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区发展共创营｜从无到 1.0，社区自组织培育如何升级？

2023 年 2 月 19-22 日，招商局慈善基金会“社区发展共创营”第一期——社区自组

织培育专题交流会于深圳蛇口举办。在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陶传进教

授的专业协作下，40 余位社会组织伙伴、社区书记、社区骨干深入对话与共创，从“社

区自组织寄托着怎样的理想、能否落地、效果及难点”的思考切入；进而透过九个典型

案例呈现培育社区自组织的不同脉络和可行做法，通过对话的方式对做法背后的原理进

行挖掘和解读；并最终呈现出“社区自组织培育的本质和整体发展格局”，也为一线探

索者厘清自身当前所处点位及可行发展方向带来启发。

感谢所有参会伙伴的共创共建，我们在对交流会的关键内容进行整理和推送的同时，

也委托北京七悦社会公益服务中心研究团队在交流会基础上对《社区自组织培育专题研

究报告》进行丰富和升级，后续将正式发布。

本篇推文将呈现社区自组织 1.0 阶段的典型案例，包括其核心做法以及现场对话形

式的解读，希望可以作为大家进一步走进自组织培育议题的线索，或研究报告的导读，

期待与伙伴们的进一步探讨。

案例核心做法呈现

社区自组织自下而上的发育过程中存在三个具有质变意义的阶段。其中自组织从无

到有的过程，即萌生阶段，称为 1.0 版本。通常以自娱自乐型自组织为主，也可能包

含志愿服务等其他类型，更多停留在“私益”或“互益”层面。本篇推送的案例主体是

成都市青白江区社会工作者协会，其在成都某社区的做法相当具有启发意义：即如何实

现社区自组织从无到有？如何打通社区自组织的发育通道？

其经验在于首先找到一个两委支持力度大、邻里熟悉度相对高的社区。

在与社区两委达成合作共识后，项目期的前 4个月借助网格员的合法性身份带着几



名社工下渗至社区的各个楼栋或公共场所之中“混脸熟”。该阶段并没有明确且具体的

目标产出，而是通过单独走访、院落走访等方式与社区内的积极分子和普通居民建立熟

络关系，在聊天的同时收集他们的兴趣爱好、想法意愿等信息。这一步的重点是要有足

够的“下渗深度”。

随着部分居民将自身需求逐渐暴露出来，社工在社区层面以培训会的形式传递出该

项目可以为自组织行动提供资金和能力建设等支持的信息，并继续通过私下走访来针对

性地回答居民的疑问。基于此，有一定比例的居民与下渗的社工已然从熟络关系走向了

初步信任关系。

在初步信任建立的过程中，则是促使居民表达出自我需求，并将居民显露的需求引

导到社区的平台上活动，并让他们感受到活动是得到社区支持并具备活动合法性的。社

工观察和寻找到一个具有很高行动意愿却因客观因素暂未开展行动的自组织负责人，给

予资金、心理、陪伴等支持的基础上鼓励其先真正行动起来——组织坝坝宴活动；活动

成功举办之后，社工搭建自组织生活会平台，邀请这位“率先吃螃蟹的人”进行公开分

享，一是分享实际行动中的经验与感受，二是以真实案例来回应其他居民顾虑，例如垫

付资金是否能够被报销、行动内容是否有明确的方向等。其所带来的结果很多居民内心

中的疑虑被消除，对社工、对项目的信任程度加深。为了让更多的自组织真正行动起来，

社工以打造“示范”的手法来拓宽自组织成员的视野和行动空间，从鼓励喜爱跳舞的一

名男保安成立舞蹈队，到动员其组织端午节社区活动，再到为其链接川化厂文化墙讲解

员的自我展示资源等，每一阶段都会邀请该保安来到自组织生活会上自我分享，其中如

何拉赞助、如何进行服务对象需求与项目资金两者之间的匹配给居民们带来眼前一亮的

感觉。不仅让居民们彻底相信该项目的真实性，同时也切切实实为他们提供了宝贵的实

践经验。

在上述做法的综合作用下，越来越多的自组织雏形开始行动起来，陆续出现旗袍队、

水电志愿服务队、上门看望和陪伴老人等队伍。经历一年时间的培育，该社区的自组织

从仅有的 3支增长到 31支，项目期内均在运转。因此，1.0 版本社区自组织培育整体

所需技术难度并不大，但无论是在前期“下渗”还是在后续的支持、陪伴等环节中，都

要有充足的时间。



与案例的对话

Q：交流会呈现的每一个案例代表着一种独特的类型，这个案例的类型和精髓就是

从无到有。从非常低的起点开始，目标不要求过高，类别也不挑剔。简单的比喻就是外

面有一片土，我们撒一些种子，过几天去看能不能长出一片苗来。王会长，请您再总结

下你们工作的小区这个过程是怎样的？

A：第一个阶段开始去了解居民的需求；第二个阶段去动员和激活；第三个阶段有

居民开始申请成立自组织了，一年内形成了 30多个社区自组织。项目期结束后，他们

的发展也有分化，有的升级为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也有一些走向消亡。

Q：您认为从哪一个阶段开始，是居民他们自己在做事？

A：我觉得应该是第三个阶段，居民开始自己做。特别是有居民形成示范效应之后，

大家会去主动想社区的问题。

Q：从这个阶段往后，是否有一个趋势是自组织越来越不太需要你了，占你工作时

间的比例越来越低？目前他们（社区自组织）占你或社区书记工作时间投入的比例是多

少？

A：是的。现在基本上我们一年可能有一两次的投入。

Q：这就是需要总结的。撒个种子能活，但长出苗需要先满足几个条件，比如阳光、

温度、湿度、土壤及松弛程度，还得下一场雨。社区之前一直不“发芽”，青白江社工

协会去了以后就发芽了，就是满足了这几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要真正进入社区的毛细

血管中，找到并了解具体的居民个体的情况和关注点；第二个是取得他们的信任；第三

个是信任之后再支持他们做点事，还给他们些小额资金支持。第四个条件可能更关键，

这个事不是外部让居民做，而是居民自己要做的。1000 块钱的小额资金是给他们额外

的奖励。

为什么满足这些条件就行？是因为如果是居民自己的事，他本来就有做的意愿。现

在社会组织退出了他还在做，就说明是他自己愿意做。比如有人愿意唱歌跳舞，有人希

望在社区发挥作用，解决点问题或表达自己，还有是想成立自组织跨社区做更多的事情，

但不一定有舞台。还可以讲个故事，一个学生的爷爷，以前是中国摄影家协会副理事长

的角色，退休后还是很喜欢摄影。北京奥运的时候他没法去现场，就对着电视拍。这个

场景会令人心里一酸吧？一个老人，他内心其实有表达自我、获得价值感的诉求，大家

可以看到这时不是你要让他参加活动、给他成立自组织，而是他自己要成立，你帮助他

满足这个条件就可以了。

因此，对于自组织从无到 1.0 这个阶段，重点不是要解决组织的数量、不是解决“百

年老店”可持续的问题，而是要重点回答“居民有这个需要，但为什么却没行动？”，

并解决“如何推动需求从掩埋状态到被激活进而发芽”的问题。



“社区发展共创营”简介

“社区发展共创营”是由招商局慈善基金会策划举办的伙伴交流会，聚焦社区发展领域

的关键议题，联合社会组织、专业支持方等多方伙伴，共同探寻议题的格局、发展脉络、

关键节点问题及解法、自身所处位置及可行方向，探索从项目资助及实践、有效解决方

案输出到示范以及更广泛的应用、推动议题更有效解决的闭环。首期交流会由招商局慈

善基金会和北京七悦社会公益服务中心联合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