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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社区是社会的细胞,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首当其冲的是要推进社区治理体

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然而,当前,社区治理却面临着无意愿、无主体、无动力、无方法、无资源的“五无”难题。通

过社区公益券的积分获取、兑换和流通,解决社区治理难题,为当前社区治理的推进提供了一个新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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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问题缘起:社区治理面临的问题

社区治理是一个多元主体共同行动的过程:政府、
企业、社团、居民等相关主体通过平等合作共同解决社

区问题的过程[1]。因此,社区治理本质上是社区内部

行动主体和社区外部行动主体共同行动的过程,是多

元主体辅助下的居民自治过程。然而,当前社区内部

功能要素还不健全,内部行动主体无法在社区治理中

行动起来,社区治理面临着一系列问题。
第一,无意愿问题。“治理”是多元平等主体协同

合作过程,在按照治理模式进行公共事务管理时,各参

与者体现的是自觉、自愿的主动行为,而不是受迫、强
制的被动行为[2]。然而,当下社区公共事务主要是通

过自上而下的行政力量完成[3],居民在公共服务事项

上依赖政府,出现无意愿问题。一方面,居民普遍存在

社区公共事务与自己不相干的观念,把社区建设视为

政府、街道和社区居民委员会的事[3]。另一方面,动员

式参与较普遍。居民主动参与较少,更多的是在社区

居民委员会的动员下参与,且被动员的人往往都是常

见的几个居民①。社区治理实际是各种社区治理主体

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承担相应公共职能的过程,因此这

种公共参与无意愿问题必会影响治理的效果。
第二,无主体问题。社区治理是在一定区域范围

内政府与社区组织、社区居民共同管理社区公共事务

的活动[4]。然而,实际中,忙碌的是社区居委会,甚至

是政府工作人员,居民的主体地位缺失,产生治理无主

体问题。表现为:一方面,社区居民只是被动地接受服

务,而不是主动参与,是公共服务的享受者,而非提供

者,有研究者指出这与我国社区建设的行政性推动模

式有关[3];另一方面,社区社会组织较少参与社区治理

活动。目前,社区社会组织的类型比较单一,文体类较

多,治理类较少,且多停留在自娱自乐层面,没有引向

社区公益[5]。可见,作为重要治理主体的社区居民与

社区组织在社区治理中处于缺位状态。这必然导致社

区治理由政府、社区组织、社区居民的协同行动沦为政

府的单一行动,这种“体制内单一主体的纵向行动”与
多元共治的理念相悖,必会影响社区治理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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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无动力问题。奥尔森认为,有理性的、寻求

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

团的利益[6]2。社区治理是一个“集体行动的过程”,但
我国社区治理尚未形成一套促成集体行动的内在机

制[4],面临着无动力问题。一是在参与主体上,多为老

年人,年轻人由于缺少动力而很少参与[7];二是在参与

内容上,治理类活动参与少,文体类活动参与多,决策

性、管理性、监督性参与的成分相对较少[8];三是在参

与层 次 上,工 作 层 次 参 与 较 多,拥 有 层 次 参 与 较

少[9]233。当前,大部分社区活动是由社区策划、居民参

与,因而居民的社区参与层次停留于工作层次。社区

治理中的无动力问题,导致社区参与主体两极化,参与

内容娱乐化,参与层次工作化,使得社区治理主体参考

的广度不够,治理内容的深度不够,最终导致社区治理

水平停留于浅层次。
第四,无方法问题。社区治理采用社会工作模式,

而非行政工作模式[10]。在当前治理中,行政工作模式

普遍,表现为:“政府需求代替居民需求、多数人问题少

数人解决、多数人活动少数人策划、自上而下制定公

约、自上而下分派任务、行政主导项目设计、自上而下

制定预算”[10]。这种行政工作模式,排斥了体制外行

动主体,阻碍了多元共治的实现。
第五,无资源问题。社区治理是个生态系统[11],

其生存和发展需要资金、场地等资源的输入,否则,社
区就不能很好地运行。目前社区治理就存在资源不足

问题。一方面,就体制内资源来看,体制内虽有资源,
但使用却很难。当前,政府虽然为社区提供了专项资

金,但由于社区无法在银行开立账户,专项资金多由街

道管理,因此资金的使用需要社区书记签字和街道审

批,过程繁琐,使用困难。另一方面,就体制外资源来

看,体制外资源虽易使用,但数量却很少。因为这种资

源链接面临着辖区单位参与动力不足、社区撬动资源

能力不足以及社会 力 量 缺 乏 参 与 的 制 度 机 制 等 问

题[12],最终可链接的资源非常少。综上所述,体制内

资源虽多但难使用,体制外资源虽易使用但数量少,可
见,社区治理的资源缺口很大,这必会影响社区治理的

开展。
因此,行政包揽下的无意愿、行政力量主导下的无

主体、集体行动下的无动力、行政工作模式下的无方法

以及社区生态系统中的无资源,是当前社区治理面临

的五大问题。这五个问题使社区内部行动主体无法行

动起来参与社区治理,在社区治理中处于缺位状态。
这会导致政府、企业等社区外部行动主体的补位,承担

本不应该由它们承担的职能,最终拖累政府、企业和社

会。因此,如何解决社区治理面临的五无问题,就成为

社区治理推进的关键。
二 应对策略:社区公益券的实践

社区公益券,指社区公益积分券(简称“积分券”),
相当于西方国家的社区货币,如日本的“R”货币和美

国的“DetroitCheers”货币[13]。这是一种将社区居委

会、社区居民、辖区单位等社区治理主体(为方便论述,
下面笔者仅以社区居民为例)吸纳到社区治理中的媒

介机制,其工作原理是将参与主体的公益劳动时间折

算成相应的社区公益券,然后再用它兑换所需服务。
这样,社区公益券就成为类似于货币的“一般等价物”,
通过它,既能实现资源和资源、资源和服务、服务和服

务的互换,也能激发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意愿和

动力,解决上述社区治理问题。
社区公益券的运作流程可分为三大阶段:积分获

取阶段、积分兑换阶段、积分流通阶段。这三大阶段构

成一个闭合循环圈,最终实现积分在社区内的循环。
(一)积分获取阶段

积分获取过程就是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以

公益服务换取积分的过程。积分获取是社区公益券运

作的起点,其目的在于获取积分,为积分兑换做准备。
该阶段可分为前期公益积分清单制定、中期公共事务

参与及后期公益积分获取。
第一,前期公益积分清单制定。公益积分清单指

以公益劳动时间为中介将社区居民的公共事务参与折

算成公益积分,该清单由全体居民讨论通过。流程为:
社区通过一定技术和方法,先引导居民思考社区存在

的问题,梳理出社区问题清单;然后,根据社区问题清

单,引导居民思考“我们可以做什么”,制定出社区公益

行动清单;最后,引入积分,根据公益行动清单,引导居

民赋予公益行动一定标准积分②,最终制定积分清单。
如湖北省荆门市以居(村)民、家庭、单位、党员以及社

区工作人员为积分对象,以思想政治类、平安稳定类、
社区建设类以及奖励惩罚类为积分项目,制定了89项

居民积分项目、33项家庭积分项目、33项单位积分项

目、23项党员积分项目、13项社区工作人员积分项目

的积分清单[14]。
第二,中期公共事务参与。公共事务参与是社区

居民利用自身优势和资源禀赋参与社区公共事务、获
取积分的过程。程序为:社区居民先进行志愿者报名

(含人工报名和网上报名)③,填写志愿者资料,进行资

料审核,接受志愿者培训;之后,根据社区发布的招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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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公告墙公布,或网络公布),选择社区公益岗位,
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就目前调查来看,所涉及的公共

事务有社区环境维护类、社区治安管理类及社区老年

人照顾类等几大类。
第三,后期公益积分获取。公益积分获取是社区

居民将已经参与的社区公益参与时间折算成公益积分

的过程。实践中,通常采取传统人工计时和 APP计

时④,时间银行⑤ 是存储时间的常用方式。计时完成

后,社区 会 将 居 民 志 愿 服 务 时 间 存 入 积 分 存 折,或

APP自动计算。积分获取中的时间存储与积分获取,
增强了居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动力,提供了激励机制。

综上所述,积分获取阶段,通过公益积分,将社区

居民与社区公共事务链接起来;通过赋予公共事务一

定标准积分,激发了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动

力,解决了当期社区治理中面临的无动力、无主体及无

意愿问题,推进了社区治理。
(二)积分兑换阶段

积分兑换就是使用公益积分兑换社区资源过程,
积分兑换关系到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动力。该阶

段分为前期兑换清单制定、中期公益积分转换和后期

公益积分兑换。
第一,前期兑换清单制定。兑换清单是以社区内

部资源状况为基础,赋予社区资源一定标准积分而形

成。制定过程为:以居民需求清单为基础,最大化地整

合社区资源,实现社区资源与居民需求的对接;在此基

础上,赋予社区资源一定标准积分,制定兑换清单。因

此,如何绘制社区资源地图,是兑换清单制定的关键。
成都市XHL社区根据链接的68家商铺,以1积分=
10元标准,为社区居民制定了美食、家电维修、生活用

品等兑换清单。
第二,中期公益积分转换。公益积分转换是居民

将参与公益活动所获积分转化为纸质积分券的过程。
这针对的是人工计时下的积分兑换。人工计时下,居
民所获积分,在兑换前,需要用时间积分存折换取纸质

积分券,之后,才能到社区实体店消费。在 APP计时

下,居民直接以积分形式在网上各商铺进行消费,不需

转化为纸质积分券。
第三,后期公益积分兑换。公益积分兑换是居民

以兑换清单为基础,凭借公益劳动中所获积分兑换社

区资源的过程。程序为:居民以所获积分为基础,根据

社区资源地图,按图索骥,兑换所需资源。积分兑换分

线上兑换和线下兑换。线上积分兑换指居民用所获积

分在网上兑换所需商品。如济南市LSMJ社区,利用

APP将社区商家的商品挂到网上,将每个商品标明积

分,居民直接在网上用积分支付兑换所需商品,这类似

于目前淘宝的运营模式。线下积分兑换指居民用纸质

积分券到实体商铺消费。如成都市的XHL社区居民

以兑换或抵消商品部分价格的形式消费积分⑥。
综上所述,积分兑换使社区现有资源充分利用起

来,改变了以往社区内部资源的闲置状态,搭建了积分

兑换的资源平台,解决了当前社区治理所面临的无资

源问题。
(三)积分流通阶段

积分流通本质上是积分循环,是公益积分券重复

兑换的过程。它要求每个社区主体,既是积分获取者,
又是积分兑换者,在服务他人获取积分的同时,又利用

积分从他人那里获取服务,这就实现了社区内部资源

的循环,使社区治理得以持续。积分循环的前提是拓

展社区资源,通过资源拓展为兑换的“重复性”提供保

障。

1.拓展资源

拓展资源是为保证兑换后的积分能再次兑换、重
复使用。通过多次社区实地调研,我们发现,当前我国

社区的资源拓展方式大致可归结为三种。
第一,丰富资源种类。这是从种类上拓展。如济

南LSMJ社区的资源种类达到14类,涵盖教育培训、
餐饮娱乐、旅游住宿、医疗卫生、美容保健、金融理财、
法律咨询、服装饰品等。第二,增加资源数量。这是从

数量上拓展。如成都XHL社区链接了60多家商户,
为超过529位社区志愿者提供了积分兑换。第三,提
高资源质量。这是从质量上拓展。如湖北省JM市将

户籍和学位作为资源,此外,为防止积分兑换无法实

现,社区会起兜底作用,备有专门储备金,储备数量等

同于积分数量。
丰富资源种类和增加资源数量是从拓展积分兑换

范围角度促进积分循环,提高资源质量是从增加积分

兑换动力角度实现积分循环。这三种资源拓展方式,
增加了积分兑换的可行性,促进了积分循环和社区内

部资源微循环。

2.积分流通

积分流通就是积分获取与兑换不断交替的过程。
从表面看,积分流通表现为积分在社区居民、社区居委

会、社区商户和辖区单位间的获取与兑换;从本质上

看,积分流通实质是社区居民、社区居委会、社区商户

间资源和服务互换过程———提供服务获取积分、转让

积分获得服务。下面我们以社区居民为主体,通过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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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社区居民的积分流通过程,进而理解积分是如何在

社区内流通的。
在社区公益券循环过程中,社区居民既是积分获

取主体,又是积分兑换主体,通过积分获取和兑换的交

替,使积分流入社区,实现流通。(1)社区居民获取积

分。社区居民通过为社区居民委员会、社区商家提供

志愿服务,如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巡逻、为商家散发广

告;作为回报,社区居民委员会、社区商家会给居民积

分。(2)社区居民兑换积分。社区居民使用积分,向社

区居民委员会、社区商家兑换服务和商品,如社区居民

使用积分获得社区居委会提供的培训,或用100个积

分兑换商家2人套餐。这样,通过积分获取与兑换的

交替,最终实现积分在社区居民这一主体上的流通。
同时,这一流通过程本质上是社区居民为社区其他主

体提供服务和社区居民从社区其他主体换取服务的交

替过程。
社区商家和社区居委会积分流通过程,与社区居

民积分流通过程类似,这里就不再赘述。这样,社区居

民、社区商家和社区居委会都能服务其他社区主体,并
获取积分,同时也能使用积分从其他社区主体获取服

务,完成了积分的“获取过程和兑换过程的交替”,这就

实现了积分在整个社区内的流通。在积分流通过程

中,每个行动主体既服务其他社区主体获取积分,又使

用积分从其他社区主体获取服务,因此内外部循环圈

既是积分循环过程,又是资源循环过程。
综上所述,积分流通过程本质上是社区内部资源

微循环过程,社区行动主体间的积分获取与兑换实质

是社区行动主体间的资源互换。居民通过服务获得积

分,又使用积分兑换服务,以此循环往复,最终构成一

个邻里互助、邻里守望的行动网络[15]。
三 成效检视:社区公益券作用下的社区治理

积分虽小,但调动了参与热情,一定程度上激活了

社区内部各大行动要素,破解了社区治理中内部行动

主体缺位问题,促使社区内部行动主体与社区外部行

动主体共同治理社区,实现多元共治。
(一)搭建联合机制:社区公益券是社区居民参与

社区公共事务的催化剂

当前,社区居民与社区之间缺少联系情感和利益

的纽带,联合机制缺失,这使社区居民缺少参与社区公

共事务的意愿和动力,对社区公共事务冷漠。很多研

究发现,居民普遍认为“公共事务是别人的事务,不是

自己的事务”[16]。因此,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

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6]。

这种认知使社区居民与社区公共事务间的利益关联不

强,导致社区居民的社区参与度不高。
社区公益券是社区公益的一种催化剂[13],它在居

民与社区之间建立了联合机制,激发了社区治理主体

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愿望。这种利益驱动和认同驱动

“双引擎”是个体参与公共事务的动力[17],它在社区内

建立了利益和情感纽带,对社区参与起到了“催化”作
用。一方面,社区公益券,在居民与社区之间建起了利

益纽带,社区居民可通过参与社区公共事务获取个体

收益;另一方面,社区公益券在居民与社区之间建起了

情感纽带,实现了居民间的互帮互助和情感纽带的建

立。这两种纽带在居民与社区间建起了牢固的联合机

制。
(二)实现平衡互惠:社区公益券实现了公益和市

场的完美平衡

社区公共事务参与一直面临着利己与利他的矛盾

问题。市场经济的行动逻辑是互惠互利,“假定个体利

益优先”[18],根据收益决定投入;而社区强调公共利

益[18],社区建设中长期倡导的行动逻辑是奉献,不求

回报,强调行动的志愿性。这两种行动逻辑一个强调

付出要求回报,另一个强调付出不求回报,看似对立,
实则是“既对立又统一关系”[19]15。因此,我们既不能

否定市场经济规则,也不能否定社区利他奉献精神,对
社区治理来说,关键是如何在二者间找到平衡。

社区公益券就是一种平衡互惠机制,解决了互惠

互利规则与完全奉献之间如何平衡的问题。一方面,
社区公益券符合市场交换的互惠互利规则。积分获取

过程就是社区行动者提供志愿服务过程,积分兑换过

程就是社区行动者换取所需服务过程,提供服务与换

取服务的交替体现了市场交换中的互惠互利规则。另

一方面,社区公益券又符合利他奉献精神。社区公益

券中的积分是“公益”积分,它是社区行动主体通过服

务社区其他主体而获得,从这一角度说,社区公益券又

符合利他奉献精神。
(三)促进资源共享:社区公益券促进社区治理资

源的最优配置

“社区要有效地存在,或能够自主自治,必须有相

应足够的社区资源”[20]。但从前述论述可见,资源短

缺成为当前社区治理推进的一个短板。社区货币可以

激活社区多种资源[13],弥补治理的资源缺口。
一方面,社区公益券使闲置社区治理资源被利用,

优化了社区治理资源的配置。社区公益券本质上是社

区行动主体间往复式交换资源过程[15],因此,积分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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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与兑换过程本质是重新配置社区治理资源过程,使
某一社区治理主体的闲置资源通过社区内部资源交

换,能够被其他社区治理主体使用,避免了社区治理资

源的闲置浪费,使社区治理资源得到最优配置。
另一方面,社区公益券,实现了治理资源的共享,

使社区优质治理资源被充分利用,效益被最大化发挥。
社区公益券本质是社区内部资源互换以实现社区内部

资源的共享;而积分获取过程又是社区行动主体根据

自身优势,提供资源,服务其他主体的过程,因而,积分

“获取”挖掘了社区优质治理资源,并借助资源互换形

成的共享而实现优势互补,使社区其他主体也能使用

优质资源,社区优质资源被最大化利用。
(四)培育社区认同:社区公益券激发了社区居民

参与社区治理的热情

当前居民公益意识淡薄,对社区的认同感低,而社

区认同是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一个重要心理动机[17]。
社区认同感越高,社区成员越乐意为社区尽义务和责

任,反之则会导致社区参与不足,进一步削弱人们的社

区认同感[21]。社区公益券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居民的

参与热情。社区认同建立在居民的互动之上,没有一

定的互动不可能形成社区认同[21]。社区公益券则增

强了社区内部主体进行互动的动力和机会:在社区公

益券中,服务其他社区主体所获积分,可换取自己所需

物品,而个体需求又要通过与其他社区主体的兑换才

能实现,这就增加了社区内部主体互动的机会。这一

互动通过积分流通机制得以持续:居民通过服务邻居

获得积分,用自己的积分从邻居兑换服务,以此循环往

复,最终 构 成 了 一 个 邻 里 互 助、邻 里 守 望 的 行 动 网

络[15],最终熟人关系建立,社区认同培育。
四 讨论:社区公益券是社区治理的新抓手

社区是社会细胞,社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

化对社会治理的推进意义重大。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

要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

与、法治保障”的治理格局,其中,社会协同是依托,公
众参与是基础[22]。可见,如何实现“社会协同和公众

参与”是推进社区治理亟待解决的问题。目前,学者在

理论上提出了政社合作、多元共治的实现路径,但对于

如何实现政社互动则缺少具体研究,社区公益券提供

的思路值得我们深思。
社区公益券借助积分的获取、兑换和流通机制,在

社区层面,实现了社会协同和公众参与,推动了多元共

治。一方面,社区公益券实现了社会协同。社区公益

券借助积分的三个环节,将社区商家等社会主体吸纳

到社区治理中,并以积分的三个环节为基础,创建了社

区商家、社区居民以及社区居委会等社区治理主体互

动的具体机制和平台,实现了社会协同。另一方面,社
区公益券促进了公众参与。社区公益券通过积分获取

和兑换机制,激发了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意愿。
并通过积分流通机制,使社区居民持续参与治理,最终

将社区居民吸纳到治理中。因此,社区公益券激发了

社区治理主体的行动意愿,同时为社区治理主体提供

了参与的具体机制,最终,社区内部治理主体被吸纳到

治理中,与政府共同演奏社区治理的“大合唱”,多元共

治实现。
在此,还应注意社区公益券的合法性问题。虽然

西方国家叫社区货币,但我们仅仅称之为社区公益券,
目的是突出其公益性,并保留货币本身具有的一般等

价物属性。我们要求社区公益券只能兑换服务,不能

和人民币进行等价兑换,其目的是不让社区公益券扰

乱货币市场,影响货币的权威性和稳定性。

  (说明:该论文的观点来自华中师范大学陈伟东教授的传授和启发,在此致谢! 当然,笔者文责自负。)

注释:
①“堡垒户”多为社区弱势群体,他们受益于社区,在经济或生活上依赖社区,与社区存在依附关系,多承担一部分社区任务,

参与一定社区公共事务。这种参与是依附参与而非真正参与。参见:石静《城市居民社区参与状况分析》,《人民论坛》2010
年第20期。

②积分标准多以积分与时间的转化关系为基础,一般1小时志愿服务=1积分。

③成都市的XHL社区居民既能在社区服务站完成志愿者报名,也能下载成都志愿者APP或通过网站http://www.cdvolun-
teer.com/注册,之后直接在网上进行资料填写、资格审核、志愿培训及岗位申请。

④传统人工计时指通过人工签到计算志愿服务时间,APP计时指用志愿者APP扫描二维码计算志愿服务时间。

⑤时间银行指志愿者将参与公益服务时间存进时间银行,当自己遭遇困难时可从中支取“被服务时间”。参见:夏辛萍《时间

银行社区养老模式服务初探》,《人民论坛》2012年第17期。

⑥成都祥和里社区设有时间积分银行,总行是社区服务站,分行是各个商家。社区志愿者可凭时间积分存折到总行(社区)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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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积分券,然后拿着积分券到分行(商家)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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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nderthecircumstanceofadvancingthemodernizationofthenationalgovernance
systemandgovernancecapability,community,asthecellofsociety,isthefirsttobearthebrunt
ofmodernizinggovernancesystemandgovernancecapabilities.Nevertheless,atpresent,there
stillexists“fiveNo”issuesincommunitygovernance,namely“nowill,nosubject,nopower,
nomethod,andnoresources”.Inviewofthis,thispaperputsforwardtheconceptof“communi-
typublicservicecoupon”.Byanalyzingtheobtaining,exchangeandcirculationofintegration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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