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2 拟出版书籍 

2.2.1 子系列一：社区协商自治本土案例系列 

（一）书系主旨 

在当前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我国的社会转型也出现一系列新态势，这对社

会治理提出新的挑战，也是新的发展机遇。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石和主要

抓手，从全国各地的社区治理实践可以看到，基层政府逐渐认识到实现社区自

治的重要性，从而开始确立政府与社区的多元、协同、共治关系，并在改革机

制和政策上进行了一些有益探索。在这个过程中，诸多学者、官员、社会组织

专业从业者投身基层，通过社区实验、理论总结、实务操作等多种形式，以期

提炼多方协同参与社区治理的发展路径和推进方式。 

我们希望以这个书系的策划和选编工作为契机，为这些社区治理领域的行

动者们搭建一个成果展示平台，整合经验、凝聚共识，不断填充和完善协商社

区治理创新的框架和内容。 

（二）书系编委会成员 

李培林     李 强    谢寿光    李友梅     周俊吉 

罗家德     沈  原   蔡  禾    王春光     童根兴   

（三） 书系介绍 

《协商自治·社区治理实务案例—一个社区工作者的观点》（拟书名） 

1.主题：全国最有经验最成功的一批一线社区营造工作者聚首清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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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协商式社

会治理”的新形式在社会经济新常态下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分享各自的社区营造

经验，探讨协商式社区治理的模式，大家分享经验，相互激发，收获满满。清

华大学信义社区营造中的工作人员将此会的成果以结集的形式出版，以供国内

一线社区工作者、政策制定者、政策实施者、研究者借鉴批评，以推动社区营



造的实务工作和研究工作能更进一步。现将全书目录附上： 

2. 书稿计划完成时间：2017 年 8 月 

3. 字数：约 15 万字 

 

《大栅栏：老旧街区的社区建设故事》（拟书名） 

1. 主题简介：作为明清北京最重要的市井商业文化所在地，目前最具传统

老北京特色的文化保区——大栅栏街道涵盖面积 1.26 平方公里，共 9 个社区，

建筑面积约 70 万平方米，本地户籍居民 23095 户，49079 人。目前面临着严重

的现代化冲击，居民多为社会变迁中向下流动的弱势人群，这里社区认同低，

社区衰败现象严重，北京胡同文化传统得不到继承，政府与居民之间的矛盾尖

锐。老旧街区的社区建设，具有自身的独具特点，不可套用其他类型社区的建

设经验，必须首先进行深入探索：社区建设须有抓手（社会组织抓手、空间调

整抓手、文化传统抓手）透过这些抓手，才能推动社区建设。大栅栏社区试验

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动员外来居民参与社区建设。大栅栏试验团队希望经过

三至五年的努力，将大栅栏地区的若干老旧街区，如杨梅竹斜街社区等，建设

成为生气蓬勃、新老居民和谐共处的新社区，在此基础上，保存和重建传统的

地方民居和地方文化。经过更长时间的努力，将在此地取得的经验，扩展到其

他社区，带动整个大栅栏地区的旧城保护和文化重建，使之成为老北京文化的

重要展示地，并将在此形成的模式推进到北京市其他的文保区建设之中。 

2. 字数：约 20 万字 

3. 负责团队：沈原、罗家德教授带领的大栅栏工作团队



2.2.2 子系列二：台湾社区营造系列 

（一）书系主旨 

目前中国的城市与乡村社区面临着社会衰败、公共服务与管理缺位的严重

问题。 面对上述社区发展中所的棘手问题，台湾、日本以及欧美等国家和地区

的社区发展经验为我们提供了有益借鉴。例如，台湾地区自上世纪 80 年代的社

区同样也面临着传统产业没落、社区治安败坏、社会照顾不足、环境生态恶

化、政治社会扭曲以及民主法治观念薄弱等问题。尤其在 921 大地震之后，政

府政策行为方式僵化和反应能力无法完全呼应现状需求的问题越加凸显，台湾

开始了一轮以社会基层结构改造为手段的社会重塑——“社区总体营造” 。在

政府和民间力量的合力、本土文化自觉意识引导以及对日本、欧美等国社区营

造经验的引进下，新知识青年下乡进行指导陪伴，社区居民也开始对本地资源

进行参与式挖掘，社区意识得以凝聚，社区行动力增强。与此相伴，社区得以

复兴,区域产业的得以升级和发展,社区生活品质得以大幅度提高。在这个过程中

造就了一大批经验丰富的社区营造工作者，同时积累了宝贵的社区营造经验与

案例。 

本研究中心将从介绍台湾社区营造特色社区故事、关键人物访记以及研究

著述等三个系列出发，编辑出版形成“社区营造书系”，以期推广社区营造的

理念，将台湾社区营造的案例与经验成体系的引入大陆，同时进行两岸社区居

民的自组织机制研究和社区意识形成研究，以期为凝聚社区意识、形成社区集

体行动能力、社区自组织的培育提供经验与理论指导。同时在更大范围内为中

国社区营造的社会实践提供智力支持。 

（二）书系学委会成员 

（大陆）谢维和   沈  原   谢寿光   罗家德 

（台湾）夏铸九   周俊吉   王本壮 

（三）书系编委会成员 



（大陆）谢寿光  童根兴   罗家德  孙 瑜    

（台湾）夏铸九   王本壮    

执行主编：罗家德 

（四）书系计划 

《谈谈社区营造（下）－学者专家访谈录》（拟书名） 

1. 主题简介：本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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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立场、不同的社会角色、不同的营造方

式，在诸多差异性中，他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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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将呈现出一个

又一个精彩或遗憾的社区营造故事。人，故事，再加上影像效果下的社区形态

展示，将给读者一次洗礼——社区营造的根本在于个体汇集下的自组织力量对

社会建设、发展的参与和承担，社会可以给个体如此大的可能性，来完成每个

人对生活“一切会更好”的祈盼。 

2. 书稿计划完成时间：2018 年 5 月 

3. 字数：约 15 万字 

《上好一村》（已出版） 

《谈谈社区营造（上）》（已出版） 

  



2.2.3 子系列三：社区规划专业教学与研究系列 

（一）书系主旨 

本书系从学术研究角度看社区规划的推进路径、社区意识\社会记忆的形成

过程、社区自组织机制的建立等等是社区研究和发展社会学最为核心的研究主

题。在中国这样特殊社会变迁形态的背景下研究中国社区规划的发展路径和推

进方式，将极大地推动社区研究和发展社会学的理论创新，而社区规划的学理

分析与典型的区域性社区规划实践相结合，也可以形成学术研究与实践决策相

结合的新范式。 

在中国这样特殊社会变迁形态的背景下研究中国社区建设的发展路径和推

进方式，将极大地推动社区研究和发展社会学的理论创新，而社区建设的学理

分析与典型的区域性多元社区建设实践相结合，也可以形成学术研究与实践决

策相结合的新范式。 

因此，社区建设工作协商平台上的各相关研究机构希望共同总结中国的社

区建设探索经验与思考，编辑出版形成“教科与研究系列”，以期推广多元主

体参与下的社区建设理念，同时进行国内社区居民的自组织机制和社区意识形

成方面的研究整理，为凝聚社区共同体、培养社区集体行动能力、培育社区自

组织提供经验与理论指导。同时，在更大范围内为中国社会建设的新实践提供

智力支持。 

（二）书系学委会成员 

谢维和   李强  沈  原   谢寿光   罗家德  周俊吉   王本壮 

（三）书系编委会成员 

谢寿光    童根兴   罗家德   王本壮  刘佳燕   梁肖月 

执行主编：罗家德 

（四）书系计划 

《基层社区治理工作效益评估模式》（拟书名） 



1. 主题简介：本书期望能顺应社区治理发展趋势，追求基层社区的可持续

发展，并符合社区需求，实现深耕并可持续发展的城乡愿景，探索以社区治理

为基础，落实各类项目执行与成效评析。本书分为：社区治理工作项目成效评

估之研究、社区治理参与主体的执行绩效研究、社区治理类型化工作项目之评

量模式之研究等三大部分。期望在“理论与实务并重”的研究理念下，发展出

可持续且具创意的社区治理典范模式，协助解决第一线社区治理实务问题。 

2. 字数：约 12 万字 

3. 负责团队：罗家德团队 

《中国儿童友好示范社区 建设指南》 

1. 主题简介： 

《指南》目标： 为儿童友好社区的发展建立标准，以推动中国儿童友好社

区示范点建设为目标，以促进儿童在社区相关的政策、空间、服务提升为核

心，通过提出 15 条对应的建议，帮助各地基层政府、社区服务机构了解如何

以儿童友好作为切入点，带动社区治理创新，促进中国儿童社区公共服务体系

的发展。  

《指南》宗旨： 1）以儿童为中心、家庭为基础、社区为纽带，联结和整

合社会资源； 2）保护儿童权利、实现儿童全面健康成长； 3）提升社区公共

服务的专业化水平、促进社区自治。  

《指南》原则： 1）坚持儿童权利、儿童优先、儿童参与 2）坚持普惠公

平 3）坚持可持续发展 4）最大化利用社区公共资源 5）尊重社区及本地文化  

2. 字数：约 12 万字 

3. 负责团队：周惟彦团队 

《社区×营造──政策规划与理论实践》（已出版） 

《云村重建纪事》（已出版） 

《灾后重建纪事》（已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