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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社区多元化联动治理的进程应当被看作是社区要素主体化的进程，这样的主体化

进程的实质是一种社区增权的过程。五社联动的提出为社区多元化治理的多主

体确立与总体增权提供了新的可能路径。其包括视角转变，以及这种转变下行

动体互动的架构转变和多元主体视角下的发展逻辑转变。这三种转变伴随着增

权的层次与逻辑框架切合问题，并以此将多元联动的主体确立与社区增权视角

进行结合探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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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社区治理是一种以社区为场域，以社区内的要素为对象的一种多主体共

同管理公共事务的活动。而多主体的公共参与性是社区治理的本质特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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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多主体的公共参与要求下的五社联动也对应要求了各个资源行动方主体

视角下社区治理的基本问题自有资源发掘与运用。用什么？用在哪里？怎么

用？谁来用？分别对应了多元主体互动下的资源运用问题，行动范围问题，

权力主体间互动的基本结构指引问题与角色活动规范问题四个问题。而从总

体上来说，不论具体答案有何不同，对于这四个问题的思考与回答实际上反

映了社区及其自有要素被视为主动行动的行为主体而非外部行动所影响的行

为客体。

2  视角转变与主体构建

2.1  视角转变与社区增权实践切合性问题

聚焦于社区自有资源的发掘标志着从资源补足视角向资源发掘视角的转变，

关注于社区自有的能力建设与自有资源的发掘，是创新社会治理机制，在社区

自治概念下从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变的重要体现。

既往的资源补足视角重视外部资源的链接与作用发挥，忽视了社区自身的

内生动力，这既源于研究者和工作者的局限，更在于社区发展的时代性和多元

主体意识觉醒的长期滞后性。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社区多元主体的视野聚焦

于从需求到权利的转变，因此资源发掘视角受重视具有必然性，在社区的增权

实践中，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2.2  从“管理”到“治理”：多主体的平行架构构建与社区

增权实践切合性问题

从“社区管理”到“社区治理”概念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

对多元性的社会参与主体的地位的承认，这一趋势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一直

到 2008 年左右，对于多元性社会参与主体的呼吁成为主流。唐晓阳认为社区管

理是包含了“控制”的过程［1］；娄成武、孙萍认为社区管理就是对于社区各项

事务有效控制的过程［2］，在此时期众多学者通过主客体色彩的社会控制视角对

于社区内部的公共事务活动进行的定义，到后期，随着针对社区治理方的三社



·219·
多元联动与社区增权：逻辑、视角与架构转变2022 年 6 月

第 4 卷第 3 期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pss	 https://doi.org/10.35534/pss.0403020

联动构想、四社联动构想，到如今以湖北省为牵头的五社联动工作指引的出台，

皆体现了在社区多元互动的实践层面由前期社会控制视角的垂直型互动架构逐

渐向社会合作视角的平行型互动架构转变进程。

在这样一种平行型架构中，具有垂直控制色彩的单纯的资源提供方与资源

运用方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整合，原本单一的资源提供者也可以变为资源的发

掘者与谋划运用者，原本社会管理行为所单纯指向与控制的客体目标也应当有

自身的需求与行动回馈。这不仅要求主体化后的行动体在个体层面应当提升其

主体行动意识与相应的独特的自主行动能力，更要求从宏观互动结构上建立一

种能够容忍及支持各方参与者拥有必要的自主行动能力与行动方向的互动架构，

从而形成一种内部行动能力建设与外部行动体系保证的模式。在这种模式建设

的过程化视角中，多元化治理是一种多方共同行动的过程，也是一种主体确立

及多方增权的过程。

而五社联动的提出便回应了这两种架构之间的转变，五社联动视角下，将

社区作为平台、社会工作者作为支撑、社区社会组织为载体、社区志愿者为辅助、

社区公益慈善资源为补充，以建立社会治理共同体，每一种行动体各司其职，

主动发挥自身的自主功能，将社会控制的垂直架构变为社会参与的平行架构。

具体而言，以社区平台为基础提供活动场域、以社会工作者为支撑提供专业行

动资源、以社会组织为载体提供行动合法化路径、以社区志愿者为辅助提供行

动动力、以社区公益慈善资源为补充提供，并通过互动的结构化推动了社区的

整体增权互动，这样一种社区整体增权互动通过与增权视角取向下的三种层次

的切合以与该视角得到一种整合性的切合。

3  多元主体互动的过程实质上是社区增权的过程

回顾新世纪开始后的 20 余年间对于社区治理问题的探寻，笔者认为，不论

是从“管理”到“治理”的改变，从“一元”到“多元”分析，从“外来性”到“内

生性”探索，其无一例外从本质上而言都是对于社区内活动的权力主体多元化

认定的问题。自改革开放以来，在一次次经济社会体制改革的宏观大背景推动，

我国社区基层治理改革进程从不同方面不同层次都多次回应了不同时代背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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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下的现实问题，从世纪初的商品房发展过程中的物业确权问题与话语权斗

争过程研究［3］，跨越 10 年代前后逐步摸索的社区主体间性视角的互动问题，

到现阶段新的社会矛盾阶段多提出的共建共治共享的多元社会治理结构问题，

这一基本问题的回应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

格局……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

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这种权力主体的认

定来自主体性的确认，也来自各种主体间各自资源的发掘，更来自不同主体各

自能力的培养与体系的建构。

多元主体互动的过程实质上是社区增权的过程，社区增权的过程性目标之

一是社区及其互动方主体意识的确立，自主性的获得与行动力的满足。而资源

发掘视角与主体间的平行架构视角结合便是在增权视角于社区发展的路径探索

中得到体现。

3.1  增权视角下的个人层面压迫逻辑与社区多元主体互动的

切合性

首先，社会工作者为支撑提供专业行动资源与增权视角下个人层次干预的

切合性。个人层面的增权视角需要个人感到且的确有能力去影响或解决问题，

其是一种以个人为主体的行动对于周边资源的运用以解决个人问题的方向。具

体而言，所罗门将造成个人无力感的根源细分为三个层次：受压迫者的自我负

向评价、受压迫者与外在环境互动过程中形成的负面经验以及外部的宏观环境

的障碍。其中个人层面的压迫逻辑主要是涉及前两种阻碍，即自身负向的自我

评价与自身在互动过程中所累积的负向经验。社区多元主体通过对于包括个人

在内的不同主体的多样性独特需求及个性化资源及能力的考虑可以为增权视角

下的个人层面提供一定的实践路径。

增权视角下的个人层次干预主要涉及“因多种社会因素而导致的对个人

自我与个人价值方面造成的负面影响，对这些个人负面影响的减轻或者消除

即各层面的增能，包括个人应对环境能力的提升、自我方向感和自信心的增

强等”［4］。在社区多元主体互动的视角下，社区居民不再被看作单纯的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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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被影响者，而是被看作具有独特需求及相应行动能力，具有一定主动

性资源的主体行动者，其具有自我行动与自我意识的能力，这也体现了一种

社区多元主体视角与改善自身负向自我评价目标的切合性。故若社会工作者

为支撑提供专业行动资源与其存在其契合性，则社会工作者为支撑提供专业

行动资源应当包括能力提升（个人应对环境能力的提升）与意识培养（自我

方向感和自信心的增强）两个过程。作为五社联动主体性资源的社会工作者

借助其自身的专业能力及技巧应当也可以从能力提升及以上培养两个方面对

于社区内的多元主体（这里主要是指作为主体之一的社区居民）从个人层次

进行介入并通过该路径达到社区增权的过程，具体包括居民在个人层次上作

为主体性资源自身的社区参与意识的提升与社区参与能力的培养，社会工作

者运用专业知识技能分析及确定相关需求，运用社会工作专业化技巧以具体

需求为基础开设相切合的活动及针对现实社区需求情况进行社区倡导，以提

升居民的社区参与意识等，以此来提升社区居民应对社区互动环境的能力，

从而提升居民在社区互动过程中的主动性与参与性，这种社区居民层面的主

动性与参与性的提升使得社区居民的行为皆可以从其自身的发展与需求出发，

从而提升其在社区环境互动中的主体性。

其次，社区平台为基础提供活动场域对于受压迫者外在环境互动过程中

形成的负面经验的影响与居民主体性确立的关系。增权视角将受压迫者外在

环境互动过程中形成的负面经验的影响视为受压迫者无力感来源的重要因素，

也是受压迫者感受到剥夺的重要原因，使其无力运用自身的自有资源对于目

标进行自主行动从而被剥夺了在环境互动中的主体性。故在这一层面，主体

自主行动的剥夺实质上是环境资源运用能力及渠道的剥夺，其无法运用所处

环境中的资源以解决问题从而造成了自身的无力感，而这种无法进行自主资

源获取及运用的过程也标志着行动者主体性的消失。而五社联动视角将社区

平台作为基础活动场域，天然地也将作为主体性互动者的社区居民放置在了

社区这一系统性视角中，并通过引入以“大慈善”概念为基础的社区公益慈

善资源将原本局限于正式系统中的社区资源探寻视角放大到居民日常活动及

作为主体的居民日常活动周边的多样性非正式互动系统的资源发掘上，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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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了资源发掘平面，使资源多样化，资源蕴含主体下沉化。如此不仅关注

了居民作为行动方的资源，同时也强调了居民这一作为具有主动行为能力及

行为意识的主体的存在，关注于居民日常交往中所蕴的资源以及行动，从而

强调其对于日常行动中自有资源的关注以消除其余环境互动经验中的负面剥

夺感以达到一种增权的效果。

平行化互动主体确立的过程不代表在互动的过程中多元主体间在行动过程

中落入绝对平均主义的“均质化”，也不排斥某一部分所具有的统领作用，而

更多是一种立足于自身资源及能力的“能者所劳”的各司其职，以防止某一行

动体的越俎代庖问题，故这一角度上五社联动互动主体的平行架构确立问题，

是以确立行动主体为手段的社区增权实践。

3.2  增权视角下的人际与社区社会环境层面压迫逻辑与社区

多元主体互动的切合性

增权视角下的人际与社区社会环境层面压迫逻辑“主要是帮助目标群体

建立相互支持的关系，通过群体内互动分享培养群体社会身份，拓展问题解

决视野”。［4］其主要强调每个主体都有独特资源以缓解多样性的环境压迫，

被增权群体内部的自发地运用自身资源进行相互支持的过程。若将增权概念

放置于社区系统互动视角下来分析，社区内部不同主体间的合作性过程便可

以看作是不同主体运用自身特有的资源进行互动的过程。从基础逻辑上来说，

五社联动的提出背景具有政府于基层实践性治理层面的退出与社会治理力量

于微观治理的实践层面的引入这一色彩，其联动架构的搭建具有社区资源分

配、社区多元利益协调与不同力量的参与框架构建等现实治理问题的呼吁等

因素的推动，其要求处在不同社会行动位置上的不同主体发挥其不同主体背

景下的独特资源及行动。将增权视角下的人际与社区社会环境层面压迫逻辑

与社区多元主体的行动逻辑相连接，首先需要在人际层面为目标群体培养一

种集体行动的社会身份［4］，这种集体行动的社会身份产生需要来自目标群体

内部的自发性的自助与互助，是一种从个体行为发生层面对于行动的自我控

制以及对于资源的自我发掘与利用，通过对于自身资源与行动的自主掌控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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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实现“增权”目标。故这种增权不仅仅是对于个体作为主体背后的多样性

资源的发掘，更是对于社区人际层面所指向的居民、社区团体等多方力量联

动与合作，以达到一种社区总体资源的聚合，便是“社区联动”视角下所提

出的公益慈善资源的含义所在。

故增权视角下的人际与社区社会环境层面压迫逻辑与社区多元主体互动

的切合性一大主要体现便体现在社区内部公益慈善资源的发挥，公益慈善资

源即“包括社区可获得、可支配，用于回应社区需求、提供社区服务、解决

社区问题的一切物质、资金、技术、服务等社会资源”［5］，它冲破了一般性

的慈善概念而将其扩大为了促进总体社会福祉的“大慈善概念”，将一切有

益于社区发展与各方面总体福祉的内外部因素都看作是慈善的促进，而社区

内部不同主体在主体间性视角下主动运用自身背靠的具有明显“身份特征”

的独特资源进行互动，通过具有不同身份特征及身份背后所蕴含的不同的社

会性资源，通过人际间的互动将其蕴含的资源进行连接与交换，通过人际身

份的资源链接以丰富资源来消解及分化环境层面的总体压迫，以增强行动者

对于环境的掌控及适应能力。故社区的多元主体互动视角在某种程度上也回

应了在人际与社区社会环境层面对于个体互动自主性发挥以达到社区增权的

这一目标。

对于社区增权进行剖析之后，可以看到其依赖于过程性的对于各个主体所

独有的资源发掘，能力培养，意识觉醒以及总体互动层面的体系建构。而社区

增权便是推动“资源发掘，能力培养，意识觉醒以及总体互动层面的体系建构

以达到增权目标”这四方面各自的发展与互动以达到目标。而要培养及建构增

权视角下多元主体的四个方面，首先是需要识别及确立各个主体何以为“主体”，

即其主体性因何而确立的问题。

4  如何确立多元主体：增权视角下问题解决与补
足性逻辑到需求满足与主体发展逻辑的转变

对于如何确立多元主体，这一系统性问题在不同的实践层次具有不同的实

践要求，在最初也是最为底层的逻辑思辨层次，这种逻辑应当遵循社区增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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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要求，将社区权责主体归位于居民本身，将社区行动基础落脚于社区居民

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行动，探寻及增强以社区居民为主的主体间的内生性需求及

力量。

4.1  专业权威模型的需求框架到主体视角的问题与需求确

立：自上而下到自下而上的模式转变

从系统性的行动规划层面来看，主体性的确立要求主体视角下的需求确

立，而非专业权威主义视角下的需求模型带入。湖北省城乡社区“五社联动”

工作指引指出：“坚持项目驱动、专业引领，将居民群众多样化、个性化需

求转化为具体项目。”［5］，在具体的联动互动视角下的项目运作联动与社区

组织运行方式联动方面，其项目及运行也应当从社区系统本身的需求层面出

发。这要求社区行动及活动涉及应当完成从自上而下的行政指令性推进向扎

根基层社区共同体日常需求满足的转变，这也是确立社区在五社联动过程中

的主体性保证。

4.2  问题解决视角到需求满足视角的转变：系统性整合行动

的要求

社区研究以及针对社区整体的专业行动是一种以社区为场域的整合性研究

或行动，它不排斥场域中的单个案研究或单一过程、机制性研究或行动，但这

些研究或行动的目的最终还是应该回到对于社区的系统性探寻以及影响中。故

在具体的社区各方的“五社联动”过程中，应当注意社区工作自身所具有的整

合性行动特点，从行动方面出发，联动社区各方行动主体合作。

湖北省城乡社区“坚持优势互补、协同共治。充分发挥社区广纳各方、包

容共享的平台优势”，［5］并对于各主体在其自身层次上的具体优势发挥分析做

出了指引，故确立各方主体应当充分考虑及发挥各方主体所自身具有的主动性

优势，引导主体间进行主动互动与协调，在互动过程中按照实际需求相互合作，

立足于各行动方以需求满足为导向进行自我能力的发挥与资源的链接从而推动

的主体行动间的平行架构是各主体各自能动性发挥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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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会工作者专业优势的发挥

作为主体性资源之一，社会工作者在具体专业服务操作层面通过对于服

务设计提供前运用专业知识对于目标问题及需求的科学合理评估，建立行动

指导及评估的指标体系。对于社区多元化需求的准确把握不仅有利于提高服

务的质量及效率，同时服务与需求的契合良好抓住社区基层现实问题解决痛

点，只有这样才能建立专业服务与居民行动两者互动间的联结抓手，使得服

务提供有效消除居民的阻碍与问题，也使得居民能够在解决现实主要问题痛

点的刺激下主动参与到自身所处社区的行动参与中。这离不开社会工作者运

用自身的专业知识及技巧对于服务客体的问题及需求进行专业的有效分析，

帮助服务行动者准确把握有效需求。除开稳步推进社会工作者专业化体系建

设，提高社工领域资格培养与认定水平，建立专业培养系统等方面外，把握

专业化分析与日常生活化观察的有机结合，推进服务指导需求模型对于服务

对象的实际需求的整合。

（2）社区社会组织组织化资源及载体优势的发挥

社区社会组织组织化资源作为另一种主体性资源是多元互动进程中保证

服务及行动专业性的主要保障。首先社区社会组织具有将为独立的专业行动

能力，能够通过分析存在的相关社区问题较为准确的理清某一社区现阶段现

实存在的相关需求。相对于单一的社会工作者，其更加可以长期性而系统性

地提供一种多元而联动的组织化资源从而对于社区相关需求进行一种系统化

的持续化的满足。

其次，社区社会组织也是相关社区服务活动提供及开展的重要载体空间之

一，这是其除了作为一方行动主体之外的另一种非主体性作用。社区专业工作者、

社区志愿者依托社区社会组织的组织化资源进行相关专业行动及与其他主体进

行互动，社区社会组织作为专业载体为具体的行动人员与社区的互动提供了较

为稳定的正式路径与依靠，以提高其正式资源的利用、资源的聚合能力以及于

正式框架中的行动能力，最终通过这样的组织化结构化行动路径的构建有效提

升了社区内部互动的有效性与专业性，增强社区问题解决与行动整合的能力，

从而从行动的结构提升视角达到社区增权赋能的总体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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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社区志愿者基层群众性优势的发挥

社区志愿者作为直接与社区居民互动的一线行动者，也作为五社联动中

的一种具有独立行动能力的主体性资源，动员及组织社区基层志愿者力量在

服务活动推进过程中链接专业服务力量与基层社区居民并传递相关服务与协

调各方关系、加强专业服务队伍以及非专业志愿服务队伍建设以及多动员机

制联动。长期面向居民群众现实问题活动的一线的工作特征使得其既可以第

一时间接收及反馈现实实践过程中所出现的新需求新情况，防止社区专业行

动服务提供与社区居民现实需求脱节，使得社区居民可以按照自身的需求及

所处的环境与拥有的现实环境资源及能力能够主动的且有能力地参与到社区

整体服务活动中。

（4）公益慈善资源社会化优势的发挥

作为一种统筹性的社会资源，其可以被视为一种多样化社会性资源的汇集，

是五社联动行动中唯一的非主体性资源，需要其他主体对于其进行规划与整合，

但同样也是社工、社区与志愿者等几大主体行动影响所交汇之处。公益慈善资

源的发挥强调对于内外部一切有利于社区行动及社区发展的资源进行整合，是

一种社会化了的资源。公益慈善资源的发挥主要依赖于社区内部居民自身的所

独有的现实生活性资源等一系列促进社区发展与整合的本社区自有资源的发掘，

包括邻里关系、社区相关活动甚至社区所拥有的基础设施建设情况等等。故公

益慈善资源的发挥需要行动者具备一种日常化的视角，发掘社区居民日常互动

中所依靠的、所蕴含的能够促进社区发展的有利之处。这种日常资源及能量的

发挥同样也是具备了增权视角的一种资源发掘，同样是具有居民主动行动的主

体性色彩的，这样以居民日常周边互动活动资源的发掘也为关注于居民实际日

常需求的视角转变提供了一定支撑。

（5）社区协商机制与社会治理网络机制建设优势的发挥

社区协商机制与社会治理网络机制建设上述四个主体互动所产生的可能结

果，也是本文所阐述的多元互动主体行动过程中所需要的达到的阶段目标，同

时也是促进五社联动多元主体互动的保障性机制。建立健全社区协商机制与社

会治理网络机制可以从某种意义上为社区的多元化主体的联动营造相关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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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行动场域保障并进一步推动多元联动的深入发展，为社区相关行动主体的互

动提供稳定且有利的制度性环境保障。

5  总结

社区多元化联动治理与社区增权进程是一种包含了视角、架构转变与发展

逻辑等多系统的、多层次的推进过程，其不仅要思考不同主体间的互动性，更

是对互动机制保障、行动引导等多方面问题都带来了新的思考与挑战，需要在

实践中慢慢摸索与探寻，最终形成一种过程性的互动变迁协调机制，才能将这

种互动紧密地与不断变化的现实实践需求相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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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cess of community pluralistic linkage governance should be 

regarded as the process of subjectivism of community elements, and the essence 

of such subjectivism is a process of community empowerment. The proposal 

of the linkage of the five social organizations provides a new possible path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multi-subjects and the overall increase of power in the 

pluralistic governance of communities. It includes the change of perspective, the 

change of structure of action body interaction, and the change of development 

logic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ltiple subjects. These three kinds of changes 

are accompanied by the problem of the hierarchy and logical framework of 

empowerment, so as to combine the establishment of multi-linkage subject with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ty empower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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