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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社会
李 强 王拓涵 *

摘要：改革开放 38 年来，中国市场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相比之下，社会的建设和

发育相对滞后。本文首先梳理了社会学关于社会的概念及其内涵的基本论述，阐释了有关国家、市

场和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基本理论，同时，还针对实证研究中的社区案例分析了不同社区中涌现出

的不同社会力量。本文建议充分调动社区居委会、工青妇、普通社会组织、业主委员会、议事委员

会、市场中的社会力量、自发性的社会群体等七种社会力量的积极性，促使社会从被动社会变为主

动社会。

关键词：总体社会 子系统社会 社会建设 能动社会 社会力量

一、什么是社会

社会学认为，“社会”是由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众多部分所构成的统一体，每一部分都为维

持社会整体的平衡发挥着一定功能（郑杭生、李强，1992）。这是一种“大社会”的理解，即经济、

政治、文化等也都被包括在社会里面了，但是，如果将社会学的研究领域视为大社会的话，那么，

这种研究完全没有边界，不但难以把握，而且与经济学、政治学也难以区分。所以，社会学作为社

会科学的一个学科，还是应该对于一个特殊的领域，或者子系统研究。那么，社会学应该研究的子

系统是什么呢？其实，我们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可以找到马克思将社会作

为一个特殊子系统的论述，这就是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的四个方面：经济、社会、政治、精神的构

成及其相互关系的经典论述，即“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

的过程。” 马克思阐释了社会四个子系统的观点，并强调经济系统是基础，制约着另外三个子系统。

基于上述思想，我们在思考社会的基本构成时，通常讲社会是由经济、政治、社会和思想文化四个

子系统构成。

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区分，总体社会的概念与作为子系统社会的概念。社会学试图将一个子

系统的社会区分出来的想法，是有长远的理论渊源的，早期思想家如洛克、孟德斯鸠、黑格尔等，

都曾经分析了国家与社会的二元性质的问题。意大利学者葛兰西分析了由政府、军队、司法等构成

的国家与由非强制的，具有自主性质的，由社团、工会、行会构成的社会，两种体系的差异。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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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者，又进一步提出政府、市场与社会的三

分思考，认为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相互平衡

的社会是合理的。

总之，传统上社会学在解释界定自己的研

究领域的时候，往往提的是广义的社会概念，

将一切社会现象都包括在内，政治、经济、文

化都在其中，这样做的结果是使得社会学的研

究对象泛化，对宏观社会缺乏全面的把握能力。

通过长期的实证研究感悟，我们意识到，社会

学的研究领域或探索对象，还是应该有界限的，

动辄就探讨整体社会，要不然就难以操控，要

不然就是流于肤浅。所以，政府、市场与社会

的三分法，是一个不错的领域界定。

当然，作为子系统的社会，中国也很有特

点。古代中国是以家庭亲族或家族、宗族为基

础而构建起来的，家庭亲族内部有很强的认同，

而在家庭亲族之间则比较隔膜，公共领域、公

共空间明显薄弱，更谈不上所谓“市民社会”了。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梁任公曾说：中国有“族

民”而无西方之“市民”。梁漱溟、费孝通在

著作中都强调，“中国人缺少公共观念”（李强，

2010）。传统中国社会的基本形态就是官府主导，

社会缺失。历史学家胡如雷在《中国封建社会

形态研究》中说，中国封建社会的城市与西方

城市很不一样，西方城市以市场为中心，而中

国城市以衙门、官府为中心。迄今为止，当我

们考察各个城市的时候，仍然可以发现在城市

布局中政府的中心位置。梁漱溟先生在《中国

文化要义》中说：中国人倚重家庭家族，缺乏

集团生活，“中国是伦理本位社会”。社会学

家费孝通阐释中国社会特征的最主要理论恐怕

要数“差序格局”了。其实通俗地讲，即中国

是“小圈子社会”。一个个家庭亲族都是按照

亲疏远近联系起来的小圈子，这样就出现一个

严峻的问题，各个小圈子之间出现“社会缺失”。

所以，社会学即使以社会子系统为研究对象，

也要考虑到中国社会的特殊性。

近年来，在中共中央文件中的一些概念，

体现了对于作为子系统社会的探讨。这些概念

有：社会建设、社会体制、社会治理、社会管

理、社会事业等。这些概念中，最重要的是社

会建设，其特点是涵括能力比较强，涵括了作

为子系统社会的各个方面。从中央文件上看，

社会建设概念最初提出，是在 2004 年党的十六

届四中全会文件中。当年之所以提出社会建设

概念，体现了我们党对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关

系的新认识，即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

时，更加重视并加强社会建设。经济建设强调

物质财富增长，社会建设强调人与人、群体与

群体之间关系协调，两者缺一不可。经济建设

固然重要，但是，如果没有社会建设与之匹配，

经济建设也难以持续。所以，社会建设的提出，

体现了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建设认识的深化。当

然，如果再往前追溯，可以发现，在我国第六

个五年计划中，“社会发展”概念第一次被提出，

此后的五年计划都叫做“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

计划（规划）”，而此前是称作“国民经济发

展计划”。

社会建设概念的提出，值得社会学界思考，

即这里的社会是一个子系统的社会，而不是无

所不包的大社会。到了十七大报告，提出四大

建设：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思想

文化建设。这与本文开篇中讲到马克思《〈政

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四个子系统的思想是

吻合的。当然，到了十八大，鉴于环境问题的

凸显，又增加了一个“生态文明建设”，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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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位一体的格局。

我国社会学学科自恢复以来，也一直在思

考和探索自己学科的独特的研究领域。社会建

设等概念的提出，使得中国社会学学者越来越

意识到，这些冠以“社会”字头的概念，与中

国社会学探索的领域比较近似，所以，很可能

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关注的主要领域。

当然，迄今为止，社会建设在阐述其涵括的领

域时，也往往强调“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

提出了六个领域：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

会保障、医药卫生、社会管理或社会治理，也

还没有能够用内涵定义阐释社会建设。这也正

是社会学的理论研究在未来需要重点探索的。

二、关于政府、社会与市场关系的探讨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其最初的近

三十年的时间里，国家政权、政府得到强化，

政府组织体系和政府行政体系不断向日常生活

延伸，在短缺经济的“票证时代”，行政体系

甚至取代市场，直接调整和配置粮油、肉蛋、

其他食品以及衣服、布匹等商品。这虽然在商

品短缺时代实现了基本生活用品的均等配置，

但是，也妨碍了生产者积极性的发挥，结果商

品短缺成为普遍现象。改革开放 38 年来，经济

建设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系逐步建立起来，在经济要素的配置中，

市场机制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正是在这种机制

的作用下，我国经济总量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而相比之下，我国社会的培育和建设还处在起

步阶段，仍在探索之中。

社会学研究认为，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

之间的协调与平衡是社会和谐的必要条件。在

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上，我们的“参照系”是

基本清晰的，我们是按照国际的一般规律来发

展市场。邓小平大胆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

场经济，我们将股市、股指、期货等也大胆引

入了，所以，我们是按照国际经验引入市场的。

因此，仅从这一点来看，市场改革的思路是清

晰的，市场的规范也是很清楚的。与政府与市

场关系相比较，我们对政府与社会关系的理解

还不很清晰。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于社会

体制改革，难以找到参照系。因为难以找到像

市场经济那样的国际一般经验和通用的规则，

人们的社会生活千差万别，不存在一个固定的

模式。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市场发展和社

会发展同样重要，而且如果没有社会的发展，

市场也不可能真正发展起来，这个也是我们下

一步发展面临的最重大问题之一。现在市场已

经是有很大发展了，但社会发展严重滞后。

还需要认识的一点是，市场与社会的统一

性。市场和社会有一个共同的最大特点，就是

老百姓具有广泛的参与性。市场最大的优点其

实就是给每一个老百姓提供了充分发展的空间。

前一段时间我们做了一个数据统计，分析一个

人怎么实现地位上升。目前中国社会结构大体

上还是土字型社会结构，虽然大家都希望地位

上升，但是，真正能够实现地位上升的人不是

很多。数据证明，在全国有经济活动能力的人

口中，实现地位上升比例最高的是通过市场经

营、市场营销。所以，更大地发挥市场经济作

用，是体现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与此同时，

我们也必须建立与一个市场机制相匹配的社会

机制，否则市场发育不起来。完善的社会机制

是完善的市场机制存在的基础。市场存在的基

础是什么呢？是市场信誉、市场信任、社会信任，

社会信任是社会机制的核心。没有社会信任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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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真正的市场。我们现在存在一个重大的缺陷，

就是社会发育严重欠缺，这样市场也就难以完

善，目前的严峻问题是：市场的发育受到社会

的拖累。

此外，我们还要认识到：社会是有自我调

节能力的，社会有机体与人的有机体有相似之

处。人得了感冒，不是一定要吃抗生素、不是

一定要打针吃药，感冒是可以自愈的，过度使

用抗生素反而是损害人体机能的。社会也一样，

社会和市场一样有很强的自我循环能力，社会

甚至还有很强的“自愈能力”。因此，我们的

政府也要转变以前的单一管控思路，政府也要

调整自己的心态，政府要厘清自己工作的思路，

政府应该干什么、不应该干什么。政府不是无

限责任的政府，政府不可能包办一切，一些不

该政府管的，政府就不要来管。要相信广大人

民群众的能力和创造力，也要培育社会的自治

能力。

在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关系中，目前，

中国社会的特点是党和政府极其强大，市场经

过改革开放 38 年的建设也有了相当大的发展，

相比之下，突出的弱项是社会。党和政府力量

强大是中国的特点，也是具有特殊优势的，这

尤其表现在党和政府组织能力、整合资源的能

力、动员指挥能力强大。但凡事有一利即有一

弊，政府能力强大、凡事都是政府通盘运作，

也造成了社会功能的弱化，日久天长，老百姓

认为一切都是政府的责任，自己不用做什么事

情，只是等、靠、要。所以，在处理政府与社

会的关系上，也不要一味突出政府的功能，如

果政府包揽事务过多，社会总是处于附属、被

动的位置，群众遇到事情大多会推到政府一方，

社会就失去了活力。

以我们的基层组织“居委会”为例。从

法理上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委员

会组织法》，居委会是居民的自治组织，是

居民自己管理自己的组织。但是，在实际调

研中，我们看到，居委会的基本工作是在完

成上级街道政府安排的任务，任务很重也实

在难以再去承担自治的职能。目前，很多居

委会的大部分成员也都不是本社区的居民，

有些居委会的成员甚至一个本社区的居民都

没有，更谈不上自治。

本文以“发现社会”为主题，就是想在今

日中国的社会生活中探索，究竟有哪些社会力

量、社会资源可以调动起来，真正发挥社会的

功能，从而实现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的平衡

关系。笔者过去在文章中提到“能动社会”和“被

动社会”的概念（李强，2011），就是希望通

过发现和培育积极的社会力量，让广大老百姓

都参与进来，发挥出他们的积极性，从而由被

动社会转变为能动社会（孙立平，2007）。

三、在实证研究中发现的社会

笔者发现，在中国经济社会体制的转型和

住房制度的改革的背景下，城市各阶层居民的

社区参与热情开始逐步显现。可以说，在各种

不同类型、不同阶层居住人群的社区中，纷纷

涌现出很多积极参与的社会力量。社区基金会

以及各种社区自发的社会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发

展，我们在诸多案例研究中发现了很多“社会

因素”。这些积极参与的社会因素在不同程度

上受到政府管理的约束，尤其是基层政府观念

的转变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基层社会的

发育。因此，笔者提出，社会的发展和培育需

要政府转变功能、实现治理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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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层精英群体的社区参与：社区

基金会和社区教育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上层社会精英群体的

参与意愿很强烈。以北京怡海集团的王琳达、

深圳桃源居集团李爱君两位董事长为案例。

2008 年，深圳桃源居集团捐资一亿元创立了国

内首家社区层面的公益发展基金会——“桃源

居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旨在发展社区民间

组织、完善社区服务、培育社区福利、积累社

区资本，创建社区自救自助、民主自治的公共

服务体系。社区公益基金是用于培育社区公共

服务组织而建立的资本金，使用领域包括社区

居家养老、社区文化、社区教育、社区自愿者

组织、社区环保等，培育了以社区公益事业发

展中心为主体，包含社区餐厅、体育会所、志

愿者中心、邻里中心、老年协会、社康中心、

社区图书馆等社区社会组织在内的公共服务供

给体系。通过培育社区社会组织来完善社区的

公共服务与福利体系，实现了社区公共服务的

良性运营和可持续发展。北京的怡海花园社区

是特大型居民住宅小区，也是北京唯一一家由

外商开发建设的商品房小区。开发商王琳达将

怡海的经营思想明确为以房地产业为龙头，以

基础教育为羽翼，推动社区文化建设，推动地

区经济发展。怡海花园实现了较高水平的物业

管理，社区内商业街、中小学校、社区医院、

居民活动中心、安保系统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

可以说，同李爱君一样，王琳达董事长也是一

位非常有公益心的企业家，其在怡海花园社区

内投入近 100 亿，建立了一套完善的教育系统，

包括幼儿园、小学、初中和高中，还有为老年

人提供培训课程的社区大学。

不难看出，深圳桃源居和北京怡海社区两

个案例都具有相同的特点，具有开发商背景的

企业都对社区发展投入很大的资本，桃源居成

立的社区发展基金、怡海对社区教育的投入，

这是十分典型的上层群体的社会参与。其实类

似的社区治理成功案例还有许多，例如武汉的

百步亭社区、万科社区，都属于有公益心的开

发商主导的基层社会参与。这些开发商都具有

比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很强的意愿投入资金反

哺社区发展，物业管理公司同样不以盈利为目

的，而是具有社会型企业性质。可以说，除了

国家和市场的力量以外，还有巨大的社会精英

的参与力量没有被充分挖掘出来。如果这部分

力量都被挖掘出来的话，将对社区的建设产生

极大的推动作用。

（二）移民中产阶层的社区参与：业委会

北京的商品房橡树湾社区是一个十分典型

的新兴移民中产阶级社区，居民大多是大学教

授、IT 公司的管理者、公司老板、政府官员，

是一个具有较高消费能力的群体，这其中也不

乏热衷于社区建设的热心人士。他们长期通过

业主论坛和上百人的微信群沟通和联系，成立

了业委会。业委会的几位委员积极并且是义务

地为社区居民办了很多实事，如组织业主以较

低价格团购家具、协调物业进行小区的居住楼

群的外窗清理、进行大范围的入户社区需求调

查，在物业提出涨物业费的时候代表业主们与

物业公司进行理性沟通、用公共收益支持小区

内各种居民组织的文化娱乐活动及社区自组织

建设等等。

从案例中我们发现，成立业委会其实是中

产社区中居民实现社区参与的重要途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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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主们可以通过成立业委会这样的自治组织来

反映诉求、监督物业、实现权益的维护，有效

地参与社区建设和发展。可以说，随着全国各

地大量业主委员会的成立及其开展的维权和自

治活动，业主群体作为一股新兴的社会力量开

始日渐凸显，并成为我国城市社会结构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

（三）低收入群体聚集的底层社区参与：

社区议事协商会

毛纺南社区是一个传统的单位宿舍大院式

的老旧小区，老龄化较为严重，居民属于典型

的低收入群体，属于比较典型的没落的“后单

位”社区。该社区从 2000 年开始由社区居民发

起，自发组织成立了“社区议事协商委员会”，

有 11 名议事协商委员，大部分都是当年的这些

毛纺厂等产权单位的老干部、退休的老领导，

在社区有一定的影响力、号召力，代表性强。

议事协商委员会跟社区居委会同步改选，每三

年换一届，具有合法性基础，每月定期召开例会，

协商提出解决社区公共事务的方案，然后由居

委会主任具体落实和布置工作，如老旧小区改

造，社区发展规划、社区重大活动，对现行的

过度行政化的社区居委会起到了补充功能。

（四）政府主导下的社区治理创新模式：

基层政府向普通居民购买服务

基层政府对社会的培育是否有效 ? 北京市

清源街道的案例表明，这些积极的社会力量在

中国现阶段的发展中还是需要依靠基层政府的

推动。清源街道位于北京大兴区，社区建设面

临政府提供的服务形式单一、无法满足多样化

的居民需求、社区居民的自我管理能力差、被

动地接受服务等困扰等问题，引进了专业社会

组织，开展对社区居民从社区参与方法到自我

服务与管理的系列教育，通过培育居民逐渐形

成了一套“参与式社区服务项目化管理模式”，

由社区居民发起成立各种不同类型的社区自治

组织，然后由街道提供组织运作的资金支持和

技术培训，街道每年邀请独立专业的第三方机

构对项目和居民自治组织的运作进行综合评估，

从此开启了政府向居民购买服务的新模式。

政府向居民购买服务，具有多方面的创新，

主要体现在：从单一的政府主导到多方参与，

从单向的给予到多方的互动，从资源的外部输

入到资源的内部生成。对于基层政府而言，由

原来的全能管理者变成了参与者以及一定程度

上的仲裁者；对于社区居民来说，则由被管理

者变成了参与者和贡献者；极大地改变了以往

社区服务的景观。

（五）自下而上发起的社区治理创新模

式：居民再组织化的“互助会”

南京的翠竹园社区建于 2000 年，由翠竹园

小区和玉兰山庄别墅两处高档住宅组成，社区

居民来自全球 24 个国家，是一个通过社区组织

发育培育的熟人社区，社区成立了南京最大的

社区公益 NGO 组织“翠竹园社区互助会”，下

辖 50 个社区俱乐部。通过“翠竹园社区互助会”

平台，举办各类公益活动 120 余次，累计参加

22500 人次。互助会的原则主要有两个，一是

谁主张谁负责谁受益；二是公益不是免费。他

们认为互助会只是一个平台，互助会的责任是

激发社区领袖的潜力。社区精英在这个过程中

被提高了组织能力、扩大了人脉关系以及友情

的获得。

互助会作为人与人之间沟通的平台，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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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助引导社区居民自发组织、建立和开展各种

俱乐部活动，社区逐渐由一个冷漠、怀疑、逃避、

矛盾的社区心理氛围在向热情、信任、参与转变。

大人们相互熟识，孩子们通过活动找到了自己

的朋友；通过互助会的活动，社区居民主动参

与帮扶等志愿活动，主动关注社会上需要帮助

的人；翠竹社区居委会和互助中心、业委会、

物业四方联动，形成“四方圆桌会议”，每季

度聚一次，针对社区的建设和发展开一次会议，

形成良好的社区自治机制。通过对于社区居民

以兴趣为动力的再组织化过程，创造了一种自

下而上发起的社区治理创新模式。

四、发现社会：七种社会力量

一方面，社会结构的变迁衍生出了很多新

的社会群体；另一方面，由于住房体制改革，

人们生活的社区变了，传统的城市社区基本上

是单位大院和街道居委会两种类型，但今天的

城乡社区均有重大变化，比如新生的商品房小

区、物业管理型小区、各种开发区、各类科技

园区、城乡结合部、城中村工业化成为主体的

农村社区、“新农村”等都是过去难以想象的。

通过以上实证研究，本文尝试归纳出七种真实

发挥作用的社会力量。

第一，社区居委会。正如前文所述，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居委会是

居民的自治组织。但在实际调研中，我们发现，

社区居委会的基本工作是在完成上级街道政府

安排的任务，任务重到难以承担组织居民自治

的职能，并且目前大多数社区居委会的成员都

不是本社区居民，更谈不上自治。由于社区居

委会的主要精力都用于完成基层政府安排下来

的行政指令性工作，很难有时间、精力和动力

去了解社区居民的切实需求。这是政府城市管

理职能和权力的膨胀造成的社区居委会的行政

化。以社区居委会为例的分析中，我们发现，

社会发育之所以欠缺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社区

自组织培育的制度性缺失，本来应该发挥社会

整合作用的最主要的组织——居委会的行政化，

使它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代表社会的作用。社会

的培育是需要政府权力的逐渐让渡才能实现的，

一定程度上，社会的弱小还是政府多年来无限

的行政扩张造成的。

第二，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

工会、共青团、妇联等是我国十分重要和具有

特色的社会组织，群团工作创新也是社会治理

创新的重要领域。2015 年 2 月，中共中央印发

了《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7

月首次召开了党的群团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

记在党的群团工作会议讲话中指出，在肯定群

团工作显著成绩的同时，必须注重解决存在的

问题，特别是要重点解决脱离群众的问题。当前，

广大干部群众反映比较突出的问题，主要是一

些群团组织不同程度存在“机关化、行政化、

贵族化、娱乐化”倾向，群团组织要增强自我

革新的勇气，下大气力解决突出问题。近年来

群团组织已经逐渐演变成了政府系统的组成部

分，与传统上的群团组织出现了很大的差异。

未来应该发展成基层社会的力量。在经济社会

发展新阶段，群团工作应敢于自我革新，向群

众靠近，更好地担负起组织动员广大人民群众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而共同奋斗的职责使命。

第三，社会组织。社会学的研究证明，对

于一个社会的良性运行而言，有组织比没组织

好。社会学家达伦多夫在研究社会冲突时便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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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组织”可以避免出现很多暴力行为和降

低冲突的强度，因为组织有一定的管理规范。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重要的内容是“激发社会

组织活力”，如果翻阅以往的改革文件，我们

可以发现，但凡是讲到社会组织的问题时，一

定会出现引导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表述。

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中没有重复使用过去的表

述，而是特别指出了要“激发社会组织活力”，

这其中的原因其实是过去总是认为社会组织“不

良性、不健康、没秩序”，把社会组织看作是

一种异己的力量。今天，我们不但不应害怕社

会组织，而且还应像文件中要求的那样，希望

它们能有更大的活力、发挥更大的作用。这其

中变化的核心原因是对政府和社会到底是什么

关系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我们应该承认，在我

们社会主义国家里，广大人民群众所参加和组

织的社会组织，他们的基本动机和目标是善意

的（李强，2015）。近年来，我国的社会组织

如雨后春笋般发展。社会组织失去活力或者发

育不足会产生很多社会问题。最近几年常常发

生很多社会冲突、群体事件，面对如此众多的

问题，不能仅仅依靠政府监管，更加需要培育

社会组织的共同参与。在强调社会多种力量参

与社会治理方面，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指出了

要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

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

社会组织作为群众共建、公民共享的重要平台

和载体，为活跃经济和推进社会建设发挥了重

要作用。此外，虽然全国的、地区的社团、专

业组织、学术组织、行业协会、民办非企业组织、

志愿者组织、基金会等多达数十万，其成员数

以千万计。但社会组织的发展地域差异性较大，

南方专业社工机构等社会组织发育很好，北方

社会组织发育得较弱。例如近年来频繁出现的

食品安全问题、商品假冒伪劣问题，其实就应

靠行业协会、商会等这些为代表的社会组织来

解决。但传统上这些社会组织都具有官方背景，

绝大部分是在依托政府而生存，现在十八大文

件明确规定，限期行业协会商会与政府脱钩，

就是希望这些本来应该是代表社会的因素，可

以更多地发挥作用。

第四，业主委员会。在物业管理条例出台

以后产生，业主委员会从制度建设上已经得到

了法律的认可，总体而言还是非常重要的社会

力量。我们在对几个微观社区的实证考察中，

发现了各种积极踊跃的社会参与力量，这些积

极的社会因素在发展的过程中，并没有被很好

培育起来，其中业委会是很好的说明。很多基

层政府对成立业委会的态度是不情愿或者充满

隐忧的，甚至在业委会审批的过程中会尽可能

地延长其成立的审批周期，并对其成立设置严

格的限制和繁杂的程序。短期来看，业委会的

发展确实可能为基层政府的社区治理带来困扰，

其在运作中确实发现了各种问题，但更多造成

问题的原因是制度性缺失，长久的遏制只会造

成代表社会的力量越来越弱。我们应该更好地

培育社会，给予业委会运作提供更多正确积极

的引导、有效的沟通和培育，在这个过程中，

基层政府与业主们都需要经历一个共同的学习

和成长过程。

第五，议事委员会、自管会等社区精英组

成的社区自治组织。经过正式选举换届的各种

社区议事协商组织，其实是对法律意义上社区

居委会的有益补充。在传统的单位型社区，居

民的背景具有很强的同质性，原有的社区精英，

社区中威望较高的单位老领导、退休干部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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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的代表性和群众基础，使得由他们组成的

议事协商的社区组织可以发挥一定的自治作用。

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流动人口和外来人口的

增加，产权单位的没落，传统社区逐渐从传统

的熟人社会转向陌生人社会，议事协商组织缺

乏基层政府在体制的途径内给予资源的保障，

其工作可持续性也面临很大挑战。

第六，市场中的社会力量。通常我们将市

场与社会认为是对立存在，在实际运作中发现，

其实市场和社会又是无法清晰地划定边界的，

有时市场的力量就是社会的一部分。比如前面

提到的有理想和情怀的房地产商，也可以将基

层社会动员和再组织运作得非常成功；又比如

一些社区自发形成的社区商业，也可以划分为

社会的组成部分，比如在一些老旧小区长年存

在的菜市场，虽然并不是一个规范的市场，在

一定的意义上可以将其界定成社会。本来市场

是以货币交换为基本原则，按道理市场确实应

该有商业交易的规范，经过工商局审批才能经

营，但是一些老小区内多年形成的社区商业是

因为居民有强烈的需求，有需求就会产生供给，

也正是这种旺盛的供需关系使得许多老旧小区

的菜市场等社区商业在不断被打压和取缔的环

境下得以存在数十余年。实际上正是由这些自

发形成组成的社区商业弥补了市场和社会的不

足，所以应该得到基层政府正确的疏导和治理。

第七，自发性的社会群体。近年来在社会

中广泛出现的微信群、全国各地纷纷涌现出的

广场舞大妈组织、各种社区内部自发形成的兴

趣群体等等，这些由社会自发形成的具有草根

性质的组织都可以界定在自主型社会力量的概

念范畴之内。

以上总结的七种社会力量、各种社会组织、

群团等，是社会建设、社会治理最重要的内容。

正像我们经济改革中，政府将更多的任务交由

企业去做，从而极大地激发了经济活力一样，

今天的社会建设也应该更多地交由这些社会力

量去完成。

社会是一个极其庞大的系统，构成社会的

阶级阶层、社会群体、职业群体更是多元复杂。

中国社会的良性治理，一定需要各种社会力量

的共同参与。改革开放 38 年来我国社会已经发

生了重大变化，与之密不可分的社会治理体系

自然要顺应这种变化，进行制度创新，创新社

会治理体制需要激发社会活力。如前文所述，

通过对众多微观社区的实证研究发现，在基层

社区层面，广大居民对于改善社区环境、提供

社区公共服务、构建和谐社区有着极其迫切的

需求和要求，如果能够进行有效的组织和动员，

广大居民有着非常积极和强烈的参与动力。我

们要不断总结一线工作者的实践经验、实践案

例，从中发现典型，社会治理只有在老百姓的

生活中扎根，才能有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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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over the Society

LI Qiang  WANG Tuohan

Abstract：With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policy in the past 38 years, the Chinese market economy has  

made a great success, but social construction has lagged relatively. Firstly, the concept and connotation of 

society in sociology has been summarized and it also illustrates the basic theor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market and society. Meanwhile, for the community case in the empirical studies it analysises 

the different social forces emerged in different communities. Lastly, the article suggests that, we should fully 

mobilize the enthusiasm of the Community Committees, Labor Union, Communist Youth League and Women's 

Federation, ordinary social organizations, Owner's Committee, Consultative Committee, social forces in market, 

spontaneous social groups, to prompt the society from passive to a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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