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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社联动的不同主体

以往的五社联动研究中提出了很多话题，社区实践是讨论和提问最多的

问题。其中一个关键内容是联动主体，第二是联动机制。联动的反面是联不

动，主体是行动者。到底谁来联动？怎么才能联动？两个问题都非常重要，

一个是联动主体，一个是联动机制。

按照五社联动的要求来说，是以社区为平台、社会工作者为支撑、社区

社会组织为载体、社区志愿者为辅助、社区公益慈善资源为补充。在社区

中，主体为社会工作者、社区社会组织、社区志愿者，覆盖到不同方面，但

五社联动里是没有政府的。从主体的角度来说，政府部门在五社联动这一过

程中应该是一个超然的存在主体，尤其是街道办事处等政府派出机构在社区

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街道办事处等相关部门如何协同其他政府部门，以

及协同政府外的相关部门（包括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等），对垃圾分类的

社区实践影响很大。从政府层面说，顶层设计起着引领作用，政府部门出台

相关制度文件，搭建垃圾分类的社区实践平台，推动相关实践的进展。地方

政府的行动逻辑，包括时间、空间、组织的维度，是五社联动的整体设计

师，怎样在不同的街道里去做系统性工作，怎么搭建系统，包括刚刚提及的

党群服务中心、微课堂、科普馆、零废弃空间花园等，都有政府的影子。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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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可以看到，街道也好，政府也好，在五社联动过程中是一个很重要的主

体，是一个超然的存在。

在党建引领下，社会工作者、社区社会组织、社区志愿者在社区中扮演

不同的角色。社会工作者主要以专业行动者的角色出现，对社区的需求进行分

析，了解不同社区居民对垃圾分类的看法，设计不同的方案。社区社会组织是

社会的多元力量之一，根据不同的主题参与到垃圾分类实践中来。社区志愿者

是社区中重要的人力资源，参与到宣传、社区活动中。公益慈善资源的进入是

社区垃圾分类实践的催化剂，通过与基金会合作，共建干净、绿色社区。

二、五社联动的重点——社会共识的达成

五个主体的重点在什么地方？我认为在于达成社会共识，这是联动的基

础。很多联不动是因为没有共识。社会共识在于不同主体能够达成对一个问

题共同的认识，形成社区中的最大公约数。垃圾分类的社区实践更是如此，

社区的共识在于干净、卫生、有序的社区营造。大家能够身体力行，达到高

度的一致。以前我们去台北，或者一些做得比较好的城市，可以看到整个城

市在垃圾分类上达到了很高的共识。深圳这方面的共识还是比较高的，我们

看到了各方面的合力。

垃圾分类的社区共识会涉及不同的内容，在不同的点上，共识也是不同

的。首先，在政策上，政府推动的垃圾分类实践在整个社会层面应该是有一

定的共识的，是垃圾处置的一种有效方法，能更好地推动可持续发展。但这

种大范围的共识放到社区中，则不一定能为所有人执行。在社区层面上，要

加强各方面的宣传和动员，推动大家达成共识。其次，在社区层面上，社会

工作者、社区社会组织、社区志愿者能够参与到垃圾分类实践中来，他们也

有较强的参与意向。再次，从社会、社区到个人，关键落实到居民身上。垃

圾分类的“最后一米”能否打通，取决于社区居民能否接受以及参与进来。

这就涉及多方面的共识。从利益上来讲，要有一个利益的共识，垃圾分类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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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对个人、对社区有很大的益处。但如果只有利益共识，效果可能弱一些。

如果从绿色环保的仪式上升到社会共识的层次，它的稳定性会更高一些。利

益有不同的方面，但在哪个方面我们可以形成共识的内容？这是垃圾分类里

很重要的一个话题。

举例来说，之前我的学生做过垃圾分类的硕士论文，关于某市某个街道

的垃圾分类试点工作。一开始试点有很多资金投入，包括各种各样的激励政

策、领取垃圾袋等，做得很好，但是资金不再投入以后就很难推动下去了。

前面有一些相对的激励，但是后面整个意识还没有提升，这是很重要的一

个点。

三、作为五社联动主体的志愿者和社会慈善资源

从联得动和联不动的角度来看，以前我们讲三社（社区、社会组织、社

会工作队伍）联动，后面加入了社区志愿者和社会慈善资源，并扩展为五社

联动。社区志愿者和社会慈善资源的加入是至关重要的，解决了三社联不动

的问题。社区志愿者是重要保障，以利他主义和奉献精神为本；社会慈善资

源则能够撬动更多的参与积极性。

志愿者的广泛参与是垃圾分类社区实践的亮点。以深圳“蒲公英计划”

为例，蒲公英志愿讲师、蒲公英教师的参与对于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宣传、改

善社区环境起到了比较大的作用。广泛的志愿者参与使社区居民和志愿者获

得垃圾分类领域的专业知识，了解到作为一个市民应尽的义务。在广泛的参

与过程中，志愿者也能够相互监督，带动更多的居民参与进来。

关于社会慈善资源怎么进入垃圾分类，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基金会

不只提供资金，还提供平台，对垃圾分类实践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社区

基金会提供垃圾分类的资源，包括各类物资、志愿者补贴以及各种其他资

源，作为活动的保障。平台的整合也能够进一步推动各类社会组织以及企业

等参与进来。企业怎么联动进来也很重要，这在五社联动里提得不多，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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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深圳“五社联动”的开展是十分关键的。深圳的企业很多，有各种各样的

大企业，怎么整合到五社联动里来？“蒲公英计划”中提到的“联中动”“动

中联”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就是在不断的社区实践中通过“运动”来促成

“联结”，从而把不同的主体不断整合到一起，推动更高层面的社区共识的产

生和发展。

还有一点是专业力量的支撑。在前面讲的平台形成的基础上，有非常多

专业性社会组织整合进来，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专业性社会组织中，社工

机构是一个很重要的主体，可以作为一个支撑。我国现在推动的乡镇（街

道）社工站的建设，在每个街道或社区都有社会工作组织提供服务，为社区

垃圾分类实践的项目化和常态化提供了专业化的力量保障。项目化在于对社

区需求的整体性回应，垃圾分类的需求和问题在哪里，如何设计项目方案，

如何解决问题和回应需求，都是非常重要的。常态化则要求通过不断的宣传

和活动，推动社区居民的常态化参与，形成较好的志愿精神和志愿氛围，形

成“社区是我家”的共同意识，这也是垃圾分类社区实践能够进一步持续发

展的更重要的基础。

四、从共识到行动

五社联动能否联得动，关键在于在党建引领、政府主导下，五个主体能

够在什么程度上达成高度共识，这种共识能否从活动转向常态化，从暂时性

的实践变成持久的、日常化的实践，从短暂的联结到一起转向社区团结，共

同营造和谐的社区共同体。

刚刚谈到五社联动的共识，而更为关键的共识应该是社区居民的共识。

作为小区的居民，人们都要参加垃圾分类，是否会认真执行垃圾分类的政

策？会从哪个角度出发思考垃圾分类？垃圾分类一个很重要的出发点就是看

到“人”，参与者本身在垃圾分类里的需求非常重要。部分小区的垃圾分类

做得不太好，为什么呢？因为整个工作体系不完善、不流畅。垃圾分类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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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和各种东西都没有安排好，物业管理没跟上，没有考虑到社区居民本身的

想法和需求。

第一是看到需求。从居民的需求出发，要贴近居民的生活去做垃圾分

类。到底怎么去贴近居民的生活？哪些问题、哪些需求需要我们去回应？如

果从社区层面来看，定时定点分类投放垃圾，这个时间和地点就需要充分考

虑社区居民的日常安排以及社区的空间安排，以便民为主。

第二是从下而上的动员和激发。社区里有什么群体？他们有什么需求？

要按照不同社区人群类型设置不同的社区实践活动。比如，深圳的人口结构

比较年轻化，年轻人往往忙于工作，那我们可以设置活动，以小孩为契机、

以家庭为单位来开展，将不同家庭整合到一起来做垃圾分类。包括志愿者的

动员，要以家庭为单位来做，而不是只以个体为单位。垃圾分类的社区实践

达成了，也能够提供家庭的互动机会。

第三是注重成效的保持。从共识到行动，要注重垃圾分类的持续性实

践，如何从社区的短期活动变成社区的长期实践呢？从前述讲的五社联动、

平台建设、制度保障，到社区居民意识和共识的培养，都是重要的环节。在

不断地参与社区活动实践中，社区居民也能够从陌生人变成熟人，构建起以

社区团结为基础的社区共同体。

（责任编辑：郭 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