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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上海嘉定区实验基地研究 

2015 年 9 月底，希望社区、福蕴社区和信义嘉庭三个嘉定社区治理模式的

实验点确定，实验得到上海研究院的支持。信义社区营造中心与嘉定区政府达

成共识，在未来两年中，清华团队将进场作社区调查，办五次的三个社区能

人、地方官员和专业 NGO 的社造培训，两次微公益创投，并在工作平台上辅

助嘉定区政府建立社区自组织的评估机制。实验过程中会有不断的培训与活动

以引发社区组织的种子活跃起来，并连同地方政府辅导这些种子正式登记并自

我运行。 

7.1 2018 上海嘉定社造研究 

7.1.1 信义嘉庭定性研究 

7.1.1.1 信义嘉庭社区社会资本的发展过程 

信义嘉庭社区在 2014 年开始兴建，2015 年 4 月社区营造团队进驻，2015

年 5 月开盘销售，出现第一批业主，开展前置社区营造的活动，即不同于以往

在已成型的小区中开展社区营造，将社区营造活动前置到入住之前。因此，小

区的业主能够在还未入住的时候便通过社区营造活动结识未来的邻居，甚至商

讨一些未来可能发生公共事务议题。社区营造活动不断推进的过程也是社会资

本不断积累的过程，小区业主之间的互惠关系也在此过程中不断生长出来。 

值得注意的是，信义嘉庭社区的活动和沟通是线上线下同时进行的，从第

一次生日会和邻居见面会时，社区营造团队便开始为大家建立各类微信群，当

时主要包括小区业主的大群（尽可能将小区所有的业主都纳入这个群）、楼栋

群（即每个楼栋各自的群，新庭一期范围内共有 8 个楼栋），还有后来小区业

主之间自发形成的一些兴趣群，如摄影群、宠物群等。2015 年 11 月，开发商

还为小区开发了手机 APP，业主凭购房信息才可以注册，APP 上功能全面，可

以发起活动、开展讨论、投诉建议等等。微信群和 APP 也成为业主之间、社区

营造团队与业主之间最重要的沟通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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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2 信义嘉庭自组织发展过程 

信义嘉庭社区 6个自组织情况 

组织名称 需求 负责人 活动场地 活动时间 组织规章 

SUPERB 健身队 健身 江河军 社区健身房 固定 有 

自瑜自乐瑜伽队 中老年人健身 俞亦安 社区架空层 固定 有 

亲子图书室 为青少年创造活动空间 邹国良 社区图书室 固定 有 

嘉·花筑 养绿植，美化公共空间 徐颖 睦邻平台 非固定 无 

叔叔阿姨群 为老年人创造活动空间 俞亦安 社区架空层 固定 无 

手工群 满足手工爱好 坤嫂 不固定 非固定 无 

7.1.1.3 志愿服务团 

（1）志愿服务团发展过程 

（2）志愿服务团的协商机制 

1)志愿服务团的内部协商 

2)志愿服务团与外部的多元协商 

（a）信义嘉庭协商主体 

服务团。开发商。物业公司。政府-居委会、房管部门。社区营造工作团

队。 

（b）协商平台的搭建和协商规范 

（3）志愿服务团的困境 

1)志愿服务团协商机制的停滞 

2)志愿服务团串联自组织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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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4 信义嘉庭存在问题梳理 

（1）志愿服务团提出问题汇总 

（2）问题梳理 

小区业主把待解决的 54 个问题（已完全解决 5 个）划分为物业管理、置业

售后、车库、交通、设施管理与配套、保洁与安全、社会公德共七个大类。 

事实上，如果按照解决问题的主体来划分，可以划分为政府部门、开发

商、物业管理以及社区居民四个大类。 

1、政府部门 

2、开发商 

3、物业管理 

4、社区居民 

7.1.2 信义嘉庭定量研究-信义嘉庭社区调研报告 

自 2017 年中信义嘉庭一期交房后，第一批入住的业主在社区居住已满一

年，为了解居民在社区的生活、交往及对社区营造的参与状况，清华大学社会

学系于 2018 年 5 月 30 日到 6 月 3 日在信义嘉庭一期组织了一次问卷调查， 

3 月底，调查团队在社区进行了实地观察与访谈，其后经由社造中心工作

人员与开发商、物业协调，通过信义嘉庭 APP 公告、社区营造微信群留言、张

贴纸质通知等方式提前告知居民，预期采取提前预约的形式确定调查对象。 

截至五月底调研正式开始前一天，共预约到 28 户居民。经过与社造中心、

物业讨论并征得同意，五组调查员除已预约到的居民在预约时间进行入户外，

其他时间对没有预约的居民采用敲门陌拜的调查方式，尽可能争取居民的理解

与允许。 

本次调查问卷（见附件 1）由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罗家德老师设计，经由团

队成员讨论后定稿使用。入户调查由清华大学及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担任

访问员，信义社区营造中心全程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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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调查期间，共发放问卷 107 份，除初始预约的一户居民在调查过程中出

现拒绝配合的状况，调查员共完成事前预约问卷 27 份，未预约临时拜访问卷

79 份，经过检查和补充之后未发现废卷，故有效问卷为 106 份，调查有效率为

99.07%。 

调查问卷由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童毅炜进行计算机处理并做技术性报告，团

队根据调查统计结果做出分析并撰写总体调研报告。 

本次调研是在信义嘉庭一期交房后第一批入住的居民入住时间达到一年的

基础上开展的，和调研期间已经入住的户数相比，最终完成了 106 份问卷，在

数量上是一个较为理想的结果。整体情况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 

首先，在调研期间没预约敲门拜访的环节中，可以感受到社造团队与相当

一部分居民建立了良好的信任关系，在向受访者说明是与社区营造相关的问卷

调查后，能够较为顺利地进行入户调研，这是其他在其他社区难以做到的。根

据本次调查结果的分析讨论，社造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居民之间能够更快地

拉进彼此的关系，也帮助部分居民进一步了解社区、融入社区生活。 

其次，信义嘉庭的前置社区营造在实践过程中，有诸如营造了良好的社区

氛围这样好的经验，但在更大程度上，遭遇到了由于社区硬件出现问题而导致

的挫折。如果硬件问题长久得不到改善，那么社区营造作为当初大卖点的软件

将会变得可有可无。 

第三，就目前的状况而言，社区营造团队很难达到传达社区营造自下而上

的理念、推进社区居民接受社区营造并建立彼此信任的关系从而自愿分享资源

互帮互助的目的。 

第四，防患于未然的“防”不应该是忽略问题粉饰太平。对于已产生的问

题，建立良好的协商机制不失为一种亡羊补牢的补救手段，居委会、开发商、

物业、社造团队及居民几类群体各司其职，充分发挥作用。一方面需要社造团

队对居民继续培力，改造观念，另一方面也需要开发商端正态度，正视当前存

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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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2017 上海嘉定社造研究 

7.2.1 信义嘉庭定性研究 

2015 年，信义嘉庭楼盘开盘销售，从 7 号楼开始，开始形成一批最早的业

主，但尚未交房入住，社造营造团队便同时进驻，开启了华人社会中第一新建

小区的前置社区营造实验。 

7.2.1.1 房屋质量问题的发酵过程 

（一）房屋质量问题的出现 

（二）责任分担问题 

7.2.1.2 业主对开发商和房屋质量态度的变化 

（一）业主与开发商认知的差异 

（二）业主态度的变化 

7.2.1.3 物业的服务与变更 

7.2.1.4 社区营造的作用 

7.2.1.5 协商沟通 

（一）无沟通时的无序表达 vs 有沟通的协商解决 

（二）开发商出面正视问题 

（三）协商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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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 信义嘉庭定量数据分析 

按照 37 项活动中参加了几项为标准大致分为 3 类：参加 0 项为第一组，参

加 1 至 3 项为第二组，参加 4 项到 14 项为第三组，组别越大活动参与数目越

多，观察人口学信息、就业收入与支出、社交联络网、社会信任、社区态度与

参与等五方面表现是否有所不同。 

7.2.2.1 人口学信息 

7.2.2.2 就业、收入和支出 

7.2.2.3 社交联络网 

一、微信联络人数 

二、手机联络人数 

三、谈心网1 

7.2.2.4 社会信任 

7.2.2.5 社区态度与社区参与 

                                                             

1
 邓巴圈部分由于只有面访的 19个样本，数据量太小无法再分组深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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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2016 上海嘉定社造研究 

7.3.1 嘉定社造工作 

7.3.1.1 社区案例交流会议 

4 月 20-22日，“2016上海嘉定社区案例交流会议”在嘉定新城白银社区

邻里中心举行。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罗家德、嘉定区社建办社建科科长徐晓

菁、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学生林臻、朱蔚怡，以及来自嘉定区各街镇的数十位社

区工作者参加了本次会议。 

7.3.1.2 协商社区治理工作坊 

7 月 17-21日、7 月 26-29日，上海市嘉定区社会建设工作办公室先后在上

海的青浦区和南汇区举办了两场协商社区治理工作坊，以嘉定区各街镇的社区

书记、主任和社区工作者为主要培训对象，进行封闭式培训。 

培训主要分为理念、构想和实践三部分，请来了台湾社区营造专家王本壮

老师进行社区营造理念的解读和社区营造方法的介绍。随后，学员们结合自己

的社区实际，通过画海报、列计划、制作 PPT等方式制定项目实施方案，并进

行路演，促进了社区治理理念在大陆的推广。 

7.3.1.3“挂职见学计划” 

为进一步响应国家“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激发社区活力”的号召，深入贯

彻落实上海市委“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的工作要求，扎实推进上海

市嘉定区社区建设工作，2016年春，嘉定区决定开展居民区社区工作者“挂职

见学计划”，打造一支与嘉定城市化进程相匹配、与人民群众需求相适应的政

治坚定、视野开阔、素质复合、善于创新的居民区社区工作者队伍。“挂职见

学计划”由岗位挂职、基地见学和工作坊培训三部分内容构成，期望通过该计

划让社区工作者对社区自治的理念有更为深刻的理解，并能将其所学所思运用

到实际工作当中，更好地激发居民热情、强化社区连结、凝聚社区意识、发掘

社区文化、燃烧社区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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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6日，嘉定区 2016年居民区社区工作者“挂职见学”计划正式启

动。来自 12个街镇分管社区工作的副镇长（主任）、各街镇社区（自治）办主

任、科室工作人员、首批“挂职见学”计划学员等近 160人参加了启动仪式。 

7.3.1.4 社区营造试验点 

5 月 27日，由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学系和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信

义社区营造研究中心主办的“协商式社会治理”研讨会在清华大学熊知行楼

117举行。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信义社区营造研究中心副秘书长范杰臣代表

信义嘉庭介绍了正在进行中的信义嘉庭前置型社区营造试验，引起了与会人员

极大的兴趣。在 5月 28-30日举办的大栅栏“共同营造 创想社区”工作坊上，

范秘书长也就该试验与大栅栏的社工和居民作了主题分享。 

7.3.2 嘉定社区营造试验点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信义社区营造研究中心，与信义企业集团合作，在

2014 年于新建小区的楼盘“信义嘉庭”进行一项社会实验，并在嘉定区社会建

设工作办公室的指导下，结合嘉定新成马陆镇希望社区、嘉定工业区福蕴社区等

两个社区，同步开展社区营造三实验点实践与辅导。 

7.3.2.1 小区类型介绍 

这三个实验点分别代表著不同社区的类型： 

（1）信义嘉庭小区。 

（2）陆家社区。 

（3）福蕴社区。 

这三个社区自 2016 年正式由嘉定区与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信义社区营造

研究中心合作下，开展了 2 次协商式社区治理工作坊，首次办理时间为 2016 年

4月 18 日到 4月 21日为期四天的培训，培训工作坊纪录表单如附件一，本次培

训系针对三个实验点社区进行社区营造理念的推广，邀请全国各地实践的学者专

家，进行社造操作方法介绍，将社区营造种子遍洒在三个实验社区居民中，将其

理念带回自己社区尝试实践。第二次订于 2016 年 11 月 12 日到 11 月 14 日，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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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培训主轴以深入三个社区提案的“自治项目计画”为主，将居民与社区骨干所

撰写的自治项目计画书优化；课程中也介绍上海各地不同的社区自治项目推进过

程；以工作坊方式优化社区计画内容，进而引发更多居民自主参与。 

 

7.3.2.2 社区观察记录：信义嘉庭社区 

7.3.2.3 社区观察记录：福蕴社区 

7.3.2.4 社区观察记录：马陆镇好世皇马家苑社区 

7.3.3 嘉定区社造实验点 2016 年小结 

嘉定区选定三个社造实验点：信义嘉庭小区、陆家社区、福蕴社区小区培

训基础上有著社区居民的文化特色。以 2016 年培训而言，出席培训者，以希望

社区派员培训的人员最为充足，信义嘉庭参与培训的人员最少，也最不齐全；

以社造理念而言，信义嘉庭的业主观念最为全面，也因为社造专业人员的进

驻，使得理念铺开较为宽广且深入；以社区居民、自组织动能来看，福蕴社区

的自组织在居委会引导下，跳脱自娱自乐的阶段，朝向自助互助的型态转变，

并以创新作法、文化传承等方式，探索出新的社区文化发展形式，试图引动更

多居民参与社区活动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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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嘉定区协商式社区治理经验——进行中的社区营造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院信义社区营造研究中心受上海研究院支持进驻嘉定区

从事调研，在信义公益基金会支持下开展协商式社区治理的实验，并以社区自

组织的理论架构和社区内政社协商平台的发展情况观察嘉定区的社会建设工

作，提出工作报告和建议。 

协商式社区治理就是以社区内协商式民主的方式促成社区多元治理，旨在

培育出能够自我「造血」的多种多样社区组织，以从事社区内养老、育幼、青

少年心理辅导，家庭婚姻谘商、健康、环保等社区福利事项，甚至于公共资源

善用及社区经济发展等工作，改变这类事项都是由政府或外界「输血」，并由

基层政府或社会组织承担的情况。多元协商平台有由上而下的基层政府力量，

有平行移入的社会组织力量，也有由下而上的社区自组织力量，但后者需要培

育才能茁壮，并非放任不管，自发就能产生，因此协商式社区治理需要一个培

育社区自组织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