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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单位社会下城市社区意识的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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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社区的关键在当代人常说的 $社区意识%或

$社区情感%上&而不只是在于它的外在形式'

D=E

(浓厚的

单位意识而低迷的社区意识制约了城市社区建设的发

展(为深入了解后单位社会下的城市社区意识现状&笔

者利用 =个多月的时间先后实地走访了四川 F 市内

的若干社区(F市位于四川盆地东北部嘉陵江中游&有

#丝绸之乡'和#果城'之称&是川东北中心城市之一(本

次调研主要采用参与式观察及访谈的方式来收集资

料& 从主城区管辖的 G个区中各选 G个典型社区共计

H个社区进行实地考察(

一$社区意识的涵义及现实意义

#社区' 这一概念最早是由德国社会学家 B)滕尼

斯首次提出的& 其最初涵义是指人们生活的共同体和

亲密的伙伴关系( 作为一种主观现象的社区意识很早

就引起社会学界的关注(同社区概念的不确定性一样&

社区意识的概念在学界也没有一个清晰的界定( 与之

相关的概念有社区情感*社区归属*社区认同等等&甚

至有的学者直接将社区意识用社区归属感称呼( 南京

大学周晓虹教授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对影响社区归属

感的因素作了归纳I 他认为有五大原因影响到居民的

社区归属感( !="居民对社区生活条件的满意程度+!;"

居民的社区认同程度+!G" 居民在社区内的社会关系+

!J"居民在社区内的居住年限+!K"居民对社区活动的

参与D;E

( 单菁菁运用实证的方法从居民的社区满意度*

居住时间等方面探讨影响居民的社区归属感&认为城市

居民的综合社区满意度与其归属感之间呈高度正相关&

城市居民的社区归属感建立在他们社区生活满足感的

基础上&社区质量和社区进步是形成人们社区满意的根

本原因&也是增强人们社区归属感的最终力量DGE

(

一般而言& 社区意识是指社区居民对社区的一种

认同*依恋和参与的心理情感(居民的社区意识强弱通

常可以借助于社区满意*社区认同*社区依恋*社区参

这些指标来衡量(

社区满意是评价社区意识的重要指标& 只有居民

对社区的整体环境感到满意& 他们才能产生一种正面

的社区情感反应&从而形成较强的社区意识(社区认同

是社区居民对自己的一种归类&#美不美*家乡水&亲不

亲故乡人'就是从社区认同的层面而言的&它是社区居

民发自内心的对社区的一种认可& 并且愿意成为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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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一员! 社区依恋是社区居民对社区产生的一种割

舍不断的情怀和喜爱"它是建立在社区满意#社区认同

的基础之上" 居民对所生活的社区有了正面的情感反

应和认可之后" 自然而然就会产生一种喜爱和割舍不

断的依恋之情! 社区参与是衡量社区意识的一个外显

指标" 是指社区居民通过各种方式参与到社区事务当

中"它是社区意识的集中体现"社区参与的高低直接反

映了居民社区意识的强弱!

社区意识的培育在当前城市社区建设中具有十分

重要的现实意义!在传统的单位社会下"个人的一切事

宜都由单位来承担"从生老病死到婚丧嫁娶"无不打上

了单位的烙印! 由于有单位的庇护" 人们往往安于现

状"眼界狭窄"$两耳不闻单位外%! 随着单位体制的瓦

解"过去由单位垄断性分配资源的机制逐渐被打破"单

位组织功能趋于弱化" 人们对单位的依赖程度也逐渐

减小!但不可忽视的是"单位的阴影并没有彻底地淡出

人们的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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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在急剧变迁的

现代社会里" 不同的单位组织决定了其成员不同的利

益资源" 单位依旧是高风险社会下个体强有力的庇护

所"失去单位意味着失去工作机会和利益保障!单位依

赖的惯性思维极大地阻碍了居民的社区意识发育"低

迷的社区意识导致社区参与缺乏" 社区的公共活动难

以开展"从而极大地制约了社区建设的进程! 因此"培

育居民的社区意识是加快城市社区建设的客观要求"

同时也是$社区%本身的内在要求!此外"浓厚的社区意

识可以有效地降低社区治理的成本" 协调社区各个阶

层的利益和矛盾"维持社区的和谐与稳定"从而有助于

更好地推动社区的全面发展!

二!后单位社会下的城市社区意识现状

充分把握后单位社会下城市社区意识的现状是制

定合理政策的客观依据和推进社区建设的重要条件!

结合调研的感受"笔者认为"当前城市居民的社区意识

还较为低迷"具体体现在以下 #个方面!

"一#社区认同度不够

社区认同度是社区居民对社区所产生的一种情感

上的认可与心理归属感" 它是社区意识结构中重要的

一环!在笔者走访的社区里"很多居民对社区的认同度

并不高" 对于所在社区的边界以及社区建设同自己的

关系感觉模糊!在问及$有了困难是否想到动用社区资

源时%很多人选择$否%!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社区在居

民心目中并没有占据一个举足轻重的地位" 人们对社

区的认同度还有所欠缺! 与此相反"当问及$你觉得工

作单位重要还是社区重要( %的问题时"绝大多数居民

不假思索地选择了前者"理由是$有一个好的工作单位

才能保证高品质的生活%! 在随后的走访中"笔者也深

刻地感觉到" 更多的居民是把社区看作是单一的居住

场所而非一个集工作# 休息# 娱乐等功能为一体的家

园" 人们所理解的社区跟学者们所倡导的社区还存在

着较大的差距! 在一些人心目中"社区更多的是$弱势

群体%的代名词!造成这种认识偏差的根本原因在于居

委会的角色错位!众所周知"居委会本来是居民自治的

组织"但在现实的运作中却异化了"居委会更多的是向

上看而不是向下看! 经费的缺乏使得居委会把过多的

精力放在上级下达的任务"所谓$上面千条线"下面一

根针%是其真实的写照!工作重心的上移必然会导致服

务居民意识的缺乏!同时"在社区利益呈现多元化的格

局下" 传统行政化的社区工作方法无法有效地整合社

区各群体的利益需求!因此"社区难免或被人视为弱势

群体的$孤独盛宴%或一休憩场所!

"二#社区公共理性缺失

$公共理性是一个民主国家的基本特征!它是公民

的理性"是那些共享平等公民身份的人的理性!他们的

理性目标是公共的善" 此乃政治正义观念对社会之基

本制度结构的要求所在" 也是这些制度所服务的目标

和目的所在! %

"%$&&%'(()社区公共理性是社区居民处理社

区公共事务的一种精神和态度" 它是社区居民的一种

理性能力与道德能力!借助于社区公共理性"不同阶层

的居民能够有效地进行沟通和协商" 恰当地处理社区

内的各种重要的事务"合理平衡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

从而达成社区公共的善!笔者的调研发现"这种社区公

共理性精神在当前城市社区居民身上还较为缺乏! 在

阶层分化和利益多元化的格局下" 人们普遍缺乏一个

共同认可的价值规范" 在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取舍

上过度地偏向前者! 一些居民为了一己私利" 乱扔垃

圾"乱停车位"违章搭建"严重损害了社区其他居民的

整体利益!同时"居民之间在社区公共事务上缺乏一个

有效的沟通机制"邻里之间缺乏互信"社区各个阶层之

间缺乏宽容"这些都极大地制约了社区意识的发育!

"三#社区参与率不高

社区参与能够提升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

感" 通过参与" 居民感受到社区和自己的利益休憩相

关"在参与中他们能够形成对社区的一种认同和喜爱!

社区参与的程度直接就反映了居民社区意识的强弱!

在笔者调研的社区里" 居民的参与普遍呈现出结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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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失衡!两头高"中间低的特征较为突出#在参与的年

龄结构上!老年人和儿童参与率较高!而中青年人参与

率较低#从参与的内容上看!休闲生活类参与较多而政

治"公益性参与较少#从参与形式看!动员式参与多而

主动参与相对较少$制约居民参与率的因素有很多!一

方面单位体制后遗症极大地影响了一部分人的参与!

他们的生活轴心更多地停留在单位上而没有发生转

向!对单位还存在着一种被新制度经济学派称之为%路

径依赖&的情节' 同时!社区活动的形式化也影响了居

民参与社区的热情' 当前城市社区建设的过渡行政化

使得社区活动带上了鲜明的形式化色彩! 很多活动不

是从居民的内在需求出发设计! 而是一些干部为应付

上级检查临时构想出的! 这些活动同居民的内在需求

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张力'一方面!居民期望参加的社区

活动参加不了!而另一方面!提供的参与活动却不能吸

引居民主动参与'

!四"社区满意度偏低

社区满意度是社区居民对社区的一种主观感受和

评价! 它直接反映了社区的客观实在和社区居民主观

需求的契合程度' 一般而言!居民对社区人际关系"社

区软硬件设施! 尤其是社区公共物品的认同直接影响

到社区居民的满意度'当前!由于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

起步较晚! 社区的角色同其真实的内涵之间还存在着

较大差距!人们对社区的认识还只停留在%浮光掠影&

的境界'在阶层分化的格局之下!人们对社区的功能定

位趋于多元化! 功能缺失的社区还无法有效地整合各

个阶层的利益诉求'与此同时!社区的发展面临着资金

投入不足及人力资源匮乏的瓶颈! 使得当前社区提供

的服务呈现低档化"品种单一等特点!在满足城市居民

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需求方面还存在着较大的差

距! 从而造成居民社区满意度的下降以及认同感的缺

乏'在笔者走访的社区里!很多居民对社区的公共物品

提供方面存在着诸多的不满!如社区缺乏照明设施!社

区的卫生环境较差!社区时有偷窃事件等等'

三#后单位社会下社区意识重塑之路

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是单位中国!而如今!单位逐

渐让位于社区步入了后单位时代' 后单位时代是单位

和社区共生的时代'但我们必须正视!单位体制的阴霾

依旧残存于这个时代' 因此!为加快城市社区建设!打

破单位神话!让社区居民顺利地完成%单位人&向%社区

人&的转变!需要重塑居民的社区意识' 结合调研的感

受!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解决'

!一"发展社区组织$重构精神家园

社区组织是指直接从事社区活动的各种组织的总

称'当前城市社区组织呈现多元化的格局!既包括类似

社区党组织之类的政府组织!也有类似居委会"业主委

员会的自治组织!同时也涵盖日益增多的公益性"志愿

性和非营利性的社区中介组织' 在发展社区组织的过

程中!要处理好政府组织和各种中介组织的关系'作为

行政主体的政府应该尽量地缩小权力视角!放权让利!

将权力下沉到基层! 使得居委会这样的自治组织能够

真正还原其本来面目! 同时让中介组织承接其剥离出

来的社会职能!以更优质的服务面向社区居民'一般而

言! 类型丰富的社区组织能够更好地满足社区居民全

方位"多层次的潜在需求!为居民提供各种制度化或非

制度化的参与渠道!增进居民彼此的相互了解!减少了

由于城市化和工业化造成的居民之间的陌生感和疏离

感!达成一个%互相关怀"互相照顾&的社区目标!让人

们有机会重温滕尼斯笔下那种温情脉脉的人际关系以

及休憩与共的精神家园' 为此! 需要大力挖掘社区资

源!尤其是社区的文化资源' 以社区组织为依托!以文

化为载体!以社区居民参与为主要手段!重构居民的精

神家园!使社区真正能够在广大居民的心中生根发芽'

!二"拓宽社区参与$深化社区自治

当前城市社区建设的过程中! 社区更多的是作为

一个国家基层治理的基础单元而远没实现滕尼斯笔下

的那种休憩与共"精神家园的共同体目标'行政权力过

度膨胀压缩了社区自治的空间! 削弱了社区居民独立

解决问题的能力! 他们始终无法超越单位社会的余辉

和现实行政的辐射'因此!要重塑社区意识就必须将社

区从行政的牢笼中解救出来!实现工作重心下移!还权

于社区居民!不断拓宽他们的参与平台!借助于现代的

信息技术!让他们实现快捷"方便地参与社区公共事务

管理的目标' 同时! 也需要改变现有不合理的参与结

构!平衡各个年龄群体以及各个阶层间的参与!改变过

去社区精英垄断决策的不合理现象! 充分发挥广大居

民的积极性!降低他们参与的时间成本!激励他们的参

与热情!最终变%单位社区&"%行政社区&为%居民社

区&"%生活社区&!还社区真正面目!充分实现居民%自

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自我监督&的目标'

!三"培育社区资本$促进社区发展

社区意识的重塑离不开社区资本的培育! 只有充

分地培育社区资本才能更好地增强居民的社区意识!

促进社区的发展'一般而言!社区资本包括社区经济资

本"社区人力资本和社区社会资本'社区资本的培育既

是社区建设的 !种手段! 同时也是社区建设的 !种目

标诉求'通过社区资本的培育!将社区真正打造成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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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工作!休闲!娱乐为一体的场所" 社区的经济资本是

社区建设的基础" 社区人力资本是社区经济资本增长

的重要源泉#其投资形式主要包括社区教育!医疗卫生

以及社区居民的职业培训# 这些投资最终都会形成社

区人力资本#它是塑造高素质$社区人%的重要途径" 除

了社区经济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培育外#社区资本的培育

还包括社区社会资本#一般而言#社区社会资本包括社

区信任!社区规范及网络!社区成员的各种关系尤其是

人际关系以及社区文化在内的一些要素综合而成"培育

社区社会资本需要大力发展各种社区组织尤其是中介

组织#通过这些组织培养居民之间相互合作沟通的社区

精神#同时#要扩大社区居民参与网络#通过参与社区事

务达到拓展社区资源和加强沟通和合作的能力"

!四"开展社区教育#重塑公共理性

多层次! 全方位的社区教育是培育社区意识的重

要手段" $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个别教育及社区教育

是推动改革的主要机制# 其中社区教育的目标是建立

平等!公义!互相关怀的社会"同时#社区教育也是协助

居民参与!争取权益的过程%

!"#

"社区教育主要面向本社

区的居民# 针对社区的发展和居民的各种需要开展的

教育活动#可以有效地弥补正规教育的不足"社区教育

的方式较正规教育更为灵活& 既可以借助社区里正规

教育机构来进行# 也可以通过社区成员的相互学习达

到教育的目的' 既可以通过讲座的方式对社区居民进

行教育#也可以借助现代网络进行远程教育'既可以通

过娱乐的方式让居民在轻松活泼的气氛中完成# 也可

以通过比较正式的宣传而对社区居民进行教育" 通过

在广大社区居民中开展形式多样的社区教育# 让居民

树立起一种权利和责任意识# 而这种权利和责任意识

又有助于塑造公民的一种公共理性精神"$公共理性之

理想的关键是# 公民将在每个人都视之为政治正义观

念的框架内展开他们的基本讨论# 而这一政治正义观

念则建基于那些可以合乎理性地期待他人认可的价

值#和每个人都准备真诚捍卫的观念上" 这意味着#我

们每一个人都必须具有# 且准备解释我们认为可以合

乎理性地期待其他公民(他们也是自由而平等的)与我

们一道认可的原则和指南的标准" %

!$#%&'借助于这种公

共理性# 社区居民方能妥善地处理好利益分化带来的

利益冲突#实现利益的均衡博弈和达致社区公共之善#

将个人从单位体制的奴役中彻底解放出来而最终实现

$单位人%向$社区人%的角色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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