑

都市设计硕士、中原大学建筑系建筑学士。专长于社区环境空间规划设计、环

境行为学研究、社区营造、文化创意产业等。曾主编《社区终身学习体系的政

策、理论与实务》，合著《社区营造研习教材－入门功夫篇》《落地生根：台

湾社区营造的理论与实践》《开枝散叶：台湾社区营造的捕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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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社区营造的理论、流程与案例》 

 

1、书籍简介 

本书通过提炼社区营造实务操作流程，结合社会治理及自组织运行机制等

理论，从本土案例入手，分析总结在社区营造过程中的五大操作流程、自组织

过程、切入社区营造的五十个方法以及政府与两个协商平台如何建立互动机制

等内容，力图为社区营造实务工作者提供操作过程指引。通过对行政组织的社

造化、社会组织的社造化、社区组织的社造化三方面改变，终促使人的理念及

行为发生变化。 

2、作者介绍 

罗家德，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

校社会学博士。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信义社区营造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

社会网络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学会社会网暨社会资本研究专业委员会创会

主席。研究专长为社会网理论、大数据分析、社会治理与社区干预式观察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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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肖月，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信义社区营造

研究中心秘书长，北京市西城区群学社区服务中心法定代表人，社会工作师，

曾就职于恩派非营利组织发展中心，具有七年社区和社会组织从业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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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谈谈社区营造（上）》 

 

 

1、书籍简介 

本书力求在有限的篇幅中深入地展现陪伴台湾社区营造一路成长的一批关

键人物以及他们理解中的“营造”，书中选取了 9 位台湾各个领域的社区营造

代表人物的访谈对话录，展现他们不同的立场、不同的社会角色、不同的营造

方式等诸多差异性中，有着怎样同质的关怀与追求？人始终是贯穿于事件中才

可以显示实践的魅力，因此，在与这些人对话的过程中，将呈现出一个又一个

精彩或遗憾的社区营造故事。 

2、作者介绍 

朱蔚怡，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硕士，信义社区营造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侯新渠，笔名夏莉莉，夏寂书苑创办人，社区营造实践者，都江堰市作家

协会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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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云村重建纪事：一次社区自组织实验的田野记录》 

 

1、书籍简介 

本书研究的主旨是社区中的自组织。通过观察民间如何与政府合作从事灾

后乡村的社区重建过程，确定一个乡村社区能否发挥自身的力量，最主要的就

是看其是否有自我组织、自我管理的能力。书中着力探讨了重建过程中一个又

一个的事件如何促进或破坏了乡村的自组织能力。  

2、作者介绍 

罗家德，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社会学博士，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

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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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灾后重建纪事：社群社会资本对重建效果的分析》 

 

1、书籍简介 

 罗家德、帅满、方震平、刘济帆编著的《灾后重建纪事（社群社会资本对

重建效果的分析）》提出了一个自组织的观点来分析灾后重建的过程。在汶川

震后的救援以及灾后重建的过程中，各级政府与各类民间组织均发挥了重要的

作用，与此同时，社群的力量至关重要。良好的社群内集体社会资本，即社群

社会资本，是促成自组织成功的关键。社群社会资本高的社群可以较有效地帮

助其成员进行灾后恢复，参与社群活动多的成员也可以从自组织的救灾与重建

活动中得益，从而加速灾后的恢复。 

本书收集了汶川地震灾后的长时期定性资料，并在四年中三次收集了定量

追踪调查的数据，以此数据为基础，发展出了一个配适度良好的社群社会资本

的衡量模型，其包含关系、认知、结构三个构面，且两两互相影响。建构出社

群社会资本及其指标后，本书将其作为自变量，分析其构面对救灾或重建活

动、特殊信任、心理健康和政府满意度的影响，实证分析表明，社群社会资本

对于救灾或重建活动、特殊信任、心理健康和政府满意度均有一定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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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作者介绍 

罗家德，男，1960 年生，四川自贡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

师。研究方向为社会网与关系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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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上好一村：十八个充满阳光与希望的台湾小镇故事》 

 

1、书籍简介 

本书由三位著名的台湾作家——李昂、刘克襄、林文义联手记录了台湾 18

个动人的家园建设的故事，展现了这 18 个社区营造的过程，呈现给读者的是

18 个各具人文特色的迷人小镇。如何建设美好社区，实现人们对家与社区的梦

想，在中国各地已经有非常多的实践和成功的经验。本书以讲故事的形式呈现

了台湾社区建设的成功案例，所展现的社会建设的思路和方法，为我们提供了

有益的参考。对于大陆的读者来说，它也是一本值得推荐的畅游台湾的精品读

物。 

2、作者介绍 

李昂，美国奥勒冈州立大学戏剧硕士，台湾当代著名女作家。2004 年获法

国文化部颁“艺术文学骑士勋章”。 

刘克襄，自然观察旅行作家、生态保育工作者。 

林文义，曾任出版社、杂志社总编辑，报社记者，《自立晚报》副刊主

编，广播与电视节目主持人，时政评论员，现专事写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