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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较大城市越来越多出现了发展中的国际化社区。 发展中国际化社区治理有着重要的

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对世界国际化社区治理也有着重要借鉴意义。 中国发展中国际化社区治理新理念主要有

顶层设计理念、多元主体协商治理理念、营造社区共同体意识先行理念。 目前提升发展中国际化社区治理水平可

以在专业社工组织介入下,从营造氛围、提供精准服务、加强社区心理融合建设等方面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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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新时代以来,随着

中国的迅速崛起,越来越多的境外人士到中国大陆

求学、经商、就业,甚至定居。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结果显示:2020 年 11 月 1 日零时居住在我国大陆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下简称省份)接受普查

登记的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数据如下:香港特别

行政区居民 371 380 人、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

55 732人、台湾地区居民 157 886 人,外籍人员

845 697 人,合计 1 430 695 人[1]。 与此相适应,我
国城市出现了不少国际化社区,尤其是在北京、上
海、天津、广州等大城市。 在中国语境中,国际化社

区概念主要有两种理解:一是在社区常住人口数

上,境外居民数量占整个社区居民总数 20% 以上;
二是从社区建设品质内涵上理解,社区建设的软硬

件水平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居民居住的舒适度高。
本文所理解的国际化社区是第一种解释。 当然,有
的地方在认定国际化社区并没有拘泥于概念性认

定,而是从发展的角度,只要社区里面常驻境外人

士达到一定的数量,即认定为国际化社区或准国际

化社区。 如 2018 年南京制订《南京市国际社区建

设规划(2018—2025 年)》打造具有南京特色的国

际社区,并选取 7 个国际人士汇集较多的区域优先

开展国际社区建设试点。 实际上这 7 个典型社区

内居住的境外人数占社区居民人数都在 20%以下。

这并不是说南京制订这一规划没有科学性,恰恰相

反,这一规划充满着前瞻性。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

进一步深化,综合国力的进一步提高,来中国大陆

求学、经商等的境外人士只会越来越多,发展中的

国际化社区只会越来越多。 所以,发展中的国际化

社区治理研究具有前沿性、挑战性和动态性的特

点。 本文主要讨论三个问题:一是深入挖掘中国发

展中国际化社区治理的重要意义;二是初步探索新

时代中国发展中国际化社区治理新理念;三是结合

发展中的南京江宁大学城国际化社区治理实践,尝
试提出有中国特色的发展中国际化社区治理路径。

一、新时代中国特色发展中国际化社

区治理重要意义

　 　 一般谈到此类意义,通常来说分为理论意义与

实践意义。 笔者以为就新时代中国发展中国际化

社区治理而言,除了前两者意义,还有第三者意义,
即向国际社会提供国际化社区治理中国方案的意

义。 方案是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中介,即是理论走向

实践的中间环节,也是实践反作用于理论的中间

环节。
首先,新时代中国发展中国际化社区治理的实

践意义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关涉国家对外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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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国际化社区在整个社区中的比例不大,甚至

可以说是绝对少数。 但因为国际化社区居民中有

一定比例的境外以及外籍人士,他们每天通过实际

生活感知中国、认知中国。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
种感知和认知最真实。 如感知、认知好,则有助于

中国对外形象的提升,如不好,则恰恰相反;二是有

助于提升基层社区治理能力。 早期来华人员主要

是外交人员及其家属或高级专家,他们居住相对集

中于政府指定地区或高端物业小区,实际上是游离

于社区管理之外的。 新时代以来,由于境外来华人

员大量增加,其中绝大部分是普通人。 他们主要是

居住在社区之内的,并形成小聚居、大杂居的特点。
这对基层社区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三是有

助于进一步完善基层社区治理体系。 国际化社区

中的境外人士同本国居民相比,其需求必然有一定

的特殊性,比如出入境办理、居住证办理等,除此以

外,还有其宗教风俗习惯等,这必然要求相应的治

理主体参与进来,进一步完善基层社区治理体系。
其次,新时代中国发展中国际化社区治理的理

论意义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进一步丰富、完
善中国特色社区治理理论。 中国发展中国际化社

区治理是中国特色社区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

历史大视野看,全球化进程不可逆转,全球新冠疫

情大流行只是改变了全球化进程的方向与方式。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加快,社会保持和谐稳定,经
济持续健康发展,制度优势转化治理效能明显。 相

信在可预见的未来,新冠疫情大流行结束后,来中

国寻求发展机会的境外人士只会越来越多。 所以,
国际化社区只能越来越多,国际化社区治理的理论

研究也越来越重要;另一方面是为进一步丰富中国

特色全球治理理论提供基础理论素材。 从理论上

来说,一个国际化社区如果居民的国家来源足够

多,涵盖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其可视为地球村的

缩微版,对其治理可视为对未来全球治理的可能想

象。 比如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可视为中国特色

全球治理理论的核心内容,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关键在于每一个地球人生成人类命运共同体意

识。 国际化社区正是其社区居民生成人类命运共

同体意识的重要交往空间。 正如马克思所说:“社
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 是人们交

互活动的产物。” [2]同样的逻辑可以推理出:国际化

社区如果成为一个有生命、有未来的有机体必然是

社区内中外居民相互有效交往的产物,是社区共同

体意识的产物。 而中外居民社区命运共同体意识

的形成可视为社区居民人类共同体意识的隐性

存在。
最后,新时代中国发展中国际化社区治理对世

界国际化社区治理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西方

发达国家尤其是在大城市长期存在一些治理不佳

的国际化社区,西方社会一般称之为移民多元社

区。 这些社区一般多由外来移民与当地居民混居

而成,甚至外来移民在个别社区成为居民主体,如
法国巴黎、英国伦敦的穆斯林聚居区,或者是某一

种族相对集中的聚居区,如美国各大城市的黑人聚

居区、亚裔聚居区等。 由于西方国家秉持着所谓多

元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理念,这些社区多由自发形

成,在形成过程充斥着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冲

突,进而造成治安混乱、外来移民与本地居民关系

紧张等一系列问题。 造成这一系列问题的根源在

于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的结构性矛盾,即用法律意义

上的抽象平等掩盖事实上经济社会权利的不平等。
国际化社区治理不仅考验一个国家的治理水平,也
考验着这个国家行政制度的韧性、社会治理的灵活

性乃至政治文明的包容度[3]。 中国的国际化社区

治理绝不走西方国家所谓自由、多元、放任的老路,
这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性质决定的。 我

国的国际化社区治理将以包容、开放、平等为理念,
充分利用党群资源,完善社区各项软硬件设施,有
效服务社区内中外居民,同时增强中外居民文化交

流、沟通理解,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化社区文化,
增强社区对中外居民的向心力。

二、中国发展中国际化社区治理新理念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

导。 国际化社区治理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立足中国实际、借鉴国内外

国际化社区治理的经验教训,形成中国国际化社区

治理新理念。
首先是顶层设计理念。 进入新时代,中国的改

革设计理念发生了重大转变,由“摸着石头过河”转
变为积极展开“顶层设计”。 这种转变发生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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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在于经过四十多年改革开放的摸索,在取得巨

大成就的同时,改革的方向、目标、方式、方法都更

加明确。 具体内容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在对待外

籍居民奉行普遍主义基础上的居民化管理原则。
由于新中国成立后改革开放前来华外国人主要以

领馆等外交人员为主,改革开放初期才开始有外交

人员以外的境外人士大规模来华,这些人基本上以

境外商务、专家为主。 因受“外交无小事”思想的影

响,当时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在涉及外籍人士的管

理上普遍奉行着“特殊化”原则。 由于对“特殊化”
原则理解不准确,在一些地方的管理中甚至出现了

外籍居民“特权化”现象。 目前在国际化社区治理

中,对待中外居民一视同仁,提供均等的优质公共

服务已成为社会广泛共识。 二是建立多部门联动

机制。 在国际化社区中有一定比例的外籍居民,这
个因素的嵌入导致国际化社区治理所涉及的部门

远超非国际化社区,其所面临的政策环境复杂程度

也远超非国际化社区。 如在国际化社区内设置中

英文双语路牌,这看似简单的一个问题就涉及外

事、交通、城管、公安、财政等部门。 所以,建立由市

一级领导牵头的国际化社区相关问题多部门高效

联动机制刻不容缓。 三是在市级层面制订国际化

社区发展与治理规划。 这主要是指市级政府要根

据本地区国际化社区发展的实际进程,结合本地区

的发展实际特点,制订科学的国际化社区年度规划

和年度工作方案,指导、帮助相应街道、社区两级制

订相应的规划、方案和项目对接目录。 工作规划要

结合实际、突出重点、彰显品牌。 规划要从自身实

际情况出发,找准发力点找准切入点,切实提高规

划同国际化社区发展进程匹配程度和可操作性。
其次是多元主体协商治理理念。 在基层社区

治理中,协商式治理一直是理想的治理模式。 国际

化社区在基层社区中“异质”性色彩更为突出,对协

商式治理的要求也更为突出。 其具体展开主要有

三个方面:一是明确政府各部门、社区、社会组织以

及中外居民各治理主体在社区治理中的权利义务

边界。 在治理中,既要防止出现各主体权利义务空

白,出现治理盲区,造成问题无人管理;也要防止出

现各主体权利义务交叉,出现治理重叠,造成问题

多头管理,久拖不决,实际上是无效管理;二是要在

社区树立以宽容、平等、合作、妥协为核心的利益协

调理念。 宽容的理念是指参与利益协调的各方应

充分认识到各方的利益诉求在价值上都具有一定

的合理性;平等的理念是指各方的利益在价值天平

上是对等的,无任何一方的利益具有先天的优先

性;合作的理念是指各利益主体之间应认识到各方

之间的利益博弈不是你死我活的零和关系,而是在

相互合作基础上的利益促进关系;妥协的理念是指

各利益主体之间应认识到在利益协调过程中只有

相互让步,才能找到利益冲突的平衡点,才有可能

以各自最小的成本,也是社会成本的最小化,使自

身利益的实现程度最大化。 三是完善社区协商机

制。 要创立基层社区协商的具体形式和运作机制,
使一些社区居民自发形成的有效协商方式制度化、
规范化和程序化。

最后是营造社区共同体意识先行理念。 社区

概念首次出现在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在 1887 年出

版的名著《共同体与社会》中,而英文“ community”
一词本身就有社区、共同体等多种含义。 这说明社

区一词从原初意义上就与共同体有着密不可分的

联系[4]。 社区能否治理有效的关键在于社区居民

能否对社区有情感上的归属感、价值上的认同感。
而社区居民能否对社区有情感上的归属感、价值化

上的认同感关键又在于社区居民对社区是否有较

强的共同体意识。 而国际化社区由于居民的流动

性和异质性远高于一般社区,营造社区共同体意识

难度更大,主要应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积极推动

中外居民参与社区居民公约的制订与完善营造共

同体意识。 社区居民公约是社区居民自我管理、自
我教育、自我约束的行为规范,是社区居民自治的

重要方式与手段。 在公约的制订与完善的过程中,
积极推动中外居民参与其中有利于公约“接地气”
“易执行”,避免公约“假大空” “成摆设”。 而公约

制订与完善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启发中外居民社区

共同体意识的过程、营造共同体意识的过程;二是

提供各类有效服务、化解邻里矛盾以营造共同体意

识。 随着政府机构改革、大数据管理的开放,社会

管理重心逐步下移,社区所承载的各类功能越来越

多。 这一方面使社区居民办事越来越方便,另一方

面对社区的服务能力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 这里

的服务能力以服务要求的来源不同可划分为两类:
一类是主动服务能力。 即社区通过志愿者走访,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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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主动发现中外居民的潜在诉求、邻里矛盾,并积

极回应、化解;另一类是被动服务能力。 即社区居

民主动到社区寻求各种帮助,社区在自己能力范围

内尽最大可能满足居民合情、合理、合法诉求;三是

展开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建设社区文化营造共同

体意识。 社区文化是一个社区区别于其他社区的

内在标志,良好的社区文化建设能够积极促进社区

居民社区共同体意识的形成。 社区文化供给主体

主要有政府相关机构、社区组织、各类社会组织以

及社区志愿者等。 社区文化建设的核心是打造多

元、包容、平等的交叠共识。 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
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

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

越”。 而中国发展中国际化社区无疑是实践这一理

念的微观基地。

三、社会工作组织介入发展中国际化

社区治理路径探索———南京红叶社会

工作服务社介入南京江宁大学城国际

化社区治理实践样本分析

　 　 南京市江宁区淳化街道大学城社区是 2016 年

5 月 31 日正式建立的城市型社区。 社区居民以高

校教职工、高新企业工作人员及其他具有一定知识

文化水平及经济水准的外地来宁定居者为主。 此

外,还有来自中国药科大学、南京医科大学、江苏海

事职业技术学院等高校外籍师生一千余人,其中有

少部分留学生以及外籍教师在社区内建立家庭生

活。 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发展,社区内的外

籍师生人数以及常住人数都在快速增长。 2018 年

大学城社区成为南京市首批国际化试点社区之一。
当时街道以及社区都深刻认识到推进试点治理建

设的难度,积极引进专业社工组织介入。 南京红叶

社会工作服务社是江宁区乃至南京市社工机构的

领头羊,其介入大学城国际化社区试点建设成为街

道和社区的首选。 经过 3 年左右建设,国际化社区

治理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其基本路径如下:
一是在大学城社区大力营造国际化社区试点

建设舆论氛围。 任何工作要想顺利展开,都离不开

良好的舆论氛围。 大力宣传国际化社区试点建设

的新作为、新成绩、新品牌,塑造良好的舆论氛围是

加快推进试点建设的首要条件。 在“互联网 + ”时
代,在信息传播上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是传播

者,进而实现了“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 在这种

信息不间断、广泛的传播中,新闻传播主体也由“一
元”走向了“多元”。 对国际化社区试点建设的宣

传,既需要党的专业新闻工作者参与,也需要街道、
社区建立自己的信息宣传员,更要把社区广大中外

居民纳入再宣传队伍里来;红叶社工宣传渠道多元

化,除了借助街道、社区宣传栏以及传统的主流媒

体大力宣传国际化社区试点建设,也积极充分运用

微信、微博、客户端等新媒体进行宣传,尽可能扩大

宣传范围;宣传方式多样化,扩大宣传影响力;综合

运用新闻报道、代表性人物访谈、专题介绍、文艺作

品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大力宣传国际化社区试

点建设的成就;宣传内容亲民化,扩大宣传接受度。
二是以专业化视角给社区中外居民提供各类

精准化服务。 红叶社工深度挖掘社区内部显性或

隐性资产,从以人为本、关注需求的角度出发,充分

运用个案、小组、社区的专业工作方法为社区中外

居民提供各类精准化服务。 如为了让中外居民熟

悉涉及自身利益、行为规范等各类政策法规,红叶

社工展开“同地———政策法规主题宣传服务”活动,
通过红色领航,运用社会工作的专业实务方法,将
相关政策内容嵌入丰富多彩的活动环节之中。 寓

政策宣传于社会工作服务活动之中,以社会工作服

务活动促进政策法规宣传。 如为配合南京 2020 年

11 月 1 日起实施的生活垃圾强制分类法规———《南
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红叶社工广泛动员社区

中外居民积极参与“垃圾分类宣传科普”“垃圾分类

承诺共约”“垃圾分类你我共建言”等丰富多彩的活

动,推动形成《南京市强制实施垃圾分类》政策引导

下的国际社区文明共识。 通过“同地”系列活动的

开展,社区外籍居民以“观察员”和“社区主人翁”
双重角色亲身体验政策内涵,理解政策内涵,进而

认识中国。
三是通过展开“生活融合—文化融合—心理融

合”社区活动,营造社区命运共同体意识。 生活融

合是指通过展开日常健康生活教育活动,把社区中

外居民组织起来。 在疫情常态化防控背景下,红叶

社工及时开展了“战‘疫’ 宝典———七步洗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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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手互助制作防疫布偶” “记‘疫’中的我们”、健
康生活方式“四大基石”等系列活动,这既提升了中

外居民疫情防控意识与防控能力,也增强了中外居

民相互熟悉度与生活融合度。 文化融合是指在生

活融合的基础上,开展“英语角” “唐诗宋词悦读

会”等中外双语互动交流。 这些交流活动增强了社

区中外居民对于中华文化的认知度与认同感。 心

理融合是指在文化融合基础上,积极引导社区中外

居民在社区内成立各类组织,深度参与社区治理,
积极化解由于文化背景差异可能产生的心理隔阂,
增强中外居民对于社区的认同感与归属感,树立起

社区命运共同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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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new era, a growing number of developing international communities have appeared in China’s large cities. The
governance of internationalized communities in development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and crucial implica-
tions for the governance of internationalized communities in the world. The new concepts of governance of internationalized communi-
ties in China’s development mainly include top-level design concepts, multi-subject negotiating governance concepts; and the concept
of community awareness should be prioritized; at present, with the intervention of professional social work organizations, it is possible
to improve the governance of developing international commun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reating an atmosphere, providing precise
services, and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psychological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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