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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究社会治理共同体中社会组织发展和治理创新的问题。通过对社会治理共同体协同共治模

式的分析，本研究采用文献研究和问卷调查的方法，系统地研究了社会组织在共同体治理中的角色、发

展趋势和创新实践。研究发现，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共同体中具有重要作用。首先，社会组织作为社会

治理的参与主体，通过组织和动员社会资源，能够为共同体治理提供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其次，

社会组织能够更好地代表公众利益，通过参与决策和监督，增强治理的公正性和合法性。同时，社会组

织还能够促进社会创新和治理创新，提供新的解决方案和模式，推动社会治理的转型升级。在研究过程

中，我们发现了一些创新实践。例如，社会组织积极探索与政府、企业等治理主体的合作机制，形成多

方协同治理的模式；社会组织还倡导基于社会共识的治理理念，通过公众参与和社会协商，实现治理决

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这些创新实践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发展和治理创新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启示。基

于以上研究成果，我们得出以下结论：社会组织的发展和治理创新是社会治理共同体协同共治的重要支

撑和推动力量。社会组织应当不断完善自身能力，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发挥自身优势，推动社会治理的

协同合作和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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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problems of social organization development and governance inno-
vation in the social governance community.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model of the social governance community, this study adopts the method of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 to systematically study the role, development trend and innovative practice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community governance. The study found that social organization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social governance community. First of all, social organizations, as the main 
body of social governance, can provide rich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for 
community governance by organizing and mobilizing social resources. Secondly, social organiza-
tions can better represent the public interest and enhance the fairness and legitimacy of governance 
by participating in decision-making and supervision. At the same time, social organizations can also 
promote social innovation and governance innovation, provide new solutions and models, and pro-
mot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social governance. In the process of research, we found 
some innovative practices. For example, social organizations actively explore cooperation mecha-
nisms with the government, enterprises and other governance subjects to form a multi-party col-
laborative governance model; social organizations also advocate the concept of governance based 
on social consensus, and realize the democratization and scienctifization of governance decision-
making through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social consultation. These innovative practices provide 
useful experience and enlightenment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governance innovation of the social 
governance community. Based on the above research results, we draw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governance innovation are an important support and 
driving force for the coordinated co-governance of the social governance community. Social organ-
izations should constantly improve their own capabilities,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social governance, 
give full play to their own advantages, and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cooper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social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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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社会结构深度转型与利益格局重塑的进程中，社会问题的复杂性与多样性显著提升，传统一元化

社会治理模式的局限性日益凸显。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推动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公众等多元主体

协同共治，成为优化社会治理效能、维护社会稳定发展的关键路径。社会组织凭借其基层贴近性、运作

灵活性和专业优势，在公共服务供给、社区营造、社会矛盾化解等领域的重要性与日俱增。 
本研究聚焦于社会治理共同体视域下社会组织的发展态势与治理创新，旨在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研

究，探讨社会组织在协同共治中的角色定位与发展路径。研究旨在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双重发力，完善社

会治理理论架构，为社会组织深度参与社会治理提供靶向性策略，赋能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高效构建，加

速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5.146496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索南吉 
 

 

DOI: 10.12677/ass.2025.146496 217 社会科学前沿 
 

2. 国内外文献综述 

2.1. 国内研究现状 

在中国，对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和发展进行了深入研究。赵伯艳(2012)指出，社会组织在推

动社会治理现代化和民主化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她强调社会组织作为第三部门，在政府和市场之外，

为社会治理提供了重要支持[1]。此外，丁延平、史东柏(2016)的研究发现，社会组织的发展不平衡和治理

模式不完善是当前主要挑战之一。他们呼吁加强对社会组织的支持和规范，以促进社会治理体系的健康

发展[2]。 
另外，李晓团(2023)从社会组织的组织结构和治理模式入手，探讨了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和

影响[3]。她认为，社会组织的治理创新是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路径之一，需要不断完善和创新治

理机制[4]。杨柯(2015)的研究则聚焦于社会组织的参与方式和效果，提出了加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

的建议，以实现治理的民主化和多元化[5]。 

2.2. 国外研究现状 

在国外，谭静和张学升(2019)的研究强调了北欧国家的社会组织发展经验值得借鉴。他们指出，北欧

国家的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民主参与和社会服务提供，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和发

展[6]。另外，陈成文和黄开腾(2018)的研究强调了社会组织与政府、市场的合作与互动对社会治理的重要

性。他们认为，建立有效的多元治理体系需要各方的协同努力和合作[7]。 
此外，AJ Omede；AR Bakare (2014)的研究从社会组织的可持续发展角度出发，提出了加强社会组织

自身能力建设的建议。他们认为，社会组织需要具备良好的组织管理和财务运作能力，才能更好地发挥

其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8]。王名、蔡志鸿、王春婷(2014)的研究指出，社会组织通过专业化与创新性的服

务供给，在弥补政府公共服务短板的同时，其社会影响力不仅体现在服务覆盖面上，更表现为推动治理

模式创新的能力。该研究强调，在多元共治格局下，社会组织需要提升适应性创新能力，以应对资源约

束挑战并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化[9]。 

2.3. 研究评述 

综合国内外研究现状可以看出，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对于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

和民主化具有重要意义。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社会组织的发展、治理模式和与其他治理主体的关系，

为未来社会治理体系的构建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支持和实践经验。 
在未来的研究中，需要更加关注社会组织的自我发展和治理创新，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借鉴各国

的经验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推动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实现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健

康发展。 

3. 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概念和模式 

3.1. 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定义和特点 

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指在特定社会背景下，由政府、市民社会组织、企业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共同

管理社会事务的组织网络。其核心特点包括多元主体参与、协同合作、信息共享、责任共担等。社会治

理共同体不同于传统的单一主体治理模式，更强调各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协同互动，实现共同治理、共同

分享的目标。 
在社会治理共同体中，政府作为主导者和协调者，发挥着政策引导和资源整合的作用；市民社会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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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作为社会参与的重要力量，代表着公民的利益诉求和社会声音；企业作为经济实体，承担着社会责任，

参与到社会治理中。这种多元主体的参与，使得社会治理共同体具有更高效、更灵活、更民主的特点。 

3.2. 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协同治理模式 

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协同共治模式是指各主体在共同治理过程中相互协作、相互支持、相互监督，共

同推动社会事务的解决和发展[10]。在这一模式下，政府不再是唯一的决策者，而是与其他主体形成合力，

共同制定政策、规划和实施方案。 
协同共治模式强调各主体间的合作与协调，避免了单一主体的权力垄断和信息不对称问题，提高了

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同时，通过共同承担责任和风险，各主体在社会治理中形成了利益共同体，增

强了社会的凝聚力和稳定性。 

3.3. 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发展现状和趋势 

当前，我国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各类社会组织日益壮大，参与社会治理的意识不

断提升。政府加大对社会组织的支持力度，鼓励其参与社会治理，推动社会治理体系的创新和完善。未

来，社会治理共同体将继续向着多元化、专业化、网络化的方向发展。政府将更加注重社会组织的自治

和独立性，为其提供更多资源和政策支持；社会组织将更加注重专业化能力建设，提升自身治理水平和

服务能力；各主体之间的协作机制将不断完善，形成更加紧密的合作关系，共同推动社会治理共同体的

发展。 

4. 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共同体中的角色与功能 

4.1. 社会组织的概念与分类 

社会组织是指由一群志同道合的个人组成的非营利性组织，其核心价值在于服务社会、促进发展和

维护成员利益。根据其性质和职能的不同，社会组织可以被划分为多个分类。首先，慈善组织致力于为

弱势群体提供帮助和支持，促进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其次，行业协会在共同体治理中扮演着促进行业

发展、维护行业利益的角色，为行业成员提供交流合作平台。此外，公益组织以推动社会公益事业为使

命，通过开展公益活动、项目实施等方式参与共同体治理。最后，民间团体作为基层组织，代表着普通

民众的利益诉求，通过自发组织的方式参与共同体治理，推动社会民主化和民间参与。 

4.2. 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共同体中的作用和意义 

在共同体治理中，社会组织扮演着连接政府、市民和企业的桥梁和纽带的角色，具有重要的作用和

意义。首先，社会组织能够代表和反映不同群体的需求和意见，推动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确保决策

符合多数人的利益[11]。其次，社会组织可以促进信息共享、资源整合和利益协调，推动共同体治理的协

同发展和共赢局面。此外，社会组织还能够发挥监督和服务功能，促进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发展，确保治

理体系的有效运行和发展。 

4.3. 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共同体中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贡献 

社会组织通常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专业知识，通过开展调研、培训、咨询等活动，社会组织

能够帮助共同体成员提升治理能力，解决实际问题，推动共同体治理的创新和进步。社会组织通过

分享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促进共同体治理的专业化和智慧化发展，为共同体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

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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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共同体中的公众利益代表作用 

作为公益性质的组织，社会组织始终以维护公众利益为宗旨，代表弱势群体、倡导社会公正、促进

社会和谐[12]。在共同体治理中，社会组织能够发挥公众利益代表的作用，推动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的

公平性和透明度，确保决策符合多数人的利益诉求，维护社会的整体利益。通过发挥公众利益代表作用，

社会组织能够有效平衡各方利益，推动共同体治理的民主化和健康发展。 

5. 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共同体中的治理创新实践 

5.1. 社会组织与其他治理主体的协同合作机制 

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共同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与政府、企业等其他治理主体之间的协同合作机

制至关重要[13]。首先，建立多方参与、协商决策的机制是实现社会组织与其他主体合作的基础。通过定

期召开联席会议、建立工作小组等形式，促进信息共享、资源整合，确保各方利益得到平衡。其次，建立

信息共享和沟通机制，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如互联网平台、移动应用等，提高信息传递效率，加强合作的

实时性和便捷性。最后，建立相互监督和评估机制，通过建立相互监督的机制，提高各方行为的透明度

和责任感，确保合作的顺畅进行。 

5.2. 社会组织的治理理念与实践 

社会组织的治理创新需要建立在社会共识的基础之上。首先，社会组织应当积极参与社会议题的

讨论和沟通，促进各方对于治理目标和方式的共识达成。其次，社会组织需要倡导包容性、参与性的

治理理念，鼓励广泛的社会参与，确保各方利益得到平等对待。最后，社会组织可以通过开展公众教

育、舆论引导等方式，引导社会舆论，形成对于治理创新的认同和支持，推动治理实践的落地和持续

发展。 

5.3. 社会组织推动社会治理共同体治理创新的案例参考 

社会组织在推动社会治理创新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以上海市杨浦区善治社区党建工作室以党建为

引领，深度融合党建逻辑与文化逻辑为例。其打造的“小小讲解员”等品牌服务，针对青少年群体，通过

原创课程开发与实地体验，培养青少年对本地历史文化的认知与传承意识，增强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同

时，凝聚多元化志愿者队伍，包括居民、高层次人才、在职人员和大学生等，丰富服务资源。这些举措不

仅传承了红色文化，还提升了社区凝聚力，在社区文化建设与社会治理创新方面做出示范，为社会组织

参与社区治理，尤其是在文化传承与青少年教育方面提供了新思路。 
以太仓市养老社会组织在党建引领下，积极探索养老服务新模式为例。通过坚持党的领导与社会组

织依法自治相结合，其建立起“开放式党建”实践路径，为组织发展定向领航。在政策推动层面，太仓市

系统构建养老服务政策体系，涵盖养老服务需求评估、医养融合等多方面，实现各类养老服务社会化运

营率超 99%。在组织建设上，成立多个养老相关机构，吸引众多养老服务组织和企业参与，服务覆盖居

家养老、机构管理等十大类，形成多元化参与格局，每月服务约 3 万名老年人。此外，还创新人才培养

模式，成立太仓养老学堂开展校地合作，首创养老护理员节，培养大量专业人才。太仓市养老社会组织

的实践，为养老服务领域的社会创新与治理创新提供了可借鉴的样本。 

5.4. 社会组织的治理创新对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影响 

社会组织的治理创新对社会治理具有深远影响。首先，社会组织的参与促进了社会治理体系的多元

化和民主化发展，增强了治理的包容性和灵活性。其次，社会组织的创新实践为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了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5.146496


索南吉 
 

 

DOI: 10.12677/ass.2025.146496 220 社会科学前沿 
 

新思路和新途径，推动了社会治理方式的创新和优化。最后，社会组织的治理创新促进了社会各界对于

治理责任的共同认知和承担，形成了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良性互动和发展。 

6. 社会治理共同体中社会组织发展和治理创新的问题和策略 

6.1. 社会组织发展的问题 

社会组织作为社会治理共同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发展迅速，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14]。
然而，社会组织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一些问题。首先，一些社会组织存在着组织规模小、资金匮乏、

人才短缺等问题，制约了其可持续发展[15]。其次，社会组织内部治理机制不健全，影响了其社会公信

力。 

6.2. 社会组织发展的策略 

为促进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我们需要探讨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路径和策略。首先，政府可以加大

对社会组织的支持力度，通过设立专项基金、提供政策扶持等方式，解决社会组织资金短缺问题[16]。其

次，社会组织可以加强内部管理和规范运作，建立健全的组织架构和治理机制，提升组织的管理水平和

透明度。此外，加强社会组织之间的协作合作，促进资源共享、信息交流，形成合力，共同应对发展中遇

到的挑战，形成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的发展格局。 

6.3. 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共同体中的治理创新策略 

社会组织的治理创新是推动社会组织发展的关键。在治理创新方面，社会组织可以探索基于互联网

技术的信息化管理模式，提高管理效率和透明度；可以借鉴企业管理中的先进经验，引入现代管理理念

和方法，加强与政府、企业的协同创新，提升组织运营效能；同时，利用大数据技术优化服务流程，通过

政社合作推动政策试点，建立多方参与的评估反馈机制，推动治理体系的创新和完善。 

6.4. 社会组织发展和治理创新对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设和发展的建议 

社会组织的发展和治理创新对于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我们建议政府

完善社会组织扶持政策，构建“放管服”相结合的监管体系；社会组织需强化使命意识，聚焦主业提升

核心竞争力；社会各界应共同营造支持社会组织发展的良好生态。 

7. 结语 

本文深入探讨了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共同体中的角色功能、发展现状及治理创新实践，揭示了其对

社会治理效果的显著影响。研究发现，社会组织作为政府与民众的连接纽带，其参与度与治理质量直接

关联社会治理成效。当前，社会组织呈现多样化、专业化、网络化发展趋势，但在资源获取与管理规范

方面仍面临挑战。部分地方通过多元主体参与、强化自治与促进公民参与等创新实践，推动了社会治理

体系的完善。 
然而，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研究范围局限于特定地区或领域，数据获取不完整，且研究方

法在设计与数据分析上尚需完善，影响了结论的普适性与可信度。 
展望未来，我们可以从以下三方面着力：一是拓展研究范围，涵盖更多地区与领域，对比分析不同

情境下的发展与创新模式；二是强化数据支撑，构建完善的数据体系，深入挖掘社会组织发展的内在规

律；三是运用多元研究方法，结合案例分析与实地调研，全面剖析社会组织发展的实际状况与影响因素。

通过系统研究，为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提供更具价值的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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