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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社会处于不断变化的风险之中，新冠疫情的侵袭给社会治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难度，对当前社会治

理提出了全新的挑战。疫情过后，总结提炼疫情时期的治理方式是增加社会风险治理能力的重要方式之

一。校园作为承载个体与群体社会化过程的区域，具有社区的功能。文章以韧性治理理论为视角，以C
大学疫情治理过程为分析案例，对当前高校“韧性校园”建设的困境进行研究，并分析C大学通过优化

党建在校园治理中的角色、营造校园文化、多元联动增强服务能力等实践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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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rrent society is at the risk of constant changes. The invasion of the new crown epidemic has 
brought unprecedented difficulties to social governance and posed new challenges to current so-
cial governance. After the epidemic, summarizing and refining the governance methods during the 
epidemic period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ways to increase the ability of social risk governance.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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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rea carrying the socialization process of individuals and groups, the campus has the function 
of a commun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silience governance theory, the article takes the epi-
demic governance process of University C as an analysis case to study the current dilemma of “re-
silient campus” construc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analyzes the role of University C in 
campus governance by optimizing the role of party building, creating a campus culture, and diver-
sifying Linkage to enhance service capabilities and other practical 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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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当今社会面临的风险呈现出由局部性转为全球性、个人性转为社会性、单一性转为多重性等特征[1]。
风险社会的快速到来与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叠加，使得整个社会的不可控大大增加。“与风险共处”意

味着单纯自上而下的灾害管理模式亟需转型，应整合自下而上的过程，推动风险治理模式创新[2]。 
韧性治理可以被视为在风险社会中，以公共权威为主导的多元主体通过紧密的合作网络，以及多种

形态的互惠互益与合作伙伴关系，实施科学、敏捷、高效的风险应对政策计划和组织动员，以增强城市

抵御风险冲击能力的行动和过程[3]。 
新冠疫情席卷全球的过程中，给人们生命健康、财产、社会经济发展乃至社会治理都造成了巨大的

威胁，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这是风险社会的典型特征。高校符合社区的一般概念，是社区治理下的“共

同体”。如何全面总结高校在防控新冠疫情风险中的经验和教训？本文以 C 大学为例，将社区韧性引入

校园治理，以多元主体协同治理为理论视角，试图探讨韧性校园建设来回应风险治理的可行路径，为不

断丰富社会治理提供可行的案例支持。 

2. 韧性校园建设的理论基础 

2.1. 校园治理研究 

当前学者在校园治理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引进治理理论，强调在校园外部重

构高校、政府及社会之间的关系[4]，同时，改善高校内部的组织结构[5]；二是从高校实践的具体方面提

出针对性的策略，例如思政教育、数据管理、平安校园建设等[6]；三是从民办高校和公立高校差别角度

切入，对高校治理提出策略性的建议[7]。 

2.2. 韧性理论 

韧性原本是一个工程领域学术术语[8]；与刚性相对应，韧性强调柔性、灵活和适应。在学术上“韧

性”一词最早由生态学家霍林提出，指的是生态系统吸收变化并保持生存的能力[9]。随后，韧性逐渐向

社会领域发展，意在强调社会系统面对风险时及时吸收、抵御和处置，并快速恢复、更新与发展实现新

的系统平衡[10]。 
“韧性”强调系统相对风险冲击的抗逆能力，以及快速恢复能力，或者是预判预防风险，进行提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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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和治理的能力。韧性治理理论定义更为明确具体，表示通过增强治理的柔性、弹性、适应性等以提

升整个治理系统应对风险的能力。因此，韧性治理被认为是风险社会中一种超越刚性治理的新的治理模

式[11]。韧性治理必然与多主体间的合作共治、共同生产以适应不断变化的风险冲击有关[12]。 

2.3. “韧性理论”与校园治理 

社区是体现治理现代化水平的重要场域。社区治理致力于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13]。社

区治理是在党的领导下，实现现代化政府治理，通过治理的调节功能实现社区居民自治、社会互动良好，

以此全面提升社区的法制化、科学化、组织化、精细化水平的方式[14]。社区治理需实现在常态化治理过

程中，承受风险冲击，并在非常态化的情况下，保障社会治理的功能[15]。社区韧性突出组织、社区文化

和技术层面的韧性能力。 
有学者总结在新冠疫情防控过程中，基层政府以韧性治理理论为指导，对治理问题进行了深度分析，

从不同层面对组织结构进行韧性构建，提升了整个政府组织和治理体系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取得了良好

的治理能效[16]。有学者从韧性理论出发，探讨其应用于贫困治理合乡村治理的可行性，研究表明韧性治

理是贫困治理和乡村治理能够而且应该共同遵循的治理逻辑[17]。 
高校作为社区的一种形式，具有一定封闭的区域、固定的人口，有共同的意识和利益及密切的联系，

具有社区的功能，在风险社会下遵循社区治理的方式进行校园建设。“韧性校园”是指在治理的过程中

通过发挥校园的韧性，联合多个治理主体进行校园建设的方式。当前在“韧性校园”建设的实践过程中，

实现多元主体在结构韧性、过程韧性、能力韧性和文化韧性上实现协同治理。“韧性校园”建设在组织

上强调多元协同，建设与塑造校园特色文化、赋能科技促进校园治理水平技术。因此，提高高校治理协

同的组织性、技术的智慧化、文化的力量性，是不断增强校园的应急治理能力，提升校园治理的智能化、

精细化水平的重要方式，是“韧性校园”建设的重要维度。 

3. 韧性校园建设困境分析：以 C 大学为例 

本研究通过实地调研的方法对 C 大学疫情防控的实际工作，通过参与式观察的方法形成对 C 大学“韧

性校园”建设的认识。本研究将学生座谈会的记录作为补充材料，并对十名校内人员进行访谈，结合后

疫情时代校园治理实际，试图分析韧性校园建设存在的问题。下表 1 为被访者信息。 
 
Table 1. Respondent information 
表 1. 被访者信息 

序号 代码 人员类型 入校年限 

1 Db 研究生 5 

2 LD 本科生 2 

3 WV 教学人员 10 

4 Ad 行政人员 5 

5 GH 本科生 3 

6 ZC 本科生 2 

7 Cf 研究生 2 

8 Qu 行政人员 10 

9 Wn 教学人员 12 

10 AQ 本科生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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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协同力量不足 

校园治理需具备扎实的治理基础，包括科学规划、制度建设、道德教化、风险建设。高效管理者需

要保持较强的风险学习能力。 
在 2022 年 5 月 23 日学生线上座谈会上，XY 同学说：每天被封在校内，生活上还是有一些不方便的，

例如，洗澡、采购物品等等，但是我们没有一个很好的反应问题的渠道。 
当问及疫情防控带来的工作改变 
行政人员 Ad 回答道：疫情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变化，每天需要报送表格，每个部门要的数

据的口径都不一样。 
当问及校园疫情防控组织情况时： 
Db 同学说：我还记得第一次大规模全校核酸的时候，那时候应该是大家都没经验，现场还是挺乱的，

辅导员通知我们去，去了也没有人组织排队，现场都没有准备好就开始通知了。 
这表明高校在风险研判、应急准备、指挥协调、物资供应、校园服务等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和不足。

首先，缺乏行之有效的风险预案；其次，平时整体演练不足，急时指挥协同分散，统一指挥缺失；最后，

在高校内部没有形成有系统、有组织、有目标的工作体系。 

3.2. 社区组织文化营造不足 

大学校园文化既是一种组织文化，也是一种教育资源，其既有一般组织文化所具有的调节与规范成

员行为的管理作用，也具有作为教育资源的激励与引导学生的育人功能。 
当问及：疫情防控过程中理解的问题 
GH 同学说道：我们会有觉得学校没有为我们个体考虑的时候，但是想到疫情来势凶猛，确实不太容

易。 
在 2021 年 12 月 1 日学生线下座谈会上，LD 同学反应道：我们学生不能在校外过夜，请隔夜假需要

各种审批，但老师们都是在校外生活，然后入校工作的，师生地位显得非常不对等。对出入校的政策解

读的也不够充分，就告诉我们学校就是这么规定的。 
这体现出高校社区对文化培育缺乏重视。首先，没有达成治理目标的共识。在治理的过程中，没有

平衡好管理和育人的关系；其次，没有形成制度性及非制度性的激励机制。在成员机械团结过渡到有机

团结的过程中，需要有共识性的激励机制；最后，没有形成角色认同和团结。组织文化的情感认同具有

凝聚人心、提升成员组织归属感的作用。对大学文化的情感认同体现的是学生对自己大学所产生的一种

情感与心理的归属感，对于培养学生于大学的忠诚与心理归属感具有重要作用。 

3.3. 技术赋能有待加强 

新冠疫情的影响带来了教学方式的被动变革。在线课程提高了学生学习的集中化和碎片化的整合性。

与之相关的教学服务类活动也将多样化[18]。研究表明，在线上教学的过程中，学生在“教”与“学”的

过程中，处于中心地位[19]。同时，研究者认为，线上教学方式在传递知识上更具有便利性，但在具体技

能的培养上存在挑战[20]。线上平台系统使用的利弊也在进一步的讨论中[21]。 
当问及：线上课程的优势和劣势时 
ZC 同学回答道：线上课程还是挺方便的，不用早起也不用赶时间，随时就可以拿出电脑上课了，刚

开始上课的软件不太好使，流量多了就容易卡顿，有时候网络信号不好，会影响到上课的效果。还有就

是考试不太方便，还需要双机位的方式，觉得有点麻烦。 
这表明在校园治理中技术支持力度不足。首先，线上教学服务平台是“教”与“学”体验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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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高校使用的线上平台提供方多为第三方公司，没有良好的评估机制，影响师生体验感；其次，师生

对线上教学仍然需要一个熟悉和磨合的过程，在此过程中，高校应积极开发线上平台活动，促进师生融

入线上社区；最后，“教”与“学”主体视角建构困难。在线上平台建构学生与教师之间的主体间性，

是当前校园治理智慧化过程的重要一环。 

4. 多元主体共治下“韧性校园”建设实践分析 

在风险社会中探索更有效的韧性校园治理机制，需要高校治理主体协同一致，在更深层次上把握风

险治理理念和内涵，并通过在校师生社会化的过程，建构适应性管理及组织化学习的集体行动，在此过

程中，增强高校个体与群体的风险评估能力、风险适应能力，建立主体多元化、方式多样化、决策科学

化的有效治理系统。 

4.1. 优化党建角色，开启“韧性校园”全局治理之路 

提高党建化解复杂矛盾的能力，优化党建角色。C 大学在优化校园建设中党建统领角色的基础上，

进行了全局性、统筹性建设，在实践过程中打通校园建设与治理的各个通道。一方面，在校园治理的过

程中，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在正确分析社会形势的基础上，及时制定有关

校园治理的各项方针政策，统筹各种治理资源，集合校园治理力量。另一方面，党建在引领各项事务的

基础上，积极动员多元主体的参与。C 大学借鉴基层治理实践中措施，探索试行党建引领下的协同治理

机制，在不同治理主体和治理层次之间形成管理合力。首先，重视学生组织的力量。充分发挥学生组织

参与共治的力量，能够更好地协调好突发事件中各利益主体的价值诉求；其次，发挥教师的作用。一方

面，重视专家学者提出的问题和建议，提倡他们将系统的创新的知识和方法运用到校园治理的重难点工

作中，将专家学者的力量整合进平安校园建设的系统中，提高校园治理理论的前瞻性、实践的有效性；

另一方面，学校鼓励教师团队不断创新教学方法，加强教师团队建设，形成高校治理的重要合力。最后，

C 大学着力提高后勤工作者的育人能力。发挥高校后勤人员的主动性，积极转变高校从“管理育人”到

“服务育人”。 

4.2. 营造校园文化，走“韧性校园”文化发展之路 

建构师生主体间性，提倡育人文化。大学校园作为高校学生社会化的重要场所，是连接人生不同阶

段的关键节点，是走向未来社会生活的基础准备点。高校的校园文化在学生个体形成世界观、人生观和

价值观的过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教职员工在校园场域工作的过程中，与学生之间交往具有

很强的建构和互构性。C 大学坚持建设校园育人文化，一方面，具有良好育人文化等高校能够帮助学生

在社会化的过程中树立独立的思想和人格，以实现学生个体全面发展为目标，符合高校育人目标；另一

方面，建设校园育人文化提高了高校校园文化韧性，促进了“韧性校园”建设。 
建立信息网络平台，创新校园特色文化。首先，打造学生文化信息技术平台。校园网络已经成为在

校师生交流互动的场域，C 大学通过校园网络平台建设，为在校师生搭建线上沟通交流的桥梁。其次，

建设智慧化校园文明。在校园网平台上，创新发展线上模式，C 大学通过“一站式”宣传的方式，积极

动员在校师生参与；最后，在技术层面做好文化教育服务。智慧化校园网络技术在做好支持线上教学科

研的基础上，不断拓宽对校园文化的服务路径，对校园网络平台上进行的文化活动进行实时的分析，打

造校园文化活动信息化的“最后一公里”。 
完善学生社区，打造品牌文化。C 大学不断完善“一站式”学生社区建设，形成校园文化品牌。高

校社区主文化作为校园主旋律，在各个文化因素方面影响集体成员行为。高校作为文化育人的集中场域，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3.126422


张一男 
 

 

DOI: 10.12677/ass.2023.126422 3081 社会科学前沿 
 

在校园文化“涵化”的过程中，C 大学重视学生的主体性，建立以学生为主体，以文化活动为依托的学

生社区。通过持续性交往培育具有创造性和认同性的校园品牌文化[22]，促进了校园文化的传承和发扬。 

4.3. 内外联动建立协同机制，拓宽“韧性校园”服务治理之路 

校园各治理主体要增强相互之间的认同度，促进治理要素在不同主体间流动、共享与融合，使相互

协同、相互统一的治理要素贯穿到校园治理全过程和各环节。C 大学在校园建设内部和校园外部建立了

层层联动的协作机制，多元主体齐头并进服务校园建设，为校园带来了更多的资源、更大的力量、更好

的服务。 
内部建立集中统筹与部门联动机制。首先，C 大学建立部门间协作机制。高校内部成立校园治理中

心，统筹安排，有机协调，齐头并进；其次，加强师生协作机制，当前“个体化社会”中，个人通过社

会化融入到社会生活的方式有所不同，师生作为建构与被建构的主体，在不同的情况下可以加强转化，

以此来实现彼此的主体间性；最后，加强育人与管理目的协作机制。在重视“管理育人”的同时，实现

了更高的育人目标。 
外部建立校园治理的联动机制。加强与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外部主体的联系，实现多领域的交

流和共享。首先，升化高校与政府的联动机制。高校与政府之间不仅仅是资源给予与接受的关系。C 大

学在国家治理背景中实现“韧性校园”建设，升化高校与政府的联动机制，为社会治理提供高校经验。

其次，加强高校与企业的协作机制。校企共建的合作构建了校园治理利益共同体，提高了校园治理的开

放性与包容性；最后，C 大学加强高校与社会组织的协作机制。在“韧性校园”建设中发挥社会组织的

力量，创新校园治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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