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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城市社区建设问题是当前我国政府十分关注的问题。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寻找社会福利的新型依托主体势在必行。
我们在研究中提出了“社区福利”概念，不仅有助于进一步推进我国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而且有助
于推动社区建设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明确社区建设的长远目标和现实任务。
　　作为社会学范畴上的“社区”，或者说“自然社区”，其形成和发展的实践出现在前工业社会。
在传统农业社会，社区的政治、经济等各种功能都较强，社区居民同质、价值观相同，关系密切、出
入相友、守望相助、疾困相扶、乡亲邻里情感及心理上的认同感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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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城市社区建设：以增进福利为目标的实践。
本书在分析社区福利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并对已有的研究进行分析总结的基础上，提出了“社区福利
”概念，认为社区建设的首要目标是推进“社区福利”。
 　　“社区福利”概念提出，不仅有助于学界对社区研究的深入，而且可以促进政府推进我国福利制
度的改革，推动社区建设工作的进一步开展，进一步明确社区建设的长远目标和现实任务。
社区不仅可以利用自己贴近民众的优势，发展自身的福利服务，改善人们生活，增进人际关怀，提高
物质和精神生活质量，而且可以作为社会福利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救助体系的承接“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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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社区福利的概念及理论架构　　城市社区福利是我国社会福利社会化的变革进程中，在
总结世界上其他国家福利发展经验的基础之上，结合中国城市社区建设与发展的现状而提出的一种新
型城市福利体系。
这种以城市基层社区为依托，通过福利主体多元互动、福利资源优势互补，以全面提高社区所有成员
生活质量为宗旨的福利模式的出现和发展，有着深厚的社会背景和坚实的理论与现实基础。
与此同时，因其以社区居民日常生活为面向和其内在的福利性、普遍性等特征，作为国家福利在基层
的一个支点和社区建设的首要目标的社区福利有着自己特有的研究框架。
　　第一节　社区福利的界定　　什么是社区福利？
应该如何理解社区福利？
这是研究社区福利必须要首先回答的问题。
欲对此问题给以完整解答，我们打算从语义发生学的角度对与“社区福利”相关联的一些术语做一简
单的探讨。
　　一　社区的涵义　　1.社区概念　　众所周知，“社区”概念是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Ferdinand
Tonnies）1887年在其著名的《社区与社会》（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中首次提出来的。
德文“（Gemeinschaft”意指“社区”，又译作“共同体”，表示任何基于协作关系的有机组织形式；
“Gesellschaft”指“社会”。
　　滕尼斯提出“社区”与“社会”这两个概念，主要是用它们来表征近代社会的整体变迁趋势。
他认为从传统的乡村社会向现代的商业化社会过渡后，人际关系的特征以及社会整合方式发生了很大
的变化，“社区”或“共同体”主要存在于传统的乡村社会中，是一种亲密无间、相互信任、守望相
助、富有人情味的社会团体。
它的人际关系是一种古老的以自然意志为基础的关系，连接人们的纽带是血缘、感情、共同信仰和伦
理。
与此相反，“社会”是以个人的意志、理性契约和法律为基础而形成的缺乏感情交流和关怀照顾的社
会团体。
在社会中，契约关系、次级关系成为人际交往的主导形式。
用滕尼斯的话来说：“人们在共同体里，尽管有种种的分离，仍然保持着结合；在社会里，尽管有种
种结合，仍然保持着分离。
”　　自滕尼斯提出社区概念至今的100多年里，随着社会变迁和社会学学科的发展，“社区”的内涵
也不断得到丰富。
由于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以及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中，社区研究有着不同的实践，因此
学者们对于“社区”的内涵和外延的界定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向。
1955年美国学者G.A.希莱里对有关文献进行统计，发现共有94种社区定义，其中，69个定义的表述包
括地域、共同的纽带以及社会交往三方面的含义。
因此，他认为：“社区是指包含着那些具有一个或多个共同性要素以及在同一地理区域保持社会接触
的人群。
”1981年，美籍华人社会学家杨庆堃统计发现，有关社区的定义已有140多种。
社区界定的理论也经历了从人文区位学（Ecology）、地理和社会实体论到同质说，再到综合说的发展
过程。
　　“社区”概念进入中国是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
当时，费孝通和燕京大学的同学在翻译美国社会学家帕克的论文时，将“community”一词译成了“
社区”。
后来，这一术语就成为中国社会学的通用术语。
在新中国成立前，吴文藻和费孝通等社会学家把社区理解为有边界的相对封闭的实体，社区被作为社
会人类学研究的基本分析单位。
在他们看来，以全盘社会结构的格式作为研究对象，这个对象必须是具体的社区，因为联系着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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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民的生活和有时空的坐落。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社区服务乃至社区建设逐渐兴起，进而蓬勃发展，
带动了学术界的关注。
由于学界对社区的研究更多的是与社区服务和社区建设联系在一起，所以，社区建设的实践势必会影
响到社区的界定。
　　1986年，我国国家民政部首次把“社区”概念写入民政部的文件，提出要在城市中开展社区服务
工作。
1987年9月，民政部在武汉召开了“全国城市社区服务工作座谈会”，对社区服务的内涵做了具体规定
。
但此时的“社区”尚未从“社区服务”的概念中独立出来，很大程度上表达的仍是“社会服务”的含
义。
1989年，“社区服务”概念第一次写入法律条文，该年12月26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明确规定：“居民委员会应当开展便民利民的社区服务活动”。
“中办发（2000）23号”文件转发的“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将社区定义为
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目前，城市社区的范围被正式界定为经过社区体制改革后做了规模调整的居民委员会辖区，在居
民委员会基础上调整充实的社区委员会则作为社区居民的群众性自治组织，负责社区日常事务的管理
。
　　学术界关于社区的定义大同小异，只是在对地域、人口、组织结构、文化等基本要素强调的程度
上略有差异。
其中，代表性的定义有徐永祥教授提出的，社区“是指由一定数量居民组成的、具有内在互动关系与
文化维系力的地域性的生活共同体”；方明先生提出的：“社区是指聚集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社会群
体和社会组织，根据一套规范和制度结合而成的社会实体，是一个地域社会生活共同体”。
　　严格意义上说，我们今天所说的“社区发展”也好，“社区建设”、“社区服务”也好，其概念
已经不符合滕尼斯社区概念的本义。
因为在滕尼斯看来，社区是自然生长之物，并不是理性规划和建设的结果。
一旦进入理性规划和建设的阶段，社区就不是“社区”而变成“社会”了。
所以说，“城市社区”、“社区发展”、“社区建设”是按照话语学的“类比”原理创造出来的，其
目的在于用“社区的原理来建设现代城市或现代社会”。
　　2.社区的构成要素　　现代社区的构成需要什么条件？
虽然各家争鸣各抒己见，但一般认为从社区是一个区域社会生活共同体的角度看，构成社区的基本要
素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以一定生产关系与社会关系为纽带组织起来、达到一定数量规模、进行共同社会生活的人
群。
作为人们生活的一种共同体，社区的存在离不开人，一定数量、质量和结构的人群是社区存在的第一
前提。
同时，人也是社区的主体，他们彼此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群体，进行共同活动，是社区生活及
其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
　　（2）一定界限的地域。
既然社区是地域生活共同体，那么一个特定的地理空间为人们的生活和生产提供相对固定的场所就是
必不可少的。
换句话说，社区总是存在于特定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空间中，有一定的边界。
一定的地域是社区活动的依托，没有它，社区活动便无法进行。
　　（3）一整套相对完备的生活服务设施。
社区是人们参与社会生活的基本场所、从事多种活动的基本舞台，而人们的活动需要依赖一定的设施
进行。
这些设施包括：进行日常生活的房屋、交通工具、日用品商店等；进行文化、教育、医疗卫生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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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图书馆、文化站、医院（医疗所）等基本设施；进行管理活动的会议室、办公室等；开展其他
福利和娱乐的实施，如再就业服务中心、老年人活动室等。
　　（4）一套相互配合的适应社区生活的制度和相应的管理机构。
社区是一个有组织、有秩序的社会实体，其中存在着许多人际关系和民间纠纷需要调解，存在着许多
公共事务需要处理，从而使得或大或小、或多或少的管理机构构成了社区不可或缺的要素。
社区运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受到管理运行体系的制约。
如果社区的管理遵循科学的管理原则、执行严格的规章制度，那么，其运行定会处于良性状态。
　　（5）特定的文化、生活方式，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社区成员对所属社区在情感上和心理上的认同
感和归属感。
社区中共同生活的人们由于某些共同的利益、面临共同的问题、具有共同的需要而结合起来进行生产
和其他活动。
在此过程中产生了某些共同的行为规范、生活方式和社区意识。
　　3.社区的类型　　由于各社区的要素、内容及结合方式存在着差别，从而形成了不同类型的社区
。
又由于社区的本质属性或显著特征是多方面的，因此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目的，运用不同的标准对社区
进行多元划分。
国内外社会学界，常用的社区分类有以下几种。
　　按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时间要素从进化论的角度划分，社区可以分为传统社区、发展中社区和现代
社区。
传统社区主要是指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曾出现过的社区的残余形态，它主要反映了前资本主义时期的生
产和生活方式；发展中社区是指传统社区向现代社区转型中的社区形式，既保留了前者的一些特点，
又含有后者的许多内容；现代社区，又称发达社区，它表现为现代城乡融为一体，人们的日常生活和
活动穿梭往返城乡之间，乡村生活十分方便，生活水平甚至高于城市。
　　按发挥的主要功能划分，社区可分为经济社区、政治社区、文化社区、军事社区、旅游社区等。
这种划分方法注重或强调社区居于主导地位的功能特征。
经济社区是指经济活动集中、经济功能明显的社区。
如果进一步细分，经济社区可以分为农业型社区、林业型社区、牧业型社区、工业型社区等。
政治社区是指省、市、县等各种行政区域领导和管理中心的所在地。
城市中各类行政管理机构、政府各种机关聚集的社区，可视为政治社区。
文化社区是指高等院校、科研、文化艺术单位比较集中的社区。
军事社区是指以军事目的为中心形成的社区。
旅游社区是指旅游名胜所在地，以旅游业为主的社区。
　　按规模大小划分，社区可分为巨型社区、大型社区、中型社区、小型社区和微型社区等。
所谓规模的大小指的是人口数量的多少，地域面积的大小等。
按照规模来划分社区具有明显的相对性特征，其分类标准没有严格的规定，且带有显著的国别差异。
一般地，我们把数百万人的大城市称为巨型社区；把几十万到上百万人的城市，以及相当于这一规模
的市辖区看做是大型社区；把拥有几万人口的居民区、小城镇、集镇区看成小型社区；我们通常所说
的街道、居委会的社区实际上就是微型社区。
　　按形成方式划分，社区可分为自然社区、法定社区和专能社区。
自然社区是指人们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逐渐形成的聚落（Settlement），常常以河流、湖泊、空地、山
林等作为自然的社区边界。
法定社区是指出于生活管理的需要而设置的社区，即通常讲的地方行政区。
法定社区的边界主要是出于行政管理的需要，并可以明确地标示在地图上加以法律形式的规定，但在
很多情况下，它又是以自然社区为基础的。
目前我国的城市社区就是法定社区。
专能社区是指人们从事某些专门活动而形成于一定地域空间上的聚集区，如一所大学、一座军营或一
个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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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结构完整程度划分，社区可分为整体社区和局部社区。
整体社区是指具有相对独立意义的，能够解决绝大多数居民主要生活需要的社区。
这样的社区既有供人们进行生产活动的设施，又有供人们进行政治、文化活动以及其他社会生活所需
要的设施、服务行业等，且大多数社区成员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活动都是在本社区范围内进行的，如
城市、集镇等。
局部社区只是整体社区的一部分，如城市中的街区等，虽然这样的社区也包括构成社区的主要因素，
但不能解决绝大多数成员的各种生活需要，不能完整地反映社会结构体系。
　　按经济结构、人口密度和人口规模等综合标准划分，社区可分为农村社区、城镇社区和城市社区
。
农村社区是以农业生产方式为基础的、人口规模较小、经济结构单一、组织结构简单、同质性强、流
动性小、家庭承担较多职能的社区。
城市社区居民是以工商业为主要职业、人口密度高、聚集规模大、成员异化程度高、社会组织复杂的
社区。
城镇社区是城乡连续体（continuum）中的一个特殊类型，是一种“比农村社区高一层次的社会实体的
存在，这种社会实体是以一批并不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人口为主体组成的社区。
无论从地域、人口还是经济、环境等要素看，它们都既具有与农村社区相异的特点，又都与周围的农
村保持着不可缺少的联系”。
小城镇是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转型的过渡型社区，因而它兼具两者的特点。
　　社区分类详见表1-1。
　　实际上，社区还可以分为地域性社区（Geograpllical Community）和功能性社区（Functional
Community）。
前者具有明显的地域范围，注重的是居民生活的空间特征；后者是指空间特征不甚明显的社区，注重
的是其功能和意义。
　　社会学家英格尔斯把功能性社区称作“精神社区”，认为“精神社区指的是这样的社区，它的共
同成员建立在价值、起源或信仰等精神纽带之上”。
从空问上看，这一社区的人们没有明显的共居地，但却有共同的成员感和归属感，有着某些共同的信
仰和亚文化。
例如有的分散的民族像犹太人，他们虽然遍布世界各地，但从其认同感、归属感和互动关系上仍可看
作一个精神的或心理的社区。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和社会的演变，许多学者认为地域性社区逐渐瓦解，而功能性社区更能代表现
代人的主要身份和认同群体。
近年来，一些学者又提出“网络性社区”的概念，认为在地域性社区的影响逐渐减弱的同时，在城市
内存在着不少人际关系的网络（personal networks），而这些个人网络形成了极强的社区专持，是另一
种以网络为主的社区概念。
故此，“单单以地域或政府行政区来界定的社区未必能够代表真正的社区，社区的概念应逐渐扩大，
应包括功能性及网络性的社区”。
　　需要在此说明的是，所有的划分方法无优劣之分，究竟采取哪种划分方法，应根据研究者或管理
者的实际需要。
本书中所使用的“社区”概念，如无特别注明，一般指地域性社区。
　　二　福利、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制度的涵义　　1.福利的涵义　　福利一词在英语中是“welfare
”，它是拉丁文“wlle”和“fare”组合而成。
“wlle”的意思是好，“fare”的意思是生活，合在一起指“安乐的人生之路”、良好的生活状态
（well-being）。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福利是经济主体（生产者、经销者、消费者）获得的经济价值和使用价值，
即经济主体需要的满足，它可以直接或间接地用货币表现和衡量。
德国著名经济学家E.恩格尔将福利解释为“达到了满足日常生活欲望的状态”。
荷兰经济学家汉斯·范登·德尔在其所著《民主与福利经济学》一书中做出解释：“个人福利指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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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需要的满足程度，只要这种满足是基于经济因素的”，“福利是作为一个含义宽泛的概念出现的
，它是指人类的任何一种基于稀缺资源的需要的满足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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