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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1

社区是社会基本构成单位，对于灾害预防和应对具

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国灾害管理工作正转向面向社区

的减灾防灾行动，“社区”之于灾害应对的重要性也同时

带动了灾害社会工作向社区转向 [1]。这也推动了我国关

于灾害风险管理与社区韧性研究相结合。

从韧性研究内容看，国内主要围绕社区韧性概念、

社区韧性评估和社区韧性建设方面；从韧性研究历程看，

社区韧性研究经过了“萌芽期”阶段，进入快速“发展

期”[2]。从社区韧性功能看，社区韧性具有预测灾害破

坏力，增强灾害发生时适应性，及时在灾后有效的恢复，

使社区仍能发挥正常功能 [3]。可以看出，社区韧性建设

推动灾害管理具有重大意义，而我国灾害社会工作参与

社区韧性建设方面资料还比较少，亟需发展和丰富相关

理论和实践。基于此，在灾害管理转向社区的趋势下，

探讨灾害社会工作参与社区韧性建设何以可为？这有助

于丰富我国灾害社会工作研究，有助于推动我国社区应

对灾害治理更进一步。

二、社区韧性的内涵与外延

1. 社区韧性的概念

“韧性”本意是指物体具有在外力作用下发生变性

后，再恢复到原始状态的能力。联合国国际减灾署将韧

性定义为一个系统、社区或社会暴露于危险中时，能够

通过及时有效的抵抗、吸收、适应并且从其影响中恢复

的能力。韧性在国内研究中又常被称为“弹性”、“复原

力”、“恢复力”、“抗逆力。蓝煜昕在治理视角下，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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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韧性概括为“常态下社会治理体系能承受外部干扰或

风险冲击下，并在常态下保障治理功能的持续、有效发

挥的潜力”[4]。而较多学者从灾害管理视角出发，把社区

韧性概括为三种应对能力：具有稳定能力，当灾害发生

时，具有维持社区稳定的能力；具有恢复力，社区在发

生灾后，具备恢复正常的能力；具有适应力，在面对社

区环境改变后，社区可以发展适应新的环境能力。可以

看出，“稳定能力”“恢复力”“适应力”比较反映出社区

韧性的概念核心。

2. 社区韧性的特征

关于社区韧性的特征，吴晓林从系统视角提出社区

韧性具有抗逆力、恢复力和自治力 [5]；蓝煜昕从治视角

提出具有能动性、冗余性和敏捷性的特征。而周霞等在

复杂适应系统理论下提出具社区韧性具有自适应、网络

性好和多样性 [6]。综合相关研究，社区韧性的特征可以

总结为：具有能动性，即在各种风险下，社区各类主体

具有自组织能力，可以能动的对风险作出相应反应；具

有冗余性结构，社区中存在一些冗余组织结构，在常态

化下不发挥应灾的作用，但一旦转化于非常态下，这些

冗余性组织被激发进而对外界环境做出反应；具有灵活

性，多元主体协同体系与科层性质体系相比，当遇到风

险时候，能对风险做出较快反应 [7]。综之，社区韧性具

有“能动性、冗余性、灵活性”特征，为灾害社会工作

参与社区韧性建设提供发展方向。

三、灾害社会工作的转向与社区韧性建设

1. 灾害社会工作转向

随着人类对灾害发生的社会性因素认识加深，对灾

害本源性问题深入研究，“风险社会”、“脆弱性社会”、

“复原力”、“韧性”、“预防与发展”概念不断被提出，

促进我国灾害社会工作发展转向。解鹏认为我国灾害社

转向社区韧性建设：灾害社会工作何以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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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工作发展转向的十大趋势，比如其分析视角从经典功

能主义到社会脆弱性，再到社会建构取向的转变；理念

从恢复重建向发展预防的转变；灾害社会工作组织从外

生性嵌入到内生性根植的转变；社区灾害记忆研究和文

化因素不断得到凸显；发展性社会工作崭开始露头角；

多元治理不断被强调等 [8]。可以看出，灾害社会工作逐

渐转向社区，关注社会脆弱性，关注社区复原力，为探

索社区韧性建设转向提供新的理论基础。

2. 灾害社会工作与社区韧性

（1）灾害社会工作为社区韧性建设提供专业基础

我国灾害社会工作经历十余年的发展，取得显著成

果，得到社会广泛认可。同时也形成独特的灾害社会工

作理论和研究方法。其中以人为本、以社区为基本单位、

赋权视角、公私协作、整合与系统化的灾后介入的相关

理论在学界逐渐达成共识；而灾害管理周期、社工角色

与功能、需求评估、哀伤辅导、专业关系的建立等实务

技巧也得到较好发展 [9]。可看出灾害社会工作的理论和

研究方法在我国灾害管理中发挥出重要作用，可以为社

区韧性建设提供专业基础。

（2）灾害社会工作为社区韧性提供介入取向

面向个人和面向社会的社会工作是社会工作两大方

法，两种方法通过从个体和环境两个方面改变，以促进

目标达成。同样，在灾害社会工作在灾害管理服务中，

宏观与微观社会工作方法经常被同时运用，其中宏观上

以“社区”为中心，从整体性出发，采用系统视角，重

视社会环境改变。微观上以个体为中心，采取个案工作、

小组工作方法，侧重从局部出发，对具体事物展开分析

和干预。这两种方法为灾害社会工作参与社区韧性建设

提供了重要介入取向，既关注社区中个人韧性，也关注

个人组合社区整体的韧性，将社区中个体和个体组成的

社区进行统一。

四、社区韧性框架下灾害社会工作的发展

综合上述社区韧性和灾害社会工作的相关研究内容，

本文尝试构建灾害社会工作参与社区韧性分析框架。构

建“价值 - 理论 - 实务”基本架构，通过个人和社区层面

在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方面开展

社区韧性建设，同时关注社区过程韧性、结构韧性和能

力韧性内容。

1. 社区韧性的基本构架

社会工作的价值、理论及实务方法是灾害社会工作

参与社区韧性的基本架构，伦理价值、理论体系和实务

方法三者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共同推社区

韧性目标达成。伦理价值是重要组成部分，坚持以人为

本，以社区为基本单位，为其提供价值基础。灾害社会

工作理论体系是为实务干预提供重要理论基础，如生态

系统理论、社会资本理论、优势视角、赋权视角等可以

用于社区韧性建设。实务方法为具体行动提供操作规范，

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方法作为提升社区韧性

主要手段，灾害周期管理、需求评估、哀伤辅导、社会

网络连接等实务技巧是社区韧性建设重要技术方法。

2. 社区韧性的介入层面

从个人、社区层面展开，通过物质资本、经济资本、

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进行社区韧性建设。物质资本发展

包括社区物理防灾空间优化，医疗保健设施设备安排，

减灾防灾物资筹备等内容。人力资本可以通过教育、培

训等形式提升社区个体和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灾害管理能

力，发展社区志愿组织。经济资本包括促进社区经济发

展、拓展社区就业等内容。社会资包括社区灾害管理的

机制建设，社区关系网络发展，社区互信构建等内容。

3. 过程韧性：灾害周期管理中建设社区韧性

社区韧性建设同时也是一个过程建设，在过程中发

展社区韧性。在灾害社会工作中，灾害分为灾前、灾中

和灾害 3 个阶段，形成灾害周期管理的重要理论。把社

区韧性建设贯穿于灾前、灾中和灾害各个阶段中。灾前，

重视提高社区风险意识、提升社区风险感知度、准备灾

前应急物资、建立社区防灾减灾机制、搭建社区多元协

同平台、增加社区资本建设。灾中，迅速启动应急预案，

动员社区主体参与“自救”及“共救”，协同社区各类主

体共同抗灾，同时关注社区脆弱群体需求。灾后，针对

失亲群体展开哀伤辅导，动员社区志愿服务参与，重建

社区关系网络，增强社区复原力。秩序与活力是过程韧

性的保障，在过程中既要保障具有社区运行秩序机制，

又有保障社区各个层面具有发展活力。

4. 结构韧性：建设多中心协调结构

随着社区治理实践，治理力量下沉基层，多中心协

同治理结构越来越受到社会认可，也为灾害社会工作建

设社区结构韧性提供可行空间。社区主体多中心协调结

构具有灵活、敏捷的特征，可以对灾害发生做出迅速反

应，有利于社区灾害协调和恢复。这种结构韧性特点是：

其一强调多中心治理，社区居民、社区组织是社区能动

的主体，在灾前防灾准备，灾中积极救灾，灾后恢复重

建中社区不在被“灾民化”，而被赋予更多主体能动空

间。因此，在灾害社会工作介入社区韧性建设中，应该

重视培育社区社会组织，搭建社区治理平台，促进形成

社区多中心治理主体的体系。其二，强调协同结构，多

中心治理不是各自为阵，而是相互配合相互依存相互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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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各主体充分发挥功能上的协同作用，共同参与社区

灾害管理，实现社区共建共享。因此，在灾害社会工作

参与社区韧性建设中，应该重视培育社区多中心之间协

同机制搭建，促进各主体平的协商和对话。其三，重视

冗余组织结构功能。社区中存在各类冗余组织，比如书

法、舞蹈娱乐兴趣等群体组织。这类组织常常表现为结

构松散、应灾功能性特征性不强，但当遇到灾害发生时，

可以快速成为应对灾害的群体性组织，发挥其重要力量，

比如救灾信息传播、参与自救互救、参与社区救灾物资

购买、给予群体情绪支持等。因此，在灾害社会工作介

入社区韧性建设中，需要培育社区这类冗余组织，充分

发挥冗余组织“蓄水池”功能。

5. 能力韧性：离不开社区主体学习力

在常态化和非常态化中促进社区韧性稳定能力、恢

复能力和适应能力形成。

而社区能力韧性养成需要社区主体（个人和社区组

织）不断的学习，需要组织社区主体为适应环境而不断

积累知识，通过学习获得形成。因此，灾害社会工作在

社区韧性建设过程中，需要特别重视社区学习机制的建

立，需要不断链学习资源进入社区。这其中包括常态化

和非常化下的学习，在常态化下，重视社区组织的学习

能力、自治能力、协同组织能力、沟通能力，重视社区

居民公共参与能力，风险识别能力，公共意识能力。在

非常态化下，注重学习应急处理能力，现代信息工具的

运用能力，互信和协助能力。

五、结论与展望

社区韧性具有增强社区灾害预防，灾害发生适应，

及灾后恢复，降低社区的脆弱性等功能。社区韧性建设

对灾害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灾害社会工作转向社

区为契机，探讨灾害社会工作参与社区韧性何以可为？

认为在“伦理 - 理论 - 实务方法”基本架构下，可以通过

个人和社区层面在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经济资本和社

会资本方面进行介入进而促进社区韧性达成，同时关注

从过程、结构和能力方面提升社区韧性建设。本文多带

主观的理论建构成分，而缺乏灾害社会工作实证调查研

究作为支撑，其是否可行以，还需进一步实践验证。同

时，在“风险社会”、“脆弱性社会”之下，也需要更多

学者参与到灾害社会工作与社区韧性研究，以此推动灾

害社会工作发展转向，保障人民与社区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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