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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社会建设研究》是由东莞社会建设研究院创办的院刊。本刊坚持理论研究、实践创新、决策咨询并
重，致力于办成在国内社会建设研究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专业性学术集刊，搭建一个社会建设学术
成果的交流平台，为社会建设领域的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构筑一个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阵地，
为党政部门和社会各界人士提供有关社会建设的文献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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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名，男，1960年10月生于新疆。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非政府管理（NGO）研究所所长，清华大学清洁发展机制研发中心主任，《中国非营利评论》主编
。1997年毕业于日本名古屋大学，获博士学位。自1998年创设清华大学NGO研究中心致力于中国NGO
研究至今，领导了清华大学关于NGO的各项主要研究项目和实证调研。2001-2007年任清华大学公共管
理学院副院长。主要研究领域：非政府管理、公民社会与治理、CDM与NGO参与环境治理。近年来
侧重从公共管理、社会治理、制度规范角度研究NGO，并探索运用口述史方法、人类学方法开
展NGO研究。
陈健秋，男，中共东莞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主编《东莞社会管理创新研究》等系列社会建设著作，
在社会建设研究领域有一定的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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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社会建设研究（第二辑）》的笔记-赋权：字幕组的兴与衰

        抛开的合法性问题，作为一种专业度极高的志愿者组织，单看如何联合一群理想主义者做事，字
幕组是相当成功的。
公益组织可以学习字幕组的赋权过程。

2、《社会建设研究（第二辑）》的笔记-异质性金融需求、互联网金融与普惠金融的发展

        虽然互联网金融在中国起步较晚，1990年~2005年才开始出现传统金融的互联网化，而在经
历2005~2011年第三方支付的蓬勃发展以后，2011年迎来了互联网金融元年，此后互联网金融正式起步
。迄今为止，互联网金融模式包括了第三方支付、P2P、众筹及网络理财等多种形态。2014年3月6日，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这标志着互联网金融已经开始
从野蛮生长阶段进入国家战略部署的规范发展阶段。公益产业中，公益性的金融服务和为公益组织提
供的金融服务都不多。除了早期因尤努斯而火起来的小额信贷和现在比较热的众筹外，在保险、信托
、理财、消费等各方面都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查了一些资料，现在投身做得都算是先锋了。由中国
社会福利基金会益人义助联合劝募基金与新华保险北京分公司合作定制开发的一款公益行业从业者专
属保险产品 “益宝”[1]；由华软资本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委托人、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
和中信信托共同担任受托人而设立的阿拉善SEE环保慈善信托[2]，深圳前海开源基金面向公益组织发
布的理财产品“深善共益1号资产管理计划”[3]。此外，深圳已开展市场培育工作。2016年5月发布了
“首届中国公益金融人才专项培育计划”及“首批星火公益金融项目”[4]。 [1] 牛颖惠，新华保险北
京分公司参与益宝计划为全国公益人提供保险保障，《京华时报》，2014年11月4日[2] SEE基金会官方
网站：国内首例慈善组织作为单受托人的慈善信托发布
，http://www.see.org.cn/Foundation/Article/Detail/1378[3] 蓝广雨，黎宇琳，深圳推出公益组织专属理财
产品，这个行业距离“自由理财”还有多远？2016年10月2日
，http://www.rsdmc.com/hg/20161002/494940.html[4] 深圳市民政局：公益星火“中国公益金融专项培育
计划”启动http://www.sz.gov.cn/szmz/xxgk/zhxx/xwdt/gzdt/201605/t20160517_3630955.htm个人觉得在消费
领域也大有可为，除了现在于淘宝或者大企业常见的“公益宝贝”，一比一出资捐助公益事业的传统
玩法。还可以有更高级的玩法，让生产者、经销者、消费者等各方都有利可图、愿意投入和推广。前
段时间发现支付宝APP里多出一个“蚂蚁森林”，阿拉善SEE基金会这次的筹资做得挺有趣。使用支付
宝付款或者走路计步（行走捐）可以积累绿色能量，朋友间还有互动（可以互相收取能量，浇水什么
的），绿色能量积累到17900g就能养成一棵大树，SEE基金会相对会在阿拉善地区种一棵梭梭树，防治
荒漠化。

3、《社会建设研究（第二辑）》的笔记-瑞典社会建设的经验与启示

        据作者所言，学界对社会建设的含义并未达成共识，但对社会建设的内容有一定的共同认识，基
本上都包括：民生事业、社会事业、社会结构、价值观、社会制度与规范等。从目的看，都是为了建
设“好的”社会。对于“好的”社会应具备哪些特征，源于20世纪90年代欧洲的“社会质量理论”给
出了一种解答。在《社会建设研究（第一辑）》中《社会质量与社会建设的比较研究》一文，也出现
过对深圳、厦门和杭州的社会质量测量。在我国，政府部门更常用的是社科院研发的“社会发展水平
”的测量方法，基本维度确定，具体的指标各地政府会有所不同。社会质量：社会经济保障、社会凝
聚、社会包容、社会赋权续表社会发展水平：社会结构、人口素质、经济效益、生活质量、社会秩序
相比较而言，我觉得社会质量更以个人为中心，强调社会能让个人生活地更好；社会发展水平则把社
会作为一个整体，强调社会本身的强大。这就是传说中东西方文化强调个人与强调集体的差异？到底
是一个人需要怎样的支持环境才能成为有价值、有意义的个体，我们就建设能提供这样的支持环境的
社会？还是一个富足稳定的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我们就去培养与塑造什么样的人？没有直接的研究
表明哪种方式是更好的。我自己更倾向于选择前者。本质上来讲，“好的”社会就是让人感到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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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无论是盖洛普的全球幸福感民意调查，还是联合国发布的《全球幸福指数报告》，抑或科学研
究的结果，都告诉我们并未越有钱越有权的国家或城市，居民幸福感就越高。虽说没钱不会幸福，可
生存问题解决后却并非越有钱越幸福。

4、《社会建设研究（第二辑）》的笔记-集体行动研究：理论范式演进与思想发展

        个人认为集体行动研究目的在于提升行动的效果，或者说实现利益最大化。其内容围绕着集体行
动的困境展开，困境出现的原因、过程与有效解决方法。这篇文章梳理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学术界的
思想发展，对公益组织开展工作非常有指导意义。一、问题的提出：公共物品供给困境“搭便车困境
”（Free-rider Problem）： 简单点讲，可以想想三个和尚没水喝的故事。如果不付成本坐享其成的人
越来越多， 可能导致公共物品得不到提供，从而无便车可搭。“公地困境”（Commons Dilemmas） 
：假设有一个向一切人开放的公共牧场，牧羊人为了获得更大的收益而增加更多的牲畜。最终公共牧
场将在牧羊人无节制的放牧中走向毁灭。二、理论研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1. 最初：宏观理论-1
）马尔萨斯的“人口过度”与“资源恶化”；2）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2. 发展：微观经济-追求利
益最大化的个体行为导致公共利益受损三、理论研究：该现象带来的问题及如何解决1. 新制度主义理
论-关注公共产权、权属关系及制度安排的作用，鼓励“集体行动”2. 赋权学派-关注公共产权制度中
的“不平等”和“获取”问题3. 以社区为基础的自然资源管理（Community-Based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CBNRM）-研究路径“以行动者为导向”，关注本土知识在自然资源管理中的角色，提倡
以当地资源使用者为视角的实践行动

5、《社会建设研究（第二辑）》的笔记-前沿书评

         《街坊变迁：城市社区组织的国家性与社会性》余冰 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20172320/《 
都市街区中的国家与社会：乐街调查》何艳玲 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2147296/城市社区研究有
两种取向，一种是将社区本身作为一个客观实体作为分析对象，关注其是否为“共同体”而存在，及
其如何从“传统”走向“现代”等；另一种是将社区作为一个观察其他问题的场域，通过微观的社区
研究透视宏观的国家社会结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等。书评中的两本书均属于后者，两本书均描写了
基层居民自治组织的两面性、具有“双重代理人”的身份。简单讲，本应是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社区
居委会实际上却成为了基层的准政府行政部门。其实过去我一直认为居委会就是政府部门，直到工作
原因深入了解后，才发现竟然应该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但细看《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就会发现，居民委员会是一个由政府部门提供资金、承担政府部
门工作范围内的工作，同时要求居民“民主参与协商”的组织。这么奇葩的“社会组织”居然立法通
过了⋯⋯想知道现在的城市居委会存在之前，历史上城市基层群众是如何自治的。1954年12月31日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已废止）1989年12月26日第七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 第二条 居民委员会是居民
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的人民政府或者它的派出机关对居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居民
委员会协助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的人民政府或者它的派出机关开展工作。 
第三条 居民委员会的任务： 
（一）宣传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维护居民的合法权益，教育居民履行依法应尽的义务，
爱护公共财产，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 
（二）办理本居住地区居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 
（三）调解民间纠纷； 
（四）协助维护社会治安； 
（五）协助人民政府或者它的派出机关做好与居民利益有关的公共卫生、计划生育、优抚救济、青少
年教育等项工作； 
（六）向人民政府或者它的派出机关反映居民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  第八条 居民委员会主任、
副主任和委员，由本居住地区全体有选举权的居民或者由每户派代表选举产生；根据居民意见，也可
以由每个居民小组选举代表二至三人选举产生。居民委员会每届任期三年，其成员可以连选连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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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满十八周岁的本居住地区居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
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 
第九条 居民会议由十八周岁以上的居民组成。 
居民会议可以由全体十八周岁以上的居民或者每户派代表参加，也可以由每个居民小组选举代表二至
三人参加。 
居民会议必须有全体十八周岁以上的居民、户的代表或者居民小组选举的代表的过半数出席，才能举
行。会议的决定，由出席人的过半数通过。 
第十条 居民委员会向居民会议负责并报告工作。 
居民会议由居民委员会召集和主持。有五分之一以上的十八周岁以上的居民、五分之一以上的户或者
三分之一以上的居民小组提议，应当召集居民会议。涉及全本居民利益的重要问题，居民委员会必须
提请居民会议讨论决定。 
居民会议有权撤换和补选居民委员会成员。 
第十一条 居民委员会决定问题，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居民委员会进行工作，应当采取民主的方法，不得强迫命令。 第十七条 居民委员会的工作经费和来
源，居民委员会成员的生活补贴费的范围、标准和来源，由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的人民政府或者上级
人民政府规定并拨付；经居民会议同意，可以从居民委员会的经济收入中给予适当补助。 

6、《社会建设研究（第二辑）》的笔记-网络、文化与绩效：以社会复合主体为例

        文化是提升社会复合主体绩效得直接因素，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企业家精神”和社会资本⋯
⋯“企业家精神”是战略的眼光、大度得的情怀和创新精神的有机统一，赋予组织立足长远、统筹全
局的思考以及从平凡无奇的现状中挖掘价值的潜能⋯⋯社会资本是指关系网络带来的资源，是组织重
要的文化特征和社会关系脉络的寄出。社会资本能够凝聚共识，消除摩擦，降低沟通协调成本，增加
对未来的确定性，激发互惠力量和组织能力，并持久地推动经济繁荣⋯⋯社会资本的形成主要取决于
三个因素：本体的特质、特殊的相似性和互惠的经历。

《创新与企业家精神》彼得·德鲁克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1951372/
《社会资本制胜——如何挖掘个人与企业网络中的隐形资源》韦恩·贝
克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1518761/
《组织中的信任》罗德里克·M·克雷默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1290052/

对社会资本的测量比较感兴趣，简单搜了一些资料，先放着
肖冬平;王春秀《社会资本研究》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 2013
微观：个体社会资本测量-提名、定位、社会网络分析
中观：群体社会资本测量宏观：国家社会资本测量
The OECD measurement of social capital project and question databank
http://www.oecd.org/std/social-capital-project-and-question-databank.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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