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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居民的社区参与行动是社区建设的内在动力和源泉。本文基于中国社会调查(CGSS) 2017年的调查数据，

建立二元Logistic模型，试图从社会网络和社会规范的角度探讨影响城市居民社区参与的因素。通过

CGSS2017年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城市社区居民的政治面貌、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产权状况以及

家庭收入影响社区参与意愿，同时社会网络资本和社会规范资本对于城市居民社区参与均具有显著的正
向影响。建立富于沟通内涵的社会关系网络，在社区成员之间建立共同的价值观念，增强社区成员的归

属感和凝聚力是促进居民社区参与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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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of residents is the internal power and source of community construction.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the Chinese Social Survey (CGSS), this paper establishes a binary Lo-
gistic model and tries to explore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of urban re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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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networks and social norms. From the data in CGSS2017, we 
can see that the political status, gender, age, length of education, property rights status and family 
income of urban community residents affect the willingness of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Mean-
while, social network capital and social standard capital have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s on the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of urban residents. The key to promoting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com-
munity is to establish a social relationship network full of communication connotation, establish 
common values among community members, and enhance the sense of belonging and cohesion of 
community me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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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社区建设成为我国宏观需求和微观需求相结合的必然结果。社区建设

不仅成为承载国家与单位社会功能转化的场域，也是实现和谐社会的必要阶段，而社区居民参与是社区

有效治理的根本动力[1]。但随着市场化的逐步深入，社区成员的社会关系逐渐脱离社区。滕尼斯最初描

述的具有亲密关系、人际感情的社会共同体已经发生了变化。社会关系网络、社会规范是社会资本研究

关注的重点。通过文献整理发现居民的社会资本影响居民的社区参与行为。Putnam (1999)研究表明，社

会资本存量丰富的地区，人们会自觉地遵守互惠规范并且热衷于参与社区活动，建立活跃的参与网络，

并且居民之间建立了信任与合作[2]。张红霞(2004)通过研究发现居民的社区认同感有助于其社区参与，

即社区居民对所在社区的认同感越高，对于社区活动参与的积极性也越高[3]。黎熙元与陈福平(2008)的
研究则从反面论证了社会资本对社区参与的积极作用[4]，他们的研究表明，随着城市化程度和人口流动

性的提高，居民的社会支持网络逐渐从社区内转移到社区外，即社区社会资本的减少导致了居民社区参

与度的减弱。社区建设、社会资本以及公民参与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共同本质，因此在“社区”这一

地域范畴内，以社会资本理论为框架来分析社区居民参与的影响因素，并将两者统一于社区治理理论之

下将更有助于理解这三者间的内涵关系。本文将从社会网络、社会规范两方面讨论影响居民社区参与的

因素，试图探析社会网络、社会规范如何影响居民社区参与？能否促进居民社区参与？ 
在研究社会资本对居民社区参与的回归分析中，本研究用政治面貌、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

姻状况、产权状况、家庭收入作为控制变量，以社会资本的两方面——社会网络、社会规范，作为解释

变量对居民社区参与进行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并做如下假设： 
H1：社会网络资本对居民参与产生正面影响。 
H2：社会规范资本对居民参与产生正面影响。 
H3：不同的控制变量对居民社区参与的影响具有差异性。 

2. 数据与变量测量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 CGSS2017 年的调查数据，该调查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负责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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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调查采用多阶段分层概率抽样方法，全面收集社会、社区、家庭、个人多个层次的数据，总结中国社

会结构变迁的趋势，样本总量为 12,582 个，因为城市社区和农村社区在社区参与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

根据研究的需要，仅选取访问地点属于居委会社区即城市居民进行研究，进入模型分析的样本数为 3833
个。笔者运用 stata16.0 对该数据进行分析。 

2.2. 主要变量及其操作化 

1) 因变量 
本文研究的因变量为居民社区参与，通过提问“上次居委会选举/村委会选举，您是否参加了投票？”

来测量，变量化操作时将“是”赋值为 1，“否”、“没有投票资格”、“不知道”赋值为 0 即表示未

参与。 
2) 自变量 
本文研究的自变量是社会资本，主要从两方面进行测量：社会网络资本和社会规范资本。 
社会网络资本是指社会上的个体或成员之间通过互动而形成的稳定关系，个体成员的行为会在互动

过程中受到一定的影响。在本次研究中通过提问，“请问您与邻居进行社交娱乐活动的频繁程度？”。

为了分析的需要我们将选项赋值成 7-1 分，分数越高则表示其交往程度越低。 
社会规范资本以社会关系中的规范为载体，包括社区管理与社区居民日常交往互动过程中所遵守的

由外在强加的和内在规范自动生成的规范，社会规范资本的存量影响居民社区参与的积极性。问卷中通

过提问“如果需要帮您处理行政问题或办公室文书工作，您首先会向谁或哪个机构寻求帮助？”。选项

“家人或亲密朋友”、“政府机构”赋值为 5，选项“非营利机构或宗教组织”赋值为 4，选项“商业公

司”赋值为 3，选项“其他组织”、“其他人”赋值为 2，选项“没有人或组织可找”赋值为 1。 
3) 控制变量 
城市居民的个人的政治面貌、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婚姻状况、产权状况、家庭收入均有可能

对社区参与产生影响。 
主要变量统计如表 1 所示： 
 

Table 1. Statistics of main variables 
表 1. 主要变量统计 

变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城市居民社区参与行为 0.4730392 0.4992944 0 1 

社会规范 4.083946 2.201694 1 7 

社交网络 3.650404 1.703761 1 5 

政治面貌 1.390406 0.9612463 1 4 

性别 0.477591 0.4995194 0 1 

年龄 56.13778 16.57563 23 108 

受教育程度 5.144258 3.253457 1 14 

婚姻状况 0.7680322 0.422107 0 1 

产权状况 0.2335389 0.4231113 0 1 

家庭收入 141,356.8 804,166.3 0 9,999,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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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证分析 

依据以上选取的相关数据，本文采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来分析社会资本对城市居民社区参与行为的

影响，共建立 4 个模型来验证理论假设。模型 1 为基准模型，仅体现控制变量对于居民社区参与行为的

影响。模型 2 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了社会规范变量，体现社会规范变量对于居民社区参与行为的影

响。模型 3 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了社会网络变量，体现社会网络变量对于居民社区参与行为的影响。

模型 4 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了社会规范和社会网络变量，体现社会规范和社会网络变量对于居民社

区参与行为的影响。模型 1、模型 2、模型 3、模型 4 的回归结果如表 2 所示： 
 

Table 2. Results of the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f social norms and social networks on resident community par-
ticipation 
表 2. 社会规范、社会网络对居民社区参与的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居民社区参与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政治面貌 1.020** 1.002 1.019** 1.000 

 (0.00791) (0.0138) (0.00785) (0.0137) 

性别 0.994 0.976 1.003 0.982 

 (0.0129) (0.0216) (0.0129) (0.0216) 

年龄 1.005*** 1.005*** 1.005*** 1.005*** 

 (0.000408) (0.000710) (0.000406) (0.000706) 

受教育程度 0.987*** 0.986*** 0.991*** 0.988*** 

 (0.00227) (0.00396) (0.00229) (0.00398) 

婚姻状况 1.095*** 1.064** 1.089*** 1.056** 

 (0.0157) (0.0260) (0.0156) (0.0257) 

产权状况 0.945*** 0.951** 0.949*** 0.954* 

 (0.0140) (0.0238) (0.0139) (0.0238) 

家庭收入 1.000*** 1.000* 1.000*** 1.000* 

 (7.40e−09) (1.31e−08) (7.34e−09) (1.30e−08) 

社会网络   0.974*** 0.977*** 

   (0.00276) (0.00472) 

社会规范  1.016**  1.014** 

  (0.00624)  (0.00620) 

Constant 1.146*** 1.137** 1.260*** 1.258*** 

 (0.0355) (0.0667) (0.0409) (0.0780) 

Observations 5965 1994 5965 1994 

R-squared 0.072 0.077 0.086 0.088 

注：1) 表中为回归系数，括号内为标准误；2) ***、**、*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 p < 0.01, p < 0.05, p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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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可以先看政治面貌、性别、年龄、教育程度、房屋产权等因素对城市居民社区参与的影响。 
从回归结果我们可以看出：政治面貌、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产权状况、家庭收入、社会

网络、社会规范都对居民社区参与起显著正向影响。 
模型 1 回归结果显示，绝大部分控制变量对我国城市居民社区参与行为是具有显著影响的。政治面

貌对居民社区参与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党员身份的居民参与社区活动的意愿高于团员、群众等非党员。

首先党员受教育文化程度高，公民意识较强烈。其次党员身份是国家动员的重要方面，共产党员和党委

组织在居民社区生活中发挥着组织带头作用。从中也可体现国家因素对个人政治行为的影响与作用，因

而在社区建设中要充分发挥党员的积极作用。性别对城市居民社区参与影响不显著，即男性和女性在对

于社区日常活动的参与意愿差异不明显。年龄对居民社区参与具有显著正向影响。随着年龄的增长，社

会经济地位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居民所拥有的参与能力以及资源也在不断拓展，因而社区参与的意愿也

就更高。受教育年限对城市居民社区参与行为有影响。从模型中我们可以看出，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

城市居民社区参与的意愿越低。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选举活动逐渐成为一种形式主义，选民无法

对候选人进行选择时，文化教育程度越高者越有可能采取不参与的方式表示自己的态度。产权状况对社

区居民参与起正向显著影响。拥有住宅的合法产权的城市居民，社区参与积极性更容易激发[5]，而无房

屋产权的居民通过支付租金获得房屋使用权，可能只是短期居住于此，对于社区日常事务并不关心，社

区参与的积极性难以被调动。家庭收入对社区居民参与起正向显著影响。居民业主的收入越高，越愿意

参加居委会选举。这说明收入高的人更关注自身在社区中的利益。 
模型 2 回归结果显示，社会规范变量对我国城市居民社区参与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即社

会规范资本的存量越高，越有利于社区内居民形成共同的价值观、道德观，越有利于居民社区公共精神

的形成。生活在同一个区域共同体的居民之间本就是相互依赖互为一体的关系，社区通过建立规范机制

和协调制度，可以有效提升居民的社区参与行动力，进一步增强居民社区归属感和凝聚力。 
模型 3 回归结果显示，社会网络变量对我国城市居民社区参与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即社

会网络交往频度越高的居民，社区参与意愿越强。社会网络涵盖了人与人之间的直接联系以及通过空间

使用和文化共享而结成的间接联系，居民参与社区事务意愿的高低与能力的强弱都与居民之间的社会网

络有着一定的联系。就个体层次来说，广泛和多样的网络关系能有效提高居民参与社区活动的能力。胡

康从资源的理论视角解释了社会网络与公民参与的关系，社会网络中通常蕴藏着各种各样普惠型公民参

与所需的资源(如信息和知识)，而公共话题讨论则是行动者获得这些资源的重要途径，资源的获得能够增

加行动者普惠型公民参与的能力，进而提高他们的参与预期[6]。同时社会网络的构建有利于居民之间的

有效互动，形成共同的社区认同感。 
模型 4 回归结果显示，社会规范和社会网络变量对于我国城市居民社区参与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

响关系。在城市社区中，居民之间的社会网络呈现的是弱连接的状态，这种弱连接主要是指居民因居住

在同一生活空间或是相同的兴趣爱好而形成的纽带。居民在这层纽带的维系下，可以获取更多的资源与

信息，其开放性可以促进居民之间的互惠互助，进而提升社区的凝聚力[7]。同时社会规范对于社区居民

间塑造共同价值观和共同规范具有重要作用，是社区安定有序的重要基础。 

4. 结论与启示 

4.1. 结论 

通过上文实证研究我们可以看出总体而言社会资本对于居民社区参与具有积极和正面的提升，但我

们也可看出社会网络和社会规范对不同的居民社区参与类型有着不同的影响。社会网络资本蕴含着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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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互惠规范，它能为居民提供各种物质、情感等方面的支持，社区居民通过社区网络在与他人的日常交

往过程，增强对社区的认同感和依赖感[8]；社会规范资本包括社区管理与社区居民日常交往互动过程中

所遵守的由外在强加的和内在规范自动生成的规范。从微观层面上看，社区日常生活中居民间共同价值

观和共同规范有利于社区秩序的发展，保障社区的安全和稳定。除了加强居民的道德规范，宏观层面上

应完善社区管理规章制度，将社区规范内化为居民的日常行为准则。 

4.2. 启示 

1) 培育合理制度供给，推动社区建设 
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离不开合理的制度供给，社区居民参与和制度环境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建立

一种有效机制，合理规定社区治理各利益主体间的权利和义务。社区自治机构即居委会或村委会承担政

府代言人角色，具有权威性和行政性；社区自治组织在社区建设中日益发挥重要的作用，社区居民则是

社区建设的主体。通过制度形式规范各主体的职能和义务，使得各主体间相互合作、资源共享，推动社

区建设。 
2) 积累社会资本存量，促进社区参与 
随着现代化和市场化的逐步深入，传统单位制的解体，政府组织的角色被重新定位。许多原本由政

府承担的社区管理职责逐渐转移到社会通过民间组织来实现。居民通过参与各种志愿性社团所形成的互

惠、信任、合作等规范，正是维系民主和促进发展都不可或缺的社会资本。社区自组织通过建构以增进

社区公共利益为目的的关系网络，从而实现社区内部资源的整合和运用[9]。居民在社区活动中广泛培养

社区内部信任，从而建立社区内外的社会网络关系，整合社区自身社会资源，发挥社区的各种组织、服

务与互惠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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