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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城市社区是指城市一定生活空间的居民所形成的以区域为纽带的社会共同体 ,城

市社区是城市社会的细胞 ,城市社区的基本功能包括政治功能、自治功能、服务功能、社会保障

功能、学习功能、文化功能和经济功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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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意义上的社区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生活共

同体 ,社区内部的成员拥有一块地域 ,成员与成员

之间互相依赖 ,密不可分。一般认为 ,社区是一种

地域性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是指由居住在某一地方

的人们结成多种社会关系和社会群体、从事多种社

会活动所构成的社会地域生活共同体。社区概念

暗含的是政府权力的淡出 ,社会自治组织能力的提

升 ,体现的是社会的自助、自主、自治 ,是社区居民

对社区发展责任的共担和社区发展成果的分享。

从 20世纪 80年代中期开始 ,城市社区成为多学科

学者研究的对象。张鸿雁 (2000)对城市社区下了

定义 ,“城市社区建设是由建筑结合起来的并由居

住关系构成的现实社会的社会空间发展过程 ”①。

“城市社区是人类社会另一大基本的社区类型。

城市社区是指以从事工商业及其他非农社会活动

的居民所组成的、有一定人口规模的地区性社会生

活共同体。”②笔者认为 ,城市社区是指城市一定生

活空间的居民所形成的以区域为纽带的社会共同

体。城市社区的主要特点是 :人口集中 ,密度大 ,经

济活动复杂 ,商品经济发达 ,社会结构复杂 ,社会流

动大 ,社会生活设施完备 ,精神文化生活丰富 ,社会

生活的节奏快 ,社会文化的变迁速度快。城市社区

是城市社会的细胞 ,是城市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

重要基础 ,它的发展状况一定程度上标志着这一城

市的现代文明程度和社会生活质量。

一、城市社区的政治功能
“政治是经济的最集中表现 ”③。作为社会物

质利益关系总代表和总保障的政治 ,其根本任务和

主要内容是对社会资源进行强制性的分配 ,在社会

资源分配过程中 ———这种分配过程不论在国内社

会还是在国际社会 ,反映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利益关

系。与经济对社会资源的分配是通过市场为媒介、

以价值规律为中轴而进行的、在表现形式上显得比

较“自由 ”“平等 ”的分配形式不同 ,政治是一种以

公共权力为后盾对社会资源作出强制性、权威性分

配的一种特殊形式。社区是社会的细胞 ,政权的基

础。随着我国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深化 ,社区

将承接越来越多的职能。社区的政治功能是指社

区在保持国家政治生活的稳定和发展方面所具备

的各种功能。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 ,城市社区的政

治功能产生于其在国家的政治体制结构中的地位。

城市社区的政治功能主要包括政治稳定、政治传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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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政治参与功能。

1. 城市社区的政治稳定功能。

稳定状态是任何一个系统存在与发展的前提 ,

维持稳定是每个系统必须具备的内部功能。政治

系统 (国家是其外在的法律表现形式 )也不例外。

政治稳定指某一政治体系存在的有序性和连续性 ,

它意味着社会政治系统在运行过程中 ,能运用内外

部各种调节机制 ,适应环境的变化 ,容纳并调整社

会系统内的各种矛盾 ,使之保持“有序性 ”。现阶

段我国正处在改革开放时期 ,改革过程中必然引起

社会利益分配的重新调整 ,不可避免地出现社会分

化 ,引发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 , 这些矛盾和问

题如果不能及时有效地解决 ,将会直接影响到政治

稳定和政治发展。城市社区通过开展大量细致的

宣传动员和思想政治工作 ,落实政府的各项决策 ,有

效化解各种矛盾 ,协助政府维护社区乃至整个城市

社会的稳定。

2. 城市社区的政治传导功能。

政治传导是涵盖政治传播学、政治社会学和政

治教育学几个领域的集合范畴 ,包括政治传播、政

治引导、政治倾向和政治整合等多重含义。它不同

于我们平时讲的思想政治教育 ,也不同于一般意义

上的政治传承和社会政治文化延续。在作用和功

能上 ,政治传导是导向的政治传播和政治传播的导

向的有机结合。国家所制定的各项政策能否收到

成效 ,达到制定政策的初衷 ,关键的是这些政策能

否被社会了解和接受 ,在社会中得以贯彻和执行。

社区自治组织可以帮助政府有关部门把国家法律、

政策的基本原则和精神落实到社区居民 ,使居民了

解、接受并能自觉地遵守 ,从而为国家各项法律和

政策的顺利贯彻执行打下坚实的基础 ,对国家政治

和社会的良性发展起到保护作用。

3. 城市社区的政治参与功能。

所谓政治参与 ,是指普通公民通过各种合法的

途径和方式 ,参与政治过程 ,直接或间接地对政治

体系的构成、运行方式和政策决策施加影响的活

动。“作为民主的一种实现形式 ,政治参与可以起

到在国家和社会之间稳妥地矫正政府的行为和公

民的意愿与选择之间的矛盾的作用。”①政治参与

从根本上来说是现代经济发展的产物 ,它是政治现

代化的一个重要内容。政治参与的形式具有多样

性的特点 ,主要有政治选举、政治结社和政治表达

等。我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 ,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

的参与国家和社会管理的权利。随着单位制度的

结束和“后单位制 ”时代的到来 ,单位的大量的政

治和社会功能转移到了社区 ,“单位人 ”回归为

“社区人 ”,城市居民政治权利的实现方式也随之

发生了改变 ,社区成为居民实现各项政治权利的场

所。城市社区对较好地满足居民需要 ,扩大就业 ,

实现“小政府、大社会 ”的管理格局 ,充分发掘和利

用社区政治资源等起着重要作用。拓展政治参与

性 ,是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城市社区承担了国

家的一部分工作 ,从而减轻了国家的工作负担 ,起

到了由民间团体起到的作用。城市社区还起到了

提高居民参与性的催化剂的作用 ,动员人们进一步

表达自身的利益 ,为社会弱势群体参与公共事务开

拓空间。

城市社区内的政治组织执行着提供政治资源、

传递政治信息和整合政治力量的功能 ,它可以通过

有效地组织社区公民参与社区政治活动 ,管理社区

事务来实现社区公民的政治权益 ,满足社区公民的

政治需要。当然 ,城市社区的政治功能不是空的 ,

要体现在社区的各项具体工作中 ,体现在社区建

设、社区思想政治工作、社区群众工作、社区精神文

明建设中 ,体现在为群众的服务中。

二、城市社区的自治功能

自治源自于希腊语 ,意指“自我治理或自我做

主的状态 ”。根据《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 》

的解释 ,“自治是指某个人或集体管理其自身事

务 ,并且单独对其行为和命运负责的一种状态 ”②。

自治一词相对应的词是“他治 ”。“他治意味着自

我或者我们的生活处于受他人的控制而不自

主 ”③。马克斯 ·韦伯 (Max W eber)认为 :“一个团

体可能是 : a)自治的或他治的 , b)自主的或不自主

的。自治意味着不像他治那样 ,由外人制订团体的

章程 ,而是由团体的成员按其本质制定章程 (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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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它是如何进行的 )。自主意味着 ,领导人和团

体的行政班子依照团体自己的制度任命 ,而不像不

自主的团体由外人任命的那样 (不管任命是如何

进行的 ) ①。

严格意义上讲 ,按照社区原则 ,城市的基层社

区组织是自治组织 ,是群众自我管理的组织、自我

服务的组织。社区建设中的各类群众性组织本身

具有天然的“民间色彩 ”,它的属性是“自 ”,即自主

和自治。自治性是社区的本质特征和价值所在。

社区组织的产生是来自社区内居民的选举 ,其职能

总体上说是为社区内居民群众服务的 ,它的全部工

作对象是社区内的居民和驻区单位。因此 ,基层社

区组织不是行政组织 ,不是一级政权 ,而是一个基

层的、社会的服务组织 ,它的根本性质是自治 ,是一

种依法自治的群众性组织 (一些城市把居委会干

部当作公务员对待 ,采取委派制显然是一种误解 ,

当然 ,街道办事处除外 )。社区自治是指不需要外

部力量的强制性干预 ,社区各种利益相关者习惯于

通过民主协商来合作处理社区公共事务 ,并使社区

进入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约束秩序

的过程②。社区自治集中体现在社区成员的自我

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自我约束 ,特别是对区

域性的社区公共事务和公共利益的管理上。社区

自治 ,并不意味着社区范围内的问题都留给社区来

解决。比如 ,社区范围内的公共安全 ,正如其他地

域层面的公共安全一样 ,这首先就是属于政府应当

提供的公共产品。当然 ,在政府供给的同时 ,社区

也可以通过自组织的形式 (比如老人巡逻队 )补充

供给。自组织的社区不仅仅是一种状态 ,更是一个

过程。

而我国的城市社区建设是在全能政府“失效 ”

和市场“失灵 ”的背景下发生的 ,是在国家与社会

分离、作为国家与社会联结点的“单位制 ”解体的

基础上出现的 ,其重要目标之一就是重新进行社会

整合和社会再造。而在城市社区建设的改革实验

中 ,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社会整合导向。其一是行政

导向 ,即强化基层政府的功能 ,主要运用政府及其

所控制的资源进行自上而下的社会整合 ,并形成

“新政府社会 ”。最典型的是 20世纪 90年代上海

提出的“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落实 ”③。这一

做法为北京、石家庄等地所借鉴和引用。其二是自

治导向 ,即强化基层社区的功能 ,主要通过政府下

放权力 ,建立社区自治组织 ,并通过这一组织动员

社会参与进行社会整合 ,并形成“社区制 ”社会。

最典型的是沈阳根据自治原则对微观社会的再造

和武汉江汉区在“沈阳模式 ”基础上强调将权力下

放给社区 ,促进政府转变职能④。本文认为应该强

化自治导向。这在于社区自治是一种管理成本较

低的体制创新 ,是社区建设的内在要求 ,有利于扩

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和加强基层民主。⑤“当社

区在市场化的条件下成为私人生活的公共空间时 ,

当一个介乎公民和政府之间的公共领域开始出现

时 ,社区的管理将是一个自理与治理的过程 ,任何

外力只能起辅助的作用。同时他认为由于政府内

部实行科层制 ,因而多一级政府 ,就多一级管理成

本 ,这种成本高于社区治理成本 。”⑥单位制的解体

为社区自治释放了自主活动的空间 ,复苏了人性中

的个人意识 ,开启了个人本位的国家社会化的进程。

城市社区自治已经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与民主建

设中最有活力的、同时也是最为基础性的部分。

三、城市社区的服务功能
十几年前 ,“社区服务 ”这个词在社会学界外

还鲜为人知 ,今天 ,它们已成为市民、大众传媒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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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官员使用频率相当高的词汇。在现代城市中 ,社

区具备许多功能 ,而这些功能的发挥主要是通过社

区服务这条途径来实现的。服务是社区最主要的

功能 ,社区服务是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和基础性工

作。社区是处于城市政府和居民之间的中间层次 ,

居民生活在社区中 ,所以社区就成为政府联系社区

居民的主要载体 ,通过服务社区架起了一座联系的

桥梁。根据社会学理论 ,城市化的发展会削弱传统

社会的人际关系 ,降低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 ,社区

服务可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弥补和整合。城市的社

区服务大致包括这样两种形式 :一种是政府服务于

社区 ,它包括对社区的宏观指导、规划 ,建设资金的

投入和各种福利的服务 ,它的终极目标是居民公众 ,

但必须通过社区这个中介。另一种是社区内部服

务 ,它包括人际相互服务和社区为居民提供的服务。

政府为社区服务首先需通过社区组织了解社

区的情况和居民的需求 ,这样才能及时地解决与人

民群众生活有关的各种问题。一个现代城市管理

将来要实现“小政府、大社区、大服务 ”的模式。政

府在转变职能的同时管理重心开始下移 ,通过对社

区的服务 ,一方面可以加强政府与市民的联系 ,另

一方面市民也可以通过社区来表达自己的意愿 ,对

政府行为提出建议和实施监督。

社区内的服务活动是加强社区居民之间联系

的又一主要任务。社区内的居民和组织既是社区

建设的主体又是服务的对象 ,这种人际相互服务体

现了社区的互动性。社区服务的目的是提高社区

居民的生活质量 ,增进社区公共福利 ;社区服务的

基本方式是以社区成员的自助、互助为基础 ,利用

社区内外资源 ,开展各种福利性质的服务。从社区

服务的内容来看 ,尽管大家的归纳不同 ,但其内容

涵盖方方面面却是不争的事实。社区服务系列基

本上分为 :为老年人服务系列、为残疾人服务系列、

拥军优届服务系列、精神病看护康复服务系列、综合

治理和司法调解服务系列、便民利民服务系列、为妇

女少年儿童服务系列、医疗卫生服务系列、社区文化

服务系列、为各界人士服务系列等。社区通过服务

为居民的生活提供各种便利条件 ,为驻区单位创造

良好的工作环境 ,使他们意识到社区利益与他们的

自身利益密切相连 ,从而达到社会整合的目的。

四、城市社区的社会保障功能

社会保障是社会 (国家 )通过立法采取强制手

段对国民收入进行分配和再分配而形成的专门社

会保障金 ,对基本生活发生困难的社会成员给予物

质上帮助 ,以保证社会安定的一系列有组织的措

施、制度和事业的总体。社会保障作为一种社会功

能 ,关系到全体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并对社会的安

定、经济的发展产生影响 ,是社会制度的集中体现。

它的基本宗旨在于维持每一个社会成员所需的最

基本和最低生活水平 ,在社会学家看来社会保障具

有稳定社会的功能。目前 ,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大致

分为两个子系统 :基本社会保障和补充保障。基本

社会保障可分为社会保险、社会救助、优抚安置和

社会福利四个部分 ;补充社会保障包括单位补充保

障、社会互助保障和个人储蓄积累保障三个部分。

这两部分共同构成了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主要内

容。它们就像一张安全 ,对整个社会的弱势群体给

予最低生活的保障 ,维持着整个社会的安定与稳态

运行。但是 ,以上社会保障体系只涵盖了法定社会

保障、单位系统补充保障的社会保障内容 ,却忽视

了现代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社区社会保障 ,所谓社区社会保障 ,是以社区为主

体和载体 ,对受保对象进行管理服务 ;多渠道筹集

资金 ,对享受了法定社会保障、单位系统补充保障

后 ,基本生活仍发生困难的社区成员给予经济上的

两次补充托底保障 ,以保证社区安全的一系列有组

织的措施、制度和事业的总称。从定义中可知 ,社

区社会保障是整个社会保障体系的最后一道“雄

关 ”,它对于那些身陷生活困境而又无能为力的人

们来说无疑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是城市社会保障

的最后一道“安全网 ”①。

社区化的社会保障区别于现行体制的体制特

征 ,是在现行社会保障制度的总目标和操作目标之

下 ,给予社区根据自身的需要构建补充保障项目和

选择操作方式的权力 ,推动社区自行调集配置各种

资源 ,形成由政府、企业和非营利组织共同参与的

社区合作机制 ,提供社会保障补充项目的供给②。

由于传统的单位制度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在短时

06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第 25卷

①

②

葛寿昌等 :《社区保障与社会福利 》,上海 :上海大学出版社 , 2000年第 23 - 27页。

杨团 :《中国社区化的社会保障与非营利组织 》,《管理世界 》2000年 1期。



期内还无法消除 ,体制内保障功能依然存在 ,因此 ,

社区的社会保障功能相应的分为体制内保障功能

和体制外保障功能两个部分。体制内保障功能是

指社区协助政府为社区内部已经进入社会保障体

制的居民如离退休人员等提供各种服务的功能。

就本质而言 ,这是国家社会保障体制向社区中的延

伸。体制外保障功能是指社区在为在国家社会保

障体制之外的弱势群体提供各类服务时所具备的

功能。

城市社区的社会保障功能包括两个方面 :首先

社区可以为社会保障和社会保险承担具体事务 ,因

为社区在这方面有其独特的优势。依靠社区的组

织和其工作人员了解社区内的居民及其家庭的情

况 ,以保证社会福利和保险的工作准确、公平地落

实到那些需要救助的家庭和个人。近年来社区已

承担了越来越多的社会福利和保险的具体事务 ,这

些具体事务已成为社区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城

市社区保障功能的另一方面是通过社区工作去挖

掘地方资源 ,利用多种形式为社区的弱势群体提供

保障。由于社区社会保障的特殊性 ,决定了它的保

障对象都是一些社会的弱者 ,如因疾病、工伤影响

身体健康需要医疗的、家庭生活极度贫困的、丧失

劳动能力不能从事劳动获得劳动报酬维持生活的、

遭受突发事故伤害影响其生活的、伤残人员、长期

失业人员等等。社区在开发地方资源后可以以现

金、物质、劳务等方式给这些弱势群众提供直接和

间接的帮助 ,进一步地发挥它的保障功能。社区社

会保障功能的发挥 ,对整个社区乃至整个社会而

言 ,起到减震器和解压阀的作用 ,对保持整个城市

社会的稳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五、城市社区的学习功能
历史进入了新世纪 ,终身教育 (L ifelong educa2

tion)已成为社会的共识。国际 2 l世纪教育委员会

“把与生命有共同外延并已扩展到社会各个方面

的这种连续性教育称之为 ’终身教育 ’”①。终身教育

包含了在人的一生中所经历的各种教育 ,作为社会

的人在生命的不同时段都能获得接受教育学习知

识的机会。有些城市提出了在 21世纪要建设学习

型的城市 ,而作为城市的基础社区当然必须具备这

样的功能。建设学习型城市 ,推进“大教育 ”。社

区的学习功能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辞海 》中称 :

“教育是社区现象 ,起源于劳动 ,是适应传授生产

劳动和社会生活经验的需要而产生、并随着社会进

步而发展起来的。一定社会的教育是一定社会的

生产力、生产关系和政治的反映 ,同时又对它们给

予影响和作用。原始社会对年青一代的教育是在

生产和生活实践中进行的。奴隶社会出现了独立

的教育机构 ———学校 ⋯⋯。”很显然 ,学校是教育

机构 ,并不代表着教育全部 ;教育也不只是在学校

里 ,同时也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 ”,在社区中。

学习型城市应当具备这样一些特点 :满足不同

人对教育的不同需求 ;教育资源向全社会开放 ;教

育设施为全民共享 ;不同的时间都有学习的机会 ,

而且学习方便环境良好。这些都离不开社区的学

习功能。社区的学习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 : (1)社区居民道德素质的培养功能。社区居民

的素质如何 ,直接决定着一个社区的品位、形象 ,现

代社区居民必须通过学习 ,必须具备不断学习的能

力 ,必须具备在变化的环境中与他人相处的能力和

创新能力。在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过渡的过程

中 ,道德教育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而伦理准则和道

德规范产生影响的主要场所在社区。例如 ,西方传

统的宗教在社区中的扩张 ,随着社区中以教堂为中

心的道德气氛的发散 ,润滑了工业经济中人群的利

益摩擦 ,消解了经济竞争中人际的孤独 ,抚慰了人

们物质丰富后的寂寞 ,从精神的层面满足了人们的

寄托。 (2)促进社区教育发展的功能。马克思指

出 ,教育“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式 ,而

且是造就全面发展人的唯一方法 ”②。文化教育对

促进社区居民素质的提高、对促进社区风气的转变

是极为重要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 :“人是环境和

教育的产物 ,而改变了的人是另一种环境和改变了

的教育的产物。”③但是 ,“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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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①教育对提高居

民素质具有特殊的作用。社区既要依靠社区的学

校、幼儿园、图书馆等途径进行文化灌输 ,更要注重

通过社区的良好风气、文化传播去潜移默化地影

响。通过社区教育 ,促使居民热爱自己的社区 ,关

心自己的社区 ,并积极主动的建设自己的社区。社

区教育是社区营造永续发展的续航力。通过社区

教育 ,增强居民的凝聚力、把社区良好的风尚、悠久

的历史传统继承下来 ,从而推动社区的发展。 ( 3)

终身学习的组织功能。学习作为人的生存与发展

概念 ,将持续人的一生 ,成为持续的、终身的学习活

动。终身学习体系作为一个社会系统 ,在纵向上包

括少儿学习、青少年学习、成人学习、和老年学习 ,

体现人生各个阶段上下衔接、持续发展的特征 ;终

生学习体系在横向上包括个人学习、家庭学习、学

校学习、社团学习、企事业单位学习等 ,这些学习组

织的载体构成一个学习的网络 ,形成一个终身学习

体系。美国学者布鲁克非得 (B rookfield) )曾将广

泛的社区教育分为三类 ,即为适应民众需求而办理

的 (Adult education for the community)、以社区为学

习资源的 (Adult education in the community)、为社

区发展而开办的 (Adult education of the community)

等三类社区教育②。这样的社区教育体系是能够

满足社区发展和居民终身学习的双层需要 ,如果配

以社区学习的规章制度和动力机制 ,是可以提供和

保障社区居民充分的学习权利和机会。社区通过

尽可能多地调动居民的社区意识和主体性 ,创造社

区的学习环境和条件 ,即开发社区教育资源和营造

学习风气 ,促进社区主体与学习条件的交互作用 ,

使社区居民时时处于学习氛围之中 ,人人处于学习

组织之中 ,使学习成为社区居民终身的需求与乐

趣。 (4)人际关系疏离的弥补功能。社区学习是

人的社会化过程 ,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真实情感的

互动 ,是人际面对面的情感交流和体态语言的交流

过程 ,在学习中体现着人类亲情和人类之爱 ,远程学

习的所有缺陷几乎都可以在社区学习中获得弥补。

六、城市社区的文化功能
文化是城市社区人与人之间的桥梁。从文化

辐射功能和影响范围的角度来看 ,社会文化体系分

为国家民族文化、区域地方文化和城市社区文化三

个层次。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国家文化是宏观层

次的文化形式 ,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地方文化是中

观层次的文化形式 ,具有鲜明城际特点的城市社区

文化是微观层次的文化形式。社区文化是“制通

行于一个社区范围之内的特定的文化现象 ,包括社

区内的人们的信仰、价值观、行为规范、历史传统、

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地方语言和特定象征等。社

区文化是构成社区的重要要素之一 ”,“社区文化

是社区的地域特点、人口特性 ,以及居民长期共同

的经济、社会生活的反映 ”,“社区文化实质上是地

方文化的具体体现 ”③。由此可见 ,社区居民的行

为规范、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价值信念构成了社

区文化的理论内核。无论是行为规范、生活方式还

是风俗习惯、价值信念都不是单个人的原子化行为

所能产生的 ,而只能是来自于社区居民群体的长期

持续互动所产生的社会关系网络中。以前 ,社会文

化体系只明晰了宏观层次的国家民族文化和中观

层次的区域地方文化 ,而对微观层次的城市社区文

化视而不见。殊不知 ,城市社区文化是整个社会文

化体系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具有基础性、群众

性、广泛性和草根性的重要的地位 ,发挥着其他文

化内容或文化要素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社会主

流文化要同社区基层文化互动、整合 ,才能起到引

导的作用 ;反过来 ,只有实现社区文化与主流文化

的认同 ,社区文化才能健康发展 ,而主流文化也获

得群众参与的广泛性支撑。城市社区文化是沟通

雅文化和俗文化的桥梁和纽带 ,是实现文化形式与

内容雅俗共赏特质的重要载体和环节。城市社区

的文化功能主要是指社区在传播主流思想文化和

培育社区性文化过程中所具备的功能。一个社会

所需要的先进思想文化一方面靠各种专门机构如

学校、培训机构、大众媒体以及文化传播公司等来

完成 ,另一方面要靠其他社会组织来完成。社区的

文化功能一方面体现在社区作为国家行政体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 ,是国家主流思想文化传播的重要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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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和阵地 ,这具体表现为通过在社区内开展各种主

题性的宣传教育活动 ,大力宣传社会主流文化、抵

制腐朽文化 ,在社会当中树立正气 ,凝聚社会力量 ,

塑造新型公民。另一方面 ,社区通过开展大量有益

的社区文化活动 ,间接宣传社会主流文化和大众文

化 ,对广大居民进行思想道德教育和人文主义教

育 ,营造一种充满温情的社会氛围 ,培育集体主义

精神 ,增强社区的自豪感、归属感和凝聚力 ,有效消

除由于社会急剧分化而形成的社会离散现象。正

如安东尼 ·吉登斯 (Anthony Giddens)所认为的那

样 ,进行社区建设“不仅意味着重新找回已经失去

的地方团结形式 ,它还是一种促进街道、城镇和更

大范围的地方区域的社会和物质复苏的可行办

法。”①社区是根、居民是本、活动是魂 ,社区要稳

定 ,文化必先行 ,充分发挥社区的文化功能 ,不仅可

以有效抵制各种非主流文化和不良亚文化②在社

区中的传播 ,而且对社区人文精神③的形成和整个

社会文化的繁荣都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七、城市社区的经济功能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城市化的步伐不断加

快 ,其规模亦不断扩大。由此带来了人口、信息、生

产要素、生活资料的不断积聚 ,各个社区逐步形成。

社区的发展 ,使生产力的地域组合越来越引起人们

的注意和重视。受区位论的影响和启迪 ,社区在经

济发展中的作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社区成

员参与社区经济发展的物质成果是财富的累积。

通过经济发展来获得自身的利益 ,既是城市社区发

展经济的动力所在 ,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

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 ,在商品经济中 ,人与

人之间的经济关系是一种交换关系 ,交换的目的是

为了获得自身的利益。“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 ,

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 ”④。恩格斯也说 ,“每一个社

会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的 ”⑤。人们

以某种方式占有、分配、使用资源 ,都是为了最终实

现自身的物质利益。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

和深化 ,城市社区的经济功能开始增强。理论和实

践都表明 ,人类的发展和经济水平的提高息息相

关。社区环境的改善、社区服务的优化、社区教育

的普及、社区生活质量和文明程度的提高以及“文

明社区 ”的创建等活动都离不开社区经济的发展 ,

都必须有相应的经济基础和财政实力。城市社区

的经济功能主要是指社区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所具

备的功能。社区的经济功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

一是社区组织通过各种方式直接参与到本社区的

经济活动当中 ,推动着本社区的经济发展。二是表

现为社区通过政治功能、服务功能、社会保障功能

和社区文化功能的充分发挥 ,为社区经济的发展提

供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间接地为本地区经济的发

展起到推动作用。

社区经济是介于福利性与营利性中间地带的

一种经济形式 ,它既然称为一种“经济 ”,就或多或

少有营利的成分 ,而“社区 ”对它的限定意义就在

于 ,它主要是面向切切实实的社区居民 ,这种服务

主体的性质决定了它又并非是完全意义上经济效

益最大化 ,而是一种嵌入社区居民生活的新经济形

式 ,带有福利性质。据此 ,试给它下一个定义 ,社区

经济是指在特定的区域范围内 ,以社区居民为服务

主体和组织主体的主要来源 ,调动社区内外一切可

用资源 ,以灵活多样的运行机制来配置资源 ,以社

区居民福利最大化为目标的 ,可进行成本与效益核

算的一切活动。社区经济的生命力 ,就在于其合理

利用资源而产生新的财富 ,使财富在发展中不断累

积 ,逐步走向富裕。社区经济的发展能够最大限度

地满足生活在社区中居民的工作、学习、娱乐和生

活等方面多元化的需要 ,提高社区居民的生活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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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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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安东尼 ·吉登斯 :《第三条道路 :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2000年第 83页。

亚文化 ( subculture) :又称集体文化或副文化 ,指与主文化相对应的那些非主流的、局部的文化现象 ,指在主文化

或综合文化的背景下 ,属于某一区域或某个集体所特有的观念和生活方式。亚文化属于整体文化的一个分支 ,它是由各

种社会和自然因素造成的各地区、各群体文化特殊性的方面 ,如因阶级、阶层、民族、宗教以及居住环境的不同 ,都可以在

统一的民族文化之下 ,形成具有自身特征的群体或地区文化 ,即亚文化。

人文精神是一个历史范畴 ,它的内涵极为丰富 ,不同的国家地域、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诠释和诉求。我国

《辞海 》中就这样写道 :“人文指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 ”。人文精神就是关乎人的心性完善和成长与人类文明的延续

和发展的内核的东西 ,体现着以其发展为需要的价值观、情感和素养等。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l卷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1962年第 82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2卷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1995年第 537页。



量。社区经济是城市经济和地区经济的重要组成

部分 ,对城市和地区经济的发展有导向作用、拉动

作用。社区经济是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 ,可以容纳

大量人口就业 ,是社会安定的重要保证 ,是提高居

民生活质量的重要途径。社区经济有稳定性、递升

性的特点 ,因为居民的生活需求是长期的 ,并且随

着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而稳步提高。社区经济

的社会效益是广泛而又巨大的 ,文化方面的服务可

以促进市民文化生活的改善和基本素质的增强。

社区经济作为一种优化的资源配置方式 ,可将社区

内互不相联的各种经济成分变为利益共同体 ,建立

一种新的经济生产方式 ,从而带动社区乃至更广区

域的经济发展。社区经济作为一种强调社区居民

广泛参与的经济形式 ,可以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 ,

促进社区居民彼此之间的相互理解 ,支持与合作 ,

培养共同的经济利益 ,发展共有经济 ,资源共享 ,从

而增强社区居民的归属感和社区意识 ,达到一种社

区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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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in to the function of urban comm un 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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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itute of U rban Econom y, Tianjing Academ y of Socia l Science, Tianjing 300191, China)

Abstract:U rban community is a social community formed by the residents in a certain living space and con2
nected by regions. It is the cell of urban society with such basic functions as p litics, self - rule, service, social

security, learning, culture, economy and so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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