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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向赋能视角下社会工作专业学生优化社区治理的实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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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参与意愿和参与路径两个方面的调查，发现社区存在居民参与形式单一、

治理专业性低等多种问题。本文以“社会工作专业学生优化社区治理的实践研究”为研究内容，在对社区治理问

题进行成因分析后，结合双向赋能大趋势从社会工作层面和社区层面，分别提出了促进居民高效参与社区治理的

可行措施，同时也为丰富社会工作者介入社区治理的本土化实践研究作贡献。

关键词：双向赋能；社会工作；城市社区；社区治理；居民治理

DOI：10.69979/3029-2700.24.12.047

1 研究背景

社区是居民生活的基本单元和国家治理的重要基

础。2023年 3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党和国家机

构改革方案》，其中第四方面提出“组建中央社会工作

部”：统筹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

双向赋能是指两个及多个实体之间相互赋予力量

和能力的过程。本文立足社会工作专业学生角度，从居

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意愿和路径维度展开调查，提炼居民

参与治理的现存问题，针对社区居民个人层面和社区层

面提出促进居民高效参与社区治理的可行措施，为社会

工作专业教育与社区实践的深度融合提供新的视角和

启示。

2 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调查研究

2.1 数据来源

2024年 10 月采用线上问卷的方式，遵循被试知情

同意原则，随机选择山东省东营市 E社区内居民进行施

测。E社区是城市化程度较低的城镇社区，社区居民以

青年人和中年人为主，大多数为“上班族”。E社区在

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中探索了“文明实践+社会治理”

的新模式。

在本次调查中获得有效问卷 210 份，在数据中，男

性 108 人（51.43%），女性 102 人（48.57%）；已婚 1

84 人（87.62%），未婚 15人（7.14%），出生所在地户

籍 139 人（66.19%），社区所在地户籍 71人（33.81%）。

2.2 样本特征

将问卷中的问题选择性分为两个维度即社区居民

参与治理的意愿和路径，对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情况形

成体系化认知（见表 1、表 2）。

表 1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意愿

变量 类别 频数 百分比（%）

居民参与社

区治理意愿

非常愿意

基本愿意
不太愿意
不愿意

无所谓

156
41
5
0
8

74.29
19.52
2.38
0

3.81

居民加入社

区组织个数

没有加入
加入 1个
加入 2个

加入了 3个及以上

121
50
17
22

57.62
23.80
8.10
10.48

在居民参与社区治理意愿方面，“非常愿意”和“基

本愿意”的频数总和为 197（156 + 41），占比达到 93.

81%（74.29%+19.52%）；“不太愿意”“不愿意”和“无

所谓”的比例较低，总共占比 6.19%（2.38% + 0%+3.8

1%），其中“不愿意”的比例为 0%。在居民作为志愿

者参与社区治理意愿方面，非常愿意”的比例为 73.81%，

“比较愿意”的比例为 17.62%。

有 57.62%的居民没有加入社区组织，加入 2个社区

组织的居民占 8.1%，加入 3个及以上社区组织的居民占

10.48%，加入 1个社区组织的居民占 23.8%。

表 2 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路径

变量 类别 频数 百分比（%）

居民参加社区
活动次数

一个月一次及以下

一个月两次
一个月三次及以上

146
33
33

69.52
15.71
14.77

居民参与社区
活动的方式

（多选）

社区宣传介绍

他人或朋友推荐
社区工作人员邀请
自己主动加入

166
67
79
53

79.05
31.90
37.62
25.24

居民反映社区

问题的途径
（多选）

在微信群直接反映
电话告知物业人员

向楼长反映

向居委会投诉

178
78
66
40

84.76
37.14
31.43
1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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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活动参与频率方面，大部分居民（69.52%）参加

社区活动的频率为一个月一次及以下，而一个月两次和

一个月三次及以上的居民占比较少，分别为 15.71%和 1

4.77%。表明居民参与社区活动的积极性在整体上处于

较低水平。

社区宣传介绍是居民参与社区活动最主要的方式，

占比 79.05%。这说明社区的宣传工作在居民参与活动方

面起到了关键作用。他人或朋友推荐（31.90%）、社区

工作人员邀请（37.62%）和自己主动加入（25.24%）也

占有一定比例。

在微信群直接反映是居民反映社区问题最主要的

途径，占比 84.76%。电话告知物业人员（37.14%）、向

楼长反映（31.43%）和向居委会投诉（19.05%）也被部

分居民采用。

3 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现存问题

3.1 居民参与社区治理意愿和作为志愿者参与社

区治理有较高的积极性，参与社区组织度尚有很大

提升空间

参与意愿是影响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直接因素。数

据显示，无论是个人意愿还是作为志愿者参与社区治理，

超过七成比例的居民非常愿意或基本愿意参与社区治

理。居民不仅关注社区问题而且愿意为此付出实际行动，

对社区治理的积极态度。即使居民普遍有意愿参与社区

治理，但在实际行动上，社区组织参与度仍然不高。

3.2 社工专业人才对居民参与活动分工主动性的

赋能程度低

居民参加社区活动次数来看，一个月一次及以下的

居民占比达 69.52%，这表明居民整体参与社区活动的频

率较低。同时，居民参与社区活动的方式中自己主动加

入的仅占 25.24%，而通过社区宣传介绍、他人或朋友推

荐、社区工作人员邀请等方式参与的比例较高。居民在

参与社区活动时专职社会工作人员对其影响力较弱。

3.3 社区治理交流方式具有较强集中性，反馈渠道

双向互动性低

在居民所在社区的信息传递方式中，社区微信群平

台以 86.67%的高比例成为最主要的信息获取途径，这表

明居民获取社区信息高度依赖这一现代化通信工具。但

是，微信作为日常社交平台，具有较高的通用性，其他

传统或人际传播方式也有一定的比例，但唯独缺乏专门

为反应社区治理问题建立的渠道或平台。

4双向赋能视角下提高居民高效参与社区治理

的策略建议

从数据分析结果可以看出，社区居民整体参与治理

情况尚可，但也仍然存在许多待提升的方面。基于双向

赋能视角，从社会工作层面和社区管理层面对如何提高

居民高效参与社区治理提出策略建议。

4.1 社会工作层面

1.社工学生运用增能理论，发掘居民的潜能

在社区中，社工可以通过设计相关互动活动加强居

民与环境之间的联系，增强居民的自信心和自我效能感，

通过专业培训和教育提高居民的表达能力、组织能力和

社区治理水平，在活动中增强居民的治理信心。活动结

束后，社工通过电话回访和满意度调查等方式评估本次

活动满意程度，总结经验，后续针对性设计相关活动。

2.社工学生链接资源共同推动建立“五社联动”机

制，促进居民在社区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

当“五社联动”机制有效运行时，居民可以通过社

区这个平台表达自己的需求和意见，社会组织根据居民

的需求设计和提供服务，满足居民在教育、医疗、文化

等多方面的需求。

4.2 社区层面

1.建立校社合作模式，提高双向治理渠道立体性

学校和社区是两个具有不同特性和资源优势的主

体。建立校社合作模式，就是要将学校的知识资源、人

力资源等与社区的实践资源、社会关系资源相结合，实

现优势互补。双向治理渠道强调学校和社区之间的互动

交流是相互的、对等的，学校为社区提供专业培训和政

策解读等智力支持，社区为学校提供实习基地，让学生

在真实社会环境中锻炼实践能力；同时社区也可以为学

校的课程设置和人才培养方案提供反馈，使学校的教育

更加贴近社会需求。

2.优化基层议事机制，确保议事过程的平等性和开

放性

平等性和开放性是社区工作的基石。社工专业人员

倡导包容性和非歧视性的参与环境，确保所有居民的声

音都能被听到并予以重视。社工可以协助优化社区的议

事平台，从议事平台构建、规则制定、能力提升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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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手，协助社区构建较为完善的居民议事机制，如“小

院会议”，让居民在自由、平等的环境中提出问题和解

决策略，提高居民的参与意愿。在此过程中，社工专业

学生将扎根社区，更多关注基层社区公共议题，推动社

区自治、生计发展、社会互助、文化认同、环境友好的

“五位一体”的社区可持续发展。

5 结束语

本文的研究具有显著的深远意义，为社会工作学生

有效介入社区治理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在实际操作中，

社会工作者必须充分发挥专业优势，紧密围绕社区居民

的需求，不断优化社区治理模式。这样才能提高社区治

理效率，切实为居民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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