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日期：2020-05-1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体育旅游目的地网

络舆情诱发机理、演化规律与分异治理研究（19YJC890005)。
作者简介：陈玉萍（1986—），女,湖南邵阳人，博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

向：休闲体育与体育旅游

通信作者：郭修金（1972—），男，山东费县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休闲体育。

2020年（第34卷）第4期
Vol. 34，No.4，2020·学术论坛·

陈玉萍，刘嘉毅，郭修金.基于文化网络理论视域的城市休闲体育社群治理研究［J］.体育学研究，2020，34（4）：72-79.

自《国民旅游休闲纲要（2013—2020年）》颁布以

来，我国开始步入全民休闲时代，在“健康中国”以及

“全民健身”战略的持续推动与引领下，城市居民参与

体育休闲运动的热情持续高涨，体育休闲文化营造也

成为中国休闲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在此背景下，参

与体育休闲运动已成为人们生活的新常态，城市休闲

体育社群也应运而生。城市休闲体育社群是居民为追

求愉悦的心理体验，基于对相同休闲体育运动的兴趣

与需求，以心理认同与兴趣一致为黏合剂，自发或人为

组织到一起的休闲体育群体，它在本质上区别于依靠

政府行政力量和资源自上而下建立的体育组织［1］，其价

值在于回应社会需求［2］，实现社群成员对休闲体育目标

的追求。伴随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加剧，城市休闲体

育社群因其契合生命体对身心健康的追求，呈现出直

线型增长的蓬勃发展态势；然而，城市休闲体育社群也

面临诸多生存和发展困境，其根本原因在于相关治理

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缺失。鉴于此，社群治理也就成为

城市休闲体育生存、发展的核心要义，那么，何种理论

能嵌入并指引城市休闲体育的社群治理？又该如何建

构城市休闲体育社群的治理路径？以上问题学界一直

未有涉猎。为此，本研究创新性地运用文化网络理论，

从城市休闲体育社群的治理问题出发，把城市休闲体

育社群纳入组织体系范畴，探析将文化网络理论运用

到城市休闲体育社群治理的逻辑机制，提出通过文化

网络构建城市休闲体育社群治理的路径体系，以期为

城市休闲体育社群发展提供治理范式与理论借鉴。

1 文化网络理论及其应用

1.1 文化网络理论的溯源与内涵

任何一个组织都有其特有的组织文化表达，组织

文化通常被人格化为组织的个性［3］，是组织独特的“标

签”，为组织成员提供了感知、思考和处事的方式［4］。

Johnson提出用文化网络作为框架，来定义组织文化及

其主要元素［5］，以表征成员在组织内所共享的基本假

设和信念的层进迭代。此后，Johnson和 Scholes研究

发现，文化网络作为组织文化的延伸和拓展，是组织

中承上启下、内外交错的连接纽带，承载着组织的信

念与价值观。如图 1所示，文化网络理论的关键在于 6

基于文化网络理论视域的城市休闲体育社群治理研究

陈玉萍1,2 ，刘嘉毅1 ，郭修金3

（1.淮阴师范学院，江苏 淮安 223300；2.上海体育学院 休闲学院，上海 200438；3.南京体育学院 体育产业

与休闲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4）

【摘 要】：以城市休闲体育社群为研究对象，采用文献分析和理论分析等方法，从文化网络理论的视角出发

对城市休闲体育社群治理进行研究。在对文化网络理论的溯源、理论内涵以及理论应用深入剖析的基础

上，解析城市休闲体育社群与社群治理的内在逻辑，分析文化网络理论运用到城市休闲体育社群治理的机

制，从建构仪式和惯例、演绎故事、提炼符号、搭建组织结构、理顺权力结构、建立控制系统等 6个维度，构建

城市休闲体育社群的文化网络，以文化网络为触手提升对城市休闲体育社群治理的能力，进而助推中国休

闲城市建设与“健康中国”战略的实现。

【关键词】：文化网络；城市休闲体育；体育社群；社群治理；健康中国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5656（2020）04-0072-08
DOIDOI：：10.15877/j.cnki.nsic.20200812.002

·· 72



陈玉萍，刘嘉毅，郭修金：基于文化网络理论视域的城市休闲体育社群治理研究

个要素的建构，6个要素分别为“仪式和惯例”“故事”

“符号”“权力结构”“组织结构”“控制系统”［6］。文化网

络理论的核心观点是组织通过对这 6个要素的审视与

营造，可形成组织成员共享的价值观与统一行动，进

而促进组织的文化养成与稳态发展。

图1 文化网络理论模型

Fig.1 Cultural network theory model
在组织文化网络的要素谱系中，“仪式和惯例”强

调组织的重要事件与做事的方式，往往以戏剧性的活

动流程或场景设定为手段，来外显组织的文化内涵［7］。

“故事”是组织生活不可或缺的一个特征，可塑造重要

事件和人物，以影响他人对组织信念、价值观的理解。

“符号”是指组织的标识、语言、行为或特征，涵盖一系

列不同的元素标识或常用语言，是组织性质的最直观

表达。“组织结构”则是指组织的正式框架，通过该框

架划分和协调工作任务；组织结构可反映权力结构，

并强调组织的重要性。“权力结构”代表了组织的管理

力量，这些力量为保护和维持群体内共享的核心信仰

或引入创新而存在。“控制系统”表明组织中监控的重

要性，通过它可以按照一种既定的方式，在保持群体

活力的同时又促进组织演化达到某种预定的理想

状态。

1.2 文化网络理论的应用

文化是一套行为、习惯，是通过使用过去来讲述

现在［8］。组织的文化网络场域，是通过日常互动形式

内化而成的［9］，运用文化网络理论，建构组织或群体文

化，使其形成内部循环，有助于组织或群体的持续运

转与演化。国外学者已将文化网络理论应用到电子

商务虚拟组织［10］、学习型组织［11-12］的管理实践之中，以

解释文化对组织共同愿景、一致行动的驱动作用［13］。

国内引入文化网络理论最早应用于乡村治理研究中，

研究者提出，赋予文化网络在公共性上的现代意义，

是实现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良性互动的关键［14］；随后

有学者利用文化网络理论，来探究企业跨文化整合的

实现途径［15］。纵观国内外文献发现，文化网络理论自

形成以来，已运用到不同学科与领域，为各种组织的

内部治理与发展成长，提供了理论基础与研究范式。

受此启发，下文将文化网络理论嵌入到城市休闲体育

社群治理研究中，以期为提升城市休闲体育社群治理

能力、助推中国休闲城市建设提供理论支持。

2 城市休闲体育社群治理问题分析

2.1 城市休闲体育社群及其兴起

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衍生出城市休闲体育需求

的多样性和行为的自主性［16］，各类城市休闲体育社群

也悄然兴起。城市休闲体育社群是以休闲体育参与

为纽带，通过自发或人为组织等手段聚合形成的休闲

体育组织［17］。个体对休闲体育运动的内在需求以及

体育活动的群聚天性是休闲体育社群形成和发展的

内因，国家制度的引领、生活方式的变迁与互联网技

术的高速发展等是城市休闲体育社群形成的外因。

在城市休闲体育社群中，城市居民基于相同的体育需

求偏好集聚到一起，不受教育程度、社会背景、阶层的

限制，遵守既定的社群规则，在共同兴趣的驱使下将

个体目标凝聚成具有“共性色彩”的集体目标［18］，并形

成共享的社群信仰、社群精神；显然，城市休闲体育社

群已经成为城市休闲文化的重要载体。

2.2 城市休闲体育社群治理面临的问题

城市休闲体育社群治理是指城市休闲体育社群

依托内生力量与资源，通过对社群制度或文化的自我

调适、自主管理、自我控制，实现调和成员思想、规范

共同行动的诸多方式、方法的总和。随着城市休闲体

育社群规模、数量的不断扩大，一系列关系社群生存

和发展的诸多治理问题，在城市休闲体育场域中日渐

凸显；在对城市休闲体育社群内部解析发现，当前城

市休闲体育社群或多或少呈现出以下四个方面的治

理问题。

（1）社群精神缺失。社群精神是在城市休闲体育

社群全体或大多数成员中形成一致的内心态度、意志

信仰和思想境界，城市休闲体育社群精神可潜移默化

地感召成员主动修正个体行为、承担社群责任、维护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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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声誉，为社群贡献自我力量，理想状态下的城市休闲

体育社群应该是“精神共同体”。然而，当前诸多城市

休闲体育社群远没有达到“精神共同体”的境界，社群

精神缺失是当前城市休闲体育社群存在的共性问题，

诸多社群只是松散个体的聚合体，缺乏社群精神的黏

合与凝聚，这无疑会禁锢城市休闲体育的可持续发展。

（2）社群认同不高。城市休闲体育社群成员是具

有独立思维与情感的个体单元，每个个体都拥有自己

从属于某社群的特定感知，社群认同反映了社群成员

对自我群体身份的归属感知程度。当前诸多社群成

员对社群的认同度不高，以江苏淮安某马拉松跑团为

例，2018年该跑团微信群的跑友数量曾达到历史最高

值 423人，截至 2019年底，微信群人数为 357人，成员

流失折射出了社群认同不高的事实。笔者在前期一

项研究中曾对该跑团微信群内成员的社群认同感知

进行过专项调研，其中设计了题项“我是该跑团的一

员”，基于李克特 6点量表，选择答项为“非常赞同”“比

较赞同”“赞同”“不赞同”“比较不赞同”“非常不赞

同”，在回收的 264份有效问卷中，选择“不赞同”及其

以下的为 82人次，占比 31.1%，进一步分析发现，这部

分成员较少参与跑团活动，他们在线上线下也极少与

跑友互动交流，他们对跑团身份的迷离与否认是当下

诸多成员对社群认同度不高的真实写照。事实上，城

市休闲体育社群理应得到绝大多数成员的身份认同，

甚至融入个体的心理寄托与情感依恋，而现实却远非

如此。因此，通过有效的治理手段来提升社群认同，

尤为必要。

（3）社群价值偏颇。城市休闲体育社群价值是指

社群与群员的价值取向，是社群推崇的基本信念和关

于社群存在意义的终极判断。就个体价值而言，当前

城市休闲体育社群的价值过于偏重对成员个体的“身

体”意义，而淡化对成员个体“精神”意义的营造与引

导；从价值的适用对象来考察，多数城市休闲体育社

群过于强调群员个体的价值，往往忽视了社群作为集

体存在的社会价值。事实上，城市休闲体育社群对城

市的审美意识、休闲文化构建、城市个性与形象塑造

等具有更广泛的意义，而恰恰是那些能将更广泛意义

的价值内化于城市休闲体育社群中，才能赢得更广沃

的发展生态。遗憾的是，当前城市休闲体育社群重个

体“身体”而轻“精神”、重个体意义而轻集体意义的价

值偏颇之势有固化倾向，这显然有待于治理与调校。

（4）社群行为失范。城市休闲体育社群行为蕴涵

着集体行动的逻辑，务必合法、合规，然而当前社群行

为失范的现象层出不穷。杭州西湖、辽宁本溪、河南

周口等地都有暴走团逆行并占用车道的报道；广场舞

的场地之争与音响扰民在各地轮番上演；户外社团肆

意组织高风险活动；少数社群借社群名义从事违法、

违规的经营性业务等，诸多城市休闲体育社群的此类

失范行为，急需加以治理。

诚然，当下中国城市休闲体育社群在治理方面呈

现出的社群精神缺失、社群认同不高、社群价值偏颇、

社群行为失范等问题，对社群声誉及社群可持续发展

都产生了消极影响，是城市休闲体育产业与事业发展

的桎梏。强化对城市休闲体育的社群治理，既是当下

维系社群健康成长的理性选择，更是促进城市休闲体

育发展、加快全民健身步伐的重要途径。

3 文化网络理论运用于城市休闲体育社群治理的逻

辑机制

3.1 城市休闲体育社群治理的理论回溯及其局限性

事实上，城市休闲体育社群治理，一直是学术界

关注的焦点，已有研究运用社会资本理论［19］、多中心

治理理论［20］、法团理论［21］等，从外部社会资本融入、外

部制度嵌入与外界合法性确立等视角，探讨城市休闲

体育社群依靠外部力量进行的治理变革，而这些研究

却忽视了社群本身的主体性，故也缺乏从内部视角来

审视城市休闲体育社群的治理问题。部分学者关注

到城市休闲体育社群固有的组织特性，他们自觉或不

自觉地利用经典组织管理理论，从社群内部来研究城

市休闲体育社群治理，典型的研究见王相飞［22］、孙立

海［23］等人的成果；杨志亭等［24］沿袭从内部治理出发，

基于自组织理论，提出诸多城市休闲体育社群治理之

策。遗憾的是，上述经典组织管理与自组织理论的局

限在于过分强调城市休闲体育社群的制度规范，却漠

视了城市休闲体育社群在“生活理性”下的文化表达

与精神共鸣［25］，这往往会将城市休闲体育社群引向

“机械”“呆板”的治理之道，即重制度规范、轻文化精

神，进而使得城市休闲体育社群面临诸多治理问题。

为此，急需引入新理论，对城市休闲体育社群治理开

展研究。

3.2 文化网络理论嵌入城市休闲体育社群治理的机理

文化网络理论，崇尚管理中的情怀精神与文化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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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它将“制度”与“文化”同时嵌入到组织管理中，不

偏不倚，显然为破解当下城市休闲体育社群治理困局

提供了新方法与新视角。城市休闲体育社群是在一

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由同质体育参与者聚合形成

的群体，具有独特的文化特征与文化内涵。它不仅仅

是一个组织群体，更是在特定的社群文化与社群精神

下，日渐成长壮大的情感联盟。显然，形成于趣缘结

构之上的城市休闲体育社群，既是融入各种规制的组

织体，更是彰显休闲生活张力的精神共同体，而文化

网络理论形成的治理范式，兼具“制度”与“文化”的双

重管理属性。将文化网络理论嵌入到社群治理中，有

助于从制度与文化层面，培育社群精神、提升社群认

同、调校社群价值、规范社群行为，以形成社群文化网

络，进而实现对城市休闲体育社群的有效治理。为

此，利用文化网络理论来破解城市休闲体育社群治理

问题，从方法论上是契合适用的，并具有方法论上的

天然优越性。

图2 文化网络嵌入城市休闲体育社群治理的逻辑图

Fig.2 The logic diagram of cultural network embedded in urban leisure sports community governance
将文化网络理论嵌入到城市休闲体育社群治理

中，是解决社群精神缺失、社群认同不高、社群价值偏

颇、社群行为失范等现实问题的有效途径，是保障社

群健康生态的利器。文化网络理论涵盖了社群治理

需要强调的正式规范和行为方式，以及非正式的观念

要素，例如社群精神、社群价值与社群认同等。文化

网络理论不仅揭示了文化如何建构，而且揭示了文化

建构过程对社群成员的影响，这种影响不单体现在个

体成员的价值观、体育休闲偏好与行为活动等方面，

更表征于集体的社群精神、社群价值观、社群认同及

社群行为等方面。图 2显示了文化网络理论嵌入城市

休闲体育社群治理的逻辑机制，文化网络理论中的

“仪式和惯例”“故事”“符号”隶属于文化治理范畴，

“权力结构”“组织结构”隶属于制度治理范畴，“控制

系统”则既包含显性制度的治理元素，也涵盖隐性文

化的治理元素。文化网络理论的理论嵌入，导入了制

度调节与文化调适的双重手段，实现了对城市体育休

闲社群的制度与文化的双重治理与优化。如图 2所
示，城市休闲体育社群基于文化网络理论 6个要素的

营造，在制度调节与文化调适两种手段的艺术化加工

下，构建出社群独有的文化网络，形成共享的社群精

神、社群价值观，强化了社群认同，并构建出规范化的

社群行为，实现了社群治理之目的。诚然，将文化网

络理论嵌入到城市休闲体育社群治理之中，既推动了

城市休闲体育社群的健康成长与休闲体育城市建设，

又从更宏观的视角助推了健康中国战略的实现，这将

成为城市居民个体、社群聚合体以及城市生命体三者

协同进化的理性选择。

4 基于文化网络理论的城市休闲体育社群治理路径

文化网络理论为城市休闲体育社群治理提供了理

论基础。基于文化网络理论 6个要素的启发，提出“建

构仪式和惯例”“演绎故事”“提炼符号”“搭建组织结

构”“理顺权力结构”“建立控制系统”等 6条路径，构建

起城市休闲体育社群治理的文化网络，进而实现城市

休闲体育社群治理的优化。

4.1 建构仪式和惯例：社群治理的文化传承

所谓仪式，是指任何一项标志着某个时段或某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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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的特殊性或重要性的活动［26］，它是保持文化信仰

和价值观的常规活动，巩固了组织或者社群文化的表

达。仪式和惯例是社群进行的“相对复杂，戏剧性，有

计划的一系列活动［27］，是城市休闲体育社群生活的一

个特征，强调了社群特别重要的事件与时刻，社群可

以将各种形式的隐性或显性文化融入仪式和惯例的

相关活动中。在城市休闲体育社群的仪式和惯例中，

各个成员得以在其他社群成员或者群外人士前展示

自我，加强了群员的情感纽带，产生出社群的身份认

同，仪式和惯例的建构有利于激发社群群员的自豪

感、荣誉感、成就感，对社群成员归属感、信任感的营

造也极其重要。仪式可以被认为是组织文化的庆祝

活动，或者是文化崇拜的集体行为，它们可以提醒并

强化文化价值观［28］。城市体育休闲社群的仪式与惯

例，主要为社群组织在形成与发展中提供规范化的活

动，比如：社群成员的入社仪式、集体的休闲体育活

动、有竞争性的休闲体育竞赛参与、有组织的庆典活

动、群员故事分享会、社群志愿服务等。例如：知名的

西湖莉莉舞蹈团每天 19：00—20：30都会在杭州西湖

文化广场进行活动，并且每年都要举行盛大的周年庆

典活动，这些是舞蹈团自 2009年成立以来一直沿袭的

惯例。玉渊潭跑团自 2016年开始，每年的 10月 1日都

组织汉字“中国”图案创意跑。在苏州相门古城墙广

场上，每周 1、3、5早晨，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沈建华

女士与健身社群成员，都会聚在一起练习太极拳或健

身气功。杭州某登山队隔天晨练、周末体能训练、每

月至少一次登山、每季安排一次较高难度登山等设置

了活动仪式与场景，并形成惯例传承下去。不同类型

的仪式与惯例，在个体层面，可帮助社群成员消除归

属感危机，建构自身的社群身份认同；在群体层面，可

形成社群成员的共享信念与行为规范，培育出社群独

特的文化氛围和价值观，提升社群核心成员与非核心

成员的社群归属感与黏合力，这是强化城市休闲体育

社群治理的重要路径，与社群文化更是一脉相承。

4.2 演绎故事：社群治理的价值凝练与认同提升

故事是城市休闲体育社群生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

特征。在社群中通过线上、线下分享故事，可让社群现

任成员、未来成员与群外人员了解社群人物和特别事

件，通过故事分享，社群成员、未来成员或者群外人员可

以了解社群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建构他们对社群知识、

社群运作、社群价值观等的认知体系。社群故事是社群

叙述表达的内容精髓，集中在一个统一的事件序列上，

社群故事是从社群的历史中提取的。尽管社群成员每

个人都可以是故事的主人公，都携带或多或少的故事文

本，但只有嵌入了城市休闲体育社群历史印痕并标记了

社群重要事件和风云人物的故事，才会成为在群内群外

被人们津津乐道的对象，进而成为城市休闲体育社群的

共享知识与共同述事，并逐渐演化为凝练社群文化价值

观和群员信仰的重要载体。在西湖文化广场上活跃的

西湖莉莉舞蹈团，团长西湖莉莉就是颇具故事特质的中

国广场舞推广领军人物：西湖莉莉本名叫管莉，自幼在

艺校学习舞蹈，2009年成立西湖莉莉舞蹈团后，她将民

族文化、江南水乡文化等元素融入广场舞中，创编了《西

海情歌》《月亮女神》等100多首广场舞视频教程，并多

次带领舞团参加央视与各地方台的节目录制，被誉为中

国广场舞女神。当然，一般成员也可以成为承载社群故

事的人。例如：苏北某徒步竞走社群，至今还在讲述着

一位女性成员的故事，2016年夏季，为庆祝 40岁生日，

她选择到“十大徒步线路之首”西藏墨脱徒步，历经原始

森林、雪山草地、高山峡谷、铁索吊桥，趟过激流，穿过蚂

蟥区，在暴雨、烈日、雨林、冰雪中徒步穿梭，绽放出生命

的异彩。显然，成熟的社群一定拥有自己的故事，并通

过故事巩固社群的定位与信仰，故事是向新老成员传递

社群文化、凝练社群价值观、营造凝聚力、提升社群认同

感，进而实现社群治理的重要途径。

4.3 提炼符号：社群治理的精神外化

符号是建立城市休闲体育社群强而有力的工具，

图3 城市休闲体育社群治理的文化网络模型

Fig.3 The cultural network model of urban leisure sports
community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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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代表了一系列的理念和价值观，是一个城市休闲体

育社群全体成员共同约定的用来表示某种意义的记

号或标识，社群符号让社群成员明确自己的社群身

份、了解社群存在的特征与意义，也可以通过符号让

外界对社群形成一定的认知。城市休闲体育社群的

符号，一方面是被抽象化的社群意义的载体，是社群

精神的外显与呈现，另一方面具有能被感知的客观形

式。城市休闲体育社群的符号可以用文字、口号、图

片、标识、旗帜、视频、声音或音乐、休闲体育运动服饰

或装备、社群网站、社群博客、社群微博等各种元素来

表征，这些符号元素是社群信息的外在形式或物质载

体，成为社群文化表达和传播中不可缺少的基本要

素，他们共同构建起城市休闲体育社群的符号体系，

在社群的内外传播中起到指代功能、交流功能和统摄

功能，表达出社群一系列的理念和文化价值观。因

此，城市休闲体育社群需要不断提炼符号元素并形成

社群独特的符号体系，使其能够涵盖不断演进和发展

的社群理念，以实现塑造社群形象，进而达到社群文

化治理的目的。

4.4 搭建组织结构：社群治理的规范引领

组织结构反映的是组织中的集权程度、组织形

态、权力层级以及工作专业化等［29］。城市休闲体育

社群作为一个社会化组织，同样具备一定的组织管理

架构与岗位职责划分，只有拥有完整的组织结构才利

于社群维持稳定的发展。在城市休闲体育社群中，社

群的组织结构呈现出多元化与分散化的特点，既有金

字塔塔尖的社群组织者或是管理者，同样也有热心的

贡献者、普通参与者，社群成员之间的联系维系于共

同的符号、领导者或者理念，但并不维系于彼此身

上。因此不同的成员属性构成，让整个社群具备非常

完整的组织结构体系，并让其变得更为紧凑，从而让

成员之间彼此影响，以激发社群产生源源不断的能

量——话题、活动、聚会、竞赛等，这些都是社群的能

量供给源。如：西湖莉莉舞蹈团是中国第一个注册的

广场舞民间舞团组织，舞团分工明确，设有编舞、教

舞、领舞、文案文宣、摄影摄像、视频制作、音响、联

络、服装采购、QQ群管理等组织岗位，分工有序的组

织体系实现了舞团的规范化运作与发展。北京玉渊

潭跑团则设置了团长、财务、宣传、队长（主要负责组

织领跑）、后勤保障等团队职位。此外，在城市体育

休闲社群的单次活动中，也存在临时性的组织分工，

如：杭州某自行车俱乐部在 2020年早春的一次骑行

活动中，就设立了领队、领骑、联络员、维修员、队医、

收队等岗位，各岗位均有专人负责，分工细致，团结

协作，运作高效。显然，在城市休闲体育社群或社群

的单次活动中，搭建起明晰的组织结构与明确各岗位

职责，有利于社群制度的正式确立与社群行动、理念

的规范统一，这将推动整个社群更加稳定规范的可持

续发展。由此可见，在社群中依据社群事务特性搭建

完善的社群组织结构，设立组织岗位，并依据社群成

员特点进行岗位选任，是社群成员融入社群文化、增

强社群成员归属感、实现社群规范引领的重要途径，

这也是社群形成正向内部循环、实现高度社群治理的

驱动力所在。

4.5 理顺权力结构：社群治理的关系协同

权力结构是城市休闲体育社群实现有序运转的

中心环节，合理的权力结构对于社群的生存与发展颇

为重要，通过社群权力结构的合理安排，可以实现资

源的合理配置。城市休闲体育社群的权利结构影响

着一系列核心假设和信念的制定、遵守，体现了社群

的“群体智慧”是如何被使用以及成功运作的，权利结

构对社群的权利行为与权利结果产生直接作用，因此

要实现社群的良好治理必须要理顺社群内外的各种

权力关系。

社群内部的权力结构与社群组织结构紧密相关，

社群组织结构通过岗位设计对各种权利进行合理界

定，明确规定各岗位拥有权力的具体内容，并形成上

下或者平行的权利关系与权利网络，诚然，社群务必

要防止出现权利空白或权利重叠（权利冲突）。在城

市休闲体育社群内部权利场域中，更要注重对社群基

层成员赋予充分的民主权利，并建立畅通的权利机

制，以形成特定的权利民主文化。就社群外部的权力

结构而言，任何城市休闲体育社群都是多元利益主体

各项权利交织博弈形成的组织，各利益相关者（赞助

商、社区、政府等）对社群都拥有自己的利益诉求与权

利主张，为此，城市休闲体育社群需要平衡外部各种

权利关系，以维系自身发展的良好生境。综上所述，

理顺社群中的内外权力结构，在社群内外形成协同的

权利关系或权利网络，正是社群平衡内外利益诉求、

实现社群治理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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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建立控制系统：社群治理的制度依托

西方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诺思（North）认为，组织

的控制系统包含显性的正式制度安排，也包含隐性的

非正式制度［30］。城市休闲体育社群也不例外，正式制

度与非正式制度为城市休闲体育社群成员提供激励

或约束力，又为社群文化营造提供手段。正式制度规

章是每一个城市休闲体育社群都应具备的显性文化

基因，它支配着社群的行为模式、价值取向与相互关

系，昭示着群体规则，如入群准则、社群公约、奖惩制

度等。如北京玉渊潭跑团通过《玉渊潭跑团章程》《玉

渊潭跑团团规》实现了对跑团的正规化规制，其中，

《玉渊潭跑团章程》涉及社群业务范围、人员组成、组

织结构、群体活动、财务管理等 9方面 21条规章制度，

《玉渊潭跑团团规》也对跑团理念、基本要求、硬性要

求、纳新与进阶等事宜进行了明确与正式制度安排。

诚然，社群规章制度对社群成员与社群发起者等具有

普遍的适用性，在正式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同时社群

管理者或是社群领袖要通过微信群、QQ群、面对面或

者纸质材料等介质，及时向社群成员公布社群规则制

度，广而告之，以加强群体约束力与内聚力，提升社群

成员的归属感，维护社群的文化信仰与弘扬社群

精神。

城市休闲体育社群中的非正式制度是在社群发

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隐性文化集合，包含习俗、传统

和文化等，非正式制度下衍生的非正式规则或制约是

社群的个性化标签，不仅影响与内化着社群成员态

度、思想、行为与社群氛围，而且能够多层次、多角度

地激发社群活力。在社群中形成强大的社群隐性文

化，不仅可提高社群成员的思想一致性与行为效率，

而且向社群成员传递了文化认同感，促使社群成员形

成一种将社群目标凌驾于个人利益之上的超脱意识，

并以此为黏合剂，加强社群凝聚力，从而起到控制的

作用。因此，在城市休闲体育社群中建立有效的控制

系统，包含实现正式规章制度的硬控制与隐性文化的

软控制，在两者共同作用之下，塑造出社群成员崇尚

并遵循的日常规范、价值观念、社群精神等，进而可实

现对城市休闲体育社群治理的双渠道控制。

5 结语

以地缘为基础，建立在趣缘结构之上的城市休闲

体育社群的出现，是我国在经济社会变迁与休闲文化

浸润下的必然产物。城市休闲体育社群以各类休闲

运动为依托，并借助现代网络通信手段，突破时间、空

间的限制，实现了同质体育休闲偏好的自由聚合，具

有无限延展的可能性。是社会成员对体育休闲运动

需求多元化、自组织意愿强烈的当下，城市休闲体育

社群走出个体休闲体育的禁锢，走向全民健身时代下

的群体欢悦行为。然而，随着城市休闲体育社群数量

与规模的日益扩张，中国当下的城市休闲体育社群存

在社群精神缺失、社群认同不高、社群价值偏颇、社群

行为失范等一系列问题，强化社群治理显然是实现城

市休闲体育社群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鉴于此，本

文采用文献分析和理论分析等方法，将文化网络理论

的研究触角延伸到城市休闲体育社群这个特定群体，

创新性地从 6个维度提出从“建构仪式和惯例”“演绎

故事”“提炼符号”“搭建组织结构”“理顺权力结构”

“建立控制系统”治理模式，构建起城市休闲体育社群

治理的路径体系，以促进城市休闲体育社群的秩序构

建与自组织能力提升，进而推动“全民健身”和“健康

中国”战略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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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Urban Leisure Sports Community Govern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Network Theory

CHEN Yuping1，2，LIU Jiayi1，GUO Xiujin3

（1.Huaiyin Normal University，Huai’an 223300，China；2.School of Leisure Sport，Shanghai University of Sport，Shanghai

200438，China；3.School of Sport Industry and Leisure Sport，Nanjing Sport Institute，Nanjing 210014，China）

Abstract：：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theoretical analysis，the study of urban leisure sports community

governance is carried ou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network theory.Based on the deep analysis of the theoretical traceability，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and theoretical application of cultural network theory，the internal logic of urban leisure sports community

and community governance is analyzed，the logic mechanism of the application of cultural network theory to the governance of

urban leisure sports communities is analyzed too. It is proposed that six dimensions，such as constructing rituals and practices，

interpreting stories，refining symbols，constructing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rationalizing power structure，establishing control

system，etc.should be used to build cultural networks of urban leisure sports community，which then can be used as tentacles to

improve the community governance of urban leisure sports community，so as to promote the realization of China's leisure city

construction and“healthy China”strategy.

Key words：：cultural network；urban leisure sports; sports community；community governance；healthy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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