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社区营造培训班第三期—“寻道”社会组织的社区参与

创新 

【培训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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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社区、进行社区营造，凝聚社区意识、恢复社区自组织活力成是当

前中国大陆社区建设的关键内容。为此需要唤起居民的自觉发展意识、激发社

区自组织活力，同时需要社会智识通过有效方式进行知识穿透；企业、政府和

NGO 第三部门搭建起良性互动的桥梁，相互信任，以进行最优资源配置，进行

社区营造的指导与护持。这样的过程需要积极借鉴其它国家地区的成功社区营

造经验，也十分需要培训一批有志于投身社区营造的实务工作者，掌握社区建

设的专业知识与技能─ ─ 知识整合能力、社区融入能力、组织动员能力和团队

建设能力。 

信义社区营造研究中心探索开发出一套系统、知行结合的社区营造学习体

系。应新时期的社会需求，我们将联合其它培力机构通过培训、给予认证并长

期追踪陪伴等方式，培养出大批能够投身社区公共事务、社会问题意识敏锐、

组织动员能力强、善于沟通分享的专业化“社区营造员”，形成政府、NGO 组

织、企业、社区的多重爱心接力。 

 

【主题】 

    社区营造培训班第三期——“寻道”社会组织的社区参与创新 

 

【主办】清华大学社会学系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信义社区营造研究中心 

【协办】中国社会学会社会网与社会资本研究专业委员会 

【我们的目标】 



社区营造员区别于传统的社区工作者，是能够调动整体资源、创新社区参

与方式、协助社区发展规划的可持续发展推动者。这样的营造人员能够结合所

在组织的工作战略目标，扎根社区， 直面现实问题，动员组织居民合作互助，

连接企业、基金会以及其它社会力量的支持资源，以开阔的眼界、创新的思路

改善社区经济社会状况。本次培训聚焦在当今社会背景下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发

展的创新型路径，强调社区的营造规划与社区凝聚相融。 

【培育体系】 

培训时间为 2013 年 7 月 7 日-7 月 11 日，共计时长 32 小时， 

培训地点：清华大学熊知行楼 2 楼 

其中包括—— 

理念宣导：社区营造概念框架的梳理 

技能训练：当前社会背景下城乡社区组织的特征与治理需求、社区营造参

与方式专题讲授、社区营造案例解读、社区网络动员与参与能力培训 

成长分享：以多元的形式进行定期总结和经验交流，自我察觉，共同成长  

【培训收获】 

培训证书：学员通过认证可获得“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信义社区营造研

究中心”及“清华大学社会学系”颁发的结业证书； 

对外交流：经选拔的优秀学员有机会赴台湾和本中心在大陆的实践点进行

社区营造交流与实地学习； 

收获一个互相信任、扶持前行公益支持系统； 

个人认识，自我探索的学习平台 

 

【导师资源】  

罗家德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社区营造研究中



心主任，中国社会学会社会网暨社会资本研究专业委员会理事会主席，中国社

会学会社会网研究专业委员会理事长。主要研究领域为：组织社会资本、自组

织治理 、社会网络理论与分析等。 

宋庆华  北京社区参与行动服务中心创办人，高级培训师。一直专注社区

参与式治理与发展领域的咨询与培训工作，曾任民政部社区建设司社区建设专

家组成员，国家环保总局宣教中心绿色社区专家顾问，为多个城市的社会创新

做咨询。在参与式治理领域有丰富的行动研究与能力培训经验，为个人或组织

在组织创新发展、会议主持、冲突调解、社区参与能力培训等方面提供专业的

咨询指导服务，结合中国城市社区发展先后开发了社区参与思想与方法、社区

服务项目化管理、社区组织的领导力发展与组织管理课件。 

王本壮  台湾联合大学建筑系教授、社区一家幸福行动计划执行长，有丰

富的社区营造指导经验，参与多项社区总体营造相关计划评审 

徐裕健  其建筑师事务所成立多年，长期从事古迹修复、历史建筑及聚落

空间之研究。现任华梵大学建筑系教授，并为实质执行古迹及历史街区、聚落

维护之建筑师。主要规划设计作品包括三峡老街、湖口老街及艋舺剥皮寮老

街、古迹「台北宾馆」、二级古迹「台北公会堂（中山堂）」、「当代艺术

馆」。 

卢思岳  吾乡工作坊执行长，中华文化总会副秘书长，台湾社区重建协会

创会理事长，台湾社造联盟副理事长，台湾社区一家协进会常务理事，台中市

石冈人家园再造协会理事，财团法人跨界文教基金会董事，台中市社区营造中

心计画主持人，桃园县政府社区总体营造推动委员会委员，有丰富的社区营造

培训辅导经验。 

沈东曙  北京富平学校常务理事、北京富平学校常务理事、校长 

杜葵    现任 YBC 中国青年创业国际计划创业学院院长 瀛公益基金会负

责人 

顾晓峰  乐施会社会性别与公民社会发展团队项目官员，负责推动妇女发

展、性别公正、NGO 支持和青年人公民教育的项目。此前曾在云南山区驻点，



负责儿童为本的社区综合发展项目。 

孙瑜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信义社区营造研究中心秘书长，长

期观察台湾及大陆地区的社区营造实践经验，以期总结提炼本土社区营造的成

功模式。主要研究方向为社区自组织、社会网络关系研究。

512srcthu@gmail.com 

侯新渠  信义社区营造研究中心 助理研究员 培训师 

 

【演讲嘉宾】  

王名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NGO 研究所所

长。主要研究领域：非政府管理；公民社会与治理；CDM 与 NGO 参与环境治

理。 

  

http://baike.baidu.com/view/6210131.htm


【课程安排】 

社区营造培训班第三期——“寻道”社会组织的社区参与创新 

本中心长期关注引荐台湾、日本等国家、地区的社区营造经验并与本土实

际相结合，致力于探索开发出一套系统、知行结合的社区营造学习体系。本次

培训也是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信义社区营造研究中心举行的第三次社区营造

相关主题培训，将全力聚焦于当今社会背景下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发展的创新型

路径，强调社区的营造规划与社区凝聚相融。来自全国各地的 36 名 NGO 从业

日期 时段 课程内容 导师 地点 

7 日  

 9:30-12:00 社 

区 

营 

造 

基 

础 

概 

念 

社区营造中心社造书系首部新书发布暨培训开班典

礼 

开班训练营 合影 

罗家德 

侯新渠 

清华大学甲所第

三会议室 

14:00—15:00 社区营造的基本理念 罗家德 熊知行楼 211 

15:15—16:15 古建筑保护与社区营造 徐裕健 熊知行楼 211 

16:30—17:15 
[workshop]重新认识并分享你所开展工作的社区，如

何进行社区资源调查 

侯新渠 

孙瑜 
熊知行楼 211 

19:00-21:00 [演讲]当前中国的 NGO 与公民社会 王名 熊知行楼 109 

8 日 9:00—10：00  

 

社 

区 

组 

织 

与 

社 

区 

共 

识 

社区营造与社会性创业 罗家德 熊知行楼 211 

10：15—12:00 社会组织创业实践—YBC 案例分享 杜葵 熊知行楼 211 

14:00—14:45 社区营造的治理理论 罗家德 熊知行楼 211 

15:00—16：00 认识社区的主体性与社区动员 顾晓峰 熊知行楼 211 

16:15—17:00 

[workshop]社区营造与社会工作的异与同——社区如

何拟定议题 

结合学员的工作实务讨论 

孙瑜 熊知行楼 211 

9 日 
9:00—12：15 台湾社区营造的实践与反思 卢思岳 熊知行楼 211 

14:00—16:00 社区营造过程中参与主体的角色与互动 王本壮 熊知行楼 211 

16:15—17:00 [workshop]认识团队角色及撤出机制探讨 侯新渠 熊知行楼 211 

10 日 
9:00—12：00 

 

社 区

营 造

操 作

策略 

社区参与的政策与对策 王本壮 熊知行楼 211 

14:00—17:00 
社区居民如何参与社区事务 宋庆华 熊知行楼 211 

大陆地区社造案例与经验分享 宋庆华 熊知行楼 211 

17:15—18:45 聚餐  澜园餐厅 

19:00—21:00 
社会组织创新式社会参与 

和自身运作方法 
沈东曙 熊知行楼 211 

11 日 

9:00—12：00 结束 学员社区营造计划与心得分享 

课程结束典礼 

罗家德 

王本壮 

卢思岳 

熊知行楼 211 



者和相关专业者在 2013 年 7 月 7 日-7 月 11 日的 5 天里通过小班授课、讲座、

分组讨论等多样化的学习形式，与社区营造领域的专家及资深从业者进行深入

地互动交流。本次培训聚焦在当今社会背景下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发展的创新型

路径，强调社区的营造规划与社区凝聚相融。期待学员们在学成之后，回到服

务所在地区后能以社区营造的工作手法带动社区民众共创美好家园。（培训介

绍见附件一） 

2013 年 11 月 13 日-11 月 19 日，中心选派培训班中的优秀学员吴晗、荣燕

赴台湾参加了由台湾社区重建协会主办的“体验台湾深度社造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