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北人民出版社袁

图书在版编目 渊悦陨孕冤 数据

论城乡社区文化的均衡发展 戴溥之袁 吕洁著. 要辕

郁. 淤G127

12圆园员4.
ISBN 978-7-202-09841-7
玉. 淤论噎 淤戴噎域. 于吕噎芋. 淤社区文化原文

中国版本图书馆 悦陨孕 数据核字 渊圆园员源冤 第 299644 号

书 名 论城乡社区文化的均衡发展

著 者 戴溥之 吕 洁

责任编辑 李 方 赵 蕊

美术编辑 于艳红

责任校对 张三铁

出版发行 河北人民出版社 渊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冤
印 刷 石家庄市桥西区新科技印刷厂

开 本 愿愿园 毫米伊员圆猿园 毫米 1/猿圆
印 张 员0.875
字 数 猿7园 000
版 次 圆园员源 年 12 月第 员 版 圆园员源 年 员圆 月第 员 次印刷

书 号 陨杂月晕 怨苑愿原苑原圆园圆原园怨愿源员原苑 辕 郧窑缘员源怨
定 价 猿园.园园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化发展-研究-中国

石家庄院



目 录

第一章 社区的概述 渊1冤
第一节 社区在中国的形成和沿革 渊1冤
第二节 我国城市社区的含义和特征 渊10冤
第三节 农村社区的含义和特征 渊15冤

第二章 农村文化 渊21冤
第一节 农村文化的内涵和特点 渊21冤
第二节 现代化背景下农村文化的变迁 渊24冤

第三章 城市文化 渊31冤
第一节 城市文化的概念 渊31冤
第二节 城市文化的功能和特征 渊39冤
第三节 城市教育文化 渊44冤
第四节 城市传媒文化 渊47冤
第五节 城市休闲文化 渊50冤
第六节 城市生态文化 渊54冤

第四章 社区文化 渊59冤
第一节 社区文化概述 渊59冤
第二节 社区文化的主要内容 渊61冤
第三节 社区文化的基本特征和功能 渊64冤

第五章 农村社区文化 渊78冤
第一节 农村社区文化的特点和作用 渊78冤
第二节 农村社区文化建设的内容和目标 渊82冤

第六章 城市社区文化 渊90冤
第一节 城市社区文化的特点和意义 渊90冤
第二节 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内容 渊96冤

1- -



论城乡社区文化的均衡发展

第七章 社区文化建设概况 渊109冤
第一节 社区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和目标任务 渊109冤
第二节 社区文化建设的原则和要求 渊111冤
第三节 我国城乡社区文化建设的现状与问题 渊122冤

第八章 城乡社区组织文化 渊133冤
第一节 社区组织概况 渊133冤
第二节 组织文化建设的原则尧 步骤及运行机制 渊143冤

第九章 城乡社区文化活动 渊150冤
第一节 社区文化活动概述 渊150冤
第二节 社区文化活动的内容 渊154冤
第三节 城乡社区文化活动的现状 渊161冤

第十章 城乡社区教育 渊167冤
第一节 社区教育的主要形式 渊167冤
第二节 社区教育的主要内容 渊172冤
第三节 当前社区教育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渊176冤
第四节 加强社区教育的主要做法和经验 渊182冤
第五节 加强社区教育的路径选择 渊191冤
第六节 社区教育模式选择 渊199冤

第十一章 城乡社区体育 渊205冤
第一节 社区体育的分类 渊205冤
第二节 当前社区体育的现状 渊207冤
第三节 当前社区体育方面存在的问题 渊212冤
第四节 社区体育发展的思路 渊217冤
第五节 社区体育的未来发展思路 渊223冤

第十二章 城镇社区卫生服务 渊226冤
第一节 城镇社区卫生服务概述 渊226冤
第二节 河北省城镇社区卫生服务水平实证分析 渊240冤
第三节 河北省城镇社区卫生服务水平评价 渊244冤
第四节 河北省城镇社区卫生服务的问题与对策 渊256冤
2- -



第十三章 农村居民社区医疗保健 渊266冤
第一节 医疗保健的内涵和理论 渊266冤
第二节 河北省农村居民医疗保健和健康状况 渊276冤
第三节 河北省农村居民医疗保健投入现状 渊283冤
第四节 影响农村居民医疗保健投入的因素 渊296冤
第五节 提高农村居民医疗保健投入的对策 渊301冤

第十四章 农村社区互助养老 渊307冤
第一节 国内外社区互助养老研究 渊307冤
第二节 农村互助养老概述 渊313冤
第三节 发展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依据 渊320冤
第四节 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运行现状及影响因素 渊327冤
第五节 完善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建议 渊336冤

3- -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一章 社区的概述

第一节 社区在中国的形成和沿革

一尧 社区的含义

社区研究起源于西欧袁 发展于美国袁 流行于西方发达国家袁 并

逐渐传播到发展中国家遥 中国的社区研究也是由西方引进社区理论

和实证方法后袁 从 20 世纪 30 年代才慢慢发展起来的遥
渊一冤 社区的由来

野社区冶 原是社会学的基本概念袁 现在正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

词语遥 野社区冶 一词源于拉丁语袁 意思是 野共同的东西冶 和 野亲密

伙伴的关系冶遥 一般认为袁 野社区冶 这个概念最早是由德国的社会学

家 滕 尼 斯 提 出 的 遥 1887 年 袁 滕 尼 斯 出 版 了 一 本 德 文 著 作

叶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曳袁 英译名为 Community and Society 遥
其中袁 Community 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 野社区冶袁 意思是公社尧 团体尧
共同体袁 滕尼斯用它来表示人们在血缘尧 地缘等自然关系基础上形

成的共同体和亲密的伙伴关系袁 这种关系大多存在于传统农村社会

的自然村落中遥
进入 20 世纪以后袁 野社区冶 一词伴随着社会学在美国的发展而

更多地带有地域性色彩遥 美国早期社会学家葛尔宾在 叶一个农业社

区的社会解剖曳 中提出乡村社区由其贸易地带的范围确定遥 美国芝

加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帕克认为社区是建立在地域基础上的袁 并

基于此发展起来的人文区位学理论遥 由于芝加哥学派的影响袁 社区

概念的地域性尧 区域性含义得到了强化遥 野二战冶 后袁 美国社会学

经验研究又反过来影响德国尧 法国的社会学界袁 从而使原来不带地

第一章 社区的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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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含义的社区逐渐向地域共同体靠拢袁 带上了地域的含义遥 目前袁
这种观点被很多学者所接受袁 以至于今天人们更多地认为袁 社区就

是一个区域性社会袁 或者说社区首先是建立在区域尧 地域基础之上

的遥
20 世纪 30 年代初袁 我国以费孝通为代表的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根

据滕尼斯的原意首先使用中文 野社区冶 一词遥 费孝通在其 叶二十年

来之中国社区研究曳 一文中说袁 野当初 Community 这个词介绍到中

国来的时候袁 那时的译法是 耶地方社会爷袁 而不是 耶社区爷遥 当我们

翻译滕尼斯的 Community 和 Society 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时袁 感到

Community 不是 Society噎噎袁 因此袁 我们感到 耶地方社会爷 一词不

恰当袁 那时袁 我还在燕京大学读书袁 大家谈到如何找一个确切概念遥
偶然间袁 我想到了 耶社区爷 这两个字袁 最后经大家援用袁 渊并冤 慢

慢流行开来遥 这就是 耶社区爷 一词的由来遥冶 渊原载 叶社会研究曳 第

77 期袁 1948 年 10 月 16 日冤
渊二冤 社区的含义

不管过去还是现在袁 人们对什么是社区一直存在很多争议遥 据

有关学者粗略统计袁 关于社区的概念有一百多个遥 在这一百多个概

念中袁 仅有一点是相似的袁 就是大家都认可社区是由人组成的遥 为

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钥 我们又应该怎样认识社区钥
在社会学界存在一个基本事实袁 即越是重要的概念袁 越是存在

很多争议袁 因为概念越重要袁 就会有越多的学者在他们的研究中

使用这些概念遥 然而袁 学者们由于个人的学术兴趣尧 研究视角尧
所要解决的问题和理论背景的不同袁 必然会对这些概念作出不同

的解释遥 就社区而言袁 有的社会学家将着眼点放在社区中人们的

归属感上袁 有的比较注重社区的地缘因素袁 有的则比较注重社区

的文化因素遥
参照西方社会学家的研究袁 我们将社区一词定义为院 区域性的

社会袁 换言之袁 就是人们生活于其中的具体化的区域性社会遥 当然袁
应该明确袁 理论研究中的 野社区冶 同我国社区建设中提到的 野社区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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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区别袁 后者更强调实际操作袁 强调社区的地域性和行政化色彩遥
叶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曳 中指出院 野社区是指

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冶遥 同时袁 该

文件还明确指出了城市社区的范围袁 野目前城市社区的范围袁 一般

是指经过社区改革后作了规模调整的居民委员会的辖区冶遥
渊三冤 社区与社会的联系

社区是地域性的社会袁 社会则是社区的集合遥 社区与社会是联

系在一起的遥
1.从范围上看袁 社区是社会的组成部分

社区是由居住在某一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

体袁 其表现形态或者是一个村庄尧 一个集镇袁 或者是一座城市的街

区袁 乃至整座城市遥 社区的人口是社会总人口的一部分袁 它们的地

域和各种设施是社会生活条件的一部分袁 它们的管理机构属于整个

社会管理系统的一部分遥 总之袁 整个社会由若干个不同类型的社区

构成遥 从这个角度出发袁 我们不赞同那种把一个国家乃至全球视为

一个社区的说法袁 这种说法混淆了社区与社会的关系袁 其结果将使

社区这一概念丧失自身特有的含义遥
2.从内容上看袁 社区是社会的缩影

同社会的某一部门尧 某一行业不同袁 社区所反映的并不是社会

的一个侧面袁 而是一个相对完整的社会结构体系遥 因为社区是由一

定的人口尧 地域尧 生态尧 文化所组成的袁 具备社会的主要因素袁 同

时袁 社区还包含着多种社会关系尧 多种社会群体和社会组织尧 多种

社会活动袁 俨然是一个 野小社会冶遥 所以袁 社会普遍存在的一些现象

都可以在社区中反映出来袁 人们能透过社区观察到千变万化的社会

现象遥 当然袁 社区作为社会的组合部分和社会的缩影袁 并不能完全

反映社会的全部内涵遥 因为社会并不是众多社区的简单拼凑袁 而是

由各种社会单位尧 社会现象和社会关系有机结合而成的整体袁 所以

它具有超越各个具体社区的性质和特征袁 有着同具体社区不尽相同

的发展规律和运行机制遥

第一章 社区的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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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城乡社区文化的均衡发展

二尧 社区的构成要素与类型

渊一冤 构成社区的基本要素

一般来说袁 构成社区的基本要素有五个遥
第一袁 一定数量的人口遥 以一定社会关系为基础组织起来进行

共同生活的人群是构成社区的首要因素袁 人口数量的多少尧 密度的

大小尧 素质的高低等决定着社区的发展遥
第二袁 一定范围的地域空间遥 社区的地域要素是社区各种地理

条件的综合袁 是社区存在和发展的基本自然条件遥 社区的地域要素

不仅为社区成员提供活动场所袁 提供生产尧 生活场所和部分资源袁
而且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社区的发展遥

第三袁 一定规模的社区设施遥 社区是人们参与社会生活的基本

场所袁 人们的活动总是依赖于一定的设施进行的遥 所以袁 一定规模

的社区设施是构成社区的重要因素遥
第四袁 一定特征的社区文化遥 格局特色的社区文化袁 是社区居

民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积淀而成的袁 是许多社区相对独立尧 相互区

别的一个主要标志遥 社区文化是社区认同感尧 归属感和社区凝聚力尧
影响力的重要基础遥

第五袁 一定类型的社区组织遥 作为具有多重功能的地域性生活

共同体袁 社区是一个有组织尧 有秩序的社会实体遥 每个社区都要有

相对独立的组织机构来管理社区的公共事务袁 调解人际关系和民间

纠纷袁 维护社区的共同利益袁 保证社区生活的正常进行遥
上述基本要素也可以归纳为三大类型袁 即人群要素尧 自然物质

要素尧 社区文化要素遥 这些基本要素在特定区域内的有机结合袁 就

构成了一个现实的社区遥
渊二冤 社区的类型

社区分类可以有多重标准遥 根据社区的功能可以把社区划分为

经济社区尧 政治社区尧 文化社区等曰 以社区的内部组织形式为标准

可以把社区分为整体社区和局部社区遥 整体社区包括人类社会生活

的各个方面袁 局部社区涉及的生活内容比较单一遥 最常见的是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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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结构尧 人口密度和人口聚集规模等多重标准进行的分类袁 它包

括三种类型院 农村社区尧 集镇社区和城市社区遥
依据地域群体的不同特质划分的社区类别袁 大体可分为地理区

域的社区和区位体系的社区两大类遥
地理区域的社区是指有一定地域边界的社区遥 主要依据是是否

为自然状态和是否从事农业生产活动遥 依据前者可以分为自然社区

和法定社区遥 自然社区以自然居住群体的形成尧 发展来确定袁 如村

落遥 法定社区以行政治理的权利范围来确定袁 如乡尧 镇尧 县尧 市等遥
依据是否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可以分为农村社区和都市社区遥 农村社

区是以农业生产活动为基本特征尧 人口相对分散的社区袁 都市社区

是以从事非农业生产活动为基本特征的尧 人口相对集中的社区遥 小

城镇社区则是发展规模较小尧 人口集中程度较低的尧 以从事非农业

生产活动为主的社区遥 在中国袁 它是联结农村社区和都市社区的中

间环节遥
区位体系的社区是按照人们生活必需品的生产与分配的区位过

程和规模来划分的社区遥 美国社会学家 R.D.麦肯齐在 叶人类社区

研究的区位学方法曳 一文中袁 将社区分为四种类型院 淤基本服务

社区遥 这类社区既是基本生活资料分配过程中的第一环节袁 又是

其他制成消费品分配过程中的最后一个阶段袁 诸如农业村镇尧 捕

鱼尧 采矿尧 林业等社区遥 社区的规模主要取决于当地消耗自然资

源的生产事业的性质和形式袁 以及它与周邻地区贸易往来的密切

程度遥 于商业社区遥 它是指在生活资料分配过程中履行次要功能

的社区袁 是原料和商品的集散中介遥 其规模取决于行使各地产品

分配功能的程度遥 盂工业城镇遥 它是商品制造业的中心袁 兼备基

本服务型社区和商业社区的功能遥 它的发展规模取决于该地区内

工业的发展余地及市场组织的状况遥 榆缺乏自身明确的经济基础

的社区袁 如当代的一些娱乐旅游地点尧 政治和教育中心遥 这类社

区的发展在经济上依靠其他社区袁 在商品的生产以及分配过程中

并不承担特殊的功能遥

第一章 社区的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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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城乡社区文化的均衡发展

三尧 中国社区的发展与研究

中国的社区研究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袁 由于旧中国的经济和

社会发展长期处于落后的状态袁 社区的研究也比较落后遥 新中国成

立后袁 由于经济体制的束缚袁 社区的研究进展缓慢袁 特别是文革期

间处于停顿状态遥 一直到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袁 社区的建设发展才有

了新的机遇和良好趋势遥
渊一冤 20 世纪初的中国早期社区研究

中国向资本主义国家派出留学生把西方的社会学理论引入中国袁
社区调查与研究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遥 为了使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同

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袁 促进社会学中国化袁 他们主张创建具有中国

特色的社会学社区模式袁 因此在 20 世纪 30 年代袁 我国的社区研究

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遥
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尧 人类学家吴文藻 渊1907-1985冤袁 为中国

的社区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遥 他早年留学美国袁 回国后在燕京大

学社会学系任教袁 他主张把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与文化人类学或

社会人类学结合起来袁 力求探索一条 野中国化冶 的社区研究遥 他

认为袁 社区研究就是 野大家用同一区位的或文化的观点和方法袁
来分头进行各种不同地域的社区研究冶遥 例如袁 民族学家考察边疆

的部落社区或殖民社区曰 农村社会学家考察内地的农村社区曰 城

市社会学家考察沿海或沿江的都市社区等遥 他还先后派出一些研

究生和助教到国内一些地区进行实地调查袁 并发表了一系列的社

区研究成果袁 这些成果对中国的社区研究和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遥
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也是社区研究专家袁 他主要以

中国的乡村为研究对象袁 他在 叶乡土中国曳 一书中对社区研究作了

精辟的概括袁 他说 野以全盘社区结构的格式作为研究对象袁 这对象

不是盖然性的袁 必须是具体的社区袁 因为联系着各种社会制度的是

人们的生活袁 人们的生活有时空的坐落袁 这就是社区遥 每一社区有

它的一套社区结构袁 各种制度配合的方式遥 因之袁 现代社会学的一

个趋势袁 就是社区研究袁 也称作社区分析冶遥 他还和同事们到农村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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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袁 对乡村经济中的农田尧 土地尧 手工业尧 小农经济尧 劳工尧 矿工尧
女工等进行专项调查和研究袁 他们的调研结果发表之后袁 在国内外

都产生了重大影响遥 后来袁 费孝通先生的研究由农村扩展到小城镇袁
对社区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遥

这个时期进行社区研究的还有梁漱溟尧 李景汉等袁 他们深入基

层或乡村袁 采用较为系统和完整的大规模调查或实验性的研究方式袁
写出了调查报告遥 他们调查和研究的方法与吴文藻尧 费孝通等人选

择某一社区中的某一问题做专项调查研究和实地观察的方法虽然不

同袁 但对当时的社会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遥
渊二冤 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之前的社区研究

20 世纪 50 年代初袁 在旧社会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新中国百废待

兴袁 经济任务和政治工作都十分繁重遥 加上当时国际形势的影响袁
以及后来 野左冶 的思想干扰袁 社会学一度遭到冷遇袁 社区研究和建

设也逐渐被农村人民公社和城市街道居委会体制研究和建设所替代遥
1954 年袁 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通过了 叶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曳
和 叶城市居委会组织条例曳袁 创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街居体

制袁 这就阐明了居委会是群众自治组织袁 不是政权组织袁 街道办事

处是市或区政府的派出机关遥 1958 年以后受到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影

响袁 各地街道办事处也纷纷改为人民公社袁 市区政府也将部门职能

下放到了街道袁 街道和居委会的管理职能扩大了袁 从意识形态的宣

传教育袁 到发动居民参加各种群众运动以及发展街道经济等袁 长期

以来形成了我国的 野行政性冶 很强的 野街居体制冶遥 因此袁 1958 年到

1978 年间袁 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充满曲折的时期袁 这一时期许多理

论研究都遭到挫折破坏袁 野社区冶 研究也未受到重视甚至被迫中断袁
根本听不到社区服务尧 社区建设等概念袁 以至于改革开放之后袁 人

们对 野社区冶 都很陌生遥
渊三冤 十一届三中全会到 2000 年之前的社区研究

1978 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袁 把党和国家的工作

重心从 野以阶级斗争为纲冶 转向 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冶袁 并实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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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城乡社区文化的均衡发展

开放的方针遥 我国社会主义社会进入新的历史时期袁 为社区研究创

造了良好的条件袁 从而使我国的社区研究得以恢复并走向健康发展

的轨道遥
新时期我国的社区研究和发展袁 是随着经济尧 政治体制改革而

逐步深入的遥 我国的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开始的袁 农村的 野家庭联

产承包责任制冶 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袁 使农村社区各方面都发生

了很大的变化遥 随之而来的是加强以党支部为核心的村级组织建

设袁 村级采用直接民主选举袁 实行民主决策尧 民主监督尧 民主管

理尧 依法治村等袁 使改革不断深化遥 当农村改革推向城市之后袁
城市居民的思想观念尧 交流方式尧 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袁
城市社区体制面临着改革和创新袁 社区研究成为全社会普遍关注

的热点问题遥
我国的理论工作者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就开始深入农村尧 城镇

调查研究袁 做了大量积极有益的探索遥 一些高校和各省市科学院尧
研究所共同进行了多方面尧 多层次尧 多角度的合作研究袁 扩展了社

区研究的领域袁 为街道社区的实际工作者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理论指

导袁 推动了社区建设的蓬勃发展遥 在此期间袁 社区研究受到党中央

和政府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和积极支持袁 1986 年袁 民政部首先倡导

在城市基层开展以民政对象为服务主体的社区服务遥 随着改革的深

化和社区服务工作的开展袁 其他社区工作也迅速展开袁 社区服务的

概念已经包涵不了全方位的社区工作遥 于是民政部从我国国情出发袁
借鉴国外先进经验袁 在 1991 年提出了 野社区建设冶 这个新概念袁 目

的是以社区建设为切入点袁 加强社区全方位的建设袁 增强城市基层

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遥 在 1998 年机构改革中袁 国务院明确赋予民

政部 野指导社区服务管理工作袁 推动社区建设冶 的职能遥 使社区建

设和研究在全国得到推广遥 从此以后袁 即从 20 世纪 90 年代起袁 我

国城市社区建设和研究在许多大城市展开袁 在当地党组织和政府的

领导下取得了显著成绩袁 例如北京尧 天津尧 上海尧 青岛尧 沈阳尧 长

春等袁 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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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和国家领导人在视察各地文明社区 渊小区冤 先进典型时袁 都

给予高度评价和积极支持遥 江泽民 1999 年在天津视察时指出 野加强

社区建设是新形势下坚持党的群众路线袁 做好群众工作和加强基层

政权建设的重要内容冶遥 胡锦涛尧 温家宝等中央领导同志多次深入社

会基层袁 直接面对居民袁 认真了解社区的现状袁 对社区管理尧 服务尧
文化尧 党建等问题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袁 积极推动了社区的发展和

建设遥
渊四冤 民政部 叶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曳 发表以

来的社区研究

2000 年 11 月袁 民政部 叶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曳
中袁 对于充分认识城市社区建设的重大意义袁 社区建设的指导思想尧
基本原则尧 主要目标尧 社区建设各项工作的内容尧 社区组织和队伍

建设以及如何加强领导等问题都进行了深刻论证遥 中共中央办公厅尧
国务院办公厅 12 月 13 日转发了民政部 叶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

建设的意见曳袁 明确指出大力推进城市社区建设是新形势下坚持党的

群众路线袁 做好群众工作和加强基层政权建设的重要内容袁 对于促

进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袁 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袁 扩大基层

民主袁 维护社会稳定袁 推动城市改革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曰
并号召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高度重视城市的社区建设袁 把社区建设工

作摆上重要的议事日程袁 切实帮助解决城市社区建设中的困难和问

题遥 自通知下发后袁 各级党委和政府都把城市社区建设纳入社会整

体发展的战略布局袁 在人力尧 财力尧 物力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和投入袁
社区建设迅速发展袁 在基础设施尧 社区服务尧 社区管理尧 社区文化

等方面都取得显著成就遥
野理论来源于实践冶袁 由于城市社区建设的蓬勃发展袁 有关社区

发展的理论研究也呈现出新局面遥 陆续出现了中国特色社区建设的

经验概况和总结袁 例如袁 上海尧 沈阳等社区管理体制的探索袁 长春

市 野典型单位制冶 变革背景下的社区建设袁 北京特色的社区治理模

式袁 内蒙古部分城市尧 郑州尧 武汉尧 青岛尧 大连等社区建设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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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遥 有关社区建设的著作和教材也陆续公开出版遥 特别是 2006 年

后袁 在党中央关于构建和谐社会袁 大力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

会建设等伟大战略部署的推动下袁 建设 野管理有序尧 服务完善尧 环

境优美尧 文明祥和冶 的和谐社区已经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内容遥 有

关各地城市社区建设的基础条件尧 战略布局尧 建设过程尧 经验和困

难尧 成就和问题尧 措施和对策等袁 既有实地调查的基础研究袁 又有

理论层面的深入分析袁 使社区建设不断向深层次发展遥
总之袁 我国城市社区建设既有群众基础又有党中央和各级领导

的重视袁 虽然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袁 但是我们相信袁 随着

我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袁 它一定会有更强大的生命力袁 展现出以发

展尧 和谐为主题袁 全面推进综合性研究的时代特征遥
第二节 我国城市社区的含义和特征

一尧 城市社区的含义

城市是指以非农业产业和非农业人口集聚为主的居民点袁 包括

按国家行政建制设立的市尧 镇遥 城市社区是指大多数人从事工商业

及其他非农劳动的社区袁 它是人类居住的形式之一袁 是一定区域内

按照特定生活方式并且具有成员归属感的人群袁 所组成的相对独立

的社会共同体遥
在很多研究中袁 总是把城市整体本身作为一个社区来对待袁 例

如当比较城市社区相对于农村社区的特点时袁 我们研究的对象就是

城市这个集合体袁 而不是它的某一部分 渊例如一个区尧 一条街道

等冤遥 从这个意义上说袁 乡村尧 集镇尧 城市构成了人们生活的三大社

区形式遥 在今天袁 野大城市冶 区域又逐步成为一种普遍的社区形式遥
因此袁 上海和组成它的几个市辖区就构成了我国最大的 野村庄冶遥 一

些国家的地方行政组织体系也确实体现了这个思想袁 例如在日本袁
市尧 町 渊相当于镇冤 和村是平等的地方基层自治组织袁 它们只接受

所在的都尧 道尧 府或县 渊相当于我国的省级行政区冤 的指导袁 互不

隶属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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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城市社区建设中袁 通常所称的 野城市社区冶 并不是指城

市这个整体袁 而是指城市内的某一特定地域遥 在 2000 年 11 月袁 由

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 叶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

市社区建设的意见曳 一文中指出袁 目前城市社区的范围袁 是指经过

社区体制改革后作了规模调整的社区居民委员会辖区遥
二尧 城市社区的特征

与农村社区和小城镇社区相比袁 城市社区一般具有人口规模大袁
人口密度高袁 人口异质性强袁 经济较为发达袁 文化和生活方式较为

多元袁 社会价值观尧 审美观差异较大且较为包容袁 社会信息流量大袁
社会功能较为综合等特点遥 具体来看袁 城市社区的特点主要表现在

如下几个方面遥
渊一冤 人口特征

就整个城市社区而言袁 与乡村相比在人口方面具有以下特征遥
一是在社会容量上袁 城市社区人口聚居规模大袁 且人口密度

高遥 这是城市社区有别于乡村社区的最显著和直观的特征遥 正是

基于这个认识袁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把居民点的人口规模作为划

分城市社区和乡村社区的标准袁 即规定人口数量达到一定阈值的

人口聚居区为城市社区遥 在我国 1993 年调整的设市标准中袁 人口

聚居规模和人口密度也是两个重要指标遥 例如规定人口密度在每

平方公里 400 人以上的县要撤县设市袁 必须满足县驻地从事非农产

业的人口不低于 12 万袁 县总人口中从事非农产业的人口不低于

30%袁 并不少于 15 万遥
二是从人口的经济形态上来看袁 城市居民以从事工商服务业

渊第二尧 第三产业冤 为第一职业和主要谋生手段遥 城市化本身是经济

发展的产物袁 城市人口的增长和工商人口的增长几乎是同步的遥 这

也使得城市的生活节奏比较快袁 对工作的精密性要求比较高遥
三是城市人口的质量普遍高于农村和城镇的人口遥 城市集中了

各类大中专院校尧 科研机构和文化艺术机构袁 城市的各种工作岗位

对劳动者的专业技术要求也比农村要高袁 这使城市更容易集聚高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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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的人才袁 对城市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和文化素质的要求也高于乡村

人口遥 另外袁 城市的医疗卫生保健条件较好袁 居民的生理素质也较

好袁 人口的死亡率要低于乡村袁 平均寿命要更长遥
四是城市人口的增长以机械增长为主遥 在城市化时代袁 人口由

乡村向城市移动是个永恒的话题遥 在许多高度城市化地区袁 乡村人

口的自然增长已经不能弥补因人口迁出引发的人口总量下降遥 而在

城市地区袁 尤其是大城市区域袁 移民成为城市人口继续膨胀的支柱遥
例如上海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已经成为负值袁 它的人口总数的增加就

是靠不断增加的外来人口支撑遥
五是人口的异质化遥 由于城市人口来源不一袁 从事的职业和社

会阶层相异袁 文化程度和技术水平各不相同袁 居民的观念和生活方

式都会有较大差异袁 这使得城市成为一个大熔炉遥 作为一个开放系

统袁 各种文化都可能在城市里找到一席之地袁 城市也容易受外来文

化的影响遥
当然袁 在城市的某一具体区域袁 这些特征会有不同的表现遥 例

如在一条老式弄堂袁 所有的居民都相互认识袁 见面打招呼袁 但这种

情况在一个新建的居民区几乎不可能存在遥 在大专院校密集尧 文化

设施较丰富的上海市徐汇区袁 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居民占全区总人

口的 20%袁 但在一些城乡结合部居民就没有这样高的文化程度遥 在

人口流动的方向上袁 由于城市中心功能的转化和旧城的改造袁 原来

的居民会向城乡结合部甚至更远的郊区地方迁移遥 这就使社区管理

和社区工作的难度和工作重心要因地而异遥
渊二冤 生活方式特征

生活方式包括劳动生活方式尧 消费生活方式尧 文化娱乐方式尧
人际交往方式等方面遥

一是较高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遥 简单来看袁 城市居民的生活

质量和生活水平要比乡村居民高遥 长期以来袁 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

和消费水平一直保持在 3 倍左右的差距遥 较高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水

平袁 正是城市社区的经济尧 社会综合事业发展水平较高的表现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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