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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视角下社区治理 

促进社会融合的实证研究 

——以成都市肖家河街道为例 

李东泉 方浩1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北京 100872） 

【摘 要】： 促进新市民与原市民的社会融合是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体现以人为本核心理念的主要政策方向。社

区作为城市生活和社会管理的基本单元， 社区治理将是促进社会融合的重要政策工具，而社会资本既是社区治理

取得良好成效的助推器，也是体现社会融合的检测器。文章以社会资本为切入点，以成都市肖家河街道为研究对象，

利用 4 个社区、29 个院落共 645 份居民的问卷调查数据，构建了社区治理促进社会融合的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

型，探讨社会资本在社区治理促进社会融合过程中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社会资本在社区治理促进社会融合

的影响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该结果从社会资本的视角填补了当前社区治理促进社会融合的研究空白，使我们更加

清晰地认识到社会资本在现代化治理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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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已经成为新时期的国家发展战略，其内涵与实质首先是人的城镇化，核心是市民化。从城镇化的本质来说，人

的城镇化体现为：一是观念和生活方式的转变；二是新进城的居民与原来的城市居民的融合，即城市生态问题
［1］

。中国城镇化

水平由 1978 年的 18%到 2011 年首次超过 50%，2018 年底已达到 59.58%。快速城镇化既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也带来一

系列问题，其中之一就是仍然存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展缓慢、城镇化质量不高等问题，说明中国的城镇化已面临由城市生

态问题带来的市民化与社会融合挑战，原因在于，城镇化不仅给城市带来更多的人口，也为城市带来更加多元化的人群。所以，

新型城镇化要解决的不仅是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还包括本地人与外来人、城市人与农村人之间的社会融合问题。在当前的发

展阶段，如不尽快将市民化与社会融合目标有机植入城市治理之中，城镇将面临城镇化“陷阱”——缘于社会融合的严重障碍

而生成的多重经济社会风险与危机
［2］
。社会融合是个体和个体之间、不同群体之间或不同文化之间互相配合、互相适应的过程，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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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缺少的是本地人口和外来移民发生相互交往和构建相互关系的过程
［3］

。为实现这一目标，推动外来人口与所在城市社

区、组织和居民产生更为密切的联系，使外来人口在城市中积累起本地化的社会资本，这是促进外来人口融入城市的重要途径。

在这个过程中，社区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因为大部分居民都居住在城市中的各个社区。因此，通过社区治理培育社会资本，最

终促进社会融合的研究显得十分迫切而重要。在中国城镇化水平超过 50%之后，城市治理开始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领域，而大国

治理需从小社区做起。可以说，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市民化目标的实现，就是以社区为单位的城市中不同人群的社会融合过程，

也是新移民社会资本的培育过程。 

国内现有的关于社会融合的文献，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农民工群体，较少关注外来城市人口本地化和本地农村人口的市民

化问题，而且较少从社会资本的视角探讨社区治理如何影响社会融合，现有的研究以个案和定性研究为主，缺乏相关的定量实

证研究。本文在社会资本理论指导下，围绕社区治理如何来促进社会融合的问题，选择了近年来开展了社区治理的典型代表案

例——成都市高新区肖家河街道办事处所辖的 4个社区，通过构建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进行了社会资本视角下社区治理促

进社会融合的实证研究。希望研究结果能为今后的社区治理实践带来有益启示。 

一、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促进新市民与原市民的社会融合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趋势，但二者最终都要落脚于城市社区之中，如何从社区的视角来探

索社会融合问题成为研究者们共同关注的焦点。现有的研究已经从社会资本与社区治理视角对社会融合问题进行了一定的探索，

但并未将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阐释清楚。因此，笔者将重点讨论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并对此建立相应的概念模型以及提出相

关的理论假设。 

（一）社会资本、社区治理与社会融合之间的概念模型 

社区治理是指一定社区范围内政府、居委会、营利组织、非政府组织、社会中介组织和居民等共同管理社区公共事务，推

进社区可持续发展的活动
［4］

，其核心思想是强调多元治理主体的参与，并形成主体之间以及主体与社区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社区治理可以简单地理解为治理理论在社区层面的运用，治理的本质就是多元主体的合作，社区治理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

促进居民间的交流与合作，建立居民彼此之间及对社区的信任感和集体意识，从而对社区产生认同感和归属感，促进社会融合。 

社区治理通过建立社区参与机制、推动社会关系网络的构建等方式促进社会资本的积累。一种良好的社区治理制度要持续

下去，就要有一种“路径依赖”，即需要培育社会成员对新制度（公民主动参与和社区自治的治理模式）的社会需求，而培育社

会资本就是制造这种社会需求的重要手段，把社区资本培育纳入社区治理过程之中，这意味着需要推动居民间的互信和互助，

加强居民间的交往，培育熟人社会
［5］

。同时，林南也指出社会资本主要从嵌入于社会网络的资源中获得，它根植于社会网络和

社会关系，这种社会资本是在个人与邻里、朋友及其参加的自愿组织的成员们所共同进行的社会生活中产生出来的
［6］
。 

社会资本从诞生之初，便被赋予丰富的内涵，其中之一是促进社会融合。在中国语境下，社会融合是一个逐步同化和减少

排斥的过程、是对城市未来的主观期望和城市客观接纳相统一的过程、是本地人口和外来移民相互作用和构建相关关系的过程
［7］
。

既然社会融合本质上是一种相互同化和相互认同的过程，而社会资本是内嵌于社会网络中的资源，因此社会资本的积累和转化

有助于外来人口更快地适应环境，加快社会融合进程。社会融合也可以看作是外来人口的社会资本不断积累和转化的过程。已

有的研究显示，对于农民工而言，其社会融合的主要障碍是社会资本的匮乏和质量低下，因此，只有构建农民工社会资本的积

累和形成机制，才能促使农民工更快完成城市化和市民化的过程。 

其实不只农民工，其他新市民也同样面临在大城市中的社会融合问题。比如大城市中的本地农村人，因为城市空间扩张，

他们由村民变成居民，原来熟悉的村庄被拆迁，然后集中居住在安置小区中，这些小区也被称为“过渡型社区”“新市民社区”。

这些居民虽然实现了地域的转移、职业的转换和身份的转变，但思想观念和生活习惯并没有随之改变，而且由于传统乡村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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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流失而现代城市社区社会资本还未形成等原因，不仅影响着他们的社区融入程度，而且也使得这类社区治理陷入困境。

综上所述，依据对社会资本、社区治理与社会融合三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分析，本文提出如图 1所示的概念模型。 

 

（二）研究假设 

现有的研究已经很好地解释了社会资本与社区治理的关系，以及社会资本与社会融合的关系，但是对于社区治理与社会融

合之间的关系，以及三者之间的互动逻辑关系并未梳理清楚。基于此，针对社区治理对社会融合的影响，以及社会资本在社区

治理促进社会融合过程中的作用机制这两个问题，提出两个关键性的假设。 

1.社区治理促进社会融合 

如同治理是一种过程一样，社区治理也是一种过程。在这一个过程中，居民通过参与多种形式的活动促进彼此的交流及合

作，消除彼此的心理防备，建立信任感和集体意识，从而对社区产生认同感和归属感，最终实现社会融合。不仅如此，社区治

理还改善了社区内部的绿化环境、社会治安及公共服务，这些结果都会进一步强化居民的责任感和归属意识。由此，本文提出

以下假设： 

H1：社区治理效果越好，不同群体之间的社会融合越好 

2.社会资本具有部分中介作用 

前已述及，社区治理通过建立社区参与机制、推动社会关系网络的构建等方式促进社会资本的积累，而社会资本内嵌于社

会网络中的资源，为不同群体间的社会融合提供沟通桥梁，有利于拉近彼此间的心理距离，促进社会融合。当社区治理对社会

融合不产生任何作用时，社会资本就具有完全中介作用，反之，则具有部分中介作用。由于社区治理的过程和结果都有助于促

进不同群体之间的融合，社会资本对社区融合的作用只能是部分中介作用。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社会资本在社区治理促进社会融合的影响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 

二、数据来源与研究设计 

实证研究最重要的环节就是要确保研究过程的规范性、数据来源的真实性、抽样选择的代表性、变量操作化的科学性、数

据处理的严谨性，这些都会对实证结果的有效性产生较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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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据来源及说明 

研究的样本数据主要来源于 2013 年 6 月至 10 月对成都市高新技术开发区肖家河街道的考察和调研。成都市肖家河街道成

立于 1992年，下辖 4个社区居委会。作为成都高新区最早成立的街道办事处，最初主要用来安置当地农转非居民和旧城区拆迁

居民，随着城市发展，肖家河街道良好的区位条件和完善的生活服务设施，吸引大量外来居民迁入，已经成为外来人口比例大

于本地户籍居民比例的街道。2009 年以来，街道办事处根据社区管理面临的挑战和自身特点，开始进行社区治理创新的探索，

核心内容是推行“三驾马车式”的院落自治模式，即在每个院落成立院落党支部、院落议事会和院落居民自治委员会，然后通

过一系列项目和活动，鼓励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决策，实现院落自治。为检验院落自治的成效，研究团队于 2013 年 8月在这

里开展了实地调研和问卷调查活动。调查采取分层抽样的方式，根据院落规模和院落性质，在 4个社区中共选取了 26个院落，

对居民发放问卷 750 份，回收 655 份。在本研究中，剔除关键变量缺失的问卷，有效问卷共计 431 份。由于是以院落为单位开

展的社区自治实践，下文中的变量都是以院落为单位进行测量的，即模型中的“社区”=“院落”。 

（二）变量测量及说明 

社会资本是目前广泛应用于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个重要概念，奠基人是布迪厄和科尔曼，但将社会资本研究进行大规模扩展

的是政治学家帕特南，在其成名作《使民主运转起来》一书中，帕特南指出社会资本就是成员之间的社会联系、互惠、规范及

相互信任
［8］150

。因此，对于社会资本的测量笔者主要借鉴帕特南提出的社会资本概念。对于社区治理的变量，笔者从治理的结

果有效性方面来测量。根据调研所得，成都市肖家河街道自开展社区治理以来，主要成效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社区的环境有

很大的改善，二是居民办事的效率有极大的提高，三是居民对治理的观念有很大的转变，因而最终确定环境改善、办事效率、

观念转变作为测量社区治理的指标。社会融合的本质是一种相互同化和相互认同的过程，通过文献梳理，笔者发现社区认同理

论主要表现在身份、文化、心理、社区四个层面上，并用李克特 5分制量表对上述变量进行度量。 

对于控制变量的测量，由于家庭收入高低直接影响外来人口是否能在本地扎根，受教育程度越高越有利于外来人口在居住

社区中的交往，家庭成员同住一地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外来人口的心理融合，年纪大的外来人口在社区交往中更容易相处，男

性参与文娱活动、志愿活动较少，社会融合程度较低，而在小规模居住环境中，人们更容易相互沟通、相互交往，更容易形成

共同的行为准则和互惠的处事模式，从而建立起社区信任和产生社区归属感。结合本次调研所搜集的数据，最终将控制变量确

定为年龄、性别、收入、教育、家庭规模和社区规模。最后，形成表 1相关量表的测量体系。 

（三）变量处理及说明 

由于代表社会融合的身份认同、文化认同、社区认同、心理认同之间可能存在相关性，故本文先对其进行因子分析，通过

正交旋转使其变量之间保持相对独立，并将所得的因子得分系数作为社会融合的替代变量。本文主要采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

型，所以将因子得分系数为负的值令其为“0”，代表社会融合程度低；将因子得分系数为正的值令其为“1”，代表社会融合程

度高；社区治理的各变量之间相互独立，直接用均值代替；社会资本的各变量主要源于帕特南的社会资本概念，同样以均值代

替；控制变量通过设定的参考对象，将其操作化为哑变量。 

表 1相关量表的测量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测量问题 来源 

社会资本 

规范 居民知道自己对院落的责任 

帕特南
[8]150

 
互惠 对社区或院落有好处的事情对我也会有好处 

信任 我最好的朋友与我住在同一个社区 

社会交往 你是否认识院落里的其他邻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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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治理 

环境改善 院落环境比以前好了 王素侠，朱方霞
[9]
 

办事效率 居民生活中的问题能够得到很快解决 张红霞
[10]
 

观念转变 你是否认为院落自治是非常必要的工作 邓念国
[11]
 

社会融合 

身份认同 我很骄傲我是这个社区的居民 卢小君，陈慧敏
[12]
 

文化认同 大多数邻居与我的想法一致 朱冬梅，张丹，郭云梅
[13]
 

社区认同 我的所作所为将影响社区的形象 辛自强，凌喜欢
[14]
 

心理认同 我住在这里感到安全 褚清华，杨云彦
[15]
 

控制变量 

年龄 以非老年人为参考 

汪明峰，程红等
[16]
 

Elinor Ostrom
[17]

 

性别 以男性为参考 

收入 以低于本地平均工资为参考 

教育 以受大专以下教育为参考 

家庭规模 以三口以下为参考 

社区规模 以大规模社区为参考 

 

注：根据成都市统计局的数据，2013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 58778 元，平均每月工资为 4898 元，故将平

均工资大约定为 5000元；将老年人的年龄人口界定为 55岁以上 

三、实证分析 

实证研究除了注意其规范性之外，更要强调其科学性。研究的科学性依赖于研究方法的选择，而研究方法的选择依赖于研

究问题的确定，本文主要探讨社区治理对社会融合的影响，以及检验社会资本在社区治理促进社会融合过程中的作用机制，故

对此选择构建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以及中介效应分析的研究方法，对相关研究假设开展实证检验。 

（一）模型构建 

二元 Logistic 中的“二元”指的是因变量为二分变量，Logistic 指对目标概率进行 Logit 变换。二元 Logistic 回归是因

变量为二分类变量的线性回归分析，要求先将目标概率进行 Logit变换，这样就保证了当概率在（0，1）取值时，Logit 转换值

可以取任意实数，避免了线性模型的结构缺陷
［18］

。设 Y为二分因变量，取值为“1”代表融合发生，“0”代表融合不发生，自变

量（Xi）为单因子信息量值。记融合发生的条件概率为 p，把 p的某个函数 f（p）假设为变量的函数形式，进行 Logit 变换： 

 

则 Logistic线性回归模型为： 

 

公式（2）中：β0，β1，β2………βi为逻辑回归系数，将公式（2）中对 p求解，即可以得到融合发生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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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3）中，p 是分布概率，其值在 0～1 之间，值越大表示发生的可能性越大，X 是影响概率分布的因子，β0与β1是对

应的参数。 

（二）描述性分析 

本文将经过处理的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得到表 2。从表 2可知，社会融合程度高的样本大约占总体样本的一半；社区治理

的平均得分为 4.03，说明被调研社区治理效果是比较显著的；社会资本的平均得分为 3.56，说明该区域被调研居民之间的社会

资本存量较高；该区域被调研老年群体占整个样本总量的 42%；该区域被调研的女性大约占整个样本总量的一半；该区域被调研

对象高于平均收入5000元的样本占整个样本总量的26%;该区域被调研对象受教育程度为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样本占整个样本总量

的 29%；该区域被调研对象的家庭规模为三口及以上之家的样本占整个样本总量的 68%；该区域被调研对象所处小社区规模的样

本占整个样本总量的 40%。 

表 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表 

 N 极小值 极大值 均值 标准差 方差 

社会融合 431 0 1 0.47 0.50 0.249 

社区治理 431 0.67 5 4.03 0.84 0.708 

社会资本 431 0.50 5 3.56 0.87 0.759 

年龄 431 0 1 0.42 0.50 0.245 

性别 431 0 1 0.53 0.50 0.250 

收入 431 0 1 0.26 0.44 0.194 

教育 431 0 1 0.29 0.45 0.206 

家庭规模 431 0 1 0.68 0.47 0.216 

社区规模 431 0 1 0.40 0.49 0.240 

 

（三）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 

通过SPSS20.0软件，将相关因变量与自变量代入软件中，最终得到表 3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经过Hosmer-Lemeshow

拟合优度检验得到卡方值为 11.976，Sig值为 0.152＞0.05，表明由预测概率获得的期望频率与观测数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即模型整体拟合度较好。根据表 3，笔者发现社区治理对社会融合的影响效果显著，即假设 H1：社区治理效果越好，不同群体

之间的社会融合越好得以验证。从年龄来看，社区当中老年群体越多，越有利于丰富社区的活动，社会融合程度越高；从教育

来看，社区居民受教育程度越高，越有利于居民之间的沟通与合作，社会融合程度越高；从社区规模来看，小规模的社区中的

人们更容易相互沟通、相互交往，更容易形成共同的行为准则和互惠的处事模式，越有利于社会融合；从性别、收入、家庭规

模来看，其差异程度对社会融合的影响并不显著。 

表 3 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表 

 B SE Wals df Sig Exp(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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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治理 1.496 0.186 64.910 1 0.000 4.464 

年龄 0.457 0.237 3.721 1 0.054 1.580 

性别 0.289 0.226 1.642 1 0.200 1.335 

收入 0.118 0.265 0.197 1 0.657 1.125 

教育 0.598 0.260 5.292 1 0.021 1.818 

家庭规模 0.144 0.243 0.351 1 0.554 1.155 

社区规模 0.451 0.231 3.813 1 0.051 1.569 

常量 -7.123 0.838 72.291 1 0.000 0.001 

 

（四）中介效应分析 

所谓中介效应就是在自变量与因变量中间加入一个中介变量。当中介变量满足下列条件时，即存在中介效应：（1）自变量

对中介变量的变化有显著影响；（2）中介变量对因变量的变化有显著影响；（3）当自变量对中介变量的影响以及中介变量对因

变量的影响都受到控制的时候，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关系显著降低。 

为了检验假设 4，笔者采用温忠麟等提出的检验方法，通过一系列回归方程来进行检验
［19］

。由于中介效应的检验是通过一

系列多元回归方程来进行的，故笔者以身份认同、文化认同、社区认同、心理认同的加权平均值来代表社会融合。首先，以中

介变量（本文中的社会资本）为因变量，以社区治理为自变量做回归分析（方程①）；然后，以社会融合为因变量，社区治理为

自变量做回归分析（方程②）；最后，以社会融合为因变量，社会资本和社区治理同为自变量进行回归方程计算（方程③）。如

果方程③中社会资本对社会融合依然具有显著影响，同时社区治理在方程③中明显小于在方程②中的作用，则说明社会资本在

社区治理对社会融合的影响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检验结果如表 4 所示。检验结果显示，在方程③模型中，社区治理对社会融

合的回归系数由 0.591变为 0.283，这反映社会资本在社区治理对社会融合的影响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因此假设 2成立。 

表 4 社会资本的中介效应分析 

因变量 方程 

标准化系数 

t sig 

社区治理 X 社区资本 Y1 

社会资本 Y1 ①Y1=β0+β1X+μ 0.517  12.507 0.000 

社会融合 Y2 ②Y2=β0+β1X+μ 0.591  15.172 0.000 

社会融合 Y2 ③Y2=β0+β1X+β2Y1+μ 0.283 0.596 

8.015 0.000 

16.892 0.000 

 

四、相关对策建议 

通过上述实证分析，得到了社区治理通过培育社会资本促进社会融合的结论。为了实现新市民与原市民之间的社会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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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工作就是解决如何培育社区居民社会资本的问题。因此，通过进一步跟踪访谈调查，笔者了解到肖家河之所以能成功地培

育居民社会资本，主要是因为在社区治理过程中采取如下措施： 

（一）以加强基层党建为手段促进社会融合 

社区自治的基础是居民的公民意识，即居民主动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管理的活动。然而，现实的情况是大部分居民都缺乏公

民意识，但是生活在社区中的党员综合素质相对较高，应该积极调动起他们的力量。成都市肖家河街道社区为我们做出了一个

很好的示范，他们发展优秀的居民骨干、楼栋长加入党组织，并鼓励党员“亮身份、树形象、作表率”，实现党组织与自治组织

的同步组建，建立起“三驾马车”式院落自治模式：院落党组织、院落议事会和院落居民自治委员会。除了发挥社区党员的模

范带头作用，他们还挖掘社区能人、培养社区领袖，让更多有思想、有能力的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过程，逐步实现社区居民

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 

（二）以发展社会组织为力量促进社会融合 

社会组织相对于居民和政府，最大的优势就是专业化。社会组织可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开展各种丰富多样的趣味

性、公益性及维权性活动，调动居民参与的积极性和热情，保障居民的合法权益。具体来说：一方面为社区养老、关怀弱势群

体，开展群众性文体娱乐活动提供更专业化的服务；另一方面通过社会组织的介入，培育根植于社区内部的居民组织，培育居

民自治意识，推动居民自治不断发展。例如，成都市“爱有戏”组织，为院落成立自管小组及自治组织提供项目支持、自治培

训、管理培训等服务，以提升院落居民参与院落事务的积极性，增强居民当家做主的意识。 

（三）以营造公共空间为载体促进社会融合 

公共空间的营造为社区居民提供了可平等进入的空间基础和生活化的场景体验，使居民在潜移默化中产生身份认同与社区

认同，有助于邻里关系的重构。依托社会组织，整合社区现有的资源，利用节庆活动、公共空间的布置和文艺演出等帮助社区

居民构建整体的社区文化印象。肖家河街道近年来主要引入了“爱有戏”组织和晚霞居家养老助残服务站，利用社区广场、街

巷、社区服务中心等公共空间，开展“义集、义仓、义坊”活动，举办居民艺术节、拍摄微电影、建立社区印象博物馆、兴办

社区学院等，大大丰富了居民的业余生活，增加了居民之间见面的机会，促进了居民之间的交往，为居民的互动参与提供了多

元化的渠道。 

五、结语 

本文通过构建社区治理促进社会融合的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并引入社会资本为中介变量，实证分析了社会资本、社区

治理与社会融合三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即社区治理通过社会资本促进社会融合。该研究发现不仅填补了当前社区治理促进

社会融合的研究空白，也对未来社区治理实践带来启示，即通过社区治理培育社会资本来促进社会融合，是今后社区治理应该

努力的方向。 

未来如何培育社区的社会资本需要进一步探索，现有的研究主要强调引入外来社会组织，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社区活动，

吸引居民的参与和合作，在参与过程中培育社会资本。然而，社会组织如何组织居民参与，如何调动居民的参与热情，居民之

间如何由陌生变得熟悉都是非常值得探索的问题。当然，本文在考虑社会资本促进社会融合的影响时，并未考虑到社会资本类

型对社会融合的差异化影响。朱力指出以血缘、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原始社会资本或黏合型社会资本有利于农民工更快地适应城

市环境，但同时也强化了其生存的亚社会生态环境，如果想要获得进一步发展或扎根于本地，必须扩展新的社会关系网，即建

立桥梁型社会资本，以此来获得新的信息、机会和资源
［20］

。除此之外，本文也忽视了社区类型对社会资本形式产生的影响，不

同类型的社区意味着不同的居住空间，不同居住空间特征对居民的社区交往和社区参与行为具有形塑作用，因而必然对社区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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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资本的形成产生影响。在未来的研究过程中，笔者将进一步围绕这些不足的地方做出更深入的探索，以期更好地实现新市民

与原市民的社会融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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