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4 学术会议 

2.4.1 2017 International Network for Social Network Analysis（国际社

会网络学会年会社区营造论坛） 

国际 Sunbelt 社会网络会议是国际社会网络分析协会（INSNA）的官方年

度会议。2017 年将由清华大学社会网络研究中心、中国社会学会社会网与社会

资本研究专业委员会以及西安交通大学实证社会科学研究所共同协办。INSNA

目前拥有超过 1000 名会员，并且有更多的伙伴对 Sunbelt 会议有兴趣而来参与

并展示自己的研究成果。Sunbelt 会议为社会科学家、数学家、计算机科学家、

民族学学者、流行病学学者、组织理论学者、公共健康领域专家，以及其他目

前在社会网络领域进行学术研究的学者提供一个跨学科的交流平台。工作坊、

会议论文以及壁报展示和专题讨论等形式，使得对社会网络分析的理论、方法

或应用感兴趣的学者都能够尽情分享观点、探索他们的共同志趣。 

此次会议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BICC）举行。学术报告展示开始于 2017

年 5 月 31 日下午（周三）至 6 月 4 日（周日）上午会议结束。 

国际 Sunbelt 社会网络会议专门为社区营造设置了一个英文论坛：

Community Social Capital and Community Revitalization（社区社会资本与社区营

造） 

 

 

 

  



2.4.2 2017 第 13 届中国社会学会社会网与社会资本研究专业委员会年

会 

2017 年 5 月 31 日至 6 月 3 日，网络分析技术国际会议—2017 Sunbelt 

Conference 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会议由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主办，清华

大学社会网络研究中心，中国社会学会社会网与社会资本研究专业委员会以及西

安交通大学实证社会科学研究所承办。 

会议由中英文两个论坛分别举行，来自国内外知名嘉宾 300 余人参加论坛，

论坛围绕“社会资本与社会治理”主题展开激烈讨论。在中文论坛上，社科学院

党委书记刘涛雄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培林分别致辞，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

系教授、美国社会学会前副会长、（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林南做“社会与经济”

的主旨演讲。 

论坛从筹备到成功举办，共汇集到 332 英文会议论文，38 篇英文海报论文，

以及 98 篇中文会议论文。 

国际网络分析学会成立于 1977 年，是一个非政府、非营利性协会。第一次

年会于 1981 年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坦帕市举办。国际网络分析学会欢迎所有对社

会网分析有兴趣的学者参加，每年举行一次年会，Sunbelt Conference 即为这个年

会的名称，已举办 36 届。往届年会都在美国阳光带（故名 Sunbelt Conference）

和欧洲举办，今年第一次在中国举办，这标志着中国学者在网络分析研究领域起

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也搭建了国际学术交流的平台，促进了网络分析研究与多

学科领域的合作，带动了新的学术研究方向的发展。

  



2.4.3 2016“行动-干预社会学”研讨会 

会议名称：“第一届行动-干预社会学──主题：社区实验”研讨会 

 

主办单位：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学系 

协办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中国社会学会社区研究专业委员会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信义社区营造研究中心 

会议时间：2016 年 3 月 18 日-20 日 

18 日报到、19 日开会、20 日参观清河实验区、大栅栏社区营造点 

会议地点：清华大学熊知行楼 109 

会议内容：提供全国各地各大研究机构中有关社区治理的研究者一个平

台，希望参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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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2016“协商式社会治理”研讨会 

会议名称： “协商式社会治理”研讨会 

主办单位：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学系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信义社区营造研究中心 

协办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 

中国社会学会社区研究专业委员会 

 

会议时间：2016年 5 月 26日-29 日 

26日报到，27日开会，28日自愿参加参访与社区座谈交流， 29日离京。 



会议地点：清华大学熊知行楼 109 

 

会议内容：召集全国各地一线的有关社区治理的实践者和研究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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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期对基层社会治理实践开展积极

有益的社会学干预。



2.4.5 2016 两岸社区营造/社区治理论坛（协办） 

 

1、办理单位 

(1)指导单位：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 

(2)主办单位：台湾社区重建协会、北京市台湾同胞联谊会 

(3)协办单位：北京清华大学信义社区营造研究中心 

 

2、办理时间、地点 

(1)办理时间：5月 12 日(四)~5月 13 日(五)，共计 2天。(暂定) 

(2)办理地点：北京市 

※场地需求：主会议室可容纳 160人以上，另一间分组会议室可容纳 80人以上；

另备贵宾接待室、茶叙空间、用餐地点。



2.4.6 2016 第五届社区营造研讨会 

 

本团队研究“曾凡木、刘济帆、罗家德：社群社会资本对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

获得第五届研讨会“优秀论文奖”。 



2.4.7 2015 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与政策研讨会 

2015 年 11 月 27 日-29 日，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与政策研讨会在上海市嘉定

区召开。 

在社会组织的发展过程中，政府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包括从哺育这些社

会组织的出现到培养他们的治理能力，到赋权他们参与公共事务，到引导他们

能一起协商、如何参与分工，乃至于政府会提供很多公共资源，从经费到公共

空间的供给，当然，更重要的是政府社会治理创新的思维，能够提出一系列新

的政策，鼓励并激发出这个过程。这是我们所面对的社会新形势，在过去的几

年中，有些地方做了很多有价值、有意义的实验，很多好的经验已经有了初步

的总结，而此次会议的重要议题便是讨论如何总结各地实验，并希望在会议上

就这些经验进行交流。 

会议将主要就下述四个主题进行讨论： 

1.政府和社会的分工；2.社区组织及社会组织的培育与管理；3.多元治理模

式与基层自治；4.民众参与和民主决策。 

人民日报1、人民网2、新华网3、凤凰网4、网易新闻5等多家媒体对此次会

议进行了报道或转载。 

（人民日报对嘉定会议的报道） 

2.4.8 2014 第四届社区营造研讨会 

                                                             
1 专家学者与一线社工 探讨创新基层社会治理路径，《人民日报》（2015 年 11 月 30 日 11 版），

http://rmrbimg2.people.cn/data/rmrbwap/paper.html?articleid=1637055_paper_1637055。  
2 探讨创新基层社会治理路径，人民网，http://leaders.people.com.cn/n/2015/1130/c347621-

27870179.html，2015 年 11 月 30 日。 
3 探讨创新基层社会治理路径，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

11/30/c_128480559.htm，2015 年 11 月 30 日。 
4 探讨创新基层社会治理路径，凤凰网，http://news.ifeng.com/a/20151130/46442815_0.shtml，2015 年 11

月 30 日。 
5 探讨创新基层社会治理路径，网易新闻，http://news.163.com/15/1130/03/B9L0H32O00014AED.html，

2015 年 11 月 30 日。 

http://rmrbimg2.people.cn/data/rmrbwap/paper.html?articleid=1637055_paper_1637055
http://leaders.people.com.cn/n/2015/1130/c347621-27870179.html
http://leaders.people.com.cn/n/2015/1130/c347621-27870179.html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1/30/c_128480559.htm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1/30/c_128480559.htm
http://news.ifeng.com/a/20151130/46442815_0.shtml
http://news.163.com/15/1130/03/B9L0H32O00014AED.html


研讨会于 10 月 27 日-28 日在上海嘉定区信义置业举行。此次研讨会分为学

者嘉宾演讲、《社区营造与社会治理创新》座谈会和学术发表会分论坛三个部

分：上午 9：05—12：00 是学者嘉宾演讲的部分。陈映芳、张文宏、林建元等

来自两岸三地的 6 位专家学者与大家分享了大陆和台湾社区营造的相关历史过

程与经验，结合自己的研究阐述了对社区营造的理解和期望，希望通过对社区

营造这一议题的比较研究和广泛讨论为目前中国大陆的社会发展提供指导。 

27 日下午将进行的是《社区营造与社会治理创新》座谈会和学术发表会

（3 个分论坛）。本次论坛向国内学术界征集了社区治理和社区营造的理论研

究相关论文若干，当日宣讲论文 15 篇。到场的论文作者代表为大家做出了严谨

简洁的学术报告，评论人帅满、高明和汪吉庶给出了独到精准的精彩点评。会

后，主持人和评论人将通过商议确定大会的优秀论文。

2.4.9 2013 第三届社区营造研讨会 

研讨会于 7 月 14 日在西安国际会议中心.曲江宾馆举行。此次研讨会分为

专家研讨座谈与专题论坛两个部分：上午 8:30—10：15 是专家座谈的部分。罗

家德教授、熊瑞梅教授和吴齐殷研究员与大家分享了台湾社区营造的相关历史

过程与经验，从社会资本、社会网视角分析了其社会意义与理论价值，希望通

过对社区营造这一议题的比较研究和广泛讨论为目前中国大陆的社会发展提供

指导。 

接下来进行的是研讨会的社区营造专题论坛部分。本次论坛向国内学术界

征集了社区治理和社区营造的理论研究相关论文若干，筛选出优秀文章共计 12

篇，当日宣讲论文 9 篇。到场的论文作者代表为大家做出了严谨简洁的学术报

告，评论人吴齐殷研究员给出了独到精准的精彩点评。最终，主持人和评论人

商议推荐由牛喜霞、汤晓晖、邱靖合写的《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的结构及影响因

素分析》一文参加大会优秀论文评审。 

 

 



2.4.10 2012 第二届社区营造研讨会 

本年度中心研讨会在 2012 年 7 月 8 日举行，会议分为专家场研讨座谈与论

文发表场两个部分。在上午的专家研讨部分，我们邀请到了台湾信义企业集团

策略长周莊云先生； 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理事长王平女士 ；台湾交通大学

客家学院院长张维安；台湾联合大学建筑系教授、社区一家幸福行动计划执行

长王本壮；NPI 公益组织发展中心创始人、主任吕朝 ；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

副秘书长宋波； 苏州商会会长吴念博； 北京市西城区委社会工作委员会主任 

邱旭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社会政策研究室房莉杰；南风窗记者 陈统

奎 ；小毛驴市民农园创始人、名誉园长石嫣等关注社区营造的专家学者等人共

同探讨了社区营造在大陆推进的良性模式，其中 NGO 组织角色与专家的角色

等重要议题。 

我们向国内学术界征集了社区治理和社区营造的理论研究相关论文（如

下），在论文发表场次中，到场的 30 多名研究人员和学者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交

流。 

 



2.4.11 2011 第一届社区营造研讨会 

11 月 7 日上午，在清华大学甲所第三会议室，清华—信义社区营造研究中

心成立仪式暨首次两岸社区营造研讨会成功举行。本次大会受到两岸专家学者

及 NGO 实务工作者的高度关注，出席嘉宾包括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

长李强教授、社会学系系主任沈原教授、社会学系罗家德教授、公共管理学院

NGO 研究所所长王名教授、阿拉善 SEE 生态协会秘书长刘小钢女士、友成企

业家扶贫基金会常务副秘书长袁家凯先生、社会合作部主任宋波先生、成都城

市河流研究会秘书长田军女士、信义企业集团董事长周俊吉先生、台湾清华大

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院长张维安教授、社区一家幸福行动计划执行长、台湾

联合大学建筑系王本壮教授、社区一家幸福行动计划评审长、台湾社区一家协

进会理事长、台湾观光学院董事长柴松林先生以及信义房屋集团行销部专案经

理黄卉芃女士等。 

当今中国大陆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社区发展模式创新成为了经济社会发

展中的重要议题。新型的社会发展模式创新的关键在于以社区为单位进行社区

营造──以共同议事、自律自治为组织方式，通过社区网络关系的互动而产生

共识和社区意识，逐渐改变社区的公共空间形态、经济发展方式以及精神文化

面貌。需要强调的是成功的社区营造应使每个成员参与到社区事务中，形成社

区意识、产生社区凝聚力，形成集体行动能力，共同营造生活环境、提升生活

质量。基于此一认识，该社区营造研究中心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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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NGO、学界、政府与

公众等多方力量加以整合、集成的社区营造平台。该研究将面向学界、政府、

社区暨社造 NGO、公众四个方面展开社区营造的培训与研究工作。该中心未来

三年期研究与活动经费将由台湾信义集团提供支持，中心主任为清华大学社会

学系罗家德教授。 

在这次会议活动活动中，该中心集结了两岸建筑、环境、社区营造、公共

管理等多方面的专家资源，召开了该中心首次两岸社区营造研讨会。多位在社

会发展研究方面的权威学者及公益组织领袖共同探讨了社区营造实践与研究的

发展经验与重要价值，活动圆满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