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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塑造良好的社区空间 

苏州市F社区是几个村庄拆迁后的农民聚居区。拆迁之前，该地区就有不少工厂，物流也比较发达，人日密度较

大，这是由苏南地区人多地少的特点所决定的。集中居住以前农民居住的是平房或二层楼房，每家都有院落，空间较

大。集中居住后，该F社区全部是五层楼房，空间的密度很大，甚至比城市社区的密度还大。农民原先享有的空间较

大，在其中相对自由。而现在在高密度的空间中，他们需要把一部分自由让度出来，以适应一定的“规则”。当然，

如果不把一部分自由让度出来，任何一个人行使自由的过程必然会妨碍别人的自由，结果大家都没了自由，这是不言

自明的。但他们已经习惯了原有的生活方式，而新的空间不能支持原有的生活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居住空间变化与

生活方式变迁不协调就在所难免，并产生了一些问题。 

其一，替代空间的问题。农民的一些生活习惯需要相应空间的支撑，如农民过去晒衣服与晒被总习惯在相对开敞

的空间进行。集中后，这种开敞空间不复存在。尽管集中居住区每家都设置阳台供晒衣物，但农民的生活习惯有一定

的惯性，当以前的开敞空间找不到时，他们就会寻找相应的替代品。于是，公共草坪、树木甚至是路灯都成为这种开

敞空间的“替代品”。农民的生活习惯是爱惜自己的东西，什么东西都不愿意丢弃，哪怕已经是用不到的东西如以往

的农具等等。集中后，储物的空间明显不足，一些农民家里堆放不下，或者舍不得用家里有限的空间堆放物品，于是

就寻求一些能够利用的“替代空间”，如楼道口、楼外空地等，“见缝插针”地堆放物品，不仅造成空间凌乱，也容

易带来一定的安全隐患。集中前农民有“扎堆”的习惯，而目前在社区中，除了公共草坪是较大的公共空间外，公共

空问比较缺乏，于是楼前、楼角甚至草地等都成了“扎堆”的替代空间，也造成一定的空间混乱。以上几种“替代空

间”的情况，使得F社区的容貌与卫生大受影响。 

其二，破坏空间的问题。农民集中居住后，空间设施发生了变化。而这种居民以前未曾习惯的设施，如路灯、防

盗门、楼角和楼道设施等易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 

目前在我国各地农民集中居住的实践中，居住空间变化与生活方式变迁不协调是一个有普遍性的问题。农民的集

中居住是由政府推动，很大程度上是被动地卷入到这一进程中的。集中居住给他们生活造成了一定的不便，而且习惯

的生活方式要在短时期内改变，也有相当的困难。我们必须面对这一现实，以一种以人为本的态度来对待。从目前情

况看，解决思路应着眼于以下环节： 

首先，加强宣传教育。对于生活习惯方面的问题，一方面要依靠管理，而另一方面要加强宣传教育。相比之下，

宣传教育比管理更有效果，它可以将人的行为习惯“内化”。因此，我们建议F社区中设立一些宣传栏，不仅可向居民

宣传行为习惯方面的知识，还可以籍此进行一些安全教育和健康教育等，全面提高居民的素质。 

其次，加强社区卫生与容貌管理。对于一些破坏社区卫生与容貌的行为，社区应加强管理。在F社区，目前社区卫

生与容貌管理主要由物业公司负责，但仅仅依靠物业公司难以管理好社区卫生与容貌。首先，物业人手有限。其次，

物业管理中还有一个心理认同的问题。物业毕竟是外来人，用外来人管理本地人，本地人心里难免会有一定抵触情

绪。如果能将外来人的“他管”与本地人的“自管”结合起来，建立卫生与容貌管理的长效机制，就可以把居民组织

起来，发挥社区(居民利益共同体)的优势，提高社区的凝聚力与向心力，使大家共同致力于社区卫生与容貌的建设，

实现“良好的环境靠大家”。 

再次，做好空间引导工作。环境心理学的生态直觉理论指出，人们对空间的错误使用，并不一定是使用者的问

题，有些情况下是空间设置不当的问题。人的环境感觉能力是先天的，也是一种直觉。环境的物质特征与社会特征一

旦向周围需要它的人们展示了其功能意义，就会被人们发现和利用。人们无法发现与利用或错误利用，说明空间的安

排不当。老百姓的空间心理图式与规划设计者存在差异，是因为他们的生活背景不一样。设计师的设计过程是一个编

码一解码过程，设计的东西最终需要居民去进行解码，因此设计者应当多去了解居民的需求。尤其在设计农民集中居

住区时，更应当根据农民的特点去做好空间引导工作。 

最后，科学预留空间。目前，在F社区中，农民集中居住的过程尚未结束，二期工程正在兴建中。虽然没有最终竣

工，但相关的规划已经确定。尽管已经建成的部分公共设施齐全，但仍显示出规划预留的空间不足。从长远看，F社区

目前欠缺的大型公共空间、儿童与老年活动空间及文化空间等，将来社区发展到一定程度时都必须具备。因此，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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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建设必须具有长远的眼光，不能仅仅局限于眼前的得失。即使在相关条件并不具备的情况下，也要预留足够的空

间，如可以先把这些空问建成绿地备用，否则如果等到将来补救，成本会更大，得不偿失。 

二、拓展社区人际网络 

农民集中居住不仅仅是一个空间聚集的过程，更是一个社会过程。一般而言，空间的聚集通常伴随着人际网络的

拓展，二者是紧密联系的过程。仅有空间的聚集而无人际网络的拓展，这样的空间聚集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无意义

的”空间聚集，即“空间意义上的城市化”与“社会意义上的城市化”不同步。目前，F社区就面临着这样的尴尬。 

其一，尽管人际网络有所拓展，但基本上仍依赖于以前的基础。在F社区集中居住之前，原不同村落的一些人就已

经熟识，甚至有一定的交情。其中有的是通过上面组织的活动建立了联系，有的则在不同村落中有亲戚关系，这些都

使不同村落的人之间建立了一定的交往与互动。反之，集中居住后不同村落间人际网络拓展的力度不是很大。 

其二，人际网络固化有余而拓展不足。在集中居住前，原有村落一些亲戚本来居住距离较远。集中居住后由于可

以选择住所，他们的居住距离变近。空间变化带动了交往，使他们之间的人际网络得到了固化。但是，在固化原有人

际网络的同时，也使得人们失去了一些拓展人际网络的机会。 

其三，目前人际网络的拓展主要集中在老年人层面，其他主体尤其是年轻人人际网络拓展比较滞后。老年人由于

闲暇时间比较多、生活比较寂寞，对人际交往的需求较大。同时，在F社区，老年人带小孩的比较多，小孩的交往带动

了老年人的交往，使得老年人之问更容易形成互动与交往。 

其四，本地人与外地人之间缺乏人际交流。苏南地区有着大量的外地人口，平均3个人中就至少有1个外地人。F社

区中充斥了大量的外地人，他们在社区中租房，有的打工，有的做生意。在社区人际网络拓展中，外地人是不能忽略

的一个重要群体。然而，外地人目前还很难融入当前社区中。这个问题不是F社区所独有的，目前外地人如何融入当地

社区，在全国范围内都是一项复杂的课题，其中涉及的因素比较复杂。在F社区中，本地人对外地人的成见比较大，主

要表现在：不少本地人认为外地人破坏了区容卫生，卫生问题成为本地人与外地人间引发矛盾的主要焦点之一。另

外，不少本地人还认为外地人破坏了治安。 

而外地人同样对本地人有一定意见。首先，他们认为有些本地人歧视他们，而既然住在同一社区中，就不应该分

什么本地人与外地人，应得到一视同仁的待遇。他们感觉部分本地人持有排外观念，歧视他们，因此对于社区难以萌

生归属感。其次，即便没有歧视，他们也认为自己很难真正融入当地社会。总体而言，伴随着地理空问的积聚，F社区

目前在人际网络拓展方面已明显滞后。居住区原有不同村落的人之间的人际拓展以及本地人与外地人之间的人际交

往，都不是十分理想。有鉴于此，应通过积极的工作来推动人际网络拓展： 

    开展针对性的活动，以推动人际交往。在现有情况下，F社区人际网络的拓展离不开政府与社区的积极推动。

政府与社区应通过举办一些有意义的活动来推动人际交流，建设和谐社区。在过去，良好邻里关系的生成与维持，往

往要依靠一些公共性的空间如公用水井等。随着人们生活的改善以及基础设施的改善，现在这样的公共性空间已经减

少，人们的交流与交往随之逐渐减少。现代社会的邻里关系，不能再单纯依靠公共空间作为支撑。举办一些有意义及

有针对性的活动，是当前邻里关系建设必不可少的环节。例如，可举办一些针对小孩的相关活动，这样的活动不仅对

小孩子有好处，还可以“小手牵大手”，带动成人关系的和睦。再例如，社区可以开展“邻里旧货互换”的活动，促

使社区居民把家里的旧物及闲置物进行交换。这种活动除有利于环境保护之外，还能协调邻里关系，激活与创造良好

的人文环境。另外，还可以根据居民兴趣和爱好，组织一些养花鸟活动、体育运动以及老年健身活动等。这类活动必

须以兴趣、爱好以及利益为出发点，这样才有助于真正抓住邻里关系的契合点，真正调动起居民的积极性。 

通过文化建设整合社区人际网络。社区人际网络整合离不开文化建设，而文化是整合人际关系的凝固剂。尽管我

国有“十里不同风”的说法，但就整体而言，F社区原有不同村落在文化上具有同质性，共同的文化使人们之间的交流

有了共同的话题。因此，F社区应开展一些文化活动，既丰富社区的文化，同时又可带动人们之间的交往，达到一举两

得的目的。 

通过空间安排促进人际网络拓展。社区人际网络的拓展，还离不开一定的空间安排。F社区目前分配住房是采取原

有村落居民集中一片的传统做法，为鼓励居民配合搬迁，一般是谁先搬，谁先挑选住所。尽管这样的作法能保留原有

的邻里关系，但却不利于农民人际网络的拓展。而我们在其他社区的考察中，发现了另外不同的做法：社区以抓阄随

机分配住所。这样的方法，一方面保证了住房分配的公平性问题；另一方面也在无形中促进了农民人际网络的拓展。

只要肯于动脑，我们还可以探索出很多利用空间安排的办法来推动人际网络拓展。 

促使外地人融入当地社会。为了推动人际网络拓展，我们必须积极促使外地人融入当地社会。没有外地人与本地

人的和谐，就没有和谐社区。在对待外来人口的问题上，苏南地区的人性化做法在全国都是有名的。在相关调研中，

我们发现苏南地区对外地人的很多做法被人称道，例如为外来打工的人提供夫妻房，为外来打工者的子女提供免费班

车接送，为外来打工者提供《苏州指南》，外来打工者甚至可以当选劳模及人大代表。这些良好的做法为F社区如何善

待外来人提供了范本。农村人生活相对“封闭”，这为F社区的外地人融入本地社会带来了一定的困难。推动外地人融

入当地社会将是个长期的过程。政府与社区可以通过一些活动，加速外地人融入本地区的进程。社区管理也可以适当

吸引外地人的参与，使他们逐步享受同等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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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博士后，研究方向为城市社会学与环境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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