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20 | SOCIETY AND ECONOMY

经济与管理 |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社会力量参与农村社区矫正的制度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
——以宁德市 F镇为例

连宇馨

福建农林大学，福建 福州  350002

摘      要  ：	 	与城市社区矫正相比，农村社区矫正发展滞后。考察福建省宁德市社会力量参与农村社区矫正现状发现，农村地区社

会力量难有效参与该工作，原因是遇到资源匮乏、信息闭塞、城乡文化差异、管理体制缺陷等梗阻。需推动农村社区

信息传递，加强宣传教育，完善管理监督机制，优化社会力量参与的具体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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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actical dilemma and optimization path of social forces participating in 
rural community correction — take F town, Ningde City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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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Compared	with	 urban	 community	 correction,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community	 correction	 lags	

behind.	The	 investigation	 in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ocial	 forces	participating	 in	 rural	 community	

correction	 in	Ningde	City,	Fujian	Province,	 found	that	 it	was	difficult	 for	social	 forces	 in	 rural	areas	 to	

effe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e	work,	due	 to	 the	 lack	of	 resources,	blocked	 information,	urban	and	 rural	

cultural	 differences,	management	 system	defects	and	other	obstacles.	 It	 is	 necessary	 to	 promote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in	rural	communities,	strengthen	publicity	and	education,	improve	management	

and	supervision	mechanisms,	and	optimize	specific	paths	for	social	particip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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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力量参与农村社区矫正的价值意蕴

（一）农村社区矫正概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于2019年12月28日通过，

2020年7月1日起施行。社区矫正是与监禁改造相对的刑罚方

式，将符合条件的人放在社区内，由国家专门机关在相关社会组

织、民间团体及社会各界协助下，在刑罚判决期限内，通过改造

使社区矫正人员心理及不法行为回归正常，促进其回归社会的非

监禁刑罚活动 [1]。

与城市社区矫正相比，农村社区矫正存在弱势且发展不完

善。城市社区矫正相对成熟，已有一定经验与成果，而农村的还

较陌生、不完善。

农村地区经济相对落后、基础设施不完善、社会资源有限，

制约了其社区矫正发展。农村经济发展缓慢、人口流动性低、社

会资源与服务匮乏，给农村社区矫正开展带来困难。

再者，农村基础设施差、交通不便、信息闭塞，限制了信息

传递与沟通。此外，农村对社区矫正认知与接受度低，社会工作

介入少，矫正资源与服务供给不足，缺乏专业人员与机构，社会

力量薄弱。

（二）社会力量参与概述

广义的“社会力量”是指能够参与、作用于社会发展的基本

单元，包括自然人、法人 [2]。而在社区矫正中，吴宗宪教授把“社

会力量”界定为：在社区矫正工作中可以利用的社会人力、组织

和设施、技术、资金等总称。他认为社会力量也可以称为“社会

资源”。在这些可以利用的社会力量中，社会人力具有核心地位。

2014年，中央下发《关于组织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

意见》指出，要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健全社区矫正制

度要求，充分认识社会力量参与此项工作的重要性，进一步鼓励

引导其参与，并加强对其参与工作的组织领导 [3]。国家政策对社

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的助推同时暗含了社会参与社区矫正的内生

价值。

（三）社会力量参与农村社区的内生价值

具体而言，社会参与社区矫正的内生价值如下：

第一，提供优质法律服务提升监管水平。农村司法所作为主

要执行机构，存在人员配备不足、专业水平不高的情况，矫正措

施多着眼于“管住”。社会参与可引进专业人才、心理咨询机构

等，助矫正对象融入社会，恢复社会角色与责任感，摆脱犯罪行

为循环，重获认可与尊重。

第二，培养村民责任感与参与意识。社区矫正旨在助矫正对

象重新融入社会，引导村民参与能让其了解情况，减少偏见与歧

视，降低再犯可能。村民通过参与可了解社会问题，提升责任感

与参与意识，进而积极参与村务，营造包容支持的乡村环境，共

建和谐社会。

第三，提升农村社区矫正水平助推乡村振兴。乡村振兴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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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农村社区矫正相互促进，其实施能为农村社区矫正提供良好环

境，带来就业机会与经济支持，降低犯罪率与再犯率。

所以，提高农村社区矫正实施水平对实现乡村振兴目标至关

重要，笔者将调研宁德市 F 镇社区矫正社会参与现状，归纳总结

宁德市农村社区矫正现状并寻找解决对策，推动农村社区发展与

乡村振兴实施 [4]。

二、社会力量参与农村社区矫正的现状检视

（一）F镇社区矫正现状

截止至2023年9月，F 镇登记在册的社区矫正人员共有23

人，从男女比例上看，男性有20人，女性为3人。从被判处的

刑罚上来看，被判处暂予监外执行1人，判处假释4人，判处缓

刑18人；而从社区矫正对象所犯罪名来看，其中有13人犯信用

卡诈骗罪和合同诈骗罪，5人犯赌博罪，3人犯故意伤害罪，1人

犯盗伐、滥伐林木罪、1人犯非法持有枪支罪。根据数据分析可

得知，F 镇社区矫正人员主要以男性为主，占比87%，女性占比

13%。从刑罚类型上来看，大部分社区矫正人员被判处缓刑，占比

78%，其次是假释，占比17%，暂予监外执行的人数最少，占比

4%。从犯罪类型上来看，信用卡诈骗罪和合同诈骗罪是最常见的

犯罪类型，占比57%，其次是赌博罪，占比22%，故意伤害罪占

比13%，盗伐、滥伐林木罪和非法持有枪支罪各占比4%。综上所

述，F 镇社区矫正人员主要是男性，被判处缓刑的人数最多，主要

犯罪类型是信用卡诈骗罪和合同诈骗罪。

（二）社会力量参与的探索

以福建宁德 F 镇为例，笔者实地调研当地司法所得知，F 镇

未成立专门社区矫正中心，由乡镇司法所负责管理相关事务，其

为基层实施机构，负责管理监督矫正对象执行情况并提供帮助服

务。但司法所仅3人，仅1人是法学专业，无公共管理或社会工作

相关专业人员，专业水平不高且人员配备严重不足。

（三）社会力量参与农村社区矫正陷入困境的原因剖析

F 镇经济发展滞后，社会资源匮乏，缺专业社工及机构，难提

供足够支持与服务。且农村社区社工素质普遍低，专业知识与技

能水平不高，缺乏对矫正工作的专业理解及能力。加上农村社区

社会观念保守，对犯罪分子接纳包容度低，难改偏见与歧视，致

社会工作介入难度增加。所以，F 镇社区矫正工作未得到有效社会

介入。

从调研分析 F 镇社会工作介入状况，可推导出福建省宁德市

农村社区矫正社会力量参与薄弱、社会工作介入难度大的成因，

具体可从以下几方面分析。

1. 农村地区社区矫正资源匮乏、信息闭塞。

农村社区相较城市社区，资源匮乏普遍，涉及经济、人力、

物力等方面。其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等资源有限，人才培养与

引进机会少，致使农村社区矫正专业人员不足。乡镇司法所工作

人员多为基层干部，缺乏专业知识与技能。社会工作者矫正时也

可能面临资源不足，难提供全面支持服务，这使得农村社区矫正

专业性与效果不理想，也导致社会力量参与条件有限，其数量与

专业水平低，无法满足需求。

农村社区信息传递渠道闭塞，社会力量难获取矫正工作相关

信息。农村地区老龄化程度高、互联网普及程度低、网络覆盖范

围有限，很多居民无法通过互联网获取信息。且农村社区组织较

城市薄弱，居民间联系与信息交流渠道有限，信息传递不畅。

对于农村社区居民，他们很难了解矫正工作相关信息，社会

力量也无法深入了解并介入。对于社会工作者而言，社会力量虽

想通过了解信息提供帮助支持，但因信息闭塞，无法及时了解需

矫正人群，无法提供帮助。社会力量需与矫正机构等合作开展工

作，但因信息闭塞，难以建立联系合作，无法有效介入社区矫正

工作 [5]。

2. 文化背景存在差异，矫正工作文化面临冲突和障碍。

农村社区和城市社区的文化背景存在一定的差异，这可能导

致社会力量在介入矫正工作时遇到文化冲突和理解障碍。农村社

区的传统观念对矫正工作产生一定的束缚。一方面，农村社区对

矫正对象存在偏见和歧视，不愿意接受社会力量的介入；另一方

面，农村社区对矫正工作的认识和理解相对滞后，对社会工作的

需求和作用认识不足。

首先，农村社区的文化背景通常更加传统和保守。农村地区

的居民普遍受到传统价值观和习俗的影响，对于矫正工作可能持有

不同的态度和观点。例如，农村社区可能更加重视家庭的荣誉和面

子，对于家庭成员的犯罪行为可能存在更多的隐瞒和包庇。这种文

化背景可能导致社会力量在介入矫正工作时遇到困难，需要更多的

沟通和理解。其次，农村社区的教育水平和信息获取渠道相对有

限。相比之下，城市社区的居民更容易接触到多样化的信息和知

识，对于矫正工作的理解可能更加全面和科学。而农村社区的居民

可能对于矫正工作的目的、方法和效果存在一定的误解和不了解，

这可能导致社会力量在介入矫正工作时遇到理解障碍。

此外，农村社区的社会关系和互动模式也与城市社区存在差

异。农村社区通常更加注重人情关系和亲戚间的相互扶持，而城

市社区更注重法律和制度的约束。这种差异可能导致社会力量在

介入矫正工作时遇到文化冲突，需要更加灵活和适应性强的方法

来处理。这使得社会力量难以与农村社区居民建立起有效的沟通

和信任关系，影响了社会工作的开展 [6]。

3. 机制相对不健全，缺乏有效的组织和管理流程。

工作机制不健全会致工作操作不规范，农村社区矫正工作易

有失误、疏漏。且缺乏有效监督评估机制，难以及时发现、纠正

问题，使社会力量参与缺引导支持，社会工作开展缺规范和制度

保障，引发一系列问题。

首先，缺乏有效组织管理，农村社区矫正工作难协调推进。

因无统一组织机构和管理体系，各地区、社区矫正工作存在信息

不畅、资源分配不均等问题，工作效率低。

其次，缺乏明确工作标准和流程，农村社区矫正工作缺规范

性与可操作性。矫正工作人员操作时缺统一依据和指导，易出现

不规范、不一致情况，影响矫正工作质量和效果。

此外，农村社区矫正工作机制不健全还体现在对矫正对象评

估和监督不完善。因缺乏有效评估监督机制，无法及时、准确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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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矫正对象行为和进展，难以对其有效矫正和帮助。为解决这些

问题，需建立健全农村社区矫正工作机制 [7]。

三、社会力量参与农村社区矫正的路径优化

（一）推动农村社区间信息传递

首先，建立专门信息传递平台，借助手机短信、微信公众

号、手机 APP 等向社会力量传递矫正工作信息。通过加强传统

媒体覆盖、提升互联网普及程度、健全社区组织、拓宽信息传递

渠道，让更多社会力量获取相关信息，使其及时了解矫正对象情

况，便于有效介入矫正工作。

其次，在农村社区张贴宣传海报、发放宣传手册宣传矫正工

作信息，组织矫正工作人员开展宣传活动，介绍目标、方法和效

果，增加居民了解与支持。社会工作者可通过组织社区活动、开

展培训教育项目等促进居民交流合作，建立紧密社区关系，利用

通信技术远程沟通支持，还可与当地政府合作改善交通和通信设

施，通过参与社区活动、面对面交流建立信任合作关系。

再次，积极组织农村社区居民自愿参与矫正工作，成立志愿

者队伍。志愿者定期走访矫正对象、了解情况，向社会力量提供

信息，帮助矫正对象解决生活困难，给予必要帮助支持 [8]。

最后，与社会力量建立良好合作关系，共同开展矫正工作。

与社会组织、企业、学校等建立合作机制，共同关注矫正对象情

况，提供支持帮助，共享资源信息，提高服务覆盖范围和质量，

邀请社会力量参与评估监督，提高矫正工作透明度和效果。

（二）加强农村社区的宣传教育

为加强文化理解与沟通，社会力量介入农村社区矫正工作

时，应了解其文化背景与价值观，尊重传统观念与习俗。同时

开展文化交流与培训，提高自身文化理解能力，以便更好沟通

合作。

此外，需提供多样化教育与信息。针对农村社区居民教育水

平及信息获取渠道有限的情况，可开展教育活动、提供多样信息

渠道，增加其对矫正工作的了解。可利用传统媒体、社区广播、

宣传册等传递相关知识信息。为改变居民对矫正工作的偏见与歧

视，要加强农村社区教育宣传工作，通过开展宣传活动、组织讲

座和座谈会等，普及矫正工作目的、方法和效果，增强其对社会

工作需求与作用的认识。

最后，针对农村社区社会关系及互动模式与城市社区有差异

的问题，社会力量应采取灵活、适应性强的方法处理。可与农村

社区居民建立有效沟通与信任关系，了解其需求与意愿，制定符

合实际情况的矫正工作方案 [9]。

（三）完善农村社区矫正管理监督机制

首先，需建立统一组织机构与管理体系，明确各部门职责及

协作关系，加强信息共享与资源协调，制定工作标准及流程，确

保矫正工作规范、可操作，同时建立完善评估与监督机制，了解

矫正对象情况并提供有效矫正与帮助 [10]。

其次，要引导、支持社会力量参与，加强对社会组织和志愿

者的培训与指导，提升其专业知识与技能，政府也应加大引导、

支持力度，提供资源与政策支持。

最后，依靠监督机制保障农村社区矫正工作有序开展，明确

工作标准与流程，建立规范与制度，加强监督与评估，及时发

现、纠正问题，提高工作质量与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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