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区的发展历程与当代实践

梁维平 李 如

社 区的形成与发展是与人类生存活动相伴随的
。

人类的生存竞争和商业竞争推

动着社 区从简单到复杂
、

从集中到分散
、

从综合到专门化的发展过程
。

城市化和工 业

化则不断引起社区结构的
“
大变迁

” ,

并促使人类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发生变化
。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

在联合 国的大力倡导下
,

社区发展开始得到了世界各国的普遍

重视
,

无论是乡村社区还是城市社区的建设
,

都出现了各具特色的发展模式
。

80 年

代以来
,

当代社区通过解决犯罪
、

老龄化
、

失业
、

贫困等严重的社会问题
,

从形式

到内容又 发生了一系列新的变革
,

显示 出良好的发展前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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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社区的形成和发展

美国著名学者琼
·

布鲁亨斯 ( J
.

B比 n h es ) 认为
, “ 人类社区的形成有三大要素

:

房屋
、

道路和水源
。 ” ① 在芝加哥学派生态学家们看来

,

人类社区的规模和稳定程度
,

同食物来源

以及相关地区内生活必需品的生产与分配的生态学过程
,

有着密切的关系
。

在人类的渔猎时

代
,

社区规模很小
,

每个社区历时也不很长
。

农业成为主要生存方式以后
,

社区仍然很小
,

但具有了较为经久的性质
。

及至通商和贸易兴起后
,

才在交通要道的一些终端出现了较大的

社区
,

例如在河 口
、

河流交汇处等地出现人 口的聚集
。

随着新的交通方式的出现
,

又出现了

新的人口聚集点
,

原有的聚居点有的进一步发展了
,

有的则消亡了
。

后来
,

随着社区内出现

了商品生产
,

又出现了另一些类型的聚居点
,

这类聚居点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的能源和

原料条件
。

人类社区基本上是在这种周而复始的形式中发展的
。

在一定的自然资源和生产技

艺条件下
,

一个社区可以在规模和结构上发展起来
,

直至其人日与该经济基础相适应为止
。

社区是在不断的调节循环运动中发展
、

变迁的
。

社区的人 口与其资源之间的平衡状态随

着采用新的交通系统
、

发展 了新的工业以及更有效的资源开发方式而不断变化
。

在古代的生

活条件下
,

这种平衡是靠死亡率来维持的
,

在古希腊的城邦社区中则是靠移出过剩人 口 的办

法
,

由移民群去建立一些新的聚居区
,

使之成为母城的支系
。

在现代的交通运输条件下
,

人

口调节是通过个人流动的经常性过程来维持的
。

由于二次大战以来
,

在发达国家中占支 配地

位的是一种高度人 口流动的状态
,

世界上许多社区实际上已几经兴衰
,

而且过程极快
,

决定

性因素不外是交通运输形式与路线的变化
,

以及新型工业的崛起
。

电车
,

以及稍后些时汽车的出现
,

构成了人类社区进一步发展的扰动性 因素
。

其后果主

要表现在是女变了小城镇的生活方式
,

使一些小城镇人口消减
,

而另一些则陡然上升
。

在农村

少
、
口重新分布的变化过程中

,

决定性因素之一是新型工业的发展
。

从美国人 口调查报告中
,

我们可 以看到
,

每隔 10 年就会有一种或数种重要的工业 出现
,

最初是纺织业使人 口向美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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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各州集中
,

后来随着钢铁工业的发展
,

活动中心逐渐向西推移
,

汽车和石油
一

〔业出现后
,

人口又开始大最向美国某些州集中
。

新型工业的出现对于当时存在的社会公共尘活产生深远

的千扰作用
。

竞争过程迅即迫使新工业将其主要生产企业集
`
卜于一两个社区 范 围 之 内 ; 然

后
,

这些社区再发挥它的社会磁体的作用
,

从远近社区中将适合的人口吸引到自己 周围
。

社区发展的总趋势
,

是从简单到复杂
,

从综合到专门化 , 此外
,

它的发展在前期表现为

以集中为主
,

后期则表现为 以分散为主的特征
。

在规模较小的集镇或村庄里
,

当地人 口的华

本需求是由一些综合性店铺 以及一些简单的机构如小学校等来满足的
。

当社区的规模扩大 以

后
.

无论是服务项目的类别还是服务设施 的分布地点
,

都会发生变化
。

发展的后果可能表现

为
`
一

厂列几种情况
:

最初先有一些小杂货商店
,

经营一些比较大宗 的谷 物商品
,

随 后出 现餐

馆
、

理发店
、

药店
,

然后又有银行
、

鞋帽店
、

服装店以及其他专门化的服务行业
。

社区的基本平面分布结构是由最先形成的交通路线走向决定的
。

居民住宅及商业店铺最

初沿街建造
,

通常与街道呈平行走向
,

而这种道路
,

可以是条乡村土路
,

一

也可以是公路
、

铁

璐
、

河道
,

甚或远洋港 口
。

以后随着人 口与各项设施的发展和积累
,

社区便逐渐形成
,

起初

沿街道之一侧
,

后来发展到两侧
。

两条主要交通公路的丁字路口或十字路口则常常是一个社

区形成的最早核心地点
,

这 几乎是条规律
。

随着社区的发展
,

不仅它的房舍与道路有发展和增加
,

同时它的内部还在发生着一种分

化
一

与分隔的结构变化
。

此时
,

居住地与设施会沿着远离市中心的方向延伸
,

而商业区则会 日

益集中于地价最高的地点周围
。

人 口增长的每一次循环
,

都伴随着服务项 目与分布的进一步

分化
。

各项服务事业为争得最有利的地点
,

互相之间不断进行竞争
,

这使得中心区位地价不

断上涨
,

建筑物不断增加层高
。

随着人 口增加
,

竞争变得也越激烈
。

早期那些经济力量较弱

的公用事业则被迫退居到不太繁华
、

地价较低的地区
。

及至社区发展到大约 1万至 1
.

2 万人

口规模时
,

它就具备了比较细致的结构了
。

其中心区边界明显
,

系 由大银行
、

日用品商店
、

百货公司
、

大旅社等 占据着地价最高的地面
。

工厂工业区一般构成城里的一个独立的部分
,

群集于铁路
、

公路或水路运输线旁
。

对该地区有共同需求或互补性需求的公用事业
,

则会互

和紧密联合起来
,

形成集团
,

形成具有明确的服务功能的从属性结构
。

这类集合形式
,

诸如

娱乐地区
、

零售商业区
、

市场区
、

金融地带
、

汽车业集中的街道
,

等等
,

都是这种趋向的表

现形式
。

居住区也随之确立起来
,

而且分隔成两种甚至更多类型
,

这取决于人口的经济构成

和种族文化构成
。

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始终是社区发展的根本动力
,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演进
,

一些具有鲜

明特点的社区形式逐步形成
。

第一类是农业村镇
,

捕鱼
、

采矿和林业社区等 ; 第二类是商业

社区
,

但它也可能兼备其他功能
;
第三类是工业城镇

,

它是商业
、

制造业的中心
,

也可能兼

备其他功能
;
第四类是功能往往比较单一的娱乐旅游社区

、

文化教育社区以及政府机构集中

的社区等等
。

在当代社会发展的进程中
,

城市和乡村社区日益趋向多功能
、

多元化
,

充分表

现了社会发展在战后所发生的深刻变革
。

二
、

城乡社区发展的基本过程

社区发展
“
作为一种有目标

、

有计划引导社会变迁的行动过程
” , ① 是国家实现现代化

所必不可少的一环
,

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

因此
,

二次大战后
,

联合国开始在许多发展中

① 朱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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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推广社区发展工作
。

据联合国社会局报告
,

幼年代初
,

世界上只有 7 个国家推行社区发

展
,

到 50 年代末
,

已有 30 个国家制订了全国性的社区发展计划
。

而自60 年代 以来
,

全世界已

有至少 70 多个国家在进行或试图进行社会发展
。

最初
,

联 合国主要是在发展中国家
,

特别是

在农村地区推行社区发展工作
,

主要的方法是依靠经济与技术援助
,

以社区的自助和互助力

量发展生产改善当地的人民生活
。

此后
,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
,

在城市地区推行社区发展也被

认为是有效解决城市社区问题的方法
。

经联合国支持与资助的社 区发展 项 目
.

有 以水 力工

程
、

土地改革
、

垦殖为 中心的农村社区发展计划
,

有 以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为中心的项目
,

有以教育培训为目标的方案
,

`

有建设城市住宅和改造贫民区的计划
。

60 年代
,

人们 已意识到

社区发展工作应重视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相互协调
。

进入 70 年代
,

人们开始深入研究社会发展

与国家
、

地区的其他经济社会发展计划的协调配合
,

进一步强调了 “
社区参与

”
概念以及城

市中的社区发展工作
。

在广泛的社会实践中
,

社区发展随着社区条件的变化在活动领域
、

具体工作方法上经历

了一系列的变化
。

1
。

发展中国家的社区发展

( 1 ) 乡村社区发展

以 7 0年代为界
,

前后两个时期的乡村社区发展有较大的不同
。

在 70 年代以前
,

社区发展

作为发展中国家乡 阿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份
.

许多国家把这种综合的社会建设作为一种引

导大型社会变迁的动力
。

各国政府在实际推行过程中都力图使之能促进乡村经济的成
一

长
。

如

农业发展
、

剩余劳动力 的安置和转移
、

小型工业与经济方面的基础建设
。 “

在联合国提供的

技术援助上
,

重点也显然放在社区发展方案的经济方面
。

这方面的例子有
:

在阿富汗
,

乡村

发展方案的重点在于农业和农村手工业活动 ; 在尼 日利亚
,

重点在于为失业青年提供经济收

入的机会
;
在苏丹

,

其重点在于推动农村家庭经营供应市场的菜园 , 沙特阿拉伯则在于促进

合作社的发展
。 ” ①相应地

,

这一时期的社区发展多表现为政府推动的全国性计划
。

而且
,

在社区发展 的具体操作上
,

特别强调教育对社会变迁的重要性
,

认为教育是 导致人们思想
、

观念及行为方式变迁的主要途经
,

强调通过教育来变革那些不利于乡村变迁的态度和价值
。

70 年代以后
,

社区发展更侧重于强调社会层面的发展
,

而抛弃了过去过多的经济目标
。

这时的社区发展不是作为一种引导大型社会变迁的计划
,

而是针对乡村发展中与社会层面的

不协调而努力
,

它更多地带有补充和改良性质
,

从早期的
“

变迁取 向
”

(
c h a n ge or ie n at t fo n)

,

更多地转到了一种
“
社会服务取向

”
( so

c ia l s er vi ce or ie n at t fo 。 )
,

转到了针对社会不协调

运行导致的各种问题的解决和治理
。

它更强调社区参与
、

服务的提供及鼓励 自助
。

传统的发

展战略转向了经济和社会综合发展战略
,

人们对社会发展
、

人的发展更加重视
。

而在此之前的

发展战略基本点是经济增长
、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被视为社会发展的首要的唯一 目标

。

( 2 ) 城市社区发展

在发展中国家的乡村社区 发展不断变化的同时
,

从 60 年代开始
,

其城市社区发展也愈来

愈显示出独特的价值
。

发展 中国家城市化的突出特点是城市人口 急剧增 长
,

城市化同工业化不协调
,

且城市人

口过多地集中在几个特大城市
,

城市首位度很大
。

这种畸形的城市化被称为
“
超城市化

” ,

它直接导致了城市人 口增加同城市社会服务的极端不协调
,

城市问题 日益增多
。

如贫民区的

① 联合国新闻处编
: 《联合国手册》 ( 1 94 5一 1 965年 ) 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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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存在
,

用水
、

用电设施缺乏
,

住房短缺
,

教育需求难以满足
,

健康卫生条件恶劣
,

失业
、

犯罪
、

吸毒
、

卖淫等社会问题广泛存在
。

社区里
,

传统的生活被打破
,

社会关系恶化
,

凝聚

力减弱 , 市民对社区普遍缺乏责任感和归属感
。

这样一种情形下
,

在城市重建社区生活
,

既

要有计划地建造新的住宅
、

学校
、

医院
、

商店
、

道路和娱乐中心
,

更要发展居民组织
,

提供

社区的自助
、

互助
,

培养社区的责任感和主动创始精神
。
1 9 6 1年

,

联合国出版了 《城市的社区发

展 ))( oC m m u n

iyt D ve
e l o p m e n 七 in U br an A ear )

。

认为
“

社区发展
”
的原则和方法也必须用于

城市的社区建设
。

尽管城市社区的异质性
、

流动性及次级互动等特质不同于乡村社区
,

但居

住在同一地区相应地就有了共同的需求和利益
,

社区共同行动也就有 了基础
。

城市
“ 社区发

展
”

同样被认为有两个主要因素
,

即
“

邻里的集体主动性 ,政府提供服务
,

支持社区的努力
。 ” ①

城市
“ 社区发展

”
从 60 年代开始得以蓬勃开展

,

较早有组织地实施城市
“ 社区发展

” 计

划的有达卡
、

德里
、

卡利
、

西贡 (现胡志明市 )
。

其中印度的德里示范计划较为著名
,

并取

得了一定的成果
。

城市社区发展和乡村社区发展二者都强调自助
、

合作
、

参与
、

专家援助等
,

在原则和方

法上基本一致
,

在活动类型上一般都包括社区制度
、

组织建设
、

社 区 物质 条件 的 改 善
、

社区教育
、

社区领导的训练以及文化建设
、

保障和福利服务
。

重要的是二者在具体 目标和侧

重上有所不同
。

城市社区发展更多地带有
“
服务取向

” 和 “
问题解决取 向

”
( p r o b l e m ~ 50 1-

vi n g or ie n at t
ion )

,

这显然不同于早期的乡村社 区发 展的
“
变迁取向

” 。

相应地
,

乡村社

区发展更强调经济目标和物质成就的获取
,

城市社区发展虽然也有一些经济计划如就业安置

和职业培训
,

但由于社区的经济功能 已转移
,

这已不是主要 目标
。

相反
,

它更集中于社区情

感
、

社区凝聚力
、

社区责任感与归属感的培养
,

社区居民的组织以及人际关系的协调 ,关注于城

市社区各种复杂的服务机构的服务协调
、

社区保障和福利服务
。

力图在城市恢复
、

重建那种守

望相助
、

睦邻友好的和谐社区生活
,

力图通过社区的共同行动
、

共同参与来治理共同的社会

问题
。

对于传统社区关系被破坏的城市
,

这种建设无疑是提高生活质量的必然要求
,

是城市

社区生活所必需的
。

随着城市间题的 日益增多和复杂
,

这种通过社区参与的努力又显示了它

在提供社会服务和治理某些社会问题的独特价值
。

对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社区而言
,

它在提供
“ 自助住宅

” 、

参与政府的社区建设 以及抑制不断高涨的居民运动方面更显得意义重大
。

而

且
,

正因为要在
“
社区

” 已被破坏的城市重新发挥和利用
“
社区

” 的某些特有功能
,

因而城市

社区发展显得困难重重
。

当乡村社区发展面临传统生活方式支配下接受新态度和价值的强大

阻力时
,

城市社区发展则面临着城市生活固有的人际冷漠
、

互不关心带来的组织和教育困准
。

2
。

发达国家的社区发展

( 1 ) 发达国家的社区组织

许多发达国家都有传统的
“
社区组织

” 工作
。 “ 社区组织

”
从 20 年代开始初步形成

,

到

60 年代
,

已基本确立了它的工作方法
,

并为社会和社会工作界承认
。 “ 社区组织 ”

成为社会

工作的三大方法之一
, 1 9 6 2年

,

美国社会工作者协会出版了 《社区组织的界定》 ( D ef 纽恤 g

ht
e

oC m mu 址yt o 吧 a n 让at fo n) 这一重要文献
。

传统的
“
社区组织

”

强调国家
、

地方和社区各种服务机构的协调和联合
、

社区资源和人的

需求之间的平衡
。

时至今日
,

更好地组织社区福利服务仍然是
“ 社区 干预

”
( co nz nz u越 yt

i n t e
vr e n t i o n ) 的一个主要 目标

。

即使在对付共同的社会问题
、

采取具 体行 动时
,

这种服务

① 《城市的社区发展》 ,

联合国社会事务局
,

1961 年
。



的协调和组织仍被视为必要的手段
。

这是因为
“
福利国家

”
的福利服务不仅没有消除贫穷

、

失业
、

犯罪等社会间题
,

没有带来社会整 体 福 利水平的提高
,

而且就是在它具体落实到社

区
、

服务对象时
,

人们也逐渐发现其有许多不合理的地方
。

这突出表现在
:

服务和资源在数

量
、

结构
、

使用等方面的不足与不当
。

“
社区发展

” 的工作方法从发展中国家传到发达国家
,

丰富 了传 统的
“
社 区组 织

”
实

践
。

它对参与和自助的强调
,

对
“
发展型福利服务

” 的强调
,

把传统的福利服务组织推进了

一大步
。

重要的是它在
“
福利国家

”
并未消除的贫穷

、

失业
、

教育
、

住宅
、

吸毒
、

犯罪等社

会间题的治理方面
,

在发达国家的农村发展
、

城市更新
、

贫民区的改造
、

少数民族社区的发

展 以及地区发展不平衡间题的解决方面显示了独特的作用
。

( 2 ) 发达国家的乡村社区发展

二战以后
,
农业机械化使农业劳动力大量移出农村

,

这是许多发达国家农村社区的一个

重要特点
,

它们面临的是
“
农村社区衰落

” 的境况
。

小型城镇及郡县失去了大量的人口
,

致

使现有的人口难以维持各种基本的服务
,

也不能吸引有前途的工商业
。 “ 社区发展

”
在各种

振兴农村社区的发展战略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 1 9 5 6年

,

美国农业部所属的学院推广系统制订

了第一个全国性的农村发展计划
,

并在全国各地实验区中聘用农村发展工作员
。

同时
,

国会

也授权有关机构拨款以支持这一计划
,

在肯尼迪 1 9 6 1年就任总统时
,

他的政府力 图以
“
农

村发展
”
或

“
社区发展

” 的方法全面复兴美国的农村
,

当时计划的名称是
“
农村地区发展

”

〔助 alr A aer D ve le oP m e
鱿 )

,

同时还为此成 立 了
“ 地 区 再 发 展 总 署

”
( T h e A r ae

R e d e v

e1O
p m e

毗 dA m i n is t ar t i o n )
。

8 0年代
,

美国的乡村社区发展又面临了新的挑战
。

诸如贫穷
、

公共服务的不足
、

农庄的

下降以及地理区域上的孤立仍存在于乡村
,

而新动力的引进如工业导入
、

城市移民
,

发展资

金的竞争又带来了乡村社会病态如犯罪等的增长
。 ①

( 3 ) 发达国家的城市社区发展
“
社区发展

”
作为一种解决社会问题的手段

,

自60 年代以来
,

在发达国家愈来愈得到广

泛的认同
,

尤其在贫穷
、

犯罪
、

吸毒
、

失业等间题上它显 示了特有的 价值
。

运用
“
社 区发

展 ” 的方法来协助解决社会间题的最典型的例子是美国的
“ 反贫穷之战

”
( w ar o n

oP ve
r -

yt )
。

约翰 逊 总 统执政时
,

大力援助各社区
,

把推行
“
反贫穷战略

”
作为他的第一个重大

国内计划
。 1 9 6 4年 8月 20 日

,

美国国会通过了
“ 经济机会法案

” ,

社区行动机构在全国各城

市先后组成
。

在这场战役中
, “

社 区发展
” 的方案被广泛采用

。

它 强 调 社 区 参 与 的 重要

性
,

意在通过一种外援和社区自助相结合的社区行动计划来解决贫穷问题
。

这场战役遭到了

许多批评
,

也并未完全达到它所期望的结果
。

这主要是因为它对贫穷原因的理解是片面的
,

它无法触动在贫穷背后的制度因素
。

尽管如此
,

它显示了
“
社区发展

” 、 “
社区参与

”
在解

决社会间题上的潜力
,

它的影响扩及到了欧美各国
。 “

社区发展
” 的改 良作用得到了证实

。

( 4 ) 社区发展在解决发达国家和地区发展不平衡
、

振兴落后地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

在这方面
, “

社区发展
” 突出表现为一种综合性的计划

。

发达国家地 区之间的经济
、

社

会和文化方面的发展进度不一致
,

导致了某些区域的发展滞后
。

这些区域或社区的落后被认

为与就业机会
、

土地改革的成效
、

人 口的年龄结构和心理特质有关
,

也与自然资源的日趋减

少
、

人口增长迅速
、

组织模式的陈旧与僵化有关
。

把
“
社 区发展

” 的工作方法运用到这些落

① 参见徐震编译
: 《社区发展在吹美 》

,

中国台湾
: “

国立编译馆
,

198 3年版
。



后地区的振兴
、

开发之中已被实践证明是具有一定效果的
。

法国
、

荷兰
、

意大利
、

英国等的

某些地区都已不同程度地实施 了
“ 社会计划

” 和 “
社区发展计划

” 。

最具有典型意义的是英

国的 12 个
“
社区发展实验计划

” 。
①

与发展中国家的社区发展不同
,

发达国家的社区发展不是用 作引导 大型 社会变 迁的功

力
,

而更多的是作为这些国家社会问题缓解的手段
,

作为社会开发的一种途径
,

作为福利服

务更好的组织补充
,

作为人们对社区生活质量不断增长的需求的反应
。

近年来
,

发达国家的

社区发展在具体工作方法上愈来愈采取 一种
“
冲 突的 方法

”
( co fn il ct a p p。 ` h )

,

采 取
“ 社区行动

” 的策略
,

这种方式下的
“ 社区发展

”
并不是给社区居民灌输一种共同意识一

一

互助感
、

责任感来求得社区的整合和稳定
,

也不是让社区被动地适应既存的不合理的制度体

系
,

而是不惜和政府采取一种
“
讨价还价

”
( b

a gr ia 颐 n g ) 式的冲突策略
,

培养居民为自 己

争取利益和权力的能力
,

保护社区环境
,

保护一些被剥夺群体的利益
。

社区发展工作人员也

从过去持一种中性立场转而成为被剥夺社区和被剥夺群体的利益的争取者和保护者
。

在整个

社会工作领域
,

近来出现的一种
“
发展观

”

(de v

loe
p m en t p e sr eP

c it ve ) 便是强调 社区发展

活动是一种有计划的制度变迁
。

②

三
、

当代社区建设实践

80 年代以来
,

人类社会发展进程发生了许多变化
,

其中之一就是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

将社区
,

尤其是基层社区作为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出发点与归结点
。

他们将社区社会

工作作为一种基本方法
,

从社区入手
,

了解它存在的需要和问题
,

动员社区内的各种资源
,

配合外界协助
,

进行社区建设
,

寻求可能解决的社会福利和社会服务问题
,

以促进本社区的

社会发展与社会进步
,

逐步形成某一地区某一项具有具体目标的社会发展运动
。

社区社会工作的发展根本上取决于本社区居民的意愿
,

因此
,

当代社区发展着重居 民的

参与和互助合作
。

仅仅从上至下依靠宣传政府的政策
、

完成政府使命的计划是远远不够的
,

只有通过群众广泛参与及互助和 自助
,

形成自我调整
、

自我完善的内部推动机制
,

才能增进

本社区的福利和社会的进步
。

由于需要尽可能帮助社区内的老人
、

残疾人
、

患病者继续留居在自己家庭
,

减少家庭的

困难
,

发展社区性服务更有其必要性
。

以多元化的社区服务
,

特别是居家服务来配合发挥家

庭的作用
,

补充现代化家庭的不足
,

是社区社会工作最重要的任务
。

1 9 8 6年举行的国际社会

福利会议对两者之间的关系的提法是
: “

家庭是社区的基础
,

社区发展则有赖于家庭功能的

维护
。 ” 社区服务形式包括家庭照料

、

咨询服务
、

老人活动中心
、

社区 服务 中心 和互 助活

动
。

泰国流动服务单位上门为病残老人提供帮助 ,马来西亚成立老人 电话咨询服务 ;南朝鲜全

国建立了许多高级人员活动中心
,

由老人 自己管理
,

中心为老人提供场地开展各种娱乐活动
。

社会福利中心提供治疗和休养
、

日间照料
、

家庭援助以及咨询服务
。

社区服务还组织相互帮助
,

南朝鲜 1 9 7 9年开展
“
新社区运动

” ,

由政府出资并发动邻里老弱贫病自我帮助
、

相互帮助
。

美国

也特别注意建设社区性的老年社会工作
。

如联邦政府为协助老年人留在社区工作
,

提出了
“
老

人社区就业服务方案
”

( S
e n io r

oC m mu
n iyt S er vi ce E m 讨oy m e n t P r o g ar m )

,

雇用数万

① 参见徐震编译
: 《社区发展在欧美》 ,

中国台湾
: “

国立编译馆
,

198 3年版
,

第4 11 一470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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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5 5岁以上老年人兼任社区服务工作
。 “

提供老年人机会及服务方案
”

( Se nio ro po p
r t uni i tes

a

ndSe o ic es Po r ga rm )
,

为 1 00 万 以上老年人提供工作与服务
。

还建立了许多
“
社 区老人

综合性服务中心
” ,

为他们的营养
、

家务
、

保健
、

日间照顾
、

精神医疗
、

文化娱乐
、

法律与

心理咨询等方面服务
。

以上方案与计划的实施
,

其最终目标也是为了社区范围内的社会发展
。

目前
,

发达国家如美国
、

日本
、

瑞典和西欧各国以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
,

都愈来愈重视

社区性的社会工作
,

进行强化社区功能的尝试
,

具体作法则各国有很大的不同
。

其中
,

有以

印度和菲律宾为代表的整体社区发展模式 , 有以缅甸和牙买加为代表的代办模式 ; 还有以美

国和英国为代表的分散模式
。 ①

总之
,

自从联合国在 50 年代开始倡导开展社 区社会发展至今
,

应该说
,

世界各国在进行

社区发展方面已取得很大进展
,

人们对其意
.

义与作用也有了更清楚的认识
,

在社区组织中进

行的卫生
、

福利
、

教育等计划有的已被纳入社区发展计划而融为一体
。

社区发展的意义也不

仅仅在于改变社区内的贫困落后面貌
,

而是对整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 ②

四
、

中国的社区发展实践及其前景

我国早已存在进行社区发展实验的先例
。

至今还常为人们所提及的有 20 年代初开始的由

晏阳初先生倡导的平民教育运动 ; 有从20 年代末至 30 年代
,

由梁漱溟先生倡导的乡村建设运

动
,

它们一直延续到 1 9 3 7年抗战为止
。

80 年代以来
,

随着现代化以及改革
、

开放任务的提出
,

我国许多职能部门的工作发生了

重大的变化
。

如在民政部
,

社区服务
、

社会保障
、

社团工作
、

基层政权建设等各方面工作的

提出与加强
,

标志着以社区为单位发动群众自助
、

互助
、

自治
,

以解决自身存在的 lbJ 题的作

法
,

越来越在工作中占据重要的位置
。

应该认为
,

把
“

发展
”
观念引入社区范围

,

在我国当前已具备了一定的条件
。

经济与社会

发展必须相互协调以及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的思想
,

反映了经济与社会结构变化的客观需

要
,

得到愈来愈多的人的支持
。

经过比较充分的准备
,

湖南省益阳市
、

山东省莱芜市
、

黑龙

江省肇 东市先后设立了社会发展实验区
,

并相继开展了工作
,

江苏省和天津市也提出建立实

验区的构想
,

并提出了不同的发展 目标
。

90 年代
,

随着我国人均国民收入逐步达到 8 00 ~ 1 0 0 0美元
,

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发生根本

性转折
,

社区发展工作必将进入一个黄金时期
,

为推动我国社会
、

经济
、

科技的协调发展作

出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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