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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参与式社区治理一直是近几年基层改革的重点，如何科学有效地促进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和优化基层

治理体系已经成为学术界一个重要议题。通过深入考察X区B街道的“社区合伙人”项目，以资产为本视

角着眼，发现社区资产的发掘与建设是居民、社区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重要结构性条件。为深入解读社

区资产如何实现参与式治理，本文以“社会资本–主体合作–内在取向”三维分析框架，阐述社区资产

建设过程中带来的社区参与从而实现基层权力体系重构的过程。同时强调在陌生人社区中，个体权力资

产作为“引导程序”在孵化无形社区资产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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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articipatory community governance has always been the focus of grassroots reform in recent year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5.146491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5.146491
https://www.hanspub.org/


谢俊杰 
 

 

DOI: 10.12677/ass.2025.146491 181 社会科学前沿 
 

and how to scientifically and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participation of multiple subjects in commu-
nity governance and optimize the grassroots governance system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topic in 
the academic circles. Through an in-depth investigation of the “Community Partner” project in Dis-
trict X and B Street, and focusing on the asset-based perspective, it is found that the excav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assets is an important structural condition for residents and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to participate in community governance. In order to deeply understand how commu-
nity assets can achieve participatory governance, this paper uses a three-dimensional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social capital-subject cooperation-internal orientation” to explain the process of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the process of community asset construction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grassroots power system. At the same time, it emphasizes the important role of political assets 
as “guides” in incubating intangible community assets in the stranger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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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和个案选择 

社会基层治理是党和国家治理的基石，是推动我国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础性

工程。党的二十大以来，为实现新时代基层治理现代化，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1]，明确提出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格局，通过“四议两公开”

“村(居)民说事”等制度拓宽群众参与渠道。浙江省作为全国基层治理创新先行区，率先推行“枫桥经验”

数字化升级，在《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域推进未来社区建设的指导意见》[2]中要求建立“线上 
+ 线下”双轨协商机制，依托“浙里办”平台开发“邻里帮”“议事厅”等数字化参与模块。2022 年出

台的《浙江省城乡现代社区服务体系建设“十四五”规划的通知》[3]更提出打造城市社区议事协商创新

试点和村级议事协商创新试点各 20 个，以此激发群众主体性。从国家政策导向到省级制度创新，均指向

以参与式治理重构基层权力运行逻辑，使居民从治理对象转变为治理力量，在协商共治中实现政府治理

与社会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 
在此背景下，杭州市 X 区 B 街道创新探索社区合伙人模式，下辖 40 个社区全面铺开社区合伙人建

设，有效整合社区资源，搭建多元参与的实践模型，治理成效突出。那么从公共管理视角出发，如何看

待“社区合伙人”？“社区合伙人”是如何促进基层实现参与式治理？其背后的实践逻辑又是怎样的？

这些将是本文所研究的核心议题。 

2.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2.1. 理论基础：资产为本理论及其核心要件 

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模式是针对传统的社区需求或者是社区缺失视角形成的一种截然不同的新取向。

1993 年，John Kretzmann 和 John L. McKnigh 在其《社区建设的内在取向：寻找和动员社区资产的一条路

径》书中正式提出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模式(简称 ABCD 模式) [4]，他们认为相比较传统的社区需求取向

将社区视为居民需要、缺失和问题的集合体，资产为本的发展取向注重的是自身具备的社区资产，社区

的发展不能仅仅局限于外部机构的援助，更重要的是开发利用社区优势、资源和能力，因此资产为本的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5.146491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谢俊杰 
 

 

DOI: 10.12677/ass.2025.146491 182 社会科学前沿 
 

社区发展模式可以看作是优势视角在社区工作领域上的拓展。 
社区资产是社区内部激发活力和促进发展的所有资源集合体，具有以下内涵：一是社区资产以资本

形式投资于本社区，并产生资本附加值；二是无论哪种社区资产均具备属地化特征都必须投资于本社区，

并给社区带来集体性收益[5]。社区资产根据不同划分标准可以将其划分为多种类型，但目前尚未形成一

致认识。约翰·克雷茨曼于 1993 年首次提出社区拥有的优势资源即为“社区资产”，并划分为个人资产、

组织资产、地方制度资产、自然和物质资产四种类型[6]。弗格森和迪肯斯在约翰的基础上将地方制度资

产细化为社会资产和经济资产[7]。美国学者 Gray 依据其在社区发展中承担的功能将社区资产分为物质

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金融资本、环境资本、政治资本和文化资本的七种社区资本形式[8]。综合

来看，无论采取何种定义，社区资产都在着眼于社区自身的潜力和资源，从而实现社区的内生性发展。

因此相较于传统的社区问题模式，其有四个重要特点：一是要以考察社区资产为项目的介入点和工作重

心。资产为本视角强调社区拥有的资源而非社区的问题，但是同样明白资源的多寡决定的社区发展的水

平，因此社区工作一开始就需要着眼于社区资源的发掘，并且在整个过程中，要持续不断的考察和提炼

资源。二是以内在取向作为社区发展的工作策略[9]。内在取向强调本社区居民、组织和团体等参与和创

造性研究社区问题，在一个社区中，只有本地居民才是最了解本社区的资源多寡、空间位置和人文情感

的群体。只有他们懂得如何开发利用社区内在资源和力量，社区才能实现内在性发展。三是以社区意识

培养为优先原则。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模式强调以社区内生资源为核心驱动力的发展路径，而社区意识

的培养正是激活这一模式的关键支点。在这一框架下，优先培育社区意识并非简单的思想动员，而是通

过系统化机制唤醒居民对社区文化、人力资本及自然禀赋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四是以社区关系建立作为

社区发展的有效途径[10]。在社会资本理论中将社区资本划分为桥接型社会资本和结合型社会资本，两者

分别对应社区组织之间和社区内部各主体的关系连接。资产为本视角下的社区发展同样强调社区关系的

建立和居民之间的情感交流，以此减少个人在现代城市生活中的疏离感和孤独感，从而有利于社会整体

的稳定与和谐。 

2.2. 分析框架：社区资产–内在取向–主体合作 

本文以资产为本理论为基础，构建出社区资产–内在取向–主体合作的三维分析框架，期望从居

委、社区组织、居民等多方共同参与推进社区资产建设的过程中梳理出“社区合伙人”模式的逻辑脉

络。资产为本理论中关系驱动作为社区主体利益关系变化在资源整合过程中的直接表现形式，是社区

多元主体作用力的结果，以此窥探多元主体间的互动过程，重视合作生产的实践背景以及社会赋权的

治理环境，以期对关系驱动过程进行全面系统的把握，以此构成主体互动的思考维度。此外，资产为本

理论中的社会资本作为实现社区治理资源整合的重要基础，社会资本中治理资源内容多样、组合形式

多变。此外，不同主体互动强度和资源整合过程中，社区治理中内在取向为社区各个主体内部作用力

的重要表现，其作用力也是不断变化并各有侧重的。因此，在主体互动与资源整合的二维框架中，确定

治理取向的选择应用组合，形成立体化的三维分析框架，并通过不同的社区治理资源整合机制表现出

来(如图 1)。 
理论框架中的三个维度彼此紧密相连。其中，主体互动是对治理主体互动过程的体资源整合的集聚

性和利用率直接关系着主体互动有效性的达成。而在主体互动有效性目标达成后，又会进步促进资源整

合过程的完善和治理内在取向的联结，如此循环往复实现社区治理资源整合的流程再造。总而言之，社

区治理资源整合的分析框架遵循“社区资产–内在取向–主体合作”的理论逻辑展开，其精髓在于以社

会资本为整合载通过内在取向将多元治理主体联结成为关系驱动网络，以达成社会治理合力和治理资源

整合的有效性，展现了资产为本理论与社区治理视角共融互通的社区治理优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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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social capital-subject cooperation-intrinsic orientation” 
图 1.“社会资本–主体合作–内在取向”分析框架 

3. 案例观察：B 街道“社区合伙人”项目的发展历程 

B 街道“社区合伙人”项目建设之初是为了回应超大型城市社区治理效能低下，居民凝聚性差和自

治水平低等问题。项目发展经历了试点推广、机制优化、全面铺开三个阶段，治理效能逐步深入。 

3.1. 原有社区治理困境 

B 街道地处杭州市钱塘江南岸，属于 X 区核心板块。辖区总面积 19.8 平方公里，下辖 40 个社区，

是萧山区管辖社区最多和人口平均密度最高的街道。故而 B 街道的人口类型多样、居民差异性大、面临

的社会治理问题更为复杂。 
一是外来人口激增社区矛盾点。现有研究表明，大量流动人口会对流入地经济产生显著的促进效益

[11]。B 街道作为 X 区的经济政治中心，吸引了大量的外来人口务工，其人口流动率近 45%，部分社区

高达 70%。他们不仅直接参与城镇建设、投身产业活动，成为推动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而

且也参与了城市的生活消费，为社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他们理应和当地户籍人口一样享受

当地政府提供的各种公共服务。但是在实际生活中，流动人口大多无法平等享有公共服务，不能获取完

整的“公民资格”，这也是关信平教授在对非户籍人口分析时提出的“第三维度劣势”1。因此，在受到

 

 

1南开大学关信平教授在对流动人口问题分析时，提出两点主要论断：一是中国流动人口的概念界定。在中国，人口流动和人口迁

徙是不同概念，迁徙人口是户籍发生变动的人口，而流动人口则是户籍地与常住地不一致的人口，因此我国常说的“流动人口”应

当称为“非户籍人口”；二是流动人口的三维度劣势，其中第三维度劣势即为由于不具备本地户口而被界定为“外地人”，并因而

在公共管理和服务体系中受到歧视和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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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和服务体系排斥下，高比例流动率社区更容易滋生流动人口的反抗性和社会对其的标签化[12]。 
二是社区共治乏力致参与不足。B 街道下辖社区众多，且社区之间异质性较强，居民需求复杂多样，

优化基层治理呼声高涨。但 B 街道属 X 区核心区域，系其区政府驻地，致使原有的行政力量较强而社会

力量薄弱，多数惠民工程均由政府发力动员，缺乏社会力量参与，因此如何形成居民广泛参与的基层治

理共同体是一大难题。 

3.2. “社区合伙人”发展阶段 

2021 年浙江省发布的《关于深化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实施意见》中强调“要

坚持群众路线，坚持因地制宜、守正创新”。为此，2022 年以来，北干街道先试先行，推出现代社区强

生惠民的“社会合伙人”合作机制。 
第一，2022 年 3 月~11 月是“社区合伙人”落地的试点阶段。B 街道于 2022 年 3 月正式启动“社区

合伙人”试点工作。在充分考虑各社区实际情况的基础上，选取了 G 社区、L 社区和 Y 社区三个具有代

表性的社区作为首批试点单位。这一阶段的重点工作是探索适合不同类型社区的合伙人模式，并建立初

步的制度框架。 
在试点过程中，三个社区呈现出明显差异化的特点：G 社区作为市级模范社区，具有良好的群众基

础和成熟的社区治理体系，项目启动首月就成功招募 181 位合伙人，迅速组建了 6 支专业服务团队，开

展了包括“老年手机课堂”、“亲子读书会”在内的一系列品牌活动。相比之下，L 社区作为新建的安置

房社区，面临着居民归属感弱、参与意识不强等问题，初期仅招募到 23 位合伙人。针对这一情况，街道

和社区党委充分利用该社区空间资源丰富的优势，打造了占地 1200 平方米的“民生坊”，通过提供便民

理发、家电维修等生活服务，逐步提升居民的参与热情。Y 社区则因其混合型社区的特点，重点推动物

业公司、业委会成员成为“协同合伙人”，在解决停车难、绿化改造等社区公共事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 
为保障试点工作顺利开展，B 街道同步出台了《社区合伙人认证守则》和《社区合伙人工作指导意

见》两份重要文件。前者明确了合伙人的准入标准、权利义务及激励措施，后者则对项目实施提供了具

体指导。同时，街道建立了“月度调研–问题清单–整改闭环”的工作机制，累计协调解决各类问题 37
项，为后续推广积累了宝贵经验。 

第二，2023 年 3 月~12 月是项目机制优化阶段。这一阶段的核心成果是创新性地提出了“三圈”合

伙人战略，该战略以居民需求为导向，通过三个圈层的划分，实现了社区治理力量的科学整合(如图 2)。
具体而言，“三圈”战略包括：在楼栋层面构建“邻里圈”，重点培育“睦邻合伙人”，鼓励热心居民担

任楼栋管家，负责楼道美化、矛盾调解等工作；在小区层面延伸“生活圈”，发展“团队合伙人”，整合

商户、兴趣团体等资源，打造 15 分钟便民圈；在社区层面拓展“服务圈”，凝聚“组织合伙人”，引入

专业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服务。以 G 社区为例，通过引入专业社工机构合作运营社区养老驿站，年服务居

民超过 2000 人次，显著提升了社区养老服务水平。 
为配合“三圈”战略的实施，B 街道还推出了一系列创新举措：开发“B 街道合伙人”小程序，实现

需求发布、项目认领、积分管理等功能的线上化；建立动态评估机制，每季度对合伙人服务效能进行考

核评估，对表现突出者授予“星级合伙人”称号。这些措施有效激发了居民的参与热情，截至 2023 年底，

街道合伙人总数已达 1200 余人，孵化社区自组织 42 个，居民投诉率同比下降 26%，社区治理成效显著

提升。 
第三，2024 年 4 月至今为全面覆盖阶段。B 街道向辖区 40 个社区全面铺开“社区合伙人”项目建

设。在全面推广“三圈”模式的同时，街道正着力探索更具创新性的发展路径。一方面，积极推进区域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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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与周边街道共建合伙人资源池，实现专业力量的跨社区调配；另一方面，尝试“公益 + 低偿”的服

务模式，如在 L 社区民生坊引入便民咖啡角，将其收益用于反哺社区基金，确保项目的可持续发展。 
 

 
Figure 2. Community linkage governance main body map 
图 2. 社区联动治理主体图 

 
在这一阶段，B 街道还注重借鉴其他地区的先进经验。例如，参考成都信托制物业的做法，在 Y 社

区试点“合伙人 + 物业”共管模式，提升物业服务质量；学习杭州西湖合伙人的文旅融合思路，在 G 社

区开发社区导览、非遗手作等特色项目，丰富社区文化内涵。这些创新实践不仅拓展了"社区合伙人"项目

的外延，也为其他地区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案例。 
通过“试点–优化–推广”的递进式发展，B 街道逐步构建起政府引导、社会协同、居民主体的社区

合伙人生态系统。这一创新模式不仅有效破解了基层治理中的诸多难题，更培育了居民的共同体意识，

为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探索出了一条可行路径。未来，B 街道将继续深化社区合伙人项目建设，力争打

造更具示范意义的社区治理创新样板。 

4. 实践分析：资产为本视角下“社区合伙人”项目何以实现参与式治理 

梳理 B 街道“社区合伙人”项目历程来看，优化基层治理的核心是发掘和利用社区资源，再对资源

进行一系列加工整合成为社区发展的推力。 

4.1. 社区资产：参与式治理的根基重建 

资产为本的核心概念在于链接社区内部关系以对现有社区资源的挖掘利用，第一步则是要对社区资

产进行分析归类。根据美国学者 Gray 提出的社区资产“七分法”，这里主要将其分为有形的和无形的社

区资产。有形社区资产上即是要明确现有的各类物质资产，分为空间场地、人口、住房等等，无形社区

资产主要包括社区文化、精神、人际关系等。其次是清楚两种社区资产的布局和存量，社区工作者通过

社区漫步、参与式观察等方法接触不同的资产主体，进行记录，特别是对不同主体之间的亲密关系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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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成社区资产地图。最后以小组工作的方式招募社区居民，通过互动沟通进一步丰富和明确社区资产，

推动社区资产的概念深入人心。 

4.2. 政府社会力量协作：权利让渡和资源互补 

传统的“直接权力”治理体系的失灵，催生了政府和社会力量的合作需要。从“社区合伙人”项目来

看，B 街道以党建统领为基础，广泛发动社会组织、爱心企业、居民个人等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社区管理

与服务，使合伙人在为社区服务的过程中感受到自己的责任感和价值；同时多元化的参与方式也让合伙

人实感受到政府权力的逐渐让步，包括资源性合伙、公益性合伙、共建性合伙和项目性合伙等。 
通过资产为本理论重新定义政社互动逻辑，将政府单向管控转化为双向赋能的协同网络。资产为本

视角下，社区并非“问题容器”，而是蕴含人力、文化、组织等内生资源的“潜力池”。政府的角色从

“资源分配者”转向“平台搭建者”，其权力让渡并非简单的职能缩减，而是通过制度设计激活社会主

体的行动能力。更深层次看，资产为本的参与式治理重塑了公共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传统治理依赖“权

威—服从”逻辑，而“社区合伙人”模式通过居民实质参与决策，使公共权力从“授予型”转向“认可

型”。当社区合伙人通过议事会等决策平台推动垃圾分类、适老化改造等社区发展时，居民对治理成效

的直观体验转化为对政府的认同感，进而形成“有效参与—信任提升—主动合作”的良性循环。 

4.3. 主体合作效能：从“形式参与”到“实质赋权” 

参与式治理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居民从“被动接受者”向“决策主体”的跃迁，而资产为本理论为此

提供了方法论支撑——其核心在于将社区视为“资源集合体”而非“问题集合体”，通过激活内生能力

推动实质赋权。资产为本视角下，“实质赋权”需重构主体合作的底层逻辑：一是从“任务分配”转向

“能力共建”，二是从“象征性协商”转向“结构性权力共享”。 
实现这一转型的关键在于挖掘并整合社区的人力资产与社会资本。在“社区合伙人”项目中，赋权

并非简单赋予居民投票权，而是通过培育社区领袖、搭建自组织网络，使居民具备自主策划与执行能力。

例如，S 社区在适老化改造过程中将退休工程师、教师等“隐形资源”转化为“社区智库”，由其主导设

计老旧电梯加装方案，政府仅提供技术标准与资金配套。这一过程中，居民从“提意见”升级为“定方

案”，其专业经验与在地知识成为决策依据，真正实现“权责匹配”。在此，社会工作的“优势视角”

在此凸显：通过识别居民特长、设计分层参与机制，将个体能力嵌入公共事务链条，形成“人人有角色、

事事可参与”的治理生态。 
同时主体合作维度呈现网络化涌现特征，B 街道发展出四维协同网络。资源互补矩阵构建“需求

–资源”双轴匹配系统，通过区块链技术实现“时间银行”确权，使律师 1 小时法律咨询可兑换 4 小

时老年陪护服务，这种非对称交换比率激活了沉睡社会资本。决策嵌套结构采用“蜂窝式议事制度”，

基础单元楼组“微议事会”解决日常事务，中层片区“合伙人理事会”协调资源，顶层街道“战略委

员会”把握方向，使居民提案自下而上传导时间缩短至 21 天，信息衰减率低于 12%。效能反馈机制通

过“治理效能仪表盘”监测关系资本增长率、资源周转率和决策转化率，数据显示项目可持续性从 35%
提升至 72%，证明三维框架的正向循环效应。该系统的递归性强化表现为：主体合作产生的新数据反

哺资产地图更新，成功案例通过“故事沙龙”转化为内在取向素材，升级的认知又催生更复杂合作网

络，这种螺旋上升使治理资源整合效率年提升 19%，为资产为本理论提供了可量化的实践范式。三维

框架的精髓在于将社区视为有机生命体，通过资产识别唤醒沉睡潜力，价值内化培育主体自觉，网络

协作激发系统智能，最终实现从“行政驱动”到“关系驱动”的治理范式转型，其经验对新时代基层

治理创新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5.146491


谢俊杰 
 

 

DOI: 10.12677/ass.2025.146491 187 社会科学前沿 
 

5. 现实思考：政治资产在优化社区治理中的有效性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指出“自愿结社”是个人摆脱原子化走向互动信任关系的第一

步，而保罗·Ｆ怀特利指出“托克维尔模型”存在缺陷，即无法解释社会资本如何从原子化的原始状态

中生成。如今的社会同《独自打保龄》书中预测的“屏幕化社交”一般，已经极大的减少了社区资产的孵

化条件，那么在这种“陌生人社会”中社区资产，尤其是无形社区资产(即为社会资本)该如何去产生。有

学者曾提出社区社会资本的“引导程序”问题，即权力资产的权威有利于社会资本的最初孵化[13] [14]。
在公共管理视域下，权力资产作为制度性资源的核心载体，可以通过法律规范与制度承诺构建基础性信

任，以此破解陌生人社会中的原子化社交。 
在 B 街道“社区合伙人”项目中，最初试点之一的 L 社区为新成立的安置房社区，居民之间基本处

于陌生人状态，交流淡薄。基于此，L 社区党委以“党建 + 公共服务项目”为基础，通过建设社区中心、

文化广场等物理空间，或发起邻里互助计划、文化节庆等公共活动，为陌生人创造结构化接触场景。其

次社区党委优先识别超市、快递站等居民高频接触者，发展其成为“社区合伙人”，成功利用其日常接

触网络搭建信息传递渠道，使其成为连接分散个体的中介节点。同时，考虑到社区居民多数骑电动车上

下班，社区将原有废弃车棚改造成“共享工具棚＋免费饮品角”，设置以维修技术换免费饮品机制，实

现以劳动打破社交壁垒。而社区委在此过程中扮演资源整合者角色，通过制度设计将政治资产的权威性、

公共性与持续性转化为社会资本再生产动力。这种治理模式不仅降低交易成本，更通过重复博弈形成合

作规范，最终使陌生人社会中的脆弱连接转化为可持续的协作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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