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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一个单位型社区的变迁为个案"通过观察法和访谈法"从社区文化#社区参与以及制度性作用这"

个要素分析单位制度对社区变迁过程和社区内部整合的影响"反映出在我国当代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单位社区的

消解以及单位社区走向城市社区的必然趋势$单位社区的转型"对我国现代城市社区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

描述这一单位社区的变迁"进而引发思考如何有效地应对这一转变"并从单位%居委会和社区自治组织三个方面出

发而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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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制度#也可以称为单位体制#是中国社会中十

分独特的一种现象#也是传统城市社区的主体形式$改

革开放以前# 城市居民把自己所就业于其中的社会组

织或机构#包括工厂%商店%学校%医院%研究所%文化团

体%党政机关等统称为&单位'

F?G

$ 新中国成立的很长一

段时间里#单位制度作为吸纳社会成员就业#保障城市

居民住宅等一系列的重要整合手段# 对整个社会和国

家的稳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

入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 产生了诸多导致单位制度

弱化的结构性因素$单位制度的弱化#对城市社会各方

面都产生了影响# 单位社区的瓦解就是其中一个典型

的方面(单位开始逐渐退出社区管理组织的前台#转向

以一种隐蔽的方式干预社区公共事务# 单位制度对社

区内部的整合方式也随之改变$

本文采用观察法和访谈法# 对一个典型单位社区

!H社区"进行了实地调查#收集了社区变迁这一过程

中较为充实的实证材料$ 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这些材

料#探讨 H社区发展变迁过程中的相关问题(社区文

化得以建构的方式% 社区参与的状况以及单位制度对

这个变迁过程的推动作用# 进而得出单位社区必然走

向城市社区这一结论$ 社区作为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

基石#而单位社区又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特有

的组织实体#是中国社区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随着

国有企业体制改革的深化# 我国的单位社区逐渐走向

解体#这不仅意味着人们生活方式的转变#更是与大范

围的社会转型有着密切联系$ 社区作为一个 &微型社

会'#集中体现了社会转型的基本特点#社区的变迁正

是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进行的F;G

$本文以社区变迁为

模型#透视我国当代社会转型期遇到的诸多问题#对于

社区的良性发展和社会的有序团结# 都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

一$社区理论

&社区'一词源于德国社会学家 I)腾尼斯 ?JJD年

出版的*社区与社会+#也称*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在

腾尼斯看来# 社区是基于亲族血缘关系而结成的社会

联合$在这种社会联合中#情感的%自然的意志占优势#

个体的或个人的意志被感情的% 共同的意志所抑制FEG

$

国内外学者对于社区的定义有很多种# 侧重点也不尽

相同$对于社区所包含的要素也有各种不同的提法(在

蔡禾看来#社区的构成要素是地域%人口%共同的文化

和制度%凝聚力和归属感%公共服务设施FEG

,在于显洋看

来#社区的构成要素有九种#即地域%人口%区位%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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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心理!组织!文化!物质和保障!社区变迁"有些学

者还把规范作为一种要素# 它主要包括社区内外的一

些制度!管理规则!传统道德!舆论氛围等$本文对社区

变迁的描述主要是从社区文化% 社区参与以及制度性

作用三个要素展开% 以期通过这三个方面% 反映出 $

社区的整合与变迁$

二!!社区的整合与变迁

&一'$社区的历史

$社区地处甘肃省东部的一个小城市% 属于国有

企业管制下的强单位社区$ 上个世纪 %&年代%在单位

修建统一的住宅楼之前%单位职工住房面积小%基本是

十几平米%而且居住分散!不紧凑$ 当时全市各个单位

效益相当%总体不高%单位基本没有太多的公共活动%

最多的活动可能是每年一次的大合唱% 乒乓球比赛之

类%多是停留在强制参加和完成上级任务%展现单位风

貌的制度化层面$另一方面%单位职工参与公共活动的

积极性不高%多是抱着完成任务的心态%没有自主参与

的意愿$ 单位本身组织的精神文化生活即是如此单调

与贫乏%影射到社区内%更是在对社区的管理和调动上

没有任何影响力$事实上%分散的居住结构也阻碍了社

区开展公共活动的可能性% 对社区参与的消极影响也

是如此$

单位制度本身作为调控单位职工及其家属的一个

刚性机制% 首先通过对单位职工的控制和整合来灌输

单位文化% 这种单位文化被职工带回社区内进而间接

地建构了社区的文化% 单位文化通过单位职工向家属

的传达% 家属之间的讨论% 更是在社区内有深厚的基

础$事实上%只要单位里有任何的风吹草动%人事变动%

必定成为社区内人们茶余饭后议论的焦点内容% 单位

内的风气也就很大程度上构筑了社区内的文化氛围$

鉴于当时单位几乎很少甚至没有开展任何公共活动%

所以社区内人们的互动也就只停留在私人的领域%而

鲜有正式组织的面向社区居民的大型活动$ 社区成员

缺少被组织和整合到一起的媒介% 大范围的社区成员

互动也就不具备可能性$ 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这一时

期社区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不高% 这个地方

仅仅是人们生活!居住的场所%还不足以用(家)来形容

人们对这里的感情$

这一时期的 $ 社区是和单位本身紧密联系在一

起的% 社区内部的整合完全是建立在单位的控制力之

下$而由于当时单位效益一般%没有开展各种公共活动

和兴建公共设施的经济基础%加之当时社会风气保守%

单位职工的观念也趋向个人或家庭内部的娱乐层面$

所以这一时期单位对 $社区的整合力度较弱$

&二'$社区的建立与发展

'(()年对于单位职工来说是值得纪念的%这一年

大家陆陆续续地搬进了楼房% 有了独立的厨房和卫生

间%住房面积也由原来的十几平米增加到六十多平米%

居住环境有了很大的改观$ 通过工龄等各种条件的评

比% 单位职工分到不同楼层的住房%$社区由原来分

散!凌乱的居住环境转变成了统一!相似的居住结构$

这一时期%单位效益逐年上升%职工工资也有了明

显涨幅%各种福利!补助随之增多$ 单位也开始探索性

的开展一些公共活动%据一些职工回忆%那时候几乎每

个月单位的大礼堂都会有各种形式的晚会% 单位内部

的扩建和一些体育设施的修缮也为单位职工的闲暇生

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每周末%职工子弟都会到单位篮

球场打比赛%而别的单位的小孩是不允许进入的%这在

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单位人的主体认同和边界意识$ 单

位的食堂!澡堂也都开始运转%单位职工及家属只缴纳

少部分的钱&大约是外面同类盈利性设施收费的一半'

就可以进入和使用% 这为人们提供方便的同时更是加

强了社区居民对单位的依赖和社区居民之间的互动$

每到过年的时候%整个单位和社区内更是热闹异常%到

处张灯结彩%单位出钱放烟火%办灯会%社区居民都拥

挤着到单位上去猜灯谜%领奖品%所有这些都将 $ 社

区和单位更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单位把整个社区居

民有机地整合在一起$同时%社区居民普遍有主人翁的

意识%自觉维护社区内的公共设施%单位开展的各项活

动都得到社区居民的热情参与%人们对生活于其中的

这块地方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这里就是人们的(家)$社

区居民对 $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空前高涨$

较之前一时期% 单位对 $社区的整合大大提升%

通过各种公共活动的开展和公共设施的利用% 社区居

民被强有力的整合进 $社区之中%表现出单位体制在

社区建设某一阶段当中存在和发挥的巨大潜力和作

用$ 这也是当时全国各个城市中单位社区繁荣发展和

受人拥护的内在因素% 即单位制度与社区居民切身利

益相关的人事制度!住房分配制度!福利与社会保障制

度以及单位社区的建设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那么随

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转型% 有着如此吸引力的单位

社区是否能继续它的辉煌*

&三'$社区的衰落

这一切美好的景象从 !&&!年开始破灭了%那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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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在城市的繁华地段修建了更高档次的 &社区#当

时每户在原有房屋折旧费的基础上再支出大约两万五

就可以入住&社区#'社区内有 (%)的居民都搬去了

那里#其余 *%)的居民因为各种不同的原因留了下来$

随后搬到 '社区的人口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新分配

到单位的年轻职工#另一种是租房住的人$ 继而 '社

区中的人员构成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由以前同质性

很强的单位职工住户转变成了由混合人口组成的新的

社区结构#在这种新的社区结构中#住户之间的日常交

往和相互融合的方式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新的互动

形态可分为三种类型%

#+原来 '社区的老住户之间同质性强#会自动结

成一个小的初级群体#在这个初级群体中凝聚力很强#

并且具有很强的主体意识$

!+单位社区内的其他群体之间凝聚力不强#但都

有和主体群体发生交往和互动的倾向及需求$

*+单位社区内的主体群体对其他群体持一种包容

接纳的态度#但当他们不遵守共同的群体规范时#这种

包容将会演化成谴责和排斥$

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社区被划入当地的三天

门社区#并归其管辖$而作为传统的组织和管理者&&&

单位#因为此时 '社区成员不断增强的异质性和社区

内核心群体的抽离#渐渐放松了对其的管辖和关照$同

时#居委会'街道办事处作为一种刚刚兴起的城市治理

职能机构#并没有对 '社区的发展起到任何实质性的

影响#除了 '社区门口挂着(三天门社区服务)的醒目

门牌以外#几乎看不到其他任何有关社区服务的内容$

这样#'社区的管理实际上处在了一种很尴尬的境地#

游离于任何职能机构之外# 成为一个被人遗弃的 (孤

儿)$ 社区的内的各项事务开始由居民自己承担#实际

上就是由原来 ' 社区内的老住户们轮流执行打扫院

子#浇花除草#清理垃圾车的工作$

至此#传统的单位社区彻底瓦解#社区内文化生活

的部分已不见踪影#社区参与无从谈起$社区居民构成

的复杂性也使社区文化趋向多元# 单位对社区的整合

流于形式#再无任何实质性作为$ 如今的 '社区已见

现代城市社区的雏形#但却是一种畸形的发展#如果不

能很好地引导#'社区的明天只能是在日趋萎缩中走

向消亡$

三!结论与思考

伴随着单位制度的改革# 使单位社区呈现出形如

'社区的变迁#'社区虽然只是一个个案#但却从某种

程度上反映了未来各种单位社区发展和变迁的走向%

基于单位制度改革的动因及趋势我们可以预见# 如果

单位社区的住房出现大量的买卖过程# 会导致单位社

区内部居民的演替#单位社区将会解体#最后走向真正

的城市社区$这意味着社区的重建已是必然趋势#而社

区的重建实际上是中国城市基层社会生活框架重新构

造的过程$ 通俗地讲也即是单位社区向城市社区的转

变已势不可挡# 而在寻求城市社区发展新路径的轨迹

上需要各种力量的携手合作$

通过对 '社区的个案研究#可以看出单位制度在

社区变迁这一过程中的影响力# 以及对社区居民内部

整合的效力$ '社区经历了组建&&&加强&&&衰落的

过程#单位制度对 '社区的整合也经历了弱化&&&强

化&&&弱化的转变#'社区从一个传统的单位社区演

变成现在所谓的(城市社区)$ 我们不妨把单位社区和

涂尔干所说的(机械团结)

,-.对照起来看#在单位社区

内# 由同质性强的人群借由情感的纽带形成具有高度

凝聚力和认同感的群体# 强烈的集体意识将个体结合

在一起$ 而 ' 社区现在的形态在某些程度上类似于

(有机团结)

,-.

#它是建立在社会成员异质性基础上的社

会连接纽带# 但成员间是否是相互依赖的还值得进一

步思考$ 涂尔干认为(有机团结)是优于(机械团结)的

社会整合形式#影射到 ' 社区内#转变后的社区类型

是否也在结构和功能上优于原来的单位社区# 是一种

更高级'更先进的社区结构呢* 结合 '社区的实例#回

答是否定的$ 那么如何改变 '社区现在所处的这种困

境#使它恢复社区活力#为社区居民创造温馨和谐的美

好家园#基于此#引发了如下思考%

#+'社区的变迁告诉我们# 社区文化的建构和社

区内部的整合#是与具备相应的经济水平和实力#继而

开展各种有益的社区公共活动分不开的$ 只有这样才

能提高社区居民的参与热情# 为社区创造良好的人文

环境$因此#不管是单位还是新型的社区管理者都应当

适当加大社区建设的投入力度# 为社区居民的生活送

去方便和欢乐的同时# 也能加强社区成员对社区的认

同感#建立独特的社区文化,/.

#从而间接地提高社区的

整合力度和社区参与$

!+单位制度作为一种传统的社区整合机制#现在

已慢慢退出了社区管理的前台# 但这并不是一蹴而就

的过程#单位作为一种(隐性)的影响力#仍然对社区事

务具有一定程度的控制作用$因此#单位本身在市场化

改革的同时也应加强对所辖社区的关注力度# 投入相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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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人力和物力$"%

"为单位人创造舒适而良好的居住环

境"也是为企业增加效益"提高利润的一个潜在途径#

&'从 (社区的个案中"我们看到在社会转型的过

程中"单位和居委会$街道办事处%这对社区管理的二

元机构"不应当是处在对立面的&我们讲现代化城市建

设要充分发挥社区居委会的作用" 并不强调单位就可

对社区管理熟视无睹&而同时"正因为日益强调新型社

区管理$)%的重要性"居委会'街道办事处就应当充分发

挥自己的职能# 某单位社区门口虽然挂了 **社区的

牌子" 而实质处在无人管理的状态" 成为一种空头认

知"这种真空的管理状态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因此"

理清单位和居委会对社区管理的关系" 充分发挥自身

职能"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

+'(社区衰落后"虽然社区整合大不如前"但是可

以看到社区内老住户之间能自动结合在一起" 干预社

区事务# 这一群体虽然规模很小"力量也很薄弱"但似

乎能从他们身上发现社区自治组织的雏形" 这是社区

管理中一支非常有用而坚实的力量# 合理培养和引导

各种社区自治组织"发挥社区自治组织提供服务'反映

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会对社区建设起到有力的推动

作用#

在单位社区转型的过程中"充实认识到单位"居委

会和社区自治组织的作用" 并协调好三者之间的关系"

对我国现代城市社区建设的发展意义重大# 在今天"我

们可以看到很多单位社区向城市社区转变的例子"有成

功的也有失败的"转变的方式会有很多种"但这种转变

作为现代化城市建设的一种必然趋势已被越来越多的

人接受和认可# 因此"我们应该着眼于现实"在变化中找

规律"吸取传统单位社区人文思想'结构特征的精华以

及对必要的城市规划与设计原则的尊重" 寻找一条 ,-

世纪中国特色的实现城市建设良性发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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