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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详细描述了北京市几个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的发展史，以及它们在不同时期的运行特征、面
对的压力及解决问题的方式，为我国城市社会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基础资料。
对城市基层社区组织的运行模式提出了新的理论概括。
　　编著者在占有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城市中实行的单位体制——街居体制是主辅关
系，即不但在改革之前，就是在改革后的一段时间内城市运行仍然主要依靠单位制进行，但是随着改
革的深入，街居体制的作用在加强。
研究详细分析了这种主辅关系的特征。
该书指出城市基层社区组织的行为模式正在由行政型向行政——经济型转化，并指出行政——经济模
式的特点：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工作内容的行政——经济化和工作方法的行政——经济化。
指出街道办事处、居委会的主导性行动的加强，即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已不只是上级的“腿脚”
，而是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自主的行动者，它们有自己的相对独立的利益。
该研究对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的具体工作进行了评价，并提出加强基层社区组织建设的建议。
该书肯定了所调查的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在城市管理、城市建设及为居民服务方面所做的贡献，
同时也指出了它们在改革中所遇到的矛盾，并提出了一些参考性的建议。
认为社区建设的灵魂是社区参与。
这不但包括居民被动地参加社区活动，更重要的是吸引居民主动关心社区事务、参与社区活动。
对我国当前正在蓬勃开展的城市社区建设尝试性地进行了理论分析。
指出社区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过程。
在建设公共设施、开展公共活动方面，社区建设需要经济的强有力支持。
社区建设是发展基层民主的过程，也是一个多元行为主体的互动过程。
社区成员参与是社区建设的关键。
在社区建设中政府发挥着主导作用，但权力的过度参与并不利于本质意义上的社区建设。
在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的过程中，社区建设也遇到了来自社区内组织的经济理性和社会成员的个人自
主意识增强及传统的社会团结遭到破坏等方面的影响。
据此，提出了社区建设的逻辑、社区建设的理论模式和社区建设的时序模式。
　　本书认为，我国社区建设的逻辑包括以下方面：　　1．社区建设的涵义是建设社区，它是改善
社区成员的生存环境并有利于他们发展的活动。
　　2．社区建设是经济与社会发展在社区层面的反映，它是一个经济、政治和社会过程。
 　　3．社区建设是政府支持下的社区自组织过程，是经济力量支持下的社会过程，是设施建设背景
下增强社区成员的共同体意识的过程。
　　4．社区建设的主体是社区成员(包括驻区单位和居民)，他们是社区建设的主要力量和成果的享用
者。
　　5．社区建设的社会基础是社区成员的参与，社区建设是参与和共享的体系。
　　6．社区参与的动因来自于社区成员的相互需要和共同需要，激发他们的需要和促使其相互结合
是社区建设的心理的和文化的基础。
　　7．社区设施或社区活动项目是社区参与的物质载体，社区建设需要必要的物质基础。
　　8．社区建设的关键是挖掘、动员和整合社区内部资源，同时也需要外部支持，包括经济支持，
但外部支持应以满足社区成员的需要为目标。
　　9．在社区建设中社区外部组织(包括政府和其他组织)与社区组织是合作关系，为了推进社区建设
，建立由相关各方组成的社区建设委员会(或类似组织)是必要的。
　　10．社区建设、社会团结可能会遇到阻力或破坏性力量，社区建设要通过持续投入去增强社区要
素并促进其整合。
社区建设是经济和社会发展在社区层面的具体体现。
作为一个有价值取向的社区发展活动，它需要动员各种力量不懈努力。
　　在社区建设中政府、社区组织、社区成员应三方合作，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三种资源要共同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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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
政府、社区组织、社区成员是社区建设的三大行为主体，是社区建设的共同推进者。
社区建设需要动员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等力量，并力图使其整合。
该研究提出了我国社区建设的时序模式。
鉴于我国城市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综合体变化过程的复杂性，具体的社区建设大致可以分为：社区
建设前期，政府在单位——社区体制的选择上，加大社区的责任，权力下沉；社区建设初期，在政府
的支持下，街居基层组织成为社区运行的行政主体，并以此为基础去动员、组织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建
设；社区建设的发展期，街居基层组织与社区成员在服务和管理层面共同建构合作关系，社区中的社
会因素明显成长；社区建设的成熟期，形成较强的社区自治组织体系，作为政府代理人的街道办事处
同作为自治组织的居民委员会相对分离，并形成街道 (政府)——居委会(自治组织)——社区民间组织(
经济、文化及服务组织)——社区成员(居民与驻区单位)既合作又相互制约的关系体系。
　　本书资料丰富，研究扎实，在城市基层社区组织的转变、社区建设的力量分析、社区建设的理论
模式和时序模式分析等方面都提出了独到的创新性的观点。
该著作对于提高社区研究的理论水平和实际的社区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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