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2广东园林 / 专题 : 友好型城市绿地

摘要
社区共建花园是深圳为促进社区营造与社区共治，通过多方参与社会治理，打造的一个全龄友好、
多样活力、亲自然的绿色公共空间。基于协同治理理论，建立协同治理机制的分析框架，选取协
同共建效果较好的海月社区共建花园为对象，研究其共建过程，提出社区共建花园的发展策略：
细化协同共建制度，制定多元化资金参与规则；加大宣传力度，优化参与激励制度；拓宽多元主
体参与渠道，建立协同信息平台；健全监督反馈制度，培育全流程专业执行机构。
 
Abstract 
The Co-building Community Garden(CCG) is an all-age friendly, diverse energetic, nature-
friendly green public place created in Shenzhen to promote community building and  co-
governance through multi-party participation in social governance. Based on the theory of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this article establishe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mechanism, selects Haiyue CCG with better collaborative co-build effect as 
the object, studies its co-build process, and proposes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CCG 
as follows: 1) Refine the system of collaborative construction and formulate the rules 
of participation of diversified funds; 2) Strengthen publicity and optimize the system of 
incentives for participation; broaden the channels of participation of diversified subjects 
and set up a collaborative information platform; 3) Improve the system of supervision and 
feedback, and cultivate a professional executive institution for the whole process.

文章亮点
1）基于协同治理理论研究深圳市社区花园的共建和管理情况；2）以社区花园为对象，拓宽协同
治理理论在城市管理中的应用；3）对深圳市社区花园的推行和普及有一定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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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0 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构建全
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思想，鼓励和倡导居民参与
社区治理。2017 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共建共享”深入
阐发为“共建共治共享”，提出打造这一社会治理格局的总
体规划，强调完善包括社会协同和公众参与在内的社会治理
体制，体现了党中央对社会治理的高度重视。社区治理是社

会治理的重点，引入多元化的参与主体协同解决社区问题，
让居民充分参与到社区治理中，有助于形成良好的社区营造
和协同共治氛围。

围绕建设先行示范区和粤港澳大湾区的重大国家战略，
深圳作为叠加“双区”利好的前沿城市，按照“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思路，在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取得了不错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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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2022 年，全市各类公园总数已达
1 260 个，在双区驱动的机遇下，深圳
创新城市管理模式，以协同治理理念
为牵引，推进社区共建花园计划，发
动社区居民共同建造社区花园，鼓励
多元主体积极参与城市建设管理，构
建共商、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
理模式，实现社会治理先行示范，树
立城市文明的典范。

社区花园起源于北美，早期是居
民为了保障粮食供给，利用城市闲置
公共绿地进行生产作业及提升景观的
非营利性土地 [1]。社区花园除了可以绿
化城市，还能缓解城市生活带来的紧
张情绪 [2]。其同时是一个通过集体合作
的形式进行社会交流互动、园艺活动
和资源共享的场所，能增强居民的社
区意识 [3]。通过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共治
的社区花园组织模式，激活多元化参
与主体，能够保证花园运营的可持续
性 [4]。如新加坡政府在 2005 年推出的
锦簇社区（Community in Bloom）
计划遵循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原则，
以政府与社区合作的方式，鼓励民众
营造社区花园，是社区花园共建和管
理的成功范例 [5]。在北京老城社区更新
中，多元主体积极参与微花园的设计、
共建、维护和花园活动，使社区花园
具有更强的生命力 [6]。

本文结合深圳市社区花园共建典
型案例，探索基于协同治理机制的发
展策略，以充分发挥多元治理主体自
身作用，构建“共建、共治、共享”
的社会治理新模式，提高社区营造与
社会治理的水平。

1 核心概念阐述
社 区 共 建 花 园（Co-building 

Community Garden, CCG）是深圳
推进“公园城市”建设的一项重点工作，
以“共商、共建、共治、共享”的方
式提升城市环境品质，通过提高社区
居民城市管理参与度，促进社区融合
与社区协同共治。其是引导公众参与
城市管理的创新模式。

2020 年，为推动开展社区共建花
园工作，深圳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
局制定了《美丽深圳社区共建花园工
作手册》，手册中包括了各参与方职
责、工作流程及评价考核办法等。其
中，根据建造场所、主要发起方以及
参与主体的不同，社区共建花园被分
为住区型、城中村型、公园型、街边型、
校园型及单位型（表 1）。

共建流程分为筹备、建造及运营
维护 3 个阶段。筹备阶段主要包括确
定共建单位、社区宣传调研及筹备资
金等，多为政府或社会组织主导的工
作，而协同参与度较高的是建造及运
营维护阶段。

借鉴深圳、纽约及新加坡社区花
园的建设机制，通过共建社区花园统
筹发动各方力量，可以实现协同治理
的新格局 [7]。在上海以共建的方式成
功营造了百草园和创智农园后，北京、
深圳、长沙和杭州等城市也陆续开展
了社区花园建设 [8]。例如，深圳市南
山区营造的社区共建花园，增强了居
民的社区归属感，充分调动居民参与
社区建设的积极性 [9]。长沙的儿童参
与社区花园实践，通过“校社共建”

类型 建造场所 主要发起方 参与主体

住区型 居住小区 街道办、社区工作站、小区居民 业委会、小区居民、物业管理处

城中村型 城中村 街道办、社区工作站、城中村居民 村委会、城中村居民、物业管理处

公园型 公园 城管部门、公园管理方 周边居民、市民游客

街边型 街边公共绿地 城管部门、街道办、社区工作站 周边居民、企事业单位职工

校园型 学校或公共教育机构 学校或机构 师生、家长

单位型 企事业单位 企事业单位 员工、职工

表 1  不同类型的社区共建花园
Tab.1 Different types of CCG

的协同共建模式，提高儿童的社区人
文认知和自身交际能力 [10]。

2 协同治理分析框架构建
面对日益复杂棘手的社会问题，

协同治理已经成为当下公共管理研究
的热点，学者们对于公共服务中协同
治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概念定义、主
体、运行机制及其运行效果等方面。
协同治理能够提高公众参与的公平性，
是改善规划和政策产出的关键 [11]。其
强调多元治理主体协商决策，通过整
合不同层级的人员，实现其他社会治
理方式无法达到的公共政策目的 [12]。
各参与主体需要提升自身协同治理能
力，以发挥社会治理协同效应，而“群
社协同”机制可以有效提升群团组织
参与社会治理的实践效能 [13]。协同治
理的本质在于重塑参与主体的激励机
制，让其更有动力和意愿进行协同合
作 [14]。针对协同治理运行机制，学者
们认为，健全的制度保障措施影响着
协同治理的有序运行和治理成效，通
过提升公共服务供给效率，确保服务
有效供给 [15]。政府利用其影响力可以
推动协同治理，在政策制度层面建立
协商共享机制，保障协同治理的常态
化[16]。在协同治理机制运行效果方面，
日本基层社区治理的多元主体合作，
增强了居民公共参与意识和居民自治
能力，促进了多元参与主体的合作协
同 [17]。而通过建立相应的协同治理机
制，实现政府部门间信息共享，可以
提升政府管理能力 [18]。

协同治理能协调多元利益诉求，
通过协商、谈判和交易机制影响公共
服务供给及公共决策。基于我国的政
治制度，现有的社区协同治理呈现出
以政府为主、其余参与主体为辅的特
征，这与社区共建花园的理念相契合。

因此，本文基于协同治理理论，
从政府管理、参与主体、参与途径和
主体间关系等维度建立协同治理机制
的分析框架——制度规范机制、主体
动力机制、实施渠道机制、持续保障
机制，以此探索深圳市社区共建花园
的发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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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海月社区花园协同共建概述
本文以公众参与度较高、社区花

园协同共建效果较好的海月社区共建
花园为例，对其协同共建实践情况展
开深入分析。
3.1 基本情况

海月社区共建花园位于南山区招
商街道海月社区招商海月花园二期西
门附近，占地面积约 200 m2，是深圳
较早营造的住区型社区共建花园。

2018 年 5 月，12 名小区业主借
鉴上海社区花园营造经验，成立了海
月社区绿色家园志愿者队，准备建造
社区花园。经管理处和业委会同意，
确定了社区花园的位置和设计方案
后，志愿者自筹启动资金，开始修整
社区花园并自行组织维护管理。这为
后续的协同共建打下了良好的公众参
与基础。
3.2 协同共建概况

2019 年为社区共建花园计划启动
初期，海月社区花园在成功运维一年
后，引起了海月社区的关注。经过实
地考察调研，核心志愿者参与共建的
意愿强烈，社区因此推荐了海月社区
花园作为共建试点花园。2019 年 8月，
由深圳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南
山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海月社
区牵头组织并提供经费，蛇口社区基
金会、深圳市绿色基金会、深圳市境
兰园林景观有限公司提供专业设计指
导，海月社区绿色家园志愿者队承担
主要建造工作，多方参与花园共建。

深圳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在
设计阶段组织了业务培训会，邀请来
自北京的社区花园专家进行分享和指
导，普及社区共建花园理念。在设计
机构完成对现场的调研和志愿者的访
谈后，社区居民、设计师及相关社会
组织代表参加了设计工作坊，以团队
共创方式，共同完成花园设计方案。
确定设计方案后，志愿者在小区、义
工群、业主群发布通告，招募小区居
民参与花园共建。在设计师的指导下，
由参与设计工作坊的学员和新加入的
小区居民志愿者一起动手，完成花园
放线、挖沟、摆放木条等工作，共同
改造了海月社区共建花园。

改造完成后，志愿者团队从内部
推选出花园园长，除了负责打理花园
之外，园长还要负责管理志愿者团队、
开展日常管养维护和组织花园活动。
志愿者通过在业主群分享花园景观，
组织丰富的花园活动，吸引更多小区
居民加入。虽然会有居民因个人原因
退出，但也有新的志愿者补充加入，
团队因此保持稳定。日常养护由园长
根据志愿者个人特点和能力安排，以
周为单位按固定时间轮班，开展花园
管护工作（图 1）。在植物配置方面，
园长经常组织志愿者学习园林绿化知
识，根据场地土壤贫瘠、植物生长环
境较为恶劣的实际情况，主要使用多
年生植物，提升花园的生物多样性和
可持续性。

花园的后期运维经费主要由南山
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海月社区
和蛇口社区基金会提供，用于购买花
苗、肥料、园艺工具等支出，而蛇口
社区基金会还承担了组织海月社区花
园志愿者团队的工作。为使共建花园
可持续发展，志愿者制作了简易的雨
水收集装置（图2），利用弃置的花架、
盆栽、书柜等改造成花园设施（图3）。
在尝试自制蚯蚓塔失败后，志愿者积
极与万科基金会沟通，基金会提供了
堆肥箱以改善花园土壤质量。

为体现开放性与参与性，海月社
区共建花园定期举办各种共享宣传活
动及专题讲座（图 4），包括蚯蚓塔
建造、手抄报、花园堆肥、花园写生
等活动（图 5），邀请社区居民和志
愿者参与，交流园林绿化知识，指导
志愿者管理花园。

在多方的共同努力下（表 2），共
建花园规模不断扩大，使用率非常高，
维持了较好的状态，充分体现了多方
参与、在地利用及环境友好的设计建
造原则。
3.3 各参与主体状况

在海月社区共建花园的建设过程
中，城管部门、基层管理单位、社会
组织、企事业单位和社区居民等参与
方分工明确，通过不同方式协同共建
社区花园（表 3）。

城管部门：规划指导，推动花园

图 1  志愿者管养花园
Fig.1 Volunteers take care of the garden

图 2  雨水收集桶
Fig.2 Rainwater collection barrels 

图 3  志愿者利用旧物制作的设施
Fig.3 Facilities made by volunteers 
using old materials 

落地。城管部门主要负责制定建设计
划，协调各参与方开展花园共建，保
障花园建设资金、品质和持续性。深
圳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南山区
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积极协调各参
与方，鼓励社区居民参与花园活动，
共同运营活化花园，是海月社区共建
花园顺利实施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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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管理单位：配合落实，引导
多方参与。基层管理单位在城管部门
的指导下，主要负责组织居民参与花
园设计、建造与运营维护，落实建设
和运营维护方案，拓宽资金来源，保
障花园建设运营经费。海月社区承担
了海月社区共建花园的建造费用，每
年提供管养经费，同时与义工联合作，
组织义工志愿者参与花园维护管理。

社会组织：统筹协调，组织花园
共建。社会组织主要负责组建志愿者

图 4  志愿者组织的植物讲解
Fig.4 Plant explanations organized by 
volunteers

图 5  志愿者组织的花园写生
Fig.5 Garden sketching organized by 
volunteers

表 2  海月社区共建花园建造流程
Tab.2 Construction process form of Haiyue CCG

团队、动员社区居民、组织资金募集
等工作，还需要承担与各参与方沟通
协调的工作。蛇口社区基金会为海月
社区花园共建提供了技术和资金支持，
改造完成后还组织了写生、绘画、插花、
种植修剪教学及流浪猫领养等活动，
吸引更多居民运营花园。

企事业单位：协同配合，发挥自
身专业优势。企事业单位主要是配合
参与社区花园共建，提供资金、物资、
技术或场地等支持。深圳市境兰园林
景观有限公司作为参与共建的爱心企
业，组织开展了设计工作坊，指导志
愿者完成花园改造提升工作。海月花
园小区业委会和物业公司同意志愿者
进行社区花园改造，提供了场地支持。

社区居民：自愿参与，担任共建
主力。社区居民主要以志愿者身份参
与花园设计、建造与运营维护，提供
人力、技术专长、资金、物资等支持。
海月社区共建花园志愿者队根据个人
实际情况合理分工，轮班进行浇水、
除杂草等基础养护工作，也有专人负
责组织花园活动，比如自然科普教育、
写生、种植苗木、修剪、除草、制作
蚯蚓塔、改良花园土壤等。

4 基于协同治理机制的发展策略
通过分析海月社区花园协同共建

情况，本文从协同治理机制中的制度
规范机制、主体动力机制、实施渠道

阶段 共建工作内容 多元主体参与内容

筹备
阶段

制定计划 经海月社区推荐，海月社区花园被列入社区共建花园试点计划

确定花园选址 前期经物业管理处和业委会同意确定了选址，此次改造提升在原址上进行

明确职责分工 海月社区、蛇口社区基金会、深圳市绿色基金会、深圳市境兰园林景观有限
公司、海月社区绿色家园志愿者队参与共建

筹备资金 早期资金来源为居民自筹，共建经费由多方提供，包括深圳市城市管理和综
合执法局、海月社区和蛇口社区基金会

建造
阶段

设计前期调研 设计机构与志愿者团队对接，初步了解现场的实际情况、改造提升的方向及
存在的问题

设计工作坊

①人员招募：社区居民、社会组织代表、景观设计师
②工作坊内容：基于现场实际情况，志愿者提出自己的想法和创意与设计师
交流参考，包括植物种类选择、花苗色系、空间布局、功能设定等
③专业技术力量把关：设计机构结合场地实际情况和居民需求深化设计，最
终方案与志愿者团队沟通后得到认可

建造工作坊
①人员招募：志愿者在小区、义工群、业主群通告社区花园共建信息，发动
社区居民参加
②工作坊内容：义工和志愿者在设计机构现场指导下完成花园改造

运营
维护
阶段

志愿者队伍组建
与管理

早期由 12 名业主自发成立了海月社区绿色家园志愿者队，内部推选出花园
园长；共建花园建成后，蛇口社区基金会承担了组织海月社区花园志愿者团
队的工作，并愿意支持后续花园维护工作。园长根据志愿者个人特点和能力
进行安排，以周为单位按固定时间轮班，组织志愿者学习园林绿化知识

园容园貌管养
志愿者自发组织堆肥、育苗、迁移等花园活动，制作简易的雨水收集装置和
蚯蚓塔，利用弃置的花架、盆栽、书柜等家具改造成花园设施，联系基金会
为花园增设堆肥箱以改善土质

花园运营
组织写生、绘画、插花、种植修剪教学等花园活动，吸引附近社区居民参与。
运维经费由南山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海月社区和蛇口社区基金会支持，
不足的由志愿者团队自筹作为补充

交流学习 蛇口社区基金会不定期组织专题讲座，交流园林绿化知识，指导志愿者管理
花园



26广东园林 / 专题 : 友好型城市绿地

机制以及持续保障机制 4 个方面探索社区共建花园的发展
策略。

4.1 夯实制度规范机制
4.1.1 细化协同共建制度

细化社区共建花园运营维护阶段的各项工作要求，针对
此阶段可能出现的不同情况，提供专业可行的建议，节约志
愿者时间成本，建立更具有操作性的社区共建花园管理维护
制度。
4.1.2 制定多元资金参与规则

政府资金主要用于支持社区花园建造，后续养护需要更
多资金参与。因此，制定多元资金参与规则，吸引更多社会
资金的投入，不仅可以解决管养资金的问题，还可以借此强
化主人翁意识，提高参与主体对花园后续管理维护的积极性。
结合社区共建花园实际，建议：一是以花园冠名权或设置广
告牌的方式吸引企业；二是结合地摊经济活化社区花园；三
是通过向基金会申请项目资助。引入多元化的资金，有利于
提高参与主体积极性、拓宽实施渠道以及保障花园运营，进
而增强各参与方对社区花园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推进社区共
建花园的发展。
4.2 强化主体动力机制
4.2.1 加大宣传力度

结合自然科普教育、园艺课堂及手工作坊等活动方式，
提升社区花园共建活动本身的趣味性，吸引不同使用人群参
与。加大社区共建花园宣传培训力度，从居民的角度宣传普
及共建概念：一是花园建成后可以改善周边环境，提升居民
幸福感；二是通过参与共建活动扩大社交面，构建社区和谐
人际关系；三是可以提升孩子的动手和交际能力。以此强化
公众对社区共建花园概念的理解，使其认识到参与共建的好
处，增强其主动参与意识。

表 3  海月社区共建花园各参与主体状况
Tab.3 Status of the participating entities in Haiyue CCG

参与主体 主要工作 参与方式

城管部门
协调各参与方，鼓励社区
居民参与花园活动，共同
运营活化花园

委托基层管理单位和社会组织开
展社区花园共建活动；提供社区
居民资金支持

基层管理单
位

承担建造费用和管养经费，
组织义工志愿者参与花园
维护管理

组织社区居民参与花园共建；提
供社区居民资金支持

社会组织
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组
织各类花园活动，吸引更
多居民运营花园

统筹协调社区花园共建活动；联
系企业提供技术指导；组织社区
居民参与社区花园共建管理工作

企事业单位
提供场地支持，组织开展
设计工作坊，指导志愿者
完成花园改造提升工作

提供社区居民技术指导和场地支
持

社区居民
合理分工，轮班进行浇水、
除杂草等基础养护工作，
安排专人组织花园活动

在社会组织的指导下成立志愿者
队参与花园建造管理；参与社会
组织和企业组织的花园活动

4.2.2 优化参与激励制度
现有关于社区共建花园的奖项是由深圳市城市管理和综

合执法局组织的深圳社区共建花园“溜溜游园会”，通过全
市各区城管局推荐，以工作手册考评标准为依据，每年评选
出各区的最佳花园。志愿者经过长时间、持续性的参与，需
要得到社会的认可，适当的激励措施可以有效提高多元主体
参与社区花园共建的持续性和积极性。为了保持社区花园的
活力，动员社区居民持续参与，除了政府年度奖励措施外，
还应设置针对志愿者团队和个人的奖项，尤其是对优秀园长
的奖励。因此可以激励更多积极性高、组织能力强的志愿者
参与共建，保障社区共建花园可持续发展。
4.3 健全实施渠道机制
4.3.1 拓宽多元主体参与渠道

在政府层面，调动街道、社区工作站和物业管理处等
基层单位能动性，引导多元主体自发组织社区花园共建项
目，拓宽社区花园的参与渠道。在企业层面，加大合作力度，
通过企业的社会资源拓宽参与渠道，例如：与支付宝合作，
结合社区花园公益性特点，在“蚂蚁森林”“蚂蚁庄园”和“蚂
蚁新村”等板块中加入社区花园共建内容，不仅能拓宽参
与渠道，也是有效宣传和推广社区共建花园的方式。此外，
可以利用网络让多元主体更加便捷有效地参与，如在官方
网站和官方微信号上设置专门的板块介绍社区花园共建流
程，发布活动信息以及报名参与入口。
4.3.2 建立协同信息平台

搭建多方参与的协同信息平台，使公众可通过平台了解
到社区花园的基本情况。平台还应设置社区花园的监督反馈
板块，制定合理科学的操作流程，厘清各单位职责分工，避
免出现工作推诿的情况。公众对社区花园的建议意见也可以
通过平台直接反馈给责任部门，提高解决问题的效率。
4.4 完善持续保障机制
4.4.1 健全监督反馈制度

健全社区花园的监督制度，可以采取以下措施：一是
鼓励公众通过协同信息平台对社区花园的建造和管理进行监
督，反馈意见和建议；二是以社区为单位组织花园监督队伍，
协助花园志愿者不定期对社区花园管理维护情况进行巡查；
三是制定监督奖励办法，鼓励公众主动监督。各参与主体的
信息反馈有利于协同治理的持续性，在公众监督常态化后，
需要进一步完善反馈制度。除了通过协同信息平台、公众号
及微博等方式外，还可以将部分事项放权基层单位或社会组
织，缩短反馈响应时间，将问题第一时间解决。
4.4.2 培育全流程专业执行团队

目前，第三方机构和社会组织是统筹社区共建花园实施
的主体，政府需要培育全流程专业执行团队，借助他们发展
和推广社区共建花园。加大对专业执行团队的培训教育，使
其具备统筹社区共建花园全流程各阶段工作的能力，将共建
主导权交由执行团队，发挥他们的纽带作用，更好地引导多
元主体参与到花园活动中。除了专业执行团队，还要支持民
间组织成为社区共建花园项目的实施力量，简化民间组织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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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共建活动的审批流程，提高民间组织作为参与主体的积极
性，加强不同社会组织间的交流合作，促进专业执行团队的
良性发展。全流程专业执行团队的出现，可以给予志愿者团
队专业的指导，并开展常态化服务，构建社区共建花园的可
持续性机制。

5 结语
深圳通过不断实践，摸索出符合实际的社区花园类型、

组织统筹方式、设计建造原则、建造管理流程及工作推进方
式：一是引导社区党群组织、学校、村股份公司、企事业单
位、社区居民、城中村村民以及社会组织等多元参与主体开
展共建，发动公众广泛参与；二是利用多媒体平台矩阵发布
选址征集，向全社会开展社区共建花园选址征集活动，吸引
了众多个人和团体报名参加，拓宽项目参与渠道；三是利用
城中村股份公司资助、居民自筹、社区民生微实事、社区生
态环保资金、创文经费等多种资金参与方式支持社区花园共
建，充分发挥多元参与主体的资源优势；四是与城中村综合
治理、小微地块及老旧建筑改造相结合营造社区共建花园，
改善了社区居民的居住环境。多元化主体参与城市管理，增
强了社区的凝聚力、认同感和归属感，营造出健康和谐的社
区氛围。

社区共建花园是深圳对多元主体参与社会治理模式的探
索，是践行“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的重要举措。
从海月社区共建花园案例可以发现，协同治理在社区花园共
建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政府单位、社会组织、小区居民
等多方参与主体的协同共建贯穿于社区花园建造全流程。进
一步完善社区共建花园协同治理机制，促进多元主体积极参
与城市建设管理，有助于构建共商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
模式，推动社区共建花园发展。

注：图4~5由海月社区共建花园志愿者提供，其余由作者自绘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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