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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基于社区融入的视角 ,探讨中国乡 2城移民的社会融入的实践

策略与理论模式。作者梳理出移民的社区融入的组织化、专业化、政策行动

和文化融入这四项实践策略 ,以使各社区能及时回应移民普遍性需求 ,提供

制度支持 ,改善政策环境 ,营造融入文化。作者还提出了在社区实务研究的

基础上 ,发展移民的社会全面融入的理论模式的重要性 ,即从跨社区融入的

广度视角与决策融入的深度视角 ,推动乡 2城移民的社会资本由农村向城市的

转移与发展 ,实现全面的社会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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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Rural2Urban M igrants’Practical Strateg ies for

Socia l Inclusion : Towards a Commun ity Inclusion Approach
L iu J ian’e

Abstract: This study took the community inclusion app roach to exp lore rural2urban

m igrants’p ractical strategies for social inclusion in China. The author summarized

the m igrants’p ractical strategies for community inclusion in four categories2

organizational strategies, p rofessional strategies, policy action, and culture

inclusion2so that communities could respond to the m igrants’ general n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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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rovide institutional support, imp rove the policy environment, and cultivate an

inclusive culture in a timely manner. The author also p roposed that, building upon

the research on community businesses, it was important to develop a theoretical

model to p romote the m igrants’overall social inclusion, which should use both the

broad cross2community perspective and the in2dep th decision2making perspective to

help the m igrants’social cap ital grow and shift from the rural to the urban so that

their overall social inclusion could become a reality.

Keywords: rural2urban m igrant (N ongm in2Gong) , p ractical strategies, community

inclusion, social inclusion

伴随着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农民从乡村举家

迁徙到城市 ,寻找非农就业机会 ,异地就业或谋生带来了移民们社会资

本的缺失 ,也对城市管理与服务提出了新的挑战。近年来 ,政府越来越

重视社会和谐发展的问题 ,公共政策逐步向着有利于农民工的方面发

展 ,中央政府与地方相关部门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与行动 ,维护农民工

的合法利益 ,促进平等就业。然而 ,依靠市场的功能 ,并不能实现农民

向市民的转化 ,经济的整合也不意味着广泛的社会整合。如何促进农

民工的社会融入 ,依托社区实现社会资本的转移、积累和发展 ,使农民

工获得更广泛的社会权利 ? 这些问题还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和解决。

本研究以此作为研究对象 ,开展社区实务工作研究 ,探讨乡 2城移民 1

(农民工 )的社会融入的实践策略 ,在实务研究的基础上 ,发展乡 2城移

民的社会融入的理论模式 ,并提出相关的建议与思考。

1本文所称的乡 2城移民是指长期在城市工作和生活 ,但因制度障碍而不能获得城市户籍的

城市常住人口。

中国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具有国际上大多数国家一般所言

的 m igrant(异地移居者 ; [到处流动寻找工作的 ]流动工人 ; 农业季

节工人。有时还指已经进入本国且在某地居住的外国移民的境内

再移居的行动者 )的特征与规律。基于与国际上的一般情况相呼应

的考虑 , 笔者选择用一个淡化“农民工 ”这一概念中所隐含的“农

民的 ”、“农村的 ”、“土的 ”、“乡下的 ”等鄙视性的、身份歧视性的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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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效应 , 1且能够与国际上通用的 m igrant概念相对应的“乡 2城移

民 ”( rural2urban m igran t) (或简称移民 )的概念 ,来论述当前中国的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问题 ,并将其置于更广泛的 m igrant研究的范

畴与背景下进行探讨 ,以利于与国际经验的比较、借鉴和交流。

一、问题的提出

(一 ) 乡 2城移民的社会融入的现实需求
乡 2城移民的社会融入的现实需求是研究的出发点。在农村劳动

力转移就业的过程中 ,移出者的人数多、持续时间长、范围广。统计结

果显示 ,目前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约为 1. 3亿人 ,每年新增人数约在

600万～800万人之间 (郑功成 , 2006: 421)。而且大多数农民工不同

于早期的临时性季节性流动 ,呈现出新的特征 ,越来越趋向于长期居留

在城市社区。2006年全国五大城市调查 2表明 ,“农民工 ”(乡 2城移民 )

在城市工作、生活时间平均为 61个月 (5年多 ) ,而稳定在一个城市的

时间均值也长达 47个月 (将近 4年 )。随着移民们在城市居住时间的

增长 ,依靠家乡和老乡的非正式社会网络的支持将随之减弱 (L i,

2006)。不管是已有的城乡差距 ,还是作为城市新移入者的居民的特

定需求 ,这些乡 2城移民已成为城市中最脆弱的群体 ,缺乏可及的社

会服务 ,社会资本缺乏 ,社区参与不足。2006年由南开大学《农村劳

动力转移就业的社会政策研究 》课题组进行的五城市调查表明 , 54.

9%的“农民工 ”从来不参与社区组织的会议或活动 , 31. 4%的“农民

工 ”不知道相关信息 ,而回答“经常参加 ”、“有时参加 ”和“很少参

加 ”的受访者比例分别只有 1. 1%、4. 5%和 6. 5%。由此可知 ,社会

融入已成为改善“农民工 ”(乡 2城移民 )城市生活的现实需求。

1有调查研究表明 , 32. 2%的乡 2城移民介意被称呼为“农民工”(郑功成、黄黎若莲等 , 2007:

81)。

2南开大学关信平教授主持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社会政策研究 ”项目课题组 ,于 2006年

在天津、上海、深圳、昆明、沈阳 5个城市进行抽样调查 ,样本包括 2 509个个案 ,代表中国大

陆不同地区城市的乡 2城移民。

(二 ) 与“农民工 ”相关的政策举措及转变
近年来 ,政府及相关部门采取的政策与行动策略 ,主要关注农民工

劳动力市场的融入与基本权益的维护。然而 ,随着“农民工”社会平等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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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愿望的不断增强 ,经济整合需要向着广泛的社会整合拓展。政府开始

重视城市社区在“农民工”管理与服务中的关键作用 , 2006年国务院发布

《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1 ,提出对农民工实行属地管理 ,增加

公共财政支出 ,构建以社区为依托的“农民工”服务和管理平台的政策建

议 ,在第三十八项中明确指出 :“发挥社区管理服务的重要作用。要建设

开放型、多功能的城市社区 ,构建以社区为依托的农民工服务和管理平

台。鼓励农民工参与社区自治 ,增强作为社区成员的意识 ,提高自我管

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能力。发挥社区的社会融合功能 ,促进农民工

融入城市生活 ,与城市居民和谐相处。完善社区公共服务和文化设施 ,

城市公共文化设施要向农民工开放 ,有条件的企业要设立农民工活动场

所 ,开展多种形式的业余文化活动 ,丰富农民工的精神生活。”

1国务院. 2006.《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国发 [ 2006 ]5号 ) .

文件表明政府对农民工问题的解决 ,从早期保障基本的就业权利

开始向社会生活方面拓展 ,从体制融入向社会融合层面深入 ,成为推动

乡 2城移民的社区融入研究的重要政策导向与行动指南。

(三 ) 现有的社区服务体系的局限
一些当地城市职能管理部门与现有的社区服务体系相对滞后 ,不

能有效地回应乡 2城移民的社区融入需要。前面提到的南开大学五城

市调查组的调查结果表明 , 79. 3%的农民工从来没有向居委会等社区

组织求助过 ,而回答“经常求助 ”、“有时求助 ”和“很少求助 ”的受访者

比例分别只有 0. 8%、6. 7%和 12. 4% ;相反 ,在关于是否获得所在社区

组织帮助的问题上 ,有 43. 2%的农民工回答“几乎没有获得过社区组

织的帮助 ”,而回答“经常获得帮助 ”、“有时获得帮助 ”和“很少获得帮

助 ”的受访者比例分别只有 2. 2%、10. 2%和 11. 2% (另有 33. 1%的受

访者信息缺省 )。这些数据表明 ,现有的社区服务仍然没有覆盖到乡 2
城移民 ,他们缺少可及的正式的社区服务。随着经济转型与体制改革

的加快 ,社区需求与环境发生着显著的变化 ,“单位人 ”向“社会人 ”的

转变 ,带来社会福利的提供需要转向私有部门和社区 ,福利逐步社会化

的变化 ,同时城市流动人口的增加 ,也带来社区需求的增加。

但是 ,现有的社区服务体系滞后于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社区基层

工作者大多由下岗、退休女工组成 ,缺乏专业理念、技能和职业培训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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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一个弱势群体“管理 ”另一个弱势群体的尴尬局面。同时社区组

织资源缺乏 ,办公设备陈旧 ,效率较低 ,服务功能日益衰退 ,在社区更新

过程中 ,既不能满足城市当地居民的需要 ,也无力回应外来移民的融入

需求 , “缺位 ”、“错位 ”与“越位 ”的问题越来越突出。迫切地需要专业

社区工作的介入 ,共同探讨发展专业化社区服务中心的策略 ,摆脱社区

发展面临的困境 ,改善乡 2城移民的社区服务 ,实现他们获得集体福利

与帮助的权利。

(四 ) 社区工作与社会融入策略的研究
中国大陆的乡 2城移民从临时性流动 ,开始进入城市融入的新阶

段。欧美已有的社会融入策略研究 ,对中国的乡 2城移民的社会融入问

题的研究与解决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同时基于本土的研究与实践 ,也

将为国际社会融入策略研究提供中国的经验。近年来 ,欧美国家从理

论研究到政策实践 ,社区工作越来越受到重视。米奇利 (M idgley,

1993)提出社会发展意识形态的三种策略 : (1)个人主义策略侧重于自

我实现、自我决定与自我改善 ; ( 2)集体主义策略主张行动制度视角

( action2institutional app roaches) ,加强建立组织 ; (3)平民主义策略强调

发展当地社区的小规模行动。社区工作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三种策

略的平衡 ,建立社区组织 ,开展社区行动 ,在社区行动的过程中 ,增强个

体代表自我利益的能力与技巧 ,实现自我改善与集体获益。社区工作

成为非正式教育、休闲服务以及官方决策制定过程中公共参与的重要

部分 (Rothman & Zald, 1985: 213) ,社区发展是对抗社会排斥、促进社

会融入的重要策略 (Henderson, 2005)。社会融入策略强调为被排斥的

个人与群体提供机会与资源 ,加强理解与技巧 ,使其能够更有效地参与

社区 ,在社会中扮演更强的角色 ,以降低最弱势群体、社区与社会之间的

不平等 ( Payne, 2005; ESEP, 2007)。参与是社会融入的核心 ,融入与排斥

主要取决于参与的程度 (Burchardt et al. , 2002)。社区工作有助于决策

过程的市民参与 ,澄清问题并提供解决建议 ,分配有限资源与传递服务 ,

改善个人与集体的福利 ,促进当地项目的发展 ,加强社区基层能力建设 ,

实现社会融入。社区工作逐步成为实现社会融入的重要行动机制。

同时 ,社会融入也是当代社区工作的重要内容与目标。亨德森和

托马斯 (Henderson & Thomas, 2002)将社会资本、市民社会、能力建设

与社会融入作为当代社区工作的核心概念。M. 泰勒 ( Taylor, 2006)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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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200322004年英国政府社区参与项目评估中 ,提出了社区参与促进

社会融入的理论模式 ,将上述四个核心概念有机地统一在社区实践中。

通过“社区学习包 ”( the community learning chest)与“社区赋权网络工

作 ”( the community empowerment network) ,为个人与组织提供参与机

会 ,改善社区成员技能 ,加强群体能力 ,不断建立并发展社会资本 ,促进

社会融入与市民社会的建设。

(五 ) 我国乡 2城移民的社会融入研究的贡献和不足
近年来 ,“农民工 ”问题成为政策制定者与学界共同关注的重大议

题。关信平 (2007: 3482359)提出农民工在城市的社会融入政策目标 ,

通过制度层面的融入、组织体系中的社会融入以及社区融入 ,以消除制

度性歧视 ,使农民工能够平等地进入城市社会组织体系 ,参与社区活

动 ,与社区居民平等交往。李培林、李炜 (2007: 1217)的研究发现 ,农民

工持有积极的社会态度 ,应该促进和保护他们积极的社会态度 ,消除体

制性障碍。钱文荣、张忠明 (2006: 1152120)研究指出城市内部形成的

“新的二元社会结构 ”是阻碍和谐城镇社会构建的主要制度因素。刘

传江、周玲 (2004: 12218)的研究提出农民工需要尽快融入城市社区 ,积

极构建社会资本的积累和形成机制 ,以弥补离开农村社区带来的社会

资本的损失。时立荣 (2005)提出建立具有服务功能的开放型社区 ,提

供正式的社会服务 ,促进社区中外来移民者的社会化 ,超越户籍的外在

屏障而融入城市生活方式之中。张友庭 ( 2008: 1262147)关于上海某

社区的研究认为 ,流动人口在自主创业的过程中 ,充分发挥社区实践主

体的能动性 ,带来社区新的经济与社会机会 ,使流动人口积聚区呈现出

明朗的发展前景 ,这些改变将为社区管理者提出新挑战。

上述研究从不同的视角探讨了解决乡 2城移民的社会融入的基本

思路 ,论述了消除农民工融入的体制障碍与结构性因素的必要性 ,同时

保护他们积极的社会态度、发挥实践主体能动性的重要意义 ,提出重视

社区的功能 ,加强移民所在社区的管理与服务的现实主张。不过大多

数研究仍然停留在理论探讨与问题分析的层面 ,尚未深入到乡 2城移民

的社区融入的实践层面 ,实践策略的研究仍显不足。

二、乡 2城移民的社区融入的实践研究

乡 2城移民的社会融入问题 ,迫切需要专业社区工作的介入 ,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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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接受社区 ,以实践性、参与性的研究理念 ,探讨乡 2城移民的社会融

入的现实路径 ,发展实务工作的策略与方法 ,回应他们社会融入的现实

需要。本研究从我国乡 2城移民的社区融入的实际状况出发 ,选取移民

居住较集中的天津市 A 社区作为研究基地 ,结合社区工作的基本模

式 ,提出了乡 2城移民的社区融入实践研究模式 (见图 1) :研究者进入

移民比较集中的社区 ,研究组与社区工作者、移民建立合作关系 ,收集

数据、开展评估 ,分析移民所在的社区融入中面临的问题、根源、范围及

变化 ,界定需求 ;在数据评估的基础上分析改变的意愿、服务与资源的

可行性 (M iddleton, 1997; Parker, 2007) ,制定行动策略 ,并将其灵活应

用于不同阶段的社区实践中 ,从易到难地推进社区服务实践 ,回应需

求 ;最后对社区实践的进展、结果、影响做出定量评估 ,并分析存在阻力

和挑战。

图 1: 乡 2城移民的社区融入实践研究

(一 ) 数据评估
1. A社区及社区乡 2城移民的概况

1乡 2城移民就业以自我雇佣 (个体户 )或临时雇佣 (打工 )为主 ,在 21个访谈个案中 ,餐饮服

务 (5人 )、旧物回收 (4人 )、开百货店 (3人 )、美容美发 ( 3人 )、修理 ( 2人 )、缝纫 ( 2人 )、摆

水果摊 (1人 ) ,私企打工 (1人 )。

　　A社区位于天津市南开区 ,乡 2城移民居住集中 ,阶层分化较明显 ,

融入问题突出 ,所以研究选取该社区作为典型实例。2005年度调查结

果表明 ,乡 2城移民大约 400多人 ,占社区居民的 10%左右。他们来津

时间较长 (425年 ) ,举家迁徙 ,以非正规就业 1为主。社区旧货市场周

围的平房区 ,既是他们从事生产活动的场所 (作坊、铺面或仓库 ) ,也是

生活居住的主要空间 ,住房小、环境差 ,存在卫生、健康、防火等安全隐

患。移民比较集中的居住区成为社区管理的主要难题 ,迫切需要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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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工作的介入 ,改善社区管理与服务 ,回应乡 2城移民的融入需要。

2. 社区调查研究

在 A社区所展开的田野工作 (2005年 324月 ) ,调查研究主要采用

深度访谈 (访谈乡 2城移民 21人、城市原居民 4人、社区管理者 5人 )、

焦点小组 (A 社区居委会 )、小组会议 (街道办事处 )、参与观察等方法 ,

通过定性研究方法收集数据 ,对访谈资料进行个案编码 1 , 21位受访移

民的基本信息如下 :男性 11人 ,女性 10人 ;已婚 18人 ,未婚 3人 ;初中

及以上的为 10人 ,小学及以下的为 11人 ;从业情况为被扉佣者为 5

人 ,自扉佣者为 16人。在田野工作的过程中 ,与社区管理机构 (街道

办事处 )、社区组织 (居委会 )、移民建立合作关系 ,通过真正的社区参

与 ,全面地理解乡 2城移民们的社会处境 ,倾听他们的声音 ,传递促进移

民的社区融入的工作理念 ,共同分析社区面临的问题与需求 ,反思现有

社区服务体系的特色与局限 ,探讨促进社区融入的策略与方法 ,制定行

动计划 ,明确在合作中各自的角色、任务与责任。

1对访谈资料的个案编码 :W移住者、D当地居民、G社区工作人员、F女、M男、A雇佣、B自

我雇佣

3. 乡 2城移民的社区融入的问题与需求评估

通过对数据的分析与解释 ,本研究发现了 A社区乡 2城移民的社区

融入面临的问题。总体上看该社区融入处于自发的低水平状态 ,他们

的社会交往封闭 ,社区参与不足 ,尤其是缺乏可及的专业化的社区移民

服务。社区融入既受到乡 2城移民们自身因素的影响 ,也受到社区服务

体系的限制。

(1)乡 2城移民们社会交往封闭。移民的社会关系主要基于老乡、

家庭与工友形成的非正式网络关系 ,他们与城市居民之间近乎处于

“平行生活”的状态 ,“没有互动的共存 ”( Threadgold & Clifford et al. ,

2008) ,移民们仍然没有很好地整合到城市社会之中。无论是移民之

间的交往、还是他们与当地原居民之间的交往 ,都会增强移民们融入当

地社会的程度 (风笑天 , 2008: 1522180)。工友关系已经成为移民们社

会关系的重要部分 ,正如利维塔斯 (Levitas, 2005)所强调的 :有报酬的

工作是社会融入的重要途径。

(2)乡 2城移民们在社区活动中参与不足 ,缺乏可及的休闲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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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因为“不知道 ”、“没有用 ”或“没有闲暇时间 ”。他们生存压力

大 ,消费能力低 ,缺乏参与社区活动的机会、信息或时间 ,在繁华都市背

后过着黯淡的生活。因此 ,有必要通过专业社区工作的介入 ,改善移民

们的参与机会与休闲服务 ,促进他们与当地居民的交往。

(3)乡 2城移民的参与意识、维权意识薄弱 ,社区选举缺乏代表渠

道。调查表明 ,在当地的社区管理中 ,移民们往往只是被动的管理对

象。所以 ,有必要通过赋权工作 ,建立正式的信息沟通与代表渠道 ,使

移民们能够平等地参与到社区管理中。

(4)缺乏专业化社区服务。社区居委会工作者责任感强 ,传统的

社区工作体系较完善 ,具有较强的社会动员与组织能力 ,有利于社区实

务工作的开展。社区简化了外来人口暂住证的办理程序 ,并降低收费 ,

这些助民服务受到移民们的认可。不过 ,现有的社区工作重管理 ,轻服

务 ,侧重于卫生、治安、证件发放、登记、收费、计划生育等日常管理 ,仍

然是被动的问题导向型工作模式 ,而不是发展和服务导向。社区服务

不具有普惠性 ,尚未覆盖乡 2城移民群体 ,少数社区工作人员仍然对乡 2
城移民持有偏见与歧视 ,如以下的访谈中所表明的 :

移民 (WMB4) :“我从来没找过居委会 ,都是居委会来找

我们收钱来 (笑 ) ,收清洁费什么的。”

社区工作人员 ( GF3) :“外地的咱管他干嘛 ,咱不管。”

当地原居民 (DF1) :“现在外地人都是自己来找工作的

⋯⋯居委会的 [工作 ]就是光照顾我们下岗的 40、50人员

⋯⋯劳动协管员的工作就是这样的。”

移民 (W FB4) :“⋯⋯那都是给下岗的人准备的 (电脑、插

花技能培训 ) ,外地人没有 ,本地人都管不了呢 ,外地人就更

别说了。”

社区服务的不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 ,缺乏儿童照顾与教

育支持。社区缺乏日间照顾机构与服务 ,私立幼儿教育收费昂贵 ,移民

儿童的家长们望而却步 ;同时缺乏可及的教育资讯 ,家长们对入学儿童

的教育也颇感忧心。为儿童及其家长、青少年提供教育支持 ,可作为社

区介入工作的主要突破点。第二 ,缺乏政策与服务资讯。移民们的社

会保障缺乏 ,对社会保险的办理程序不信任 ,不了解 ,存在畏难心理。

因而 ,有必要提供更多的政策资讯与服务 ,加强互动式管理 ,促进政策

·531·

乡 2城移民社会融入的实践策略研究



的实施与服务的传递。第三 ,缺乏就业服务与职业培训。乡 2城移民以

非正规就业为主 ,经济活动边缘化 ,缺乏教育培训机会 ,而且现有的中

等教育与职业教育 ,并不能为这些移民或未来的乡 2城移民提供基本的

技能 ,他们能够获得技能的途径往往仅仅是通过实践经验或自学 ,这从

访谈中便可大致了解移民们的心声 :“客户就是我最好的老师 ”(修鞋

师傅 ) ;“我正在准备外语等级考试 ”(私企打工女青年 ) ;“我打算上个

汉语自考班 ”(家庭主妇 )等。因此 ,为乡 2城移民提供职业教育、资格

培训等资讯及相关就业服务 ,将成为实务工作开展的主要内容。

(二 ) 社区实践行动的策略、方法及目标
在数据评估的基础上 ,初步确定了社区实践行动的目标 ,提出基本

行动策略 ,并尝试整合多元化的社区工作方法 ,灵活应用于 A社区的

实践工作 ,回应移民的社区融入的问题与需求 (见表 2)。

1. 组织化策略

协助发展社区中的移民组织 ,通过小组工作与群体活动 ,提供学

习、参与的机会 ,提高个人与组织的能力 ,建立移民的非正式支持网络。

例如 A社区通过发展儿童群谊会、家长工作坊、妇女小组、职业小组、

移民之家 ,开展移民小组工作。
表 2: 乡 2城移民的社区融入实践活动

社区实践工作 行动策略 方　法 目　标

初期阶段
(2005年 526月 )

·文化策略
·组织化策略

·儿童节绘画比赛
·亲子游戏
·城市生活知识问答
·发展儿童群谊会、家长
　工作坊

·开展社会动员与社区教育
·提供家庭教育支持
·分享儿童照顾的经验与信息
·促进互动与参与

拓展阶段
(2005年 7212月 )

·组织化策略
·专业化策略

·职业小组
·妇女小组
·移民之家
·妇女个案服务工作

·发展社区组织与个案服务
·建立非正式社会支持网络
·获得知识与技能
·促进分享与交流

维续阶段
(2006年 324月 )

·专业化策略
·政策行动策略
·文化策略

·制作资讯手册
·成立社会工作实习基地
·政策咨询
·社区捐助
·关爱进行时社区晚会

·改善政策与服务资讯
·社区服务的可及性
·发展社区融入文化
·培养社区集体意识
·加强专业与社区实践的合作

2. 专业化策略

在现有的社区服务组织的基础上发展专业化社区服务中心 ,并积

极引入非营利组织、相关的社会服务部门的介入 ,开展合作工作 ,为移

民提供可及的专业化社区服务。通过高校研究组、社区居委会及其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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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单位、物业公司、社区文化组织等主体的合作 ,在 A社区对移民开展

专业化的社区工作 ,包括培训移民融入政策、制作社区资讯手册、开展

社区捐助活动、成立社工实习基地 ,以及开展移民妇女个案工作等 ,以

回应移民多样化需求 ,改善社区服务。

3. 政策行动策略

通过社会政策的介入回应移民的融入的深层次需要 ,提供制度与

政策支持 ,实现移民平等地参与社区选举、政策决策 ,并享有社区服务

和社会提供的权利。A社区的政策实践 ,主要通过带动当地社区权威

机构介入相关的社区工作 ,为移民提供相关的政策咨询服务 ,促进移民

参与社区选举等方法 ,提供社会支持 ,改善移民的政策环境。

4. 文化策略

通过社区文化活动 ,提供参与机会 ,开展社区教育与社会动员 ,加

强社区整合 ,培养社区认同感与现代社区意识 ,营造融入的社会文化环

境。在 A社区的实践介入中 ,主要开展了儿童节、妇女节系列活动、

“关爱进行时 ”晚会等文化活动 ,丰富移民与居民的文化生活 ,促进互

动和交流。

组织化策略与专业化策略是发展乡 2城移民社会资本的基础 ,而政

策行动策略与文化策略则有助于实现社会资本深度与广度的发展 ,四

个方面相互配合 ,共同促进移民的社区融入与社会融入。在 A社区的

实践过程中 ,灵活应用上述基本策略与方法 ,分阶段推进社区实践行

动。初期阶段 ,主要采取“文化策略 ”开展社区动员与社区教育 ,积极

发展“组织化策略 ”,协助建立移民小组 ;拓展阶段重点应用“组织化策

略 ”,跟进小组工作 , 深入发展社区移民组织 , 建立社区支持网

络 ,同时通过“专业化策略 ”开展个案工作 ,改善社区服务 ;维系改变阶

段 ,继续发展“专业化策略 ”,改善社区服务资讯 ,建立社工实习基地 ,

巩固专业合作关系 ,同时通过“政策行动策略 ”加强社会政策的介入 ,

并结合“文化策略 ”开展社区文化宣传活动 ,营造社区融入文化 ,维系

新移民与社区之间已出现的融合态势。

(三 ) 行动介入
1. 初期阶段 :社会动员与社区教育

以社区节日活动为介入点 ,应用“文化策略 ”与“组织化策略 ”,开

展社会动员与社区教育 ,协助建立“儿童群谊会 ”、“家长工作坊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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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教育是实现自我发展与教育互动的主要方式 ,广泛应用于儿童与日

间照顾 ( Payne, 2005: 209)。“六一儿童节 ”期间 ,社区工作者与志愿者

组织开展“儿童节手拉手 ”系列活动 ,提供儿童教育服务。78名儿童

(23名移民的儿童与 55名城市儿童 )参加了绘画比赛、有奖问答、亲子

互动游戏。这些活动促进家长与儿童 ,移民与当地居民之间的互动与

交流 ,传递城市生活知识与价值 ,发挥社区教育的社会化功能。在节日

活动过程中 ,协助建立“儿童群谊会 ”与“家长工作坊 ”,提供家庭支持 ,

分享儿童教育的经验与信息。媒体积极关注报道了社区实践活动 ,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一位外来小朋友激动地说‘这次活动简直美极

了 !’通过这次活动使外来儿童和社区的小朋友熟识起来 ,真正地融入

了社区 ,参与社区生活 ,告别孤独 ,与城市儿童共同成长。”1以下的访

谈也表明介入活动获得了移民的充分认可 :

1李黎. 2005. 与外来儿童手拉手 共享六一幸福时光 [ N ]. 南开新闻讯 ( http: / /news. nankai.

edu. cn / 200526202)。

2志愿者主要来自南开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的本科生。

他们居委会给我们孩子学习啊 ,鼓励。孩子的感想不错 ,为

这个 (儿童节活动 )还写了篇日记 (笑 )。听说场面挺热烈的。打

心眼里感谢居委会吧 ,跟那些那天办这个活动的 ,能拿出这么多

钱来给孩子是最大的福利。这可以说我特别的感动⋯⋯希望为

我们民工带来更多的文艺节目⋯⋯(移住者 ,WMB5)

文化策略重视开展社区教育与文化宣传 ,为儿童及家长提供学习

与参与机会 ,促进移民与当地居民的互动 ,社会动员为后期实践的拓展

打下良好的基础。在实践策略的应用中 ,需要充分整合潜在的社区资

源 ,例如私有部门物业公司的资助、研究组与志愿者 2的专业技能、社

区居委会的组织与动员能力、媒体的报道与宣传 ,在资源整合的过程中

建立伙伴合作关系 ,不仅能够增加社区资源 ,而且有利于在更广泛的社

会中发展平等、参与、融入的社会理念。

2. 拓展阶段 :移民组织与个案服务

在拓展阶段重点应用组织化策略 ,积极发展移民的职业小组、妇女

小组、移民之家 ,建立非正式的社会支持网络 ,充实移民的社会资本。

发展移民组织是社区实务工作的重点与难点。同时随着社区合作关系

的不断发展 ,引入专业化策略 ,开展个案服务工作以及相关的社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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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立移民职业小组。通过职业小组 ,改善移民的就业环境与

就业能力 ,解决社区市场管理难题。A社区的旧物回收市场 ,既是移民

们从事作坊生产、个体买卖经营的场所 ,也是生活居住的空间 ,市场秩

序与社区环境的问题突出 ,城市相关部门管理执法工作往往简单化 ,缺

乏民主监督。如以下访谈资料所反映的问题 :

现在啊 , (城管治安大队 )不允许我们在铺面前摆摊买哈

密瓜 , ⋯⋯他们遇到一次 ,就罚款 50元 ,遇到这种情况 ,有时

只有自己回来哭 ,两三天不出去。 (移民 ,WMB11)

移民们面对不公平的罚款与对待 ,仅能消极地容忍与抱怨。社区

工作者首先扮演使能者的角色 ,帮助移民检视并觉悟社会关系 ,增强民

主维权意识 ,培养社会责任感 ,向社会、政府及时反映问题。社区工作

者更需要扮演组织者、协调者与沟通者的角色 ,协助建立移民的就业小

组 ,一方面通过小组代表的方式 ,与社区管理执法部门进行有效沟通 ,

协调不同的利益 ,加强执法管理的民主监督工作 ,引导移民依照市场管

理规范有序经营 ,改善社区环境 ,有效地解决问题 ,实现集体获益 ;另一

方面 ,在职业小组中发展相关项目与活动 ,加强职业规范、知识与能力

的培训 ,发展移民的就业能力 ,促进劳动力市场的整合。通过职业小组

的运作 ,改变他们消极应对困难的方式 ,以集体化的应对策略 ,化解新

环境的生存风险。

(2)个案工作与小组工作。通过个案工作与小组工作的结合是社

区实践工作的重要方法 ,能够有效地回应移民妇女多样化的需求。在

个案访谈的基础上 ,与服务对象共同制定介入工作的目标与方法 (见

表 3)。通过家庭探访开展个案工作 ,为移民妇女提供教育信息、咨询

服务与帮助 ,移民妇女逐步接受并充分认可社工 ,但开始表现出对社工

服务的依赖。社区工作者需要积极引导服务对象充分利用社区移民网

络 ,参与社区妇女小组、家长工作坊等小组活动中 ,帮助服务对象“离

开”社工 ,增强互助与自决的能力。同时 ,以居委会传统的三八妇女节

活动为基础 ,建立移民妇女小组 ,开展丰富的活动与项目 ,分享城市生

活与工作的经验 ,提供家庭支持、妇女健康与休闲服务的信息咨询 ,鼓

励参与者敞开心扉 ,积极表达自我 ,在参与中获得知识与技能的增长 ,

满足休闲与情感交流的需要 ,建立社会支持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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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移民妇女个案工作

问题与需求 目标 方法

·儿童照顾
·健康服务

·提供社区多元化服务
·社区日间照顾服务
·家长工作坊
·社区健康中心 ,提供健康服务

·婚姻关系问题
·改善家庭关系回应婚姻
　危机

·机构工作 ,转介当地妇联
·妇女小组 ,分享交流经验
·社区家庭工作与咨询

·教育、培训与就业
·提供教育培训机会和
　就业服务
·改善就业能力

·社区非正式教育、就业小组
·教育信息与咨询

·购物、消费与休闲
　资讯

·改善资讯服务
·提供城市生活指南
·社区生活手册

　　专业化策略在 A社区的应用中 ,个案服务与小组工作在改善乡 2城
移民的社区参与、加强社会支持网络的建设中成效显著 ,不过难于满足

移民们多元化、深层次的社会需求。启动资金、专业支持及相关资源的

缺乏 ,限制着社区照顾、社区健康服务、社区家庭工作与咨询服务等专

业化社区服务项目的发展。加之社会服务专业部门发展滞后 ,缺乏非

营利组织的参与 ,社区工作难以形成转介、跟进、相互承接的综合性服

务体系 ,影响着服务效率与质量的提高。

3. 维系改变阶段 :政策资讯服务与文化活动

社区介入的维系阶段 ,需要积极引入政策行动策略 ,加强社会政策

的介入 ,回应移民深层次的普遍性需求 ,改善移民政策环境。同时继续

发展“专业化策略 ”,改善社区资讯服务 ,建立社工实习基地。并通过

“文化策略”,举行社区文化活动 ,巩固合作关系 ,营造社区融入文化。

(1)政策资讯服务。社区工作者积极扮演着政策协调者、沟通者

与倡导者的角色 ,为移民提供政策咨询 ,其内容主要涉及移民的社区整

合政策与措施、子女教育政策、医疗政策、工伤保险、土地流转政策等方

面的咨询服务。通过这些活动 ,在社区创造积极的政策环境 ,改善政策

的沟通与传递 ,加强社区工作者、移民与社区居民对社会融入政策的认

识和理解 ,提升移民参与决策的能力。

(2)社区服务资讯。改善社区资讯服务 ,为移民们提供城市生活

的信息与指南 ,研究组协助居委会编制“社区工作手册 ”,方便在社区

居住的移民与居民获悉现有的社区服务 ,提高社区工作的专业化水平 ,

增进社区服务的可及性。在资讯手册资料准备过程中 ,居委会工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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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的行政工作视角与研究者的专业视角 ,对编写内容有着不同的意见 ,

居委会主要侧重于加强行政方面工作的总结汇报 ;而研究组更强调资讯

手册的实用性与普及性。随着“专业化策略”的逐步深入 ,社区工作人员

行政工作理念根深蒂固 ,工作模式滞后 ,成为专业化过程面临的重要挑

战。灵活调整介入方法 ,暂时“闲置”分歧 ,制定长期性合作计划 ,在 A社

区成立社工实习基地 ,并逐步化解介入中的阻力 ,推进专业化策略。

(3)“关爱进行时 ”晚会。发展文化策略 ,在社区举办“关爱进行

时 ”晚会、“初冬饺子会 ”,增进研究组与社区组织的合作感情与理解 ;

并开展募捐活动 ,积极寻找新的资源。研究组、居委会与社区小学合

作 ,举办“关爱进行时 ”晚会 ,由移民、小学生、社区工作者、当地居民、

老年合唱团共同参与晚会演出 ,促进移民与当地居民的互动与沟通。

在晚会中举行捐助仪式 ,志愿者将从高校与社区募捐的文具书籍 ,提供

给有需要的移民 ,改善社区的教育资源 ,传递爱心与支持。通过社区活

动营造融入文化 ,强化参与成员的“小组归属感 ”、“社区归属感 ”,有利

于形成社区共享价值 ,增强社区的集体意识与责任。举行社会工作实

习基地成立仪式 ,建立并加强专业与社区实践工作的合作关系 ,使专业

合作工作更加规范化、长期化 ,改善社区服务的专业化水平 ,同时也为

社会工作专业研究及教育提供更多从实践中学习的机会。

1参见 http: / /www. cebsd. org/ social. htm (10 /20 /2004)

(四 ) 评估与反思
社会工作的方法论强调基于事实的 知 识 ( evidence2based

knowledge) ,重视来自特定背景下的研究与实践评估 ( IASSW , [ 2000 ]

2005)。实践介入的有效性 ,既受到社会工作实践者、服务使用者、参

与者的知识、技能、理解与价值的影响 ,同时也受到资源、文化与政策形

成的社区环境的广泛制约 ( Trevithick, 2005)。本次研究借鉴欧盟社区

发展项目 (CEBSD Project)的评估方法与评价指标 1 ,在社区开展问卷

调查 ,发放问卷 80份 ,回收有效问卷 64份 (当地居民 27份、乡 2城移民

37份 ) ,通过对当地居民与移民的对比分析 ,检视他们在社区整合中的

差距 ,对实践策略所取得的成效做出客观评估 ,并深入分析了社区融入

过程中面临的阻力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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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进展评估

进展评估以“参加的社区活动 ”、“参与率 ”为主要测量指标 ,调查

结果表明社区实践策略在促进移民参与、营造融入文化方面的成效较

为显著。 (1)移民的社区参与状况得以改善。正如图 2所示 ,在初期

阶段儿童节活动中 ,移民的参与率为 8. 1% ;随着合作关系的不断加

强 ,融入的理念越来越被社区工作者接受 ,灵活的实践方法逐步得到发

展 ,参与状况得到显著的改善 ,维续阶段的社区“关爱进行时 ”晚会 ,移

民参与率已经达到 57. 81%。不过由于城乡显著的社会阶层差异 ,一

些城市居民对乡 2城移民的歧视仍然存在 ,甚至少数城市居民因为有移

民的参与 ,而拒绝参加社区活动 ,要消除他们之间互动的障碍 ,建立和

谐关系 ,仍然充满困难。 (2)乡 2城移民的参与率仍然有待提高。组织

化策略的应用面临着现实的困难 ,大多数移民生存压力大 ,参与意识薄

弱 ,而且乡 2城移民的流动性也影响着社区支持网络的建立与维续。正

如图 3所显示的当地居民与移民参与率对比结果 ,经常参加社区活动

的当地居民为 51. 9% ,而移民只有达到 13. 5% ,表明移民的参与还不

够充分 ,整合度低于当地居民。

图 2: 当地居民与乡 2城移民参加社区活动统计比较

2. 结果评估

“结果评估 ”以“满意度 ”为主要测量指标 ,从总体上看 ,实务工作

在社区获得较高的满意度。当地居民的满意度要高于移民的满意度

(见图 4)。74. 1%的当地居民对社区实践工作非常满意 ,移民为

32. 4%。尽管已经取得相当的成效 ,不过与当地居民相比 ,移民满意度

偏低 ,实务工作仍然存在各个方面的困难和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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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当地居民和乡 2城移民社区活动参与率统计比较

图 4: 当地居民和乡 2城移民对社区的满意度统计比较

3. 影响评估

“影响评估”主要以观念、社会关系及社区参与的改变为测量维度。

(1)文化策略有利于改变城市居民的观念 ,改善乡 2城移民的社会关系。

社区的实践行动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城市居民、基层管理机构工作人员

的观念与态度 ,社区融合正在逐步改善。大多数城市居民认可、欢迎有

技术的乡 2城移民 ,他们对天津的发展贡献多 ,容易相处。 (2)政策行动

策略在改善社区选举方面取得初步成效。在我们研究工作的带动下 ,

移民们的社区整合问题在社区引起广泛的重视 ,街道办事处决定成立

“流动人口管理服务站 ”,致力于把 A社区建成“流动人口管理工作精

品小区 ”,并在社区即将成立的居民自治委员会中 ,吸收移民代表的加

入。移民代表参与社区选举 ,影响决策的制定与服务提供 ,共同关注社

区的建设与发展 ,参与社区的决策与管理 ,增强认同感、归属感与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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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意识 ,促进社区进步与融入。

三、从实践中发展理论

本次研究从社区实践研究中发展乡 2城移民的社会融入理论 ,提出社

区融入、跨社区融入、决策融入与社会融入四个核心概念 ,构建乡 2城移民的

社会融入模式 (见图 5) ,以社区为依托 ,通过专业社区工作的介入 ,从广度

与深度视角逐步发展社会资本 ,促进社区融入 ,带动社会融入。

社区融入 ( community inclusion)是社区中的个人或群体平等参与

社区活动与行动、社区决策与管理 ,享有社区服务 ,增强社区归属感与

责任感 ,降低社区的不平等 ,促进不同群体之间的和谐共处。社区融入

的主体是社区居民 ,客体是参与社区事务与活动 ,享有社区服务 ,目标

在于促进社区和谐与发展。在社区的新来者与原有居民彼此适应的整

合过程中 ,促进不同群体和谐共处 ( C IC, 2007: 38)。A社区的调查研

究显示 ,乡 2城移民的社区融入水平较低 ,社会交往封闭 ,社区参与不

足 ,尤其是缺乏可及的专业化社区服务。实践介入的评估则表明 ,实践

行动有助于改善社区参与 ,不过社区不同主体的参与状况存在差距 ,移

民的社区参与率低于当地居民的参与率。所以应当立足草根层面 ,在

移民接受社区中 ,通过专业化策略 ,发展专业化社区服务中心 ,改善社

区服务 ,回应移民的普遍性的社会需求 ;同时通过组织化策略 ,协助发

展社区移民组织 ,提供学习机会 ,促进互动与参与 ,基于个人与组织的

参与激励社区行动 ,加强移民的自组织的能力建设 ,改善社会关系 ,实

现社会资本的转移与发展 ,促进“社区融入 ”。例如 , A社区的移民职

业小组 ,不仅有助于改善就业能力 ,而且能够成为应对风险的有效方

式。社区融入是社会融入的基础 ,也是本次实践研究的重点。

图 5: 乡 2城移民的社会融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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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社区融入 ( inter2community inclusion)是基于网络合作 ( network /

partnership)工作 ,在更广泛的社区之间建立沟通的渠道 ,促进资源共享、

信息与经验的交流 ,加强社区之间的联系并发展社会资本的横向联系。

在社区融入的基础上 ,发展跨社区融入。结合移民接受社区的特质 ,因

地制宜 ,积极推广并实践 A社区实务工作的行动策略与操作方法 ,并在

广泛的移民接受社区之间开展网络工作 ,扩大社会支持网 ,整合社区资

源。文化策略在跨社区融入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通过文体活动建立

起来的交往结构为社区构建提供潜在的社会基础 ”(杨敏 , 2007: 153)。

文化活动有助于发展社区的正面形象 ,为社区移民群体之间的交流提

供机会和平台 ,增进理解与沟通 ,营造融入的社会文化环境。

决策融入 ( decision2making inclusion)是服务的使用者、受益者通过

代表的正式渠道 ,参与到决策过程中 ,影响决策的制定与服务的提供。

社区是移民的政治参与的基本单元 ,通过政策行动策略 ,为移民代表能

够平等参与决策过程提供制度与政策支持 ,在自下而上的“决策融入 ”

过程中 ,逐步影响决策层 ,加强社会资本的纵向联系 ,回应乡 2城移民的

融入的普遍性、深层次的需要。反歧视的实践行动也强调服务使用者

的参与 ,促进个人之间的互动 ,便于达成共识的目标 ,保障服务的提供

是适宜的与回应性的 ,而且有助于实现赋权与增能 ( Thomp son, 2006a;

2006b)。通过 A社区的实践工作 ,通过政策资讯服务 ,促进政策的沟

通与互动 ,增强移民参与决策的能力。在实践工作的带动下 ,移民代表

能够参与 A社区居民自治委员会 ,参与选举与决策过程 ,迈出了决策

融入的第一步。本次研究与基层机构街道办事处的合作 ,主要对社区

基层的乡 2城移民管理与服务产生影响 ,决策融入有待于加强和深化。

社会融入 ( social inclusion)是特定社会中的个人、群体与社区 ,在

结构调整与主体自我适应的动态过程中 ,基于社会资本的发展 ,促进社

会资源的平等分配 ,社会服务的有效传递 ,实现广泛的社会权利 ,平等

地参与经济财富与社会文明的创造和分享 ,改善弱势群体的社会生活 ,

实现社会和谐。社会融入的主体包括个人、群体与社区 ;客体是社会资

源、社会服务与社会权利 ;社会融入的条件在于社会资本的发展 ,过程

既强调社会结构的调整 ,也重视主体的自我适应 ;目标是改善生活、实

现社会和谐。首先立足草根层面 ,实现社会资本从农村向城市社区的

转移与发展 ,促进社区融入 ;在此基础上 ,在移民接受社区之间开展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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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工作 ,建立社会资本的横向联系 ,加强跨社区融入 ;自下而上 ,逐步影

响决策层 ,发展社会资本的纵向联系 ,实现决策融入 ;兼顾广度与深度视

角 ,社会资本从社区内向社区间横向拓展 ,从草根层向决策层纵深发展 ,

加强市民社会 ,实现社会融入。由此 ,可以认为 ,社区融入是移民们社会

融入的现实路径 ,而实践研究则表明组织化策略与专业化策略是发展移

民的社会资本、促进社区融入的基础 ;而政策行动策略与文化策略则有

助于实现社会资本深度与广度的发展 ,这些策略相互配合 ,通过接受社

区的多元化输入 ,发展移民的社会支持网络 ,改善社区服务 ,优化社区政

策环境与文化环境 ,使新来的乡 2城移民能够作为积极的社会成员 ,充分

地参与到社区经济、社会文化与政治生活中 ,并为其发展作出贡献。这

不仅是社会发展的需要 ,也是保护弱势群体促进社会公平的要求。

四、结论与讨论

移民从早期的临时性流动向着城市融入的新阶段转变 ,从经济诉

求向着社会公平诉求转变。国家政策也开始积极关注农民工的社会融

入问题 ,提出构建以社区为依托的农民工服务和管理平台的政策举措。

近年来 ,在社会融入策略研究中 ,欧美国家越来越重视社区的参与 ,社

区工作逐步成为实现社会融入的重要行动机制 ,社会融入也是当代社

区工作的重要内容与目标。我国已有的研究从理论层面探讨乡 2城移

民 (农民工 )的社会融入问题 ,提出重视社区的功能 ,加强移民所在社

区的管理与服务的现实主张。本研究尝试应用社区工作的专业方法 ,

推动乡 2城移民融入问题从理论研究向行动实践领域的深入 ,研究提出

了乡 2城移民的社区融入实践研究模式 ,探讨移民的社会融入的现实策

略与实务方法 ,并在实务研究的基础上 ,发展切合社会需要的乡 2城移

民的社会融入理论模式。

社区研究调查表明 ,目前乡 2城移民的社会融入水平较低 ,主要是

因为 :一方面受到移民自身因素的影响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社会资本缺

乏 ,生存压力大、参与意识、维权意识淡薄 ;另一方面现有的社区服务体

系滞后 ,既不能满足城市当地居民的需要 ,更无力回应外来移民的融入

需求。发展专业化的社区服务中心 ,成为乡 2城移民的社会融入的现实

路径 ,同时在专业化的过程中 ,将带动城市社区摆脱社会转型中面临的

发展困境。以现有社区服务组织为依托 ,发展专业化社区服务中心 ,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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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以下四个方面的努力 :

(一 ) 发展专业化、民主化的社区工作理念
第一、发挥乡 2城移民的优势与潜能 ,助人自助。转移就业带来社

会资本的缺失 ,阶层分化 1导致乡 2城移民的边缘化 ,事实上 ,大多数移

民是来自农村的“精英 ”,具有主动性、开拓性与承受力 ,乡 2城移民群

体本身有着较大的潜能 ,从优势视角出发 ,依托接受移民的社区实现社

会资本的转移、重建与充实 ,缩小阶层差距与隔阂 ,是对移民展开社区

工作的关键。所以在沟通中尽量避免“弱势 ”、“农民工 ”、“底层阶

层 ”、“被排斥 ”等负面标签的影响 ,采用“服务对象 ”的概念 ,而不是

“案主 ”的概念 ,鼓励培养移民的自信心 ,传递尊重、认可与理解 ,在实

践研究中构建平等接纳的关系。第二、当地权威机构的管理人员和社

区工作者 ,仅有着有限的市民参与的理念 ,往往习惯于为社区居民做出

决定与选择。如果当地权威机构善于与合作伙伴、社区居民分享决定

与责任 ,形成更开放的信任的气氛 ,社区整合将获得更快的发展。

1 Thomp son (2006b)在反歧视实践研究中 ,提出阶层、性别、残疾、年龄和种族五种社会分化的

主要因素。笔者认为城乡阶层的差异是导致乡 2城移民群体边缘化的主要因素 ,而不是移民

自身能力的弱势。

(二 ) 加强社区工作者的专业知识与技能教育
我国社区工作发展滞后 ,专业化与职业化处于起步阶段 ,社区工作

的实践比较薄弱 ,亟待加强社区工作者的专业知识与技能 ,建立专业化

的社区工作者队伍。社区工作者需要具有丰富的技能库 ,以应付复杂的

社会实践的挑战 (曾加达、吴霏 , 2006)。为社区工作者提供专业知识与

技能培训 ,完善职业资格认证体系 ,加强工作绩效的评估考核 ,改善薪金

待遇 ,调动社区工作者的积极性 ,逐步将街道办事人员、居委会“大娘”发

展为专业的一线社工 ,并积极引导高校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加入基层就

业。例如 ,社区工作者要善于充分利用节日与闲暇机会 ,通过专业技能

拓展传统的社区活动与服务 ,整合社区潜在的资源 ,成功地组织社区文

化活动 ,开展社区教育 ,丰富移民的文化生活 ,同时发展具有针对性、实

用性和普及性的专业化社区项目 ,以调动居民的参与兴趣 ,鼓励移民的

参与。

(三 ) 转变社区管理模式
社区管理模式需要从行政管理向着社区自治模式转变 ,从垂直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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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向着扁平式的民主管理转变 ,为专业化社区中心的建设提供有利

的组织环境。在社会转型与社区建设运动背景下 ,城市社区成为自上

而下建构起来的国家治理单元 ,而不是促进公共领域发展的社会生活

共同体 ,社区的主要功能是为了解决单位制解体后城市社会整合与社

会控制问题 ,而不在于促进市民社会的发展 (杨敏 , 2007)。本次实践

研究也发现 ,社区垂直化行政管理模式 1 ,在服务传递与政策实施过程

中 ,往往存在效率低、成本高、权责不明的问题。社区工作人员行政工

作理念根深蒂固 ,工作模式滞后 ,成为社区工作专业化过程面临的重要

挑战。如何利用网络技术平台 ,发展扁平化、参与式的互动管理模式 ,

探讨社区自治模式 ,为更多居民和新乡 2城移民们提供参与的途径与方

法 ,使服务的传递更直接而有效 ,是我国社区管理面临的重要议题。

1居委会的法律地位是居民自治组织 ,但在实践中 ,更多扮演为街道办事处下属的基层组织

角色 ,形成市政府 2区政府 2街道办事处 2居委会的社区垂直化管理模式。

转变管理模式并不意味着政府退出、责成社区“自我管理”。在实践研

究中 ,社区服务项目缺乏启动与维系资金 ,社区工作面临着资源不足等现

实困难。当地民政部与相关部门应该支持城市的移民接受社区回应其融

入的需求 ,充分认可社区工作者的角色与贡献 ,并为服务项目提供相应的

启动资金与政策支持。尤其是移民的社区参与权利需要获得制度认可 ,保

障其通过社区选举平等地参与社区决策与管理 ,参与社区组织的活动与行

动 ,明确权利与义务。通过政府与社区两种力量的融通 (李越美 , 2003:

289) ,将政府在资源、决策、规划与监督方面的优势 ,与社区工作者在政策

实施与服务传递的专业技能相结合 ,共同关注支持乡 2城移民的社区融入。

(四 ) 积极发展网络工作模式
我国社会服务部门发展缓慢 ,依靠政府、私有部门、家庭提供的模

式 ,难以满足乡 2城移民的多样化需要。所以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积极

发展网络工作模式 :第一、在社区工作中急需引入非营利组织、志愿部

门的加入 ,实现社会服务主体的多元化。相信市民社会 ,依靠中间社会

的力量 ,加快社会服务部门的发展 ,形成社区中心、非营利组织、政府部

门、私有部门多元化服务主体的网络合作关系 ,在更平等的权利关系中

开展合作 ,创造一个开放的、互动的、参与性的决策过程 ,有助于多主体

之间达成更多的共识 ,提高综合性服务的质量与水平 ,保障项目与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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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稳定和维续。第二、通过网络工作加强移民接受社区之间的联系与

交流 ,在更广泛的社区层面建立社会资本 ,逐步影响到决策与服务提

供 ,推动乡 2城移民的社会资本广度与深度的发展 ,促进全面的参与。

第三、发展城市与农村网络合作工作 ,在农村基础教育中加强潜在的

乡 2城移民的知识与技能培训 ,促进社会资本的积累 ;同时做好现有乡 2
城移民的社会资本由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的转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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