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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组织过程理论是基于奥斯特

罗姆（Ostrom）的自治理模型，通过

中观层次（小团体层次）将微观层次

（关系层次）和宏观层次（制度与环

境层次）串联起来，形成一整套自

组织治理运作的逻辑。在此理论框

架下，自组织形成过程是以能人动

员过程为起点，通过既有的社会关

系，形成小团体社会结构，通过团

体行动产生内部认同，出现小团体

规范及规则（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

范），逐步发展成为治理机制（包括

信任机制、互惠机制、声誉机制以

及监督机制）的过程。

社区自组织是社区场域中的一

种组织形态，具有来自于民且服务

于民的特点，是社区治理和社区

服务体系中非常重要的力量。培

育社区自组织的方法很多，本文

将以专业社会组织采用微公益创

投的方式为例，说明在自组织过

程理论支持下培育社区自组织的实

务过程及方法。

培育社区自组织的微公益创投实践

微公益创投方式是将经济领域

中的“风险投资”或“创业投资”理

念延伸到社会领域，即以公益的方

式进行社区创业和资源分配，从而

动员社区居民参与社区事务，培育

社区自组织，回应社区居民参与率

不足、社区原子化以及社区负担过

重等问题的系统实务方法。

清华大学社区营造团队（以下

简称“清华团队”）在北京某街道

以微公益创投方式培育社区自组织，

通过社会学干预实验的方式探索以

自组织过程理论为支持的微公益创

投实务过程及具体方法。基于自组

织过程理论将社区自组织的生发阶

段分为“育种”（挖掘能人）、“种子”

（初级组织）、“小苗”（具有公共性

特征）、“成树”（实体化并形成自

治理机制）四个阶段。与此相对应，

微公益创投实务过程也相应地分为

社区公益宣讲会、第一桶金项目大赛、

社区民生议题讨论会以及美好社区

供需协商会四大方法。

（一）育种阶段（挖掘能人）：社

区公益宣讲会

根据自组织过程理论，自组织

形成的基础在于能人的意愿和兴趣，

能人通过原有社会关系进而动员新

能人共同行动。在育种阶段可通过

社区能人的兴趣爱好激活其行动意

愿，同时促进“同好”能人间的互

动行为。

清华团队作为培育方，此阶段

主要采用社区公益宣讲会的方式与

社区“两委”和社区能人建立信任

关系，并将微公益创投以工作坊形

式渗透给社区能人，挖掘社区里

有热情、有想法、有意愿参与社

区公共事务的能人。在此过程中，

清华团队秉持社会工作助人自助的

价值观，以自愿为前提，邀请感兴

趣的社区能人参与微公益创投计

划，鼓励他们主动寻找与自己兴趣

相投、目标一致的其他社区能人共

同参与。

（二）种子阶段（形成初级组

织）：第一桶金项目大赛

根据自组织过程理论，在种子

培育阶段能人之间通过共同行动形

成初级组织形态，完成小团体结

构，并在行动中逐渐产生共识形成

认同。

此阶段将有投资方种子资金的

注入，与培育方开展专项项目的合

作。清华团队作为微公益创投的设

计方负责制定公开翔实的实施规

则，确保大赛的公平性。更为关键

的是，清华团队坚持案主自决原则，

为社区自组织提供组织管理、项目

设计和实施、资金规范使用的陪伴

式培力辅导。此阶段共分为大赛说

明会、项目撰写辅导、预算编制辅

导、项目及预算优化、路演辅导、

实施过程追踪、资金使用辅导、阶

段汇报、项目整体总结等步骤。在

这个过程中，社区自组织将完成组

织管理能力、项目设计和实施能力、

资金规范使用等能力的提升。此后

社区自组织会形成较为稳定的组织

结构和内部分工，具有清晰且持久

的组织目标，可持续地开展固定的

组织活动。

（三）小苗阶段（具有公共性特

征）：社区民生议题讨论会

根据自组织过程理论，在小苗

阶段自组织具有团体结构和团体规

范的特征，即因小团队的稳步发展

及组织内部认同感的建立，吸引越

来越多的外围者成为团队成员，随

着组织规模的扩大，小团体也会发

自组织过程理论介入社区自组织培育的
实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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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成为具有分支的团体结构。而此

时小团体内部的“乡规民俗”会自发

产生组织规则。此状态下的自组织

出现公共性移转的情况，共益范围

逐渐扩大，从而与组织外部环境产

生交互作用，呈现出组织的公共性

特征。

清华团队在此阶段根据社区自

组织的发展情况，开展社区民生议

题讨论会，在增加组织数量的同时

注重提高组织的质量。一是对于较

为成熟的组织，根据自愿原则，引

导其关注社区公共事务及特殊人群，

在发挥自身组织优势的同时也惠及

更多的社区居民，开展社区公共服

务活动。二是打破第一桶金项目大

赛的周期限制，对于希望开展社区

公益服务的社区自组织采用即时申

请、定期评估的方式，随时开展服

务工作。三是评估的方式为外部专

家评审和同侪互评（社区自组织之

间互评）并行，且达到总支持率的

80%以上方可开展，保障资金池的

共享原则。

此阶段可与前两个阶段并行实

施，根据自组织发展情况分层培育，

使参与方式更为灵活，培育目标更

为明确，引导社区自组织在组织化

程度提高的基础上，由“自益、互益”

转变为“共益”。

（四）成树阶段（实体化并形成

自治理机制）：美好社区供需协商会

根据自组织过程理论，成树阶

段的主要特征是建立正式的自组织、

社会服务功能专业化并建立自治理

机制。社区场域中的自组织过程最

终实际为社区自治理过程，且社区

范围内的社区自组织之间会形成彼

此联合协作的机制。此阶段的实务

方法为搭建美好社区供需协商会平

台（以下简称“协商平台”）。

协商平台的开展是在多个社区

自组织之间形成合力的过程。清华

团队在此阶段对于社区自组织的支

持主要体现在帮助其形成组织间达

成共识的机制，辅导并助力社区自

组织设计协商平台的规则，引导社

区自组织拓宽资源筹集渠道，陪伴

社区自组织协商平台走过由单组织

向多组织联合过渡的阶段。

在此阶段，社区“两委”的介入

至关重要，协商平台的搭建需要由

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和驻区单

位共同参与，形成整个社区的联合

平台。社区党组织负责引领和把关

平台的方向及内容，社区居委会负

责协调社区各方资源和力量，驻区

单位负责提供相应的企业人力、资

金和物资等资源，而社区公益服务

的设计和实施主体是社区内的多个

社区自组织。在协商平台会议上进

行共同探讨、分工合作，最终在多

个社区自组织及多方主体力量的共

同合力下，做好社区级公益服务项目。

反思与结论

（一）自组织过程理论介入社区

自组织培育的优势

社区自组织近年来受到各地政

府的大力支持，也成为社会服务机

构的重点项目内容。然而对于社区

自组织的培育项目往往会陷入阶段

性和重复性的困境，即反复停留在

组织培育的同一阶段。自组织过程

理论为社区自组织培育的路径提供

了较为系统的理论支持，能够通过

自组织生发的自然规律，阐释社区

自组织的不同阶段特征，并且指引

培育者进行系统性设计，进而实现

可操作的、因地制宜的社区自组织

培育实务路径。

（二）自组织过程理论介入社区

自组织培育的不足及适用性思考

自组织过程理论提供了一个理

想化的路径过程指引，然而在实际

的培育工作中，需要结合各地的政

策环境和实际情况，根据当地社区

居民的需求，设计适合本地社区自

组织培育的实务方法。实务工作者要

深入学习该理论并且理解理论中的

不同阶段特征，进而对在地社区自

组织培育的实务方法进行合理设计。

自组织过程理论是培育社区自组

织的理论支持，而培育社区自组织

又是基层社区治理必不可少的工作

之一。然而任何理论都会有自身的

局限性，尤其是对于纷繁复杂的社

区场域来说，在特定的环境条件下，

有时难免会遭遇到“失灵”的状况，

可以在自组织过程理论的基础上，

结合社区公共性理论和多元主体协

同治理等理论，寻找出适宜当地的

实务操作方法及路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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