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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城市居住区是社会组织的基本组成部分和居民生活的主要载体。在城市

建设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尤其是在中国社会的全方位转型带动社区建设蓬勃

发展的新形势下，居住区规划面临着更多的问题和机遇，其中社区建设的理

论与实践就对居住区规划提出了新的要求。建设适应社区发展的城市居住区

已成创建和谐社会大目标的一个重要内容。

城市规划工作者对相关社区研究的相对薄弱导致了居住区规划中缺乏对

社区的整体构建，本文通过对社区基础理论的深刻认识以及对国内外社区建

设实践经验的借鉴分析，试图总结出指导目前我国居住区规划设计的社区理

论和方法。

研究针对我国居住区规划目前存在的问题，在进行大量居住实念调研的

基础上，综合运用社会学、地理学、生态学、经济学和统计分析方法，基于

社区的基本要素，对适应社区发展的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的新需求进行了多

层面、多角度的分析论述。在社区理念的启示和社区建设的背景下，本文将

居住区规划提升到社区建设的高层次上来，以满足居民的意愿需求。

最终运用崭新的视角在物质规划和社会规划两个层面上提出了适应社区

发展的居住区规划设计的新方法和策略，将居住区与社区整合于城市和社会

的整体网络之中，为建设适应我国社会和经济共同发展的城市居住区提供一

些理论依据和应用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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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ity residential district is a basic part of social organization and primary

medium of the resident life．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apid development in city

construction，especially in the new situation that the all—directions social

transformation arouses the boom of community construction in China，the

residential district planning faces much more problems and opportunities．

Constructing city residential district that could adapt to community development

has already become an important content of establishing the harmonious society．

Urban planner’S research on community is relatively poor，which leads to

the lack of constructing comprehensive community in the planning of residential

district．By the deep cognition on the basic theory of community and the analysis

of practices experience o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construction，

this study tries to summarize community theories and methods that can conduct

the current residential district planning in China．

This study pinpoints the recent problems of residential district planning in

China．On the basis of many actual residence investigations and through

synthetically making use of various kinds of knowledge，including the sociology，

geography，ecology，economics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methods，it analyzes，in

various layers and ways，the new demands for city residential district planning

which fits in with community development in essential elements of the

community．Under the inspiring concept of community and the background of

community construction，this study promotes residential district planning to a

high layer of community construction．consequently fulfills the demand of

inhabitant’S will．

Finally，in new views of physical planning and social planning，this study

put forward new methods and strategies of residential district planning which

could fit in with the community development，and integrates residential district

and community into the whole network．It prov!ides some theory basis and

practice referenc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ity residential district adapting to

national society and economy mutual development．

Keywords community；residential district；new-style res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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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研究背景与意义

第1章绪论

在新世纪之初，世界范围内人们的发展观念正在改变，即以经济增长为核

心转向社会的全面发展，摒弃过去用经济增长代替社会发展、客观发展代替主

观需求的发展模式。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伴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

和政府职能的转变，“社区”概念进入城市的各个领域，社区建设随之开展起

来，“社区”一词遍地开花，这不仅引起了一些专业人士的关注，还进入了百

姓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房地产广告上“某某高尚社区”等字样着实吸引了

不少购房者的注意，居住区宣传栏上经常写有“社区公告”等字样。虽然时下

很流行“社区”这个时髦词，但是公众普遍缺乏对“居住区”、“社区”和“居

住区规划”等相近概念的准确把握，这样就导致了一些认识误区。此外不容忽

视的是，很多规划专业人士对此也存在混淆，如果规划师没有真正的理解社区

的涵义，没有很好地去研究其相关理论，那么可想面知我国的居住区规划与建

设将会进入一个怎样的境遇。因此，本文在目前我国创建和谐社会的新目标的

指引下，试图从社区和居住区两者之间的关系入手，来探讨一些城市规划领域

中的实际问题。

1．1．1城市社区建设与发展的新形势

目前，中国社会正处于这种急剧变化的转型期，经济体制的转交影响着社

会的方方面面，整个社会正向“小政府，大社会”的模式转型。为了适应社会

转型的要求，城市管理体制正由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单位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条件下的社区体制转变，逐步建立新型社会管理体制——社区制。同时实行

“政社分开”，把个人所承担的生活组织这一部分工作放到社会上去，城市社

区日益成为保证社会成功转型，社会重新整合的重要承接载体。

社区建设正是植根于当今中国社会的这种全方位转型，它始于20世纪80

年代中期，是我国民政部门和社会学者倡导并逐步加以延伸完善的。它作为一

种实践性很强的概念，是西方社区发展概念和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舶产物。社

区建设就是通过建设社区，为社区成员更好更多的服务，促进社区成员的生活

不断改善。在本着“以人为本”寻求发展的思路下，满足人们对物质文化和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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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文化的需求。

在民政部的大力倡导和推动下，社区建设运动如火如荼的发展着：社区概

念的提出，社区服务的开展、社区建设示范区的推广等，都是国家政策制度上

对社区建设的探索和实践；社区组织与管理、社区文化与教育、社区环境与规

划发展等议题一而再，再而三地推到了城市管理者的决策案前；社区理论建设

也为上至市长下到社区居委会如饥似渴的期待着；目前国企改革，住房制度、

医疗体制、养老保险的改革等，形成了由“单位人”向“社会人”的转变，单

位的很多问题都转移到社区上来。以上这些都反映了现阶段社区建设在我国城

市发展中地位逐步提升。社区建设的蓬勃发展已经给我们社会、城市乃至居住

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和震撼。

1．1．2城市居住区规划出现的新问题

社区建设的兴起和发展为城市居住区规划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

但同时也使居住区规划产生了新问题。

从宏观上看，我国目前建成的居住区大多遵循一种“功能性”规划模式的

开发，从而产生了干房一面的“城市风景”。作为房产开发商疯狂追求经济利

润的产物，这种局面最终引发了众多问题：如居住区环境差、配套设施缺乏、

物业管理松懈，导致居民生活质量低；居民缺少交流互动，致使居住区缺乏凝

聚力等，这在目前社区建设中更显得格格不入。

不可否认，随着问题的不断加深，规划者们不断在探索和寻求新的居住规

划模式和方法。从1986年开始进行的“试点小区”建设到现在的“小康型城

市示范小区”的建设。虽然在居住区的规划设计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是

仍局限于设计手法的改进，一些陈旧的规划思想和理论仍在指导现在的居住区

规划设计，总体上没有实质性的改变。近几年来，每一年都由建设部评出国内

一些获“创新楼盘夺标奖”的居住(小)区或住宅，这些所谓“创新型”的

示范小区越来越看重“概念”的营造和“商品”的包装，表面功夫做的很

足，但没有真正从“以人为本”出发来进行居住区规划和建筑设计。

而此次通过对全国22个城市的各类典型居住(小)区的实态调研，笔者

切身感到了问题的存在：例如，经济多元化的加剧造成居住区位的分异、异质

分离和同质集聚的日益加深带来一定隐忧、居住区配套设施与市场化的社区服

务配置不适应、居住区规划缺乏主体互动交往空间的建构等。这些问题最终阻

碍了居住区的发展，更与城市的社区建设相脱节，如果没有新的理念，居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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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难有更进一步的突破和进展，这是摆在规划师面前的一个大课题，本文的

课题研究正是基于此而展开的。

1．1．3课题研究的意义

芒福德认为，真正影响城市规划的是政治、经济上的深刻变革。社区建设

的兴起恰恰代表了这样一种深刻变革，它将成为影响规划变革的原动力。它带

给城市规划领域的不仅是规划设计手法上的变化，更重要的是规划思想观念上

的转变。 ．

众所周知，城市规划学科研究的直接对象是城市物质空间，虽然其综合效

益的内涵很多，包括人文和经济等诸多方面，但却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并且容

易忽视人群的需要，或过分强调规划中科学的理性价值，这在项目的实施与使

用过程中逐步表现出来。因此，我们有必要通过社会学等相关知识的补充和导

入，借鉴其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体系，帮助我们进行学科研究及实践。

本文要在我国社区建设的这场变革中将“社区”这个社会学概念及其相关

理念引入到居住区规划中，这无疑是将物质形态的城市和城市居住区纳入到社

会关系、社会学的范畴内考察的结果，而将社区作为再认识和再理解的工具也

就是在城市居住区规划中有意识地运用社会学的方法，达到对居住区规划设计

高层次的引导和理解，并付诸于规划实践中。同时进一步从更宽更广的社会学

角度强调社会人文形态和空间环境形态要素的相关性，侵其能够为居住者提供

精神上更愉悦的居住氛围，运用好这个工具可将其还原成“真实的生活世

界”。此外本文通过引入西方发达国家社区和社区发展中的一些理念和方法，

对城市居住区规划领域中存在的问题予以不同角度的思考，并提出一些建设性

的意见和设计手段，为居住区规划的科学性提供一点借鉴，更重要得是为其规

划设计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本课题研究将介绍并揭示城市规划领域“社区”的内涵，明晰各相关概

念，这是认识论方面的意义。此外，本课题还将重点将“社区”引入至城市规

划领域，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来重新审视城市的居住区规划。本课

题是基于对中国几大城市居住区的实态调研分析和国内外的理论和实践分析而

进行的研究，课题分析了在当前社会的转型期内，城市居住区规划存在的诸多

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与社区发展建设相对照，梳理出一套适用于我国居住区规

划设计的新理念、原则、方法等，这将对居住区规划设计的实践具有现实的指

导意义，同时也适应了时代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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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概念界定与辨析

1．2．1社区的概念

“社区”一词最早出现于德国的社会学家腾尼斯(Ferdinand Tonnies)

于1887年出版的《社区与社会》(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一书，

在书中作者将社区和社会视为社会结构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理想类型，而“社

区”的概念指的是一种抽象的社会关系类型。中文的“社区”概念则最早出现

在1933年一一费孝通等燕京大学的一批青年学生在翻译美国社会学家

R·E·帕克的社会学论文“Community is not society(社区不是社会)”时提

出的，从英文的“Community”意译过来，并赋予其地域性的含义。

社会学者由于研究角度和方法论上的差异，对社区的认识有所不同，目前

社会学界对于社区这个概念尚无统一的定义，比较权威的是第十版《梅里

安·韦伯大学字典》里的解释：社区是不同类型的人在一般场合中形成的相互

影响的人群，或者是在较大的社会范围内生活在一起并有共同特点或爱好的人

群，此外，它还可以是以生活方式来识别的一群人居住的地区。

据著名的美籍华裔社会学家杨庆坤教授于1987统计，对社区一词共有过

140种不同的定义，但从出发点来看，不外有两种类型：一类是从功能观点出

发，认为社区是有共同目标和共同利害关系的人组成的社会团体；另一类是从

地域观点出发，社区是在一个地区内共同生活的有组织的人群。

虽然社区的含义颇多，但随着人类认识的深化，大多学者认为社区的概念

是以一定地理区域为前提的，故本文对社区概念的界定首先强调的是地域的因

素，在论述社区时主要沿用上面所提及的地域性社区概念，不加说明的“社

区”均指地域性社区。而像有些论文中所提及的因电子信息、互联网等产生而

形成的虚拟社区、网络社区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其次，对于社区概念的

界定还将包括主体共同联系和社会互动。这两个因素也正是社区的灵魂所在。

而从社区分类上看，本文所指“社区”均是城市社区的范畴，这在本文以后的

论述中将不再说明。

综上所述，在对众多社会学家关于“社区”概念的界定加以借鉴之后，尝

试着对社区概念表述为：社区是在一定地域内发生的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其

中包含着特定的生活方式，共同的文化、意识和情感，并且由共性久群所组成

的相对独立的地域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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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居住区的概念

在我国《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中，对居住区的定义为：泛指不同居

住人口规模的居住生活聚居地和特指城市干道或自然分界线所围合，并与居住

人口规模(30000--50000人)相对应，配建有一整套较完善的、能满足该区居

民物质与文化生活所需的公共服务设施的居住生活聚居地。在城市规划专业教

材《城市住宅区规划原理》中，居住区的定义为：是一个城市中住房集中，‘并

设有一定数量及相应规模的公共服务设旖和公用设施的地区，是一个在一定地

域范围内为居民提供居住、游憩和日常生活服务的社区。

在本文中的一些情况下，居住区也可包含根据人口规模划分的居住区、居

住小区和居住组团这三级内容，是一个泛指的概念。作为城市规划领域出现频

率很高的“名词”，居住区是我国城市构成中最基本的单元，是一个相对完整

的社会功能整体。人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居住区中度过，由此它不仅只是人

们住宿和休息的庇护所，还应是人与人之间相互了解、相互影响的场所。

1．2．3相关概念辨析

本文的社区与居住区是一个相对应的概念：社区是社会学范畴的概念，是

在历史中自然形成的一个社会和空间实体，是城市中具有与众不同特征的一个

地域综合体，但是仅仅是入的聚集还不能称其为社区，只有当人群之问经过持

久相关的行动而形成了一定的社会关系和共同情感时，才能形成真正的社区。

可见，社区具有双重含义，既有精神的一面，又有物质的一面。

而居住区则是作为一个规划概念而产生的，它是城市重要的功能区，是居

民赖以生存的栖息地。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是社区的物质空间载体，是社区这一

地域生活共同体的物质体现，具体而有形。居住区也有地域性，但其成员却是

互不相干、目的各异、来自各地方的人，并不一定具有共同的东西和亲密的伙

伴关系，其结合带来一定的偶然性。因此，居住区邻里关系常被人形容为“老

死不相往来”，这正是现代居住区人情昧淡薄，缺乏生命力的本质所在，而

“社区”所要求的是邻里关系密切、守望相助，富有人情味的社会关系。因

而，在本论文中将“社区”的理念引入到居住区中，旨意在于导入一种更新的

观念，居住区的建设不应仅仅是住宅及其空间环境的物质构筑，更重要的是一

种“人文”思想的实现。



哈尔滨工业大学工学硕士学位论文

1．3研究方法与内容

1．3．1研究方法

本课题的来源为国家“十五科技攻关”课题“居住区及其环境的规划设计

研究”，是针对当前城市居住区存在的一些问题专门拟定的研究课题，采用各

参加单位按地区进行全面调查的方式，即一个单位在选定的区域内，选择不同

类型的城市对专题内容做全面的考察。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院课题组负责黑

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湖北省、上海市等8个

省、直辖市的居住区实态调研工作。而本文的选题正是基于这个课题调研的基

础之上。

1．3．1．1实证资料

(1)实地考察本人于2003年9月至2003年12月进行课题与论文调研，

在遵循每个省、区可选择地(市)级及以上的城市3—4个的原贝《下，亲身调研

的城市有哈尔滨、牡丹江、长春、吉林、敦化、沈阳、大连、葫芦岛、南京、

连云港、镇江、杭州、宁波、绍兴、合肥、蚌埠、黄山、铜陵、武汉、黄石、

宜昌、上海，对以上22个城市进行了现场踏勘、实景拍摄、问卷调查等工

作，深入考查了各城市的三个不同时期(80年代，90年代和近三年新建)的

65个典型居住(小)区，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包括文字、照片及其本人

的切身感受。

(2)收集资料通过走访城市备相关部门收集的资料包括：①各城市总体资

料：其中包括城市概况、总体规划的文本、城市统计年鉴、房地产开发资料

等；②城市居住区规划相关政策、标准；国家有关居住区建设的政策及相应规

范、地方性居住区建设及管理条例、城市的物业管理条例等；③各居住区历史

与现状资料和数据：全国示范小区资料、居住区规划建设有关基础资料(数据

资料)、居住区建设现状情况等。

(3)闯卷调研及访闯通过对所在居住区居民进行问卷调查可以掌握当地居

住区的建设情况以及居民的生活意愿等(问卷中有详细的调查内容，见附

录)。而对居民的个别访问可以了解地方和居住区的历史、生活习尚、礼俗、

居住状况等，也可以了解当地的政治、经济、社会教育的基本情况。

(4)观察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居住区的居住空间形态；从它的自然形

势、路网结构到各功能的布局形态，再到个体建筑型制及其相互联系，要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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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对象的特点和类型性；另一方面是居住区的生活方式形态：包括经济生

活、社会生活、文化生活等。

1．3．1．2理论方法

(1)系统论研究方法是指从系统的整体最优出发，运用多科学的分析方法

对系统进行分析的一种方法。城市居住区可视为一个巨大的自然、社会、经济

复合系统，各个大系统又包含多个子系统，各系统之间紧密关联。通过着重运

用社会学“社区”的理论以及其他生态学、行为心理学等多种社会科学及人

文科学的理论，最终结合城市规划的理论与方法，对居住区进行系统、深入的

研究，彻底打破学科壁垒和将居住区理解为单纯的物质形态空间的局限，突出

人的主体性地位。运用系统论分析方法，就是运用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对错

综复杂的城市居住区进行较深入地研究，以获取详实的资料和信息。

(2)综合解析研究方法即采用庖丁解牛的方法，把复杂问题解析为若干较

为明晰的小问题，分头一一解决，然后再综合成整体战略。本方法由吴良墉教

授提出，在实践中证明是可行的，因此，本论文针对在社区的建设过程中城市

居住区各种问题极为复杂的情况下，首先对“社区”各组成要素进行深入分

析，由此根据各要素要点从宏观到微观的展开论文的论述，最后将其相应的反

映到居住区规划设计中的各个层面，提出策略研究。

1．3．2研究内容

全文共分为四个章节，第一章是绪论，主要是介绍课题研究的理论和实际

意义及其涉及的内容，并对相关的概念和研究范围作了界定。第二章是从城市

社会学角度引入社区概念并进行社区和社区发展的理论分析，然后借鉴国外的

优秀经验，阐述国内的实践要求。最后是对目前我国社区建设中城市居住区规

划的现存实态问题进行分析与思考。第三章是以相关的社区理论方法为依据，

运用居住区实态调研中大量相关的居民调查问卷的统计数据作为基础资料，并

通过这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阐明适应社区发展的居住区规划新需求。第

四章则是针对上一章的需求分析来提出相应的对策，即在适应社区发展的需求

前提下探讨居住区规划设计的原则、新理念和方法。论文整体脉络形成了从宏

观到微观、从实践到理论再到实践的完整研究框架。

1．3．3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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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社区发展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在城市居住区中引入“社区”的理念，必须对国内外社区及社区发展建设

的理论有深入的认识和理解，以及掌握国内外社区发展建设的先进经验，作为

课题研究的深入理论和实践基础。

2．1社区的基础理论

2．1．1社区构成要素分析

如同大多社会学者对“社区”的理解颇多一样，对于社区构成要素的认识

也各有不同。国内比较有代表性的是：

《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则把社区要素归纳为七项：①人口；②地

域；③经济；④社区的专业分工和相互依赖关系；⑤共同的文化和制度；⑥居

民的凝聚力与归属感；⑦为社区服务的公共设施。

费孝通教授在《社会学概论》一书中指出社区构成要素为四点：①以一定

生产关系与社会关系为基础所组成的人群；②一定的区域边界；③具有一定特

点的行为规范和生活方式；④居民在感情和心理上具有对该社区的地方或乡土

观念。

专注于社会学“社区”研究的学者叶南客认为，社区作为一个社会实体，

通常包括以下基本要素：①以一定生产关系与社会关系为基础组成的人口集

体；②人们赖以生产、生活和社会活动的地域；③能维持该社区人们生活的物

质基础和社会性服务设施；④有一套适应社区的管理机构和相应的制度，自动

自发参与，自助、互助的社会团体；⑤与共同生活方式相联系的行为规范和社

会心理Ⅲ。

以上各观点的实质基本相同，本文归纳出社区的基本要素为：人群；地

域：基础设施；社区组织；共同感情，具体内容如下：

(1)人群以一定生产关系与社会关系为基础组成的人口集体。人是社区的

本体，社区没有了人就好比失去了灵魂。在此提到的社区人群往往涉及三个要

素：人口的数量、构成和分布。数量是指一个社区内人口的多少；构成是指社

区内不同类型人群的特征；分布则是指社区人群及他们的活动在社区范围内的

空间分布。这三个要素也是社区人群的特点。在本文中将重点阐述构成和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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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要素，通过分析社区人群这两个要素的本质特征，并将其引入到居住区规

划中，来研究居住区的居民构成和分布等。

(2)地域人口赖以生产、生活和社会活动的地域。社区是地域性的社会，

正是考虑到地域空间因素，社区研究才得以与社会学的其他门类区分开，同时

它也是城市规划研究和社区研究的契合点，因此地域是最为重要的因素。社区

地域可指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能直接发生互动的地理范围；也可指那些能满足人

们基本需要的设旌、机构所能发挥作用的地理范围。大多社会学家对地域范围

的界定是强调社区地理界限的“弹性”和规模的“弹性”，所谓“弹性”，就是

不确定，地域的大小很难有一定的标准，而且在不同的社会背景情况下有不同

的界定。此外，社区作为人类社会生活最普遍的环境模式，也可表达的是社区

的空间区位，即社区的方位和相对位置。社区区位既是指社区在整个城市地理

布局中的位置，也是指社区内部居民、群体及组织的空间分布及特征。本论文

正是要通过对社区地域内涵的深刻理解来渗透和更新居住区规划设计的理念和

方法。

(3)基础设施能维持该社区人们生活的物质基础和社会性服务及其设施。

社区的基础设施包括社会层次的软件设施和物质层次的硬件设施。软件设施主

要是指“社区服务”，它是我国民政社会福利工作与社区发展和街道工作相结

合的产物，是对国外“社区照顾”(Care by the Community)的中国式实践。

国外的社区照顾是社会工作在社区弱势群体中的具体运用，构成了现代社区工

作的主要内容。社区照顾的实践就是要在社区内建立一个由社区群众组成的支

援系统及网络，以发挥照顾功能，它鼓励社区成员参与服务，为有需要人士编

织一个社区互助网络。我国的“社区服务”在此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延伸。

社区服务在服务性质上分为两类：一类是社区公益性服务，以非盈利为目的的

特殊性服务(对社区弱势群体的福利性照顾)；另一类是社区盈利性服务，以

盈利为目的的大众性服务；但总体上讲，我国社区服务仍然是一种以社会福

利、公益性质为主的服务。这两类社区服务共同构成了社区的软件设施。

社区的硬件设施是指社区的配套设施，它是为确保社区服务、社区文化、

社区教育、社区治安等内容健康发展而必需的物质设施，是为满足社区内各阶

层人群的基本生活需要，并提供服务的所有社区内物质设施的总和。主要包括

公共服务设施、户外活动设施等，这些其实也是居住区规划所要研究的问题。

本文将通过对社区各配套设施的分析来研究居住区规划中各配套设施的布局和

空间利用的问题。

(4)社区组织有一套适应社区的管理机构和相应的制度，自动自发参与，



自助、互助的社会团体。它是社区各类人员、各种关系融入社区的基本载体和

运行细胞，社区组织体制的成熟与有效运作，是现代社区建设的基本保证。从

概念中可以看出它包含两层含义：一层是指管理机构和制度。目前我国社区的

管理机构已经逐渐打破计划经济背景下运作制度由上而下的局面，在政府组织

和民间组织的协调配合下，逐渐转入由下而上的运作机制；另一层是指社区互

动。正是在社区制度与管理机构形成的基础上，社区内群体与组织之间形成了

一种互动关系，它的表现则为居民的社区参与。现代国际范围内的社区参与是

指充分利用社区内现有的资源，让居民共同参与社区管理和各项发展活动“1。

通过社区居民参与管理，实行居民自治，可促进社区的变革，增进人群的社会

感和满足感，增强社区意识和凝聚力。由于第一层面的含义偏重于社会学研究

范围内的社区管理学，与规划研究联系薄弱，故本论文着重探讨社区组织的第

二层面含义，通过分析社区互动和居民参与，为居住区规划提供～种全新的设

计策略和管理手段。

(5)共同感情与共同生活方式相联系的行为规范和社会心理。居民对社区

的共同感情也称为居民的社区心理认同，是基于全体居民在相近的文化认知与

重叠交叉的生活方式上，逐渐建立起来的～种对于本社区的共享认同，以及由

此而形成的社区归属感，也可以说是一种社区意识01。社区归属感是社区居民

把自己归属于某一地域人群集合体的心理状态。它包括社区居民对本社区地域

和人群集合的认同、喜爱和依恋等心理感觉。本论文通过探讨社区的核心要素

一社区归属感，将社区的灵魂引入居住区中，来解决居住区中人们关系冷漠，

居住精神缺乏等问题。

在社区这五个要素中，人群和地域是最基本的要素，其它几个要素都可以

说是在人与地域结合后衍生的，同时，这五个要素之间的关系又是辨证的，它

们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交织。社区认同感等作为一种精神要素建立

在其他物质要素之上，而各物质要素也同样反映了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2．1．2国外社区理论综述

关于社区研究的各种理论、学说与观点统称为社区理论，又称社区探究

法。国外的社区理论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专就社区研究而形成的理论，如美国

芝加哥学派的人文区位理论{更多的社区理论是社会学的一般理论或相关学科

的理论在社区研究领域中的应用，如社会体系理论等。由于社会学家所持观点

和研究角度不同而形成了不同的社区理论，主要有区位理论、社会体系理论、



社会互动理论和社区行动理论等。

2．1．2．1区位理论又称人文区位理论或人类生态学。它惹眼于把社区作为一种

空间现象或区域单位来研究。一般认为芝加哥学派是区位理论的创始者，它的

区位理论是通过研究城市社区而闻名于世的，是区位理论的主流。美国的帕克

(R·E-Park)和伯吉斯(E·W·Burgess)开创了人文区位学的理论，提出了

从社区整体研究城市的观点。他们研究的理论基础来自于生态学，借用生态学

中竞争、共生、进化和支配这些本来用于解释动、植物之间相互关系的区位学

概念，来解释美国都市的结构和发展动力。他们不但以整个芝加哥作为研究对

象，而且分别以芝加哥市内的犹太人聚居区、波兰移民区、上层阶级居住区、

贫民窟等作为单个社区的研究对象。他们的这--gO新，极大地加强了社会学在

学术上和科学上的地位。

2。1．2．2社会体系理论又称社会系统理论。它把社区作为一个社会体系(社会

系统)来分析。社会体系理论把社会看作是由一系列相关部分组成的巨大体

系，考察体系中各部分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一体系与其它各社会体系之间的关

系。将社会体系理论应用于社区研究，就是把社区视为集中于某一地方而又比

较持久的相互作用的体系，把社区视为许多个人、群体、机构之间相互交往、

相互作用的网络。此外，它还表现在社区要素的形成上。社区日常生活总是以

交往为核心，并通过社区里的社会关系网络来进行。这些社会关系经过长期的

发展，形成各种社区要素。这些要素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交织，组成作

为一个社会体系的社区结构。

2．1．2．3社会互动理论社区互动(又为社会交往)是社区生活的重要特征。许

多社区研究者都着眼于分析当地居民的互动行为及其与家庭、宗教、政治、教

育、经济等制度的关系。美国社区理论专家桑德斯对社区互动关系的研究主要

从三个层次展开：一是研究社区的群体组织、主次体系等结构与功能，以及社

区成员和社区组织之间的相互作用i二是研究社区内人与人、人与群体、群体

与群体的互动关系，包括沟通、合作、冲突和同化等；三是从人们活动的社会

范围和社会互动的场域，考察和研究人们的社区互动。

2．1．2．4社区行动理论与其它学派的观点相比，研究社区行动的学者更注重研

究社区的社会动态及其实际问题的解决，如社区领导的能力、决策的过程以及

社会的参与等。桑德斯把社区行动的理论研究与社区发展的实际工作这两者联

系起来考察，这种研究方式反映了社区行动研究与发展工作合流的新趋势。31。

社区理论探索和实证研究的蓬勃发展，形成了系统化的社区理论和一套行

之有效的社区研究方法，为各国的社区实践和发展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和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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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依据。本文的研究主要针对以上的区位理论、社会体系理论、社会互动理论

和社区行动理论，即分别采用其相应的探究法来进行社区发展中的居住区研

究，从面达至Ⅱ对居住区规戈4篆略的启发和指导性意义。

2．2国外社区发展与规划的实践经验

2．2．1美国的实践

美国是最早在理论和实践上探索社区发展工作的国家，它的社区发展非常

活跃而富于成效，其中遍及全国的社区规划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基层杜区和

居民积极参与规划，有时甚至是以一种抗议和斗争的形式：美国社区规划的发

达和多样化，并不是由于政府允许社区参与某些决策过程，而是始于基层社区

的抗议和有组织的活动，即许多非官方的运动，尤其是在那些官方机构决策力

企及不深的社区中，如低收入社区和非自人社区，运动包括基层社区在住房、

开敞空间、环境、公众健康和社区服务等方面所做的种种努力”。其中最有影

响力的基层社区组织是“社区发展公司”，它在社区规划建设中扮演了组织者

和实旋者的角色，希望介于公有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的“第三部门”发挥作

用，力图更新与活化恶化的内城区域，使其重新赋有社区的生命力；此外，居

民的积极参与和对自身利益的争取必然会推动社区更好的发展，改善社区环

境，提高生活质量。

图2 1费尔维尤村社区规划总平面图“

但同时美国对社区规划设计的

忽视导致了“雷同”社区的蔓延，

规划师们意识到缺少精髓的社区已

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开始对社区进

行新的探索，以便形成一种无形的

邻里感和归属感。开发商、规划师

和建筑师都十分注重社区设计的实

体要素，它们使社区更适于生活，

社会交往更便利，并且使公众感到

满意。下面将介绍当代美国规划设

计的一个典型社区～一俄勒冈州的

费尔维尤村(Fairview village i n

Oregon)“1(见图2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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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尔维尤村是太平洋西北岸第一批由城市规划专家总体规划的新社区之

一。占地面积39ha，作为波特兰市郊的步行社区受到传统美国小镇的启示，户

型全面，适合各种生活阶段居民的需求。 费尔维尤村的整个设计结合了许多

传统邻阜开发(TND)的要素——各邻里的步行距离范围内包含多种使用功能

的建筑、较小的地块、公众集会场所及各具特色的公共建筑。各要素由一个完

善的街道和步行系统连接在一起。社区内包含500多户独户住宅、双拼住宅、

城市住宅、出租公寓和生活工作两用住宅以及商业区和办公区。该社区的规划

设计有两个突出的特点：

(1)关注环境和融合环境费尔维尤村创建了一个可步行环境。人行道和步

行小路几乎把费尔维尤村中的一切连

接起来，允许居民们步行或骑自行车

到学校、商店等。虽然大多数居民仍

有自己的汽车，但此处居民能够乘坐

公共交通，而不必完全依赖私人汽

车。有两条公交线可通往轻轨车站。

地块被划分的尽量小，不过规划

中设有一系列小型公园，为邻里交往

提供户外空间。大多住房距离公园步

行不足2分钟，丽每一个公园都有其

特殊的地标一一铺砖广场、喷泉或特

殊的树种(见图2-2)。这些公园不仅

是使散步者和室外运动爱好者感到舒

适宜人，更是一种资源。奇努克大道

上的四座大型公寓都与道路垂直，为

的是使其体量减少，建筑间可以修建

花园庭院。地下的停车场保证了地面

上的开阔(见图2—3)。

图2-2具有特色的小型邻里公园。

图2-3奇努克大道上的四座大型公寓”1

(2)住房多样化和多功能开发费尔维尤村提供了多种住房选择(花园公

寓、附属出租单元、城市住宅等)，可以满足人的不同需要。但对于开发商来

说，仅有各种不同类型的住房是不够的，多功能的配置同样关键。

它的出租房不是把出租单元隔离出来，而是散布在整个社区内，并与其周

边设施完美结合。出租单元包括商店上面的单元房，车库上面的住房，以及配

有电梯和地下停车场、适合老年人和残疾人居住的高档公寓楼。为使产权房和



出租房同时位于街道两侧，开发上制定了详细的建筑和设计规范，要求公寓的

标准和独户住宅的标准一样。联排住宅面向两个不同的市场：砖厂联排住宅属

于工作生活两用型，与市镇广场相邻，分区布局的形式使这些房子既可作商

业、零售使用又可作为普通住宅使用；兰利公园联排住宅离独户邻里较近，主

要面向普通家庭、空巢家庭和单亲家庭。

费尔维尤村包含了所有日常生活所需的设施。公共建筑包括邮局、小学、

公共图书馆和带有警察局的市政大厅，这些设施将为本村和周围邻里服务。

2．2．2英国的实践

英国的社区规划出现于1968年城市规划法修正案，从此之后英国在漫长

的社区发展过程中，在社区规划上积累了一定的宝贵经验。二次大战后，为了

疏散大都市的人口和工厂，减少交通拥挤，英国在全国建了17个新镇社区，

其设计原则为“自足性”，居民在新镇中自成格局，无需向中心区集中。1977

年，由于内城经济衰退，英国政

府又将城市化政策由鼓励城市扩

散化转向强调内城社区更新，这

种社区更新步履维艰。1970年代

后，公众参与的规划原则广泛地

渗透到社区更新运动中，城市居

民成立了自己的组织，这些组织

对社区的发展产生了显著的影

响。在又经过了二、三十年的发

展后英国的社区规划的主要发展

趋势则为强调加强市民参与和在

一些地区创设奖励开发制等。下

面将介绍当代英国的一个典型社

区一一朋德伯利社区(Poundbury

Community)41(见图2—4)。

朋德伯利是英国第一批传统

邻里开发区之一，它位于英国多

季慧鬯登翼鬈慧}：；耋窑曼翌銎代 图：-4朋德伯利社区规划总平面图w
主义居住区规划和建筑设计的一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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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重要项目。该项目是受查尔斯王子委托对缺乏场所感的郊区进行开发，这个

高密度、适合步行的新建社区中采用了几世纪前当地的建筑式样。朋德伯利项

目一期工程开发包括高密度开发区、公共空间和位于用地中心的帕马利广场。

广场上集中了零售、商务和轻工业等功能，周围被多户住宅和单户住宅混合布

置的居住街区所环绕。该规划呈现出下面两个特点：

(1)创造场所特质街道围绕着住

宅，形成富有情趣的城镇空间，并自然

地控制了汽车交通。朋德伯利的道路十

分狭窄，街边停车比比皆是，进一步抑

制了汽车交通，更适合步行，小路通过

庭院式停车场与大路相连。朋德伯利形

成的拱形外形使多功能开发区融为一

体，成为都切斯特城镇区的延续，而不图2-5社区同都切斯特城镇的有机联系”
是一个郊区的附属地带(见图2—5)。

建筑采用当地的建筑材料进行建

造。设计规范要求社区采用简单可行的

高能效技术，并将用地的J／3作为景观

公园和游乐场。然而，朋德伯利最重要

的特点之一是其独特的风格。它的街道

被认为是公共空间，它的设计犹如从建

筑形式的居住模式中有机生长出的一

般。零界线的住宅没有前花园，使道路

边界保持连贯。街道有意设计的十分狭 图2-6适合步行的小尺度街道“1

窄，以缓解车速，街道和小路更适合步行(见图2—6)。朋德伯利在力图创造一

种场所特质，一种联系传统，融合周围地区建筑风貌的特质。

(2)混合的形式和功能朋德伯利力图建成一个住宅多样、式样丰富的社

区，其中有20％的居民住房留给了低收入家庭。这些住房与市场价的住房外观

一致，混合分布。它的住宅类型包括独立式住宅、半独立式住宅、联排式住宅

和多户式住宅，另外还有为老年人建造的一座有29套公寓的住宅楼。

用于办公室、工场车间和轻工业生产的商业空间与朋德伯利的居住用地混

合分布，将企业引入社区，这是前所未有。而即使不同的使用功能并排共存，

朋德伯利的建筑与周边邻里中的建筑还是协调的。

通过以上对美国和英国社区实践的简单介绍，我们可以总结出国外社区规



哈尔滨工业大学T学硕士学位论文

划的共同特点，即优秀的规划方法和实践经验：

①都由开发商进行了综合的总体规划，区内住宅的类型、功能和价格都十

分多样并有机结合，同时布局灵活，适应性强；

②都包含一个以社区公共服务设施为中心的多功能服务集中区；

③都提供了充足的邻里组团开放空间及生机勃勃的社区公共活动区；

④社区居民普遍具有强烈的社区归属感、认同感和自豪感；

⑤由居民团体组成的基层社区组织能够积极的参与解决社区规划、管理中

的各项问题。

国外一些发达国家的社区规划已发展久远，由此积攒的经验能够给我国的

居住区规划和建设提供一定的借鉴。

2．3国内社区建设的实际状况

2．3．1国内社区建设的发展历程

国外有关城市社区的研究已经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其研究成果无疑

是中国城市社区研究中值得借鉴的宝贵财富。但也应该看到，国外有关成果基

本上是以发达国家为背景获得的，与此同时，对城市社区概念的不同理解和界

定，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这些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所以，我国在借

鉴国外的经验时，充分考虑了本国的实际背景和社会类型。

发展中国家的社区发展研究起步较晚，并且得益于发达国家社区规划发展

成功的经验引导。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最早进行社区规划发展试验的国家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虽然没有参与联合国制订的社区发展规划，但实际上

也进行了大量类似社区发展的工作，政府曾有计划、有目的地依靠群众力量，

在农村和城市开展了恢复和发展生产、改善社区环境条件等工作，并建立了自

上而下的群众自治的组织体系、社会福利制度、扶贫济困组织等。这些社区发

展工作的主要内容就是“社区服务”，虽然没有明确的概念，但却发挥着社区

服务的实质作用。

在我国社会全方位转型的背景下，民政部于1986年首次把“社区”概念

引入城市管理，提出在城市中开展社区服务工作。1989年“社区服务”的概念

被第一次引入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

进入90年代初期后，我国的社区规划建设作为西方“社区发展”概念和

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产物，在中国悄然兴起。而后随即又逐步拓展为全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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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区建设”。至此之后，“社区建设”便在全国各地全面开展起来。

经过近十年的探索实践，我国的社区规划建设开始向深度和广度发展，以

社区建设纳入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十五”规划为标志，社区规划开始了区域

发展的规范化和持续化进程，各地已将社区建设列为城市发展的重要内容。

2．3．2国内社区建设的实践情况

在我国社区建设的过程中，许多地方着眼于基层政权建设、社区服务、社

区参与、社区环境、社区安全等目标，积极地在体制上创新，积累了许多丰富

而有效的经验。

上海、天津、南京、武汉、青岛、石家庄等大中城市都很注重调动社区内

各种资源参与社区建设，如上海、石家庄等大中城市，都建立了由街道办事处

牵头的辖区内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居民代表参加的社区工作委员会，力图

以此推动社区共建。此外，上海等地在加强基层政权建设的同时，还试图将基

层政权建设同居民社区参与有机地结合起来，如文明小区创建活动、社区志愿

者活动、居民读书活动、居民健身活动等。

近十年来的中国社区发展在城市方面侧重于社区服务，如城市服务设旌、

福利设施、就业安置、民事调解、扶老爱幼等，这些社区服务的开展对于我国

的社区建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国内正在大力推进社区建设示范活

动，很多城市逐渐形成依靠街道和居委会等组织，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以多

样的形式，为社区居民，特别是孤、老、残、幼、贫等群体，做了大量的社会

福利和社会服务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主要表现为服务内容不断拓展，服

务对象不断拓宽，服务水平不断提升。

我国社区建设的实践成果和经验是显而易见的，它为目前我国居住区规划

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因此，我国大力推进在社区建设上进行实践层面的探

索，这为居住区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城市规划者应该意识到社区建设对

居住区规划有一种选择性的引导，应考虑与居住区规划自身的实际状况和基础

相适应，在对社区进行真正理解的前提下来解决城市居住区规划中的问题。

2．4国内社区建设中居住区规划实态分析

“功能性”居住区的大量存在带给我们以深刻的警示，通过此次实态调研

分析发现，我国的居住区规划存在一定问题，而在当前居住区规划和城市社区

建设的同步发展过程中，两者之间的冲撞，使问题更加显著。



哈尔滨工业人学工学硕士学位论文

2．4．1社区建设中居住区规划问题

2．4．1．1经济多元化的加剧造成居住区位的分异近年来，在我国的一些大中城

市，经济多元化的加剧强烈地改变着社会的职业结构和人们的职业位罨，从而

进一步导致人们职业属性的变化；此外，市场

经济多元化的发展也使得人们社会收入差距不

断拉大。这最终使我国社会阶层属性及状态发

生了重大变动，社会分层己逐渐显露出来，直

接导致在消费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等各

个方面的分异，而表现在社区层面上则是其

“住”的空间形式出现差异性，即形成居住区

位分异的空间格局，这是社会分化的表征。

这种区位分异主要表现在两种形式上：①

“上升”运动。部分社会群体在职业提升和收

入提高后，迁入城市的优越地段，选择在高档

居住区居住。从而中心城区被“精锐一族”所

“侵占”，成为城市上层阶级聚居的“黄金地

段”；②“下沉”运动。近几年，随着旧城改

图2-7南京市城市居住区位 造、市政动迁及住房市场的完善，部分无职业

分异模型w 或低职业的中低收入的社会底层人群，由于没

有足够的经济实力作为选择的筹码，而被迫移

至城市边缘区，在此人群中以离退休老人、下岗职工和工人阶层居多。这已成

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不可阻挡(见图2—7)。

2．4．1．2居住区异质分离和同质集聚的日益加深带来一定隐忧城市中不同社会

经济地位居民的空间分化——居住区位分异使居住区产生了低收入与中高收入

阶层的相对隔离以及低收入和中高收入阶层各自的相对集中，可概括为居住区

之间异质分离，内部同质集聚。随着居住区区位的“过度”分异，这种趋势将

会日益加深，必定会给居住区带来一些较严重的隐忧，如①居住区同质集聚程

度过高，首先是对低收入阶层聚居区产生很大的伤害：居住区环境和文明程度

低下、贫困人群就业困难、安全难以保证等，最终居住区发展逐渐被政府和社

会所忽略，呈现衰败现象；而高收入阶层居住区虽然环境优越、生活质量高、

安全有保障、人们安居乐业，但是邻里之间交往却心存戒备，没有相互依存的

需要和交流的机会，好比笼中之鸟；②居住区异质分离使不同阶层占有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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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资源条件的明显不同，加剧了不同

阶层问的隔离与矛盾，甚至导致社会冲

突。

在此次实地调研中，这些隐忧在很

多居住区都体现出来。笔者发现不同阶

层的同质集聚区在居住区环境、社区互

动等方面确实存在差异：连云港的海宁

小区等低收入阶层聚集区整体环境较图2-8连云港海宁小区中心绿地内孩子

差，管理水平低，居民就业率低，但邻 们在嬉戏玩耍

里交往热情度很高，人们生活具有亲和

力和人性化(见图2—8)。而武汉的尚隆

地球村小区、合肥的柏景湾小区等中高

收入阶层聚居区则正好与之相反，小区

环境好了、人情却淡了，环境优美的中

心公园内却无人在此交流、活动(见图

2-9)，这种现象可为屡见不鲜，值得人

们反思。

裳主篙燃篓慧茎墨纛酣e搬尚隆麟舯b公园环境不适应传统居住区规划配套设施与资源 ⋯⋯⋯⋯⋯⋯一⋯
配置的市场化趋势相悖，计划经济下形成，而至今仍在使用的公建配套规划已

不适应当前市场化的社区服务需求供给配置。目前许多配套公建已从原有居住

区的范围中独立出来，不再受其约束，由此传统居住区设施配套的指标体系一

一千人指标等已不能完全地指导居住区的公建配置。丽当前居住区的强制性配

套对于城市而言，在有些情况下也产生了重复建设，造成低水平和低效率应

用，有时甚至不得不另作它途。如：某些紧邻大商场的居住区在缺乏对配套设

施综合考虑的前提下，耗财耗力的大量建设商业设施，造成社会资源浪费，同

时也加大开发成本和居民负担。

此外，作为社区建设的物质载体，传统居住区的设施配套已不能适应社区

的服务体系建设，居住区规划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社区的内在价值和社区发展

在城市建设中的重要功能，对未来居住区在社区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认识不

足，从而造成了设施建设的许多缺陷。除了传统设施的规划外，缺少社区服务

设施的构建和拓展，尤其是缺乏对于弱势群体的社区照顾。在调研中，很多城

市的居住区在此方面都存在很大不足，虽然有居委会、社区服务中心、社区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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耋登丝曼兰翌譬2璧矍构I至妻金璺姜2-10上海同济新村居委会入口设置
霉茬器露雾需薏筹亨差舞蒺要曩笺姜娄 豢i茹F’““8
居住的精神内涵时，这种模式难免暴露

⋯⋯⋯⋯

问“远亲不如近邻”的亲密和谐，原先在人际交往中占据重要位置的邻里关系

在现在变的尤其淡薄与冷漠。在调研中发现，很多居民在居住区住了两三年，

却很少与邻居碰面，根本不知姓什名谁，真是比邻若天涯。居住区的交往衰落

严重违背了“居住地域共同体”亲密、温馨的生活氛围，与社区的精神相悖，

图2一Ii连云港苍梧小区入口开放空间 行交往。如今一些规划设计者虽然也试

但在实际的操作中，只是凭主观臆断推测使用者的心理活动，造成了这种物质

目前独立的居住环境已使人们失去了与周边人与环境的交流，居民之间极

少走动、沟通。而规划师们如果再没有在规划设计中为此创造积极的户外主体

互动交往空间，最终导致了居住区中人际互动的缺乏，这个现象严重制约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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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现代社区的功能实现，已成为当前我国居住区规划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2．4．2社区建设中居住区规划反思

目前城市居住区规划出现的各种新问题，使其发展呈现出一种较为混乱的

局面，而在当前社区建设的背景下，传统和单一的居住区规划模式和理念对于

居住区发展的指导显得苍白无力，从中我们可以认识到：

(1)在转型时期国家发展的极不平衡，一方面经济水平的显著提高使居民

的精神需求日益凸现出来，另一方面由于国家经济结构的调整，使得原来的秩

序被打破，而新的秩序尚未建立，因此现在的城市居住区规划面临着许多的不

协调。

(2)目前城市居住区规划所依据的“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等相关法

规，已滞后于城市居住区发展的需求，它们不仅以技术经济指标的形式对物质

空间环境及其服务设施配置进行了过于标准化的限定，忽视物质指标与社会、

居民生活间的实际关系及市场规律的作用，而且已不能适应近年来我国社区建

设迅速发展以及住宅的市场化运作等多方面需求。

由此城市居住区规划将面临着改革和调整，我们不能再遵循以前的做法一
一通过规划设计水平的简单提高来解决这些问题——而应对近年来居住区规划
的思想进行反思，有必要在实践中努力把居住区规划和城市杜区发展相整合，

从居住区规划的社区理念与对策上做出根本的应对。

2．5本章小结

本章首先对社区的基本要素进行了深刻的解析，这是全文最基本的理论基

础和框架；其次通过对国外相关社区研究的基本理论的阐述以及社区发展规划

实践经验的借鉴分析，总结出能适应我国居住区规划设计的理论方法和宝贵经

验；再次分析了我国目前社区建设的实际状况，并重申城市规划工作者对相关

社区研究的相对薄弱，导致了居住区规划中缺乏对社区的构建：最后通过对此

次居住区规划调研具体情况的实态分析，得出我国目前在社区建设中居住区规

划存在的若干问题，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深刻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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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适应社区发展的居住区规划新需求

社区理论提倡城市居住空间的组织应与现代社会多层次的物质环境及多元

化的生活方式相吻合，顺应生活本身的复杂与多样性，讲求居住空间结构及社

区组织的灵活与多重可能。这为居住区规划的新需求提供了理论基础。同时目

前居住区规划中的实态问题正是在我国社会结构转型的背景和社区发展建设的

进程中所产生，基于这些问题，将对现代居住生活的发展和居住区规划提出新

需求，同时这种需求也是居住主体需求多样化的最终体现。

3．1居住地域与居民构成

在社区的要素构成中，人群和地域是最基本的要素，下面将通过引入它们

的几个组成方面采分析居住区规划相应的新需求。这些方面分别为空间区位、

地域范围的界定以及居民的构成。

3．1．1居住区位与居住阶层的适应性需求

3．1．1．1区位与居住区位“区位”在《汉语字典》中的意思为“分布的地区或

地点”。而从区位所包含的特点中可将区位理解为：某一行为主体为了其活动

所选择和占据的场所或空间，包括周围的自然和人文环境条件以及与周边事物

的相对关系。本文中的“区位”指后一种解释，具有深层次的含义：既是一种

场所和位置，又暗含与周边事物的关系。“居住区位”是以区位的基本含义为

基础，而且主要是从微观区位的角度来考虑。不仅是指居住区在城市区域(空

间1中所坐落的地理位置，而且包括由居住在该位置所引起的人的感知度。

3．1．1．2社区阶层区位分异的理论基础、基本特征和规律区位理论中芝加哥学

派的创始人——帕克引入生物学概念认为都市环境中的各个部分通过竞争定位

之间的关系，如城市中具有优势的地段，在市场经济杠杆的调控下，原有的社

区解体，开始聚集更高盈利价值的高级社区或商贸社区，社区在城市空间的分

布随着“入侵——继替”过程的完成，社区分布原有的无序状态渐渐发生变

化，社区空间分布与城市形成越来越明显的相关关系。这是社区区位分异产生

的理论缘起。所谓社区阶层区位分异就是社区内不同阶层群体所处的居住区位

的差异现象。目前随着社区阶层化现象的发生，表现在空间层面上的区位分异

也日趋明显，这是区位理论的发展与衍生，同时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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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城市土地级差地租的存在，以及住宅市场化的运作，使得不同的收入

层次和不同的区位产生直接的联系，从而使不同阶层群体所在的居住区位的分

异成为可能。因此社区阶层化在空间区位上表现为不同收入水平、不同文化水

平、不同职业类型的人群向不同居住水平和档次的居住区聚集的一种趋势。这

是社区阶层区位分异的基本特征，其最明显表征则为城市贫富人群在居住区位

上的重组。

这种区位分异的空间实态是由不同层次居住区对区位选择的规律性而产

生，所以各层次的居住区在空间分布上具有不同的指向性。一般收入水平高、

文化素养高、社会地位高的“三高人群”向居住条件优越、区位条件好的高档

居住区流动，这类社区大多分布在城市的中心区；普通工薪阶层以改善居住条

件，扩大居住面积为迁移目标，向价位较低的边缘新区流动，也有部分移至区

位一般的老区；低收入的弱势群体在享受政府旧城改造的回迁或搬迁政策下，

迁至城郊结合部的边缘新区，形成居住区的“边缘化”趋势。这种区位分化的

最终结果是收入高的人大多聚居在市中心区而收入低的人则不得不居住在市郊

边缘区。

3．1．1．3居住区位与居住阶层的适应性需求城市人口的社会经济特性与其在城

市中的地理区位之间存在必然联系，社区区位分异所导致的贫富阶层区位化已

成为社区发展的显著趋势，那么城市居住区的居住区位与居住阶层之间也应该

存在着一种深刻的联系，在这次调研中，这种现象已凸现出来。

通过深入考查我国各城市不同区域的典型居住(小)区，并分别选择城市

中心区和边缘区的居住区进行对比分析研究，从中看出城市中心区多为居住环

境质量高、管理服务到位的高尚居住

区。例如武汉的尚隆地球村小区位于武

汉市武昌区中心地带的内沙湖之滨。生

态的景观环境、完善的生活配套设施及

先进的智能化系统为居民创造了优质的

生活空间，属于位于市中心区的高档豪

华型小区。合肥的柏景湾小区同样占据

合肥市中心区的核心地带，守望繁华，

独享宁静。小区内独具特色的70米面宽
图3～l合肥柏景湾小区中心湖特色景观

的中心湖面广阔静谧，同花园绿地、小

品等景观要素共同打造了具有高尚品味的现代豪华型小区(见图3-1)。正是居

住区给予人们的这种独特、优美的生活氛围吸引了大量追求美好生活的高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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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在此居住。

而城市边缘区则多为居住条件较

差、管理一般的经济适用型居住区，例

如武汉的常青花园是位于武汉市汉口区

的边缘型居住区，属于武汉市2000年后

典型试点型经济适用房住区模式。小区

环境一般、无特色，没有形成完善的生

活配套设施，因此居住在此的居民多为

适应此生活的低收入、低社会地位的人图3-2武汉常青花园内街道景观平淡，

群(见图3—2)。 无特色

此外，通过对以上两个位于城市不同居住区位的典型居住区问卷调查的对

比统计表明，尚隆地球村小区中月薪水平2000元以上的人群比例接近50％；而

图3-3武汉市不同居住区位小区居民不同

月薪水平比较

图3—4武汉市不同居住区位小区居民不同

教育程度比较

常青花园小区则相对很少。尚隆地

球村小区的人口文化程度构成为大

学本科和本科以上高学历的人群占

绝大多数，约为70％，只有初中和高

中学历的人则很少；而常青花园小

区的人口文化程度构成则正好与其

相反(见图3—3和3—4)。从某种意

义上讲，通过对不同居住区居民的

经济收入因素和教育文化程度因素

的比较分析，可以反映出相应居住

人群的不同社会阶层属性，由此可

知，目前位于城市中心区的高档居

住区已逐步发展为高文化层次和高

经济收入水平居民聚集的高收入阶

层居住区；而居于城市边缘区的普

通居住区则越来越成为教育水平

低、经济水平低的低收入阶层人群

聚居区。

而在上海，通过住房消费，这

种贫富区位分异的趋向表现更为明

显：海外、港台人士和城市最高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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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者普遍分布在市区中心的新建豪华居住区及城市边缘的别墅区内；中高收入

者主要集中在城市交通干道附近的商品房居住区；一般中等收入者多分布在位

于城市偏远地带的早期以单位分配方式获得的公房区；低收入阶层主要集中在

城市的旧城区和边缘区的回迁居住区中(见表3-1)。

表3-1 2004年上海市不同价格商品房的区域布局”1

名称 商品房价格 居住区位

低价房 3000--5000元／平方米以下 为一城九镇开发区域

中价房 5000--8000元／平方米 外环线与内环线之间

中高价房 8000—10000元／平方米 内环线周边

高价房 10000一15000元／平方米 市中心

从这些图

片、数据和论述

中可以看到，城

市居住区的这种

贫富阶层化和相

应的区位分异确

实存在，而且这

种区位分异的直

接结果是城市不同收入阶层的人开始相互疏离，中高收入阶层和城市低收入阶

层各自相对聚集，这已经表明了居住区位与居住阶层相关联是一种必然趋势，．

而且不能避免，因此我国目前的居住区规划需要对居住区位与居住阶层的适应

性提出要求，这种要求总体上有利于：①土地利用价值的合理体现；②适应住

宅需求分流的特征，明确房地产项目的开发定位，消除住宅建设的盲目性，降

低住宅市场积压，达到其合理性运行；③在满足不同阶层居民的居住需求和购

买能力的前提下，提高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利用率，从而有针对性的整体提高居

民的生活质量。

但是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这种分异同时也会给社会带来一定的弊端，

笔者在此问题上的阐述是趋利弊害，谈“机遇”，并进行因势利导。

3．1．2邻里同质性与社区混质性需求

居住区位分异使居住区产生了低收入与中高收入阶层的相对隔离和城市低

收入和中高收入阶层各自地相对集中，可概括为居住区之间异质分离，内部同

质集聚。社会普遍承认，当社会内部存在社会经济地位、文化背景、职业和居

住条件的等级差别时，市场经济无疑会给予不同的待遇，出于对等级的认同和

心理的平衡，同等级的家庭会趋于接近而形成聚集，使居住区自然形成同质

性。而等级有差异的居住区渐渐分离，使不同的居住区产生异质性。

如今我国这种同质人口聚居已逐步成为现实。例如：在对上海居住区的调

研中发现，静安区、卢湾区等城市中心区地带近几年新建的居住区多为豪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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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住宅区，如国际丽都城等，居住人群多为城市的最高收入者，被普通百姓称

之为可望而不可及的“富人区”，而城市推出的一些配套商品房(多为安置因

为城市修建地铁等大型市政交通设旌而搬迁的居民建设的回迁房)大多分布在

城市的外环线以外，居民的经济水平等固然与前者存在很大差异。在全国范围

来看，这种同质集聚的现象已屡见不鲜。

随着居住区位的“过度”分异在社会中的进一步发展，它势必会使这种异

质分离，同质集聚的现象加剧，最终会产生一些弊端，这在此次调研中已反映

出来。为了更好的解决这些问题，本文借鉴了国外社区区位理论中古典区位理

论的一些观点。其代表人物之一E·w·伯吉斯在区位过程问题上提出了都市的

同心圈假说，他将以竞争为基础的区位过程理论加以具体化和模式化。而帕克

等人为弥补同心圈假说过于简单化、绝对化的缺陷，进一步提出了所谓自然地

区论，注意到都市社区同一地域内的居民并非绝对属于同一性质，会自然形成

许多小范围的独立自然区，每一自然区里的居民才是近乎同质的。

本文由此提出了居住区“邻里同质、社区混质”，即“小范围同质，大范

围复合异质”的观点，来适应我国的社区发展，缓解异质分离，同质集聚现象

所致的负面压力。主张城市大范围的社区(指目前一部分规模较大的居住小

区、居住区或几个居住区共同构成的大型居住片区，属于社区的地域性范畴)

应以不同居住阶层人群的混合居住为前提，尤其强调的是中高档居住区内应有

一定比例的适合低收入人群的住宅(为缓解低收入群体聚居而引发的问题)；

而小范围的邻里空间(指居住组团或居住小区，与上面的社区范围相对应)则

强调邻里同质聚居。而所谓“社区混质”是一种非完全式的混合居住模式，这

种混合并非是全盘打乱，毫无规律的随意布局，而是一种小范围同质聚居前提

下的秩序性混合(见图3—5)。

这个观点的提出也得益于西

方国家为了缓解低收入人群同质 ：裂瓣
聚居的问题，而采取的应对措 周莉

施：一方面，在政府强有力的介 异鹰之目女滴潜

入下发展地产业，避免住房极端
堙的环境

的商品化，例如在中低收入人群
混质∞社区环境

支付不起的社区建设适量的经济嘉鏊臻器，
房屋，打破地产商的逐利性；另

一方面，通过有效的规划手段实 图3-5居住区的居住混合模式图

现混合用地，提升居住群体的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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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性，避免弱势群体被过度排斥41。例如朋德伯利社区中有20％的居民住房留

给了低收入家庭，还专门为老年人建造了一座公寓住宅楼。

“邻里同质、社区混质”新需求的提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体现在：

(1)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在混合的居住区中，不同的人群，有着不同

的特征，从事着不同的职业，他们之间交往和互动，体现了社区复杂而多样的

巨系统特征(源于社会体系理论)。

(2)兼顾低收入群体①可通过中高收入群体的影响，改变低收入群体的行

为模式和思想观念，达到协助和带动的作用；②中高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较

高，可以带动各种盈利性社区服务业的发展，从而给低收入群体开辟了一定的

就业机会；③中高档居住区拥有较充足的财力和物力，居住区内的社区服务设

旌体系完备，尤其是对弱势群体的专门性社区照顾很充分，从而使弱势群体生

活得更好。

(3)邻里同质保证小区域的稳定小范围的居民同质促进了个体间的互动交

往，加大了邻里居民的和睦和稳定。这种邻里空间内同质聚居，周围邻居均是

收入、社会阶层和经济地位相近的人群，较亲密的交往范畴保证了居民之间交

往生活的和谐。

在我国社区发展建设过程中，居住区规划确实需要这种邻里同质和社区混

质的居住模式，它为居住区规划设计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

3．1．3边界界定的弹性需求

在社区的基础理论研究中，一般学者都同意“社区”有地域上的边界，而

在社会学界，有些学者更强调社区地理边界的“弹性”——所谓弹性就是不确

定性，在某些层面上它是明确的，而某些层面上却又是模糊的，即社区包括两

种边界概念：其一是明确边界。例如凯文·林奇在《城市的意象》书中提出的

城市意象性五要素之一的边界，它具备形态的特定连续性，是相邻区域之间变

化的明确标志，是明确、连续和可识别的边界；另一是模糊边界。在社会学意

义上，社区强调的是一种社会关系，其边界的界定显示出一种模糊性。社区内

成员间的交往，无论在密度和深度上，都较他们与社区以外人士的交往来得

高，而且社区成员在某一社区居住的越久则其对社区的归属感愈强。社区意识

的凸现使社区呈现出一种情感归属范围，这是模糊而非确定的边界。

但在此次的实态调研中发现，我国的居住区规划受传统单一物质规划模式

的影响很深，只意识到了明确边界的存在，而忽视了模糊边界的作用，只知道



用地的红线范围、周边的道路是它的边界，却不清楚借助于社区服务、互动交

往等社区活动的作用使人们对居住区产生依赖感而形成的心理归属范围也界定

了居住区的边界。

因此本文提出了规划居住区边界的新需求——弹性需求，即居住区明确边

界和模糊边界的共存需求。居住区作为社区的物质载体，将社区的边界理念引

入居住区中，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而且也使居住区边界的研究“有法可依”。

在基于对社区边界的分析和适应我国社区建设的居住区规划要求上，本文将居

住区与社区的相关内容相契合，对居住区的明确边界和模糊边界做了比较，内

容如下(见表3—2)。

表3—2居住区的明确边界和模糊边界涵义比较

明确边界 模糊边界

领地感，吸引地的辐射范围，物质 居民行为及心理归属感的范闹，
属性范畴

规划的范围 非物质规划的范围

广义：用地红线、街道、她貌特征
等刚性元素 具有不确定性，是非物质的，无

边界元素
狭义：建筑物、栅栏、围墙等刚性 形的，与具体考虑的因素相关
元素；水、绿化等柔性元素

红线范围，行政分区管辖范围、为 根据不同的考虑因素，不同的价
确定方法 某一目的人为划定的范围、经济联 值取向会有所不同，具有非确定

系、中心地的吸引范围 性

它为居民提供了一个可识别、易辨 它能为居民或研究者提供一个更
意义 认的范围标志和合理便利的服务半 广阔的联系空间，以从多个层面

径范围 去考虑相互之间的关系和作用

居住区规划要从根本上更好地研究物质层面上明确边界的规划设计，即居

住区规划要有一个作为领地属性的明确边界，一种实体空间的存在，有助于创

造和形成领域感。这种明确边界从界定方式上可分为两种；“刚性边界”和

“柔性边界”。“刚性边界”是由实体的分界物构成，通常表现为围墙、建筑物

等边界要素，这种分界物表现为不可移动性、时空的稳定性，内向型的自我保

护性，对外排斥性，是一种消极空间；而“柔性边界”则表现为一种虚体界

面，通常表现为绿化、水等边界元素，这种边界对不同区域的空间既分割又联

系，体现为外向型的贯通，强调内外空间的渗透，是一种积极空间。

而居住区的模糊边界也是不能忽视的。居住区成员间的交往及由此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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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感使居住区产生了这种边界要求，此外，居民的就业问题、社会福利问题

等也必须在模糊边界的范围内才能得到更好的解决。一个现代化的高尚住区，

它的模糊边界范围会远超过其明确边界的范围，这表明居住区具有强大的归属

吸引力及由此而产生的给予就业等方面的强大推动力。这种无形的边界是居住

区规划满足社区发展的最好体现，它的建构将有助于更好、更广地形成居民的

社区归属感，同时也是居住区中社区内涵的核心体现。

3．1．4规模确定的弹性需求

由于近几年社区建设的发展和在市场、社会的调控下住房需求的多元化扩

张，使得原来《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中对于居住区规模机械和模式化的

确定方法已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在调研中发现，目前我国一些新建

居住区的尺度规模超大，一百多公顷的居住区开发项目，分很多年建设完成，

例如武汉的常青花园居住区，总规划用地为125公顷，共由14个居住小区组

成，从1992年开始建设，已建成5个小区，2个小区正在建，其余的待建，工

期冗长所带来的恶劣的居住环境和不完善的配套设施使居民的生活苦不堪言。

除此之外，超小规模的“居住小区”也不难看见，三四公顷的用地零星布置着

几栋多层住宅楼，而大花园，大而全的配套设施一应俱全，这不仅导致小区资

源浪费，而由此带给居民的巨大负担不言而喻(庞大的物业费用等)。

本文认为居住区规模的确定需要灵活性的更新，即应该在适应社区发展的

前提下提出居住区合理规模确定的弹性需求。所谓弹性就是要从多方面层面来

考虑其规模的确定，下面分别从几个层面进行论述：

(1)公共服务设施配建国外社区理论大致强调：社区的基本规模应满足能

够独立发挥社区功能的最基本层次这一要求，即适当的规模应在保证基本服务

设施的最小规模基础之上，大致可以让一个由商业和服务业组成的中心正常营

业。由此居住区规模也受其公共服务设施配建的影响，其规模的确定应考虑满

足居民基本物质与精神生活所需的公共服务设施的经济性和公共服务设施中心

合理的服务半径，这样有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同时为了使居住区的经济结构

比较完整，规模不宜太小，至少要达到5000--6000人(目前一所小学大约为

12—24班，每班大概为45人，其学生规模约为600—1100人)，以免造成设施

的重复建设。

(2)物业管理社区设施的完善程度和管理程度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社区的

规模，则居住区的物业管理也对其规模产生了一定影响。管理水平到位、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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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的居住区规模可大些，即使户数多也不会给其多方面管理带来困难，居民

仍旧能够安居乐业。例如上海的爱建园居住区规模很大，但是由于其物业管理

严密、保安系统好，居民的生活可以得到保障(见图3-6和3—7)。而管理水平

图3-6上海爱建园居住区入口严密的保安 图3—7上海爱建园居住区内随处可见的保

系统 安亭

不到位的居住区，则应保持较小规模，即使居住区在管理方面保安巡逻质量

低，但由于进出居住区的人流、车流量小，那么出现的问题也就少，在管理和

经营上可以应付。但从效益上来说，这种居住区规模不宜太小，过小规模的开

发会对社区建设的开展造成一定阻碍。

(3)居民认知范围社区理论强调人的主体性，社区居民在长期的相处、共

融中，形成了较强的亲和性，这使他们对所居住的社区产生了较强的归属感，

形成了归属范围。重视居民对居住环境的心理感情，依据人的认知能力和控制

环境范围的能力可确定社区规模。亚历山大指出人的认知邻里范围直径不应大

于274米(即面积在5公顷左右)。为了使居住区空间的组织结构体现人的主体

性，使之成为人生活的物化反映，可依据人的尺度和心理认知需求来限定居住

区规模。本文提倡小规模居住区的开发建设，它有利于建立较为密切的邻里关

系，激发居民对所居住环境的心理和情感上的认同，有助于建立适宜相知的交

往圈。据心理学研究，社区规模小于5000人有利于人际交往，以5000人左右

作为社区的基本结构较为适宜。基于此，居住区规模可确定在5000人左右，

15公顷之内。

(4)社区整合社区整合的要求间接反映在居住区规模的确定上。小规模居

住区的开发建设有利于城市居住区位分异下的社区整合。“邻里同质，社区混

质”的居住区规划模式中同质规模保持较小范围，这有助于同质人群的交流，

促进形成居住共同体的凝结力。本文认为同质居住的范围限定在“相识型邻

里”的(50一150户)范围为宜，最大不应超过“认可型邻里”(500—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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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范围，由此可确定混质社区也应保持相对的较小规模，这更有助于形成这

种“小同质，大混合”的居住模式，总体上可缓解由居住区位分异而产生的城
市社会方面的问题。

总之，居住区规模要摒弃旧有“八股文”式的控制方法，在社区发展和市

场调控的背景下进行科学而理性的分析，实行多层面的“弹性”确定方法。以

上提出的一些量化指标仅为一种参考，最终强调的是在实际操作中应该综合考

虑以上各因素的影响，整体而全面地确定居住区的规模。

3．2社区服务与设施配置

社区的要素之一——基础设施要素包括软件设施和硬件设施两方面内容，

它们分别是社会层次和物质层次两方面的体现。在我国的社区发展过程中，软

件设施主要指“社区服务”；丽硬件设施主要指社区的配套服务设施，通常反

映在城市居住区中公共服务配套设旌上，如社区服务设施、商业服务设施、休

闲体育和教育设旌等。

3．2．1社区服务需求

我国的社区服务是国外“社区照顾”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但一

直以来，我国与西方等国相比社区服务水平较低，与其存在一定的差距。我国

的社区服务主要停留在为基本满足社区成员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需要而进行的

社会生活活动和服务活动上。虽然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我国社区服务

取得了一定的进步，呈现出以公益服务为主和盈利服务为辅的社区服务状况，

但调研发现，目前我国居住区中社区建设工作的宣传和指导不够已导致社区服

务的薄弱与不足，特别是缺乏对弱势群体(指在经济、社会竞争中处于不利地

位，而存在种种生活困难的人群，如儿童、老年人、残疾人、贫困者等)专门

化和特殊化的公益性社区服务，从而居民不能很好地享受到全方位的社区照

顾。问卷统计表明，近70％的人认为居住区对老年人等弱势群体的社区服务不

完善，这从根本上也体现了目前我国居住区人性化及社区精神的匮乏。

而西方发达国家的社区服务，即社区照顾则更多的强调“以人为本”，即

强调按个人需求设置服务设施，通过不同类型的服务及多变的工作手段解决各

类不同对象的问题。其社区照顾的理念是对弱势群体提供适当照顾和支援，从

而使这些人能够得以继续留在自己熟悉的家园中过独立和正常的生活。这种社

区服务体现了一定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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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配合我国社区服务的发展和解决好居住区中相应的实态问题，目前城

市居住区规划的研究应对其社会层次的社区服务提出新的要求。应在传统的居

住区规划中适当增加社区服务的内容，并对此进行分门别类的整合，形成能够

促进居住区良好发展的现代型社区服务。这种新需求的提出有其必然性和合理

性，主要表现在：

(1)利于居民物质和文化生活的多元化发展随着居民收入的提高，生活方

式不断改变和求新、求快、求异的生活目标使得人们对社区服务的需求日益迫

切，居住区的发展需要多种性质、多种形式的社区服务支持，以推进居民生活

的多元化发展。

(2)满足居民全方位的服务性需求我国传统的居住区规划更多是考虑居民

需求的共性，缺乏对老、少、弱、残等弱势群体的特殊性考虑，这要求居住区

的服务对象应从共性的群体转向特性的个体。

表3-3居住区规划中公益性社区服务和盈利性社区服务对比研究分析

公益性社区服务 盈利性社区服务

以非盈利为目的，对社区弱势群
以盈利为目的，并靠自身维持

定义 的大众性服务，即为广大居民
体进行福利性照顾的特殊性服务

提供社区服务

根本
非盈利性和福利性 盈利性和自主性

属性

服务 专门性的爱幼、敬老、助残、扶
f。泛性的便民利民服务

m日 贫服务
经营 政府调控和社区执行，共同参与

市场化自由经营
手段 经营

面向少年j0童的疆磐

包括针对正常生活儿童的福利服
蒸巫疰磁蟹垒

务和得不到父母关爱儿童的福利
包括保姆介绍、家庭卫生清
扫、护理病人等服务

服务

服务 面向老年久的强药
龌星鸯趑

对象 包括在宅服务和社区服务
包括餐馆、干洗店、药店、美

及相 容院、洗浴中心等服务

应内 面向钵智残疾人的|l殴棼
容 包括居住性服务和扶助性服务 立体娱乐服务

面向下岗等翁圃凡士的骚棼
包括文化图书馆、体育活动室

包括再就业推荐服务和再就业培
等服务

训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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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满足家庭小型化的发展趋势家庭规模日趋缩小，空巢家庭等同益增

多，使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功能外化，这要求居住区对于老年人的照顾形成以

社区为基础的公益性服务。

这种新需求将主要体现在居住区中对于社区服务的层次性研究上，即对社

区服务的两种类型——公益性服务和盈利性服务的分层整合上，具体内容如上

(见表3-3)。

总之，目前城市居住区规划的公益性社区服务需求和盈利性社区服务需求

是服务民众、完善居住区构成和表现居住区的社区性内涵的主要发展趋向，具

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前瞻性。

3．2．2社区服务设施需求

众所周知，90年代以来，社区建设的全面推进和居住区配套项目的发展使

得早期指导居住区规划的主要依据《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存在着不能适

应我国社区发展要求，继而从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发展等一些问题，于是国

家于2002年对以上的现行国家标准进行了局部修订，其中对于居住区公共服

务设施的分类内容进行了调整，将原有的七类增加为八类，即增加了“社区服

务”这项设施内容，并指出社区服务类内容为居委会、社区服务中心、老年设

施等。这次修编对于目前我国居住区公共服务配套设施的配建规划起到很大的

促进作用，但《规范》整体上对不同人群的需求考虑仍有不足，如对老年配套

设施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导致居住区老年设旋使用面积严重缺乏，对公众参与

的文化体育设施的考虑不足，对居住区商业服务设施服务范围的要求过于局限

等，不能很好的适应社区发展和居住区规划建设的共同需求。

居住区规划中对于社区服务建设的要求必然带来其设施配置的需求，因此

为了配合社区的发展建设，完善居住区功能，有必要在基于调研的基础上结合

社区服务的内容着重考虑居住区中社区服务设施的配置。

社区服务包括公益性和盈利性两种，在此只探讨公益性服务设施，这是目

前我国居住区规划中较缺乏的内容，而盈利性服务设施与居住区商业服务等其

它设施内容相交叉，将在后者的分析中统一论述。

3．2．2．1少年儿童设施需求少年儿童是最需要照顾的弱势群体，因而少年儿童

服务设施的优劣在家庭核心化的进程中已成为人们选择生活居住区的一个重要

因素。基于此对于少年儿童的社区服务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针对正常生活的少

年儿童设置的设旌，其中包括幼儿园、托儿所、少儿活动中心、寒暑期日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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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展队以及集看护接送，课外辅导和小包饭为一体的小学生课外服务站(此项

服务_i：：F是目前最需要设立的设施之一)等；另一类是针对刚出生的弃婴、得不

到父母关爱的少年儿童设置的设旌，作为新兴的服务类型，正在逐步引起社

会、政府等的关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在居住区内设置一定规模的此类设施，

例如寄宿公寓兼领养中心和对有心理疾病的儿童设置的心理咨询中心等。以上

设施的建立有助于以社区为基础就近方便地解决少年儿童所面临的问题。

3．2．2．2老年人设施需求老年人有着特殊的生理和心理需求，居住区要根据这

些需求，完善老年人服务设施的配置，体现对老年人的关爱。

此次通过对全国范围内各规模城市的几类居住区的总体调研(见表3—4)，

可以总结出目前我国城市居住区共性的问题和现象。

表3-4本文居住区问卷调研说明

调查地点 全国七个雀、壹辖京共22个城市懿65个署住(小)区

被访者 全体疆住区磬民

①署民意愿调查表②居住区公共设施调查表
调查表格分类内容

③体育设施调查表

调查方法 居住区内拦访和入卢访目

调查时间 2003年lo—12月

总样本量 逝2000纡

从对老年人服务和设施配置调研的统计中看出，现有居住区的老年人设旌

从社区服务网络、服务内容到设施规模等都达不到要求。有近75％的人认为居

住区内老人服务网络设置的不完善，有近65％的人认为居住区内老人活动中心

面积不足，并且设置不适宜。同时，老年人的服务设旌内容主要局限在清理卫

生和医疗护理上，而对于其他的洗

衣、送饭等贴身性服务设施内容则考

虑不够(见图3—8)，这些问题是触手

可及的。由此对以家庭和居住区为主

要活动场地的老年人而言，政府和社

区组织应该通过论证、决策等手段来

进行引导，并通过规划师的充分设计

图3—8居住区内老年人各项服务内容所 来为他们提供完善、充足和多种类型

占比重分析 的服务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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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目前养老模式的转变可将老

年人的服务设旖分为在宅型设施和社

区型设施。绝大部分老人希望同子女

共同住在一起，甚至是三代同堂(见

图3—9)。由此可见，在宅设施对于老

年人来讲很重要。这项设施主要是依

靠居住区住宅本身的开发和建设，可

龄。居⋯老年人居住方式⋯专雾主磊嚣孺：筹震二墨亨
调查统计

和老年人住宅(身体健康和低龄的老

年人的独居住宅，设施内有家庭服务员入户提供饭食、打扫和助医等服务)；

此外从调查中也可看出，近60％的居民认为老年人最需要的护理服务方式是社

区服务，可见社区设施对于老年人很重要。社区设旌包括老年人公寓(公寓形

式的老年人住宅，公寓内提供各种保健等服务)、养老院、托老所(可日托或

全托)、老年人活动中心、医疗保健站、心理咨询站和生活援助中心等。以上

两种形式的服务设施均可以在上面提到的“小同质、大混合”的居住模式中得

以实施。

3．2．2．3残疾人设施需求为残疾人提供福利服务是世界各国社区服务的最基本

内容之一，体现着社会的文明和进步。对居住区残疾人无障碍设计的调查表

明，目前居住区对残疾人道路及公共服务设施无障碍设计的考虑不够，只有大

约40％的人认为居住区通向公共设旋的道路无障碍设计是较为完善的，而且由

于商业服务设施的居民使用率较

高，所以居民对商业服务设施的

残疾人无障碍设计的认可程度略

高于其它设施，而使用率低的老

龄设施、文体设施普遍缺乏无障

碍设计(见图3—10)。

此外，部分居住区在规划中

对于残疾人的特殊需求考虑没有

达到要求(见图3—11)，这就需

要政府机构乃至规划师在这个问

题上给予深思，同时还应对残疾

人的服务及设施配置提出一些新

图3一10居民对居住区内各类公共设施无障碍

设计的认可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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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划要求。本文认为除无障碍设计外，还应配

置一定规模的残疾人服务设施，主要包括两类：

一是居住性服务设施，如养育院、寄养公寓等，

为他们提供配备特殊服务的居所；二是扶助性服

务设施，如残疾人诊疗所、培训中心、福利厂、

婚姻介绍所等，为他们提供康复服务、技能服务

和精神生活服务等。

3．2．2．4下岗等贫困人群设施需求作为社会转型

期的服务类型，为以下岗、失业人士为主体的贫

困者提供社区服务是目前社会经济层面的服务，

通过规划一定的配套设旌来满足其需求。主要包图3一11黄山市维多利亚小区内

括再就业培训中心、扶贫济困帮助站、再就业推 令残疾人望而却步的

荐中心等，最终确保贫困家庭的基本生活需要。 台阶

3．2．3商业服务设施需求

从社区的角度分析居住区公共设施的问题，应从居民需求反映高的几项设

施入手，其中商业服务设施是居民日常生活最基本的生活服务设施，在居住区

中的地位和作用尤为突出，其基本功能为便民、利民，满足居住区居民的购物

需求、服务需求等。通过居民购物意愿调查显示，近70％的居民喜欢去小区外

大型超市购买日常生活必需品，而只有非常少数的人喜欢去居住区内小型的零

售点，同时多数居民对于购买日常生活必需品出行距离的要求为步行10分钟

内到达(见图3-12)。

这两种结果看似是相悖的，但深入

分析可知，居民本质上希望就近消费，

但是由于目前居住区内或周边传统零售

商业环境较差、发展层次较低，没有形

成一定的规模和消费信誉度，使得居民

被迫去较远的区级或市级商业中心地去

购买，呈现出资源的浪费和不完善。

而居民出行方式和频率调查表明，
图3一12居民购买日常生活必需品的出

多数居民不能经常驾车或乘车去较远的 行距离意愿统计

市中心区购买日用品，并且绝大多数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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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会在一定时期内集中采购只用品(见

图3一13)，其采购的频率多为一周平均～

次(50％居民的意愿反映)。

由此可知，商业服务设施有其自身

的特点与发展规律，其性质、内容将不

再单一的服从传统规划的安排，应根据

居民的行为特点、意愿需求以及市场导

向将其进行合理规划。商务部在今年6

月9日发布的《全国商品市场体系建设 图3一13居民购买日常生活必需品的出

纲要》中提出“要控制发展大型购物中 行方式和频率统计

心，并将加快发展贴近和方便居民生活的便利店、折扣店和中小型综合超市”

”1。因此基于居住区零售商业就近方便、物美价廉、服务多样等优势要在大规

模屠住区附近兴建大中型的综合商场或超市(小规模的居住区设置相应小型设

施)，利用居住区周边道路的人流集聚力规划部分底层便利店等商服设施，来

满足居民需求，同时与社区服务设施的中心性相区别，来适应社区发展。

3．2．4休闲体育设施需求

随着我国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双休日”制度的实行，使就业人员在

居住区内的闲暇时间显著增加，而对居住区内体育活动场地的使用率大于周边

地区的活动场地(见图3-14)。同时生活富裕也使居民对文化体育设施的需求

更转向健身和康乐方面(90％的

人认为体育锻炼的目的为健身和

娱乐)。但调研可知，目前居住

区中的相关设旃建设存在不足，

将近86％的人认为居住区中体育

活动设旋的用地不够，近5册的

人对居住区及周边的休闲娱乐设

施不满意。

同时调研也反映出大多数居

民倾向于对室外体育活动场地的

．傲用，多数居民希望体育活动设
施应分散布置，并使每处都有多 图3-14居民对体育活动场地使用的喜好程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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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活动内容(见图3—15和3—16)。

图3—15对于无特殊场地要求的体育

活动，居民的喜好倾向评价

图3-16居民对体育活动用地设施布

局的意愿评价

由此可知，目前居住区中缺乏休闲和体育活动场地和设旌，尤其是缺少室

外活动场地，原有集中布置的设计手段已不被人们接受，人们不再只需要聚集

性的活动空间，而是更渴望在宅间，在组团里，随时随地地进行体育和休闲活

动，对于活动的项目也有更高更广的要求。因此应从社区的角度，来解决这个

问题，满足居民的需求，总体上基于社区的大范围，在各组团均衡布置各类休

闲体育设施，统筹安排。

3．2．5教育设施需求

近几年社会人才竞争的曰益激励，使得教育问题受到了人们的广泛重视，

这在居住区建设方面已有所体现。对于购房者而言，居住区的教育配套设旋己

成为购房选择的重要因素。杭州的近江家园小区位于钱塘江边，由于周边的配

套学校很少，于是在小区内配置了杭州市胜利小学崇文实验分校，该校高质量

的教学吸引了大批居民在此购房，一期住宅短时间内便销售一空，带动了整个

小区的发展和建设(见图3一17和3—18)。

图3—17胜利小学崇文实验分校教学楼 图3—18学校设计精致的围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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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对教育的重视还反映在对学校的选择上。调研发现，82％的居民在对

子女择校时认为教育质量最为重要(见图3—19)。这表明居民已将教育质量作

为择校的首要因素，而离家远近已不再那么重要，由此原来划片入学的行政手

段和居住区硬性配置的规划方式己越来

越受到自主择校的冲击，居住区内的配

套学校和居住区内就学需求的联系也日

渐薄弱。而随着独生子女的增多，学生

生源的减少，使居住区的配套学校越办

越小，不久将难以维持。这就要求居住

区规划不应再墨守成规的进行学校分级

配置，应在社区乃至市区学校的整体配图3—19居民为子女选择中小学校的择校

置需求下进行“按需”配置，这样可避 因素首要度评价

免资源的重复浪费。

此外，居民意愿调研表明，在职培训、下岗再教育培训|、健康和法制教育

辅导等作为新兴的社区教育门类，已被居民所认可，由此应在居住区内设置社

区教育综合学校，为居民的再教育提供良好的场所。

3．3社区组织与社会心理

3．3．1社区互动下的公众参与需求

美国社区理论专家桑德斯在对社区互动关系的研究中指出：社区互动主要

是研究社区的群体组织、主次体系等结构与功能，以及社区成员和社区组织之

间的“相互”作用。社区互动强调的是一种相互依存“互动”，这在现实生活

中则表现为社区的“公众参与”。

众所周知，中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几乎包办了社会生活的一切方

面，严重缺乏公众参与的机制。尽管目前城市社区建设取得了显著成就，社区

公众参与的内容和形式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扩展，但我国的民主化、自治化进

程还处在初级阶段，很多方面仍有待提升，尤其在社区的背景下讨论城市规划

领域的相关内容时，此问题比较突出。此次调研可知，我国现有的公众参与呈

现出一些问题：

(1)居民参与意识薄弱导致参与广度和深度不够通过调查表明大多数居民

通过参与有共同兴趣爱好的聚会、体育锻炼等活动进行交流，只有少数人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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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参观展览、参加文化演出等广泛而有深度的形式来进行交流(见图3—

20)，这是由于聚会、体育锻炼等

活动比较普遍，并与自己有较大的

切身利益关系。而居住区的物管部

门也少有参与性活动的组织，有也

仅限于大众娱乐性的活动。此外，

“卜班族”的参与意识更是普遍缺

乏。由于他们的居住时间有限，对

居住区的依存关系较弱，参与的活

动则是少之又少。总之，虽然居民

生活在所依赖的环境中，但没有意

识到自己应主动参与到居住区的各

项活动中去，为其发展尽一份责任，

己带来利荔的参与性活动。

图3—20居民选择参与交流形式的意愿评价

只知坐享其成，被动的接受一部分能为自

(2)居民缺乏团体参与导致参与层次性低目前我国居住区规划中的公众参

与多指个人地、自发地参与，而没有上升到协助建立社区组织、以社区组织为

单位的团体参与。在调研中发现在居民主要参与的活动中大约70％为自发组织

的群众性娱乐活动，只有20％是基于社团的组织，而近20％的居民普遍反映居

住区缺乏社区服务机构——社团来组织居民进行团体参与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

了住户之间缺乏交流(见表3-5)。由此可见，真正有成效的公众参与不是个人

层次的参与，是以社区组织为居民

代表的参与，是发挥“公众参与”

作为～个过程、加强社区能力作用

的参与。

因此我国目前居住区的公众参

与正是缺少一种社区互动的精神。

正如英国学者可勒所说“社区必定

包含更丰富的内容⋯⋯一种集体的

结构；对一个共同事业的参与；某

表3—5住户之间没有机会进行交流的各原因

要素所占比重

原因要素 所占百分比

社区广场位置偏远 11．7

社区广场位置偏远 12．3

广场缺少休息与服务设施 21．7

缺乏社区服务机构的组织 19．9

社区居民参与热情不足 20．5

其他 12．3

种超过个体和私人关系网的社团感，以及特别的一种对社群存续休戚与共的义

务和责任感”。1。这对我国居住区规划中的公众参与提出了新的需求——即社

区互动下的公众参与，这也是适应我国社区发展的二个很重要的方面。这种新

需求可表现为以下三点：①培养居民的自我参与意识；②让居民参与居住区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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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各阶段的讨论；③建立公众共同参与的“居住区协会”。

这种基于社区互动而形成的居住区公众参与的新需求对于城市规划领域及

社区建设具有深远的意义，表现为：①有利于城市规划体制的变革。公众参与

下的城市规划体制，有助于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个过程融为一

体，使政府和公众能够相互理解和沟通：②有利于倡导社区建设的互助合作精

神。通过依靠居民的互助合作，并鼓励居民自力更生解决居住区中的问题，培

养了基于社区背景下的居住区一种自我发展自我更新的发展机制，能够保证居

住区稳定发展；③有助于加强社会整合。社区内部社会生活的正常进行，是整

个社会得以正常进行的前提，而通过提高居住区内部组织和居民的互助合作，

对加强社会整合、保持社区安定有重要意义。

3．3．2物质环境下的社区归属感需求

3．3．2．1“需求层次”理论分析美国著

名人本主义j心理学家马斯洛

(Abraham Maslow)在他提出的

“需求层次”理论中把人的需求划

分为5个层次，即生理的需求、安

全的需求、社交的需求、自尊的需

求以及自我实现的需求“”(见图3—

21)。这五个层次的需求从低到高依

次排列成一个阶梯，只有在较低层
图3—2l马斯洛的需求层次图”o

次的需求获得满足后，较高层次的需求才会凸现出来。这个理论为我国居住区

规划设计的价值取向提供了参考依据。在我国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转

轨过程中，人们对居住的需求集中在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较低层次的生理物

质需求上，而居住交往、归属等较高层次需求相对缺乏。伴随人们生活水平的

提高，在较低层次需求得到满足之后，交往、尊重等更高层次需求越来越成为

必需。这说明居住区建设在满足了居民日常物质需求的基础上，更要考虑对居

民精神与社会需求的满足。

3．3．2．2社区归属感的涵义人的第三个层次的需求是归属和爱的需求，所谓

“归属感”是人们在自己所属的群体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从而产生出强烈的

“我群”意识，对所属群体产生感情，从而为群体的生存和发展竭尽全力。社

区归属感(Community Attachment)包括社区地域和社区群体两种归属，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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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把自己归入本社区地域或人群集合体的心理状态，这种心理既有对自己社

区身份的确认，也带有个体的情感色彩，包括对社区的认同、喜爱和依恋等。

居民的社区归属感是社区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因素，是社区要素的重要组成部

分。美国社会学家A·英科尔斯认为，社区成员的共同结合感及对某些实际生

活及精神生活的共同评价等，决定社区的本质。由此，社区归属感是社区的核

心和灵魂，是社区居民进行各种社区活动的文化维系力和精神力量。

3．3．2．3居住区物质环境下的社区归属感需求目前我国居住区规划更多地关注

物质空间和环境本身的设计，对于人们归属感需求的考虑很欠缺，从上节的表

3—18中可以看出，人们与居住区其他住户没有机会进行交流一个主要的原因

是广场缺少休息与服务设施，即物质活动空间的设计没有满足人们的需求，如

果不处理好物质环境与居住区活动的关系，最终将导致居民精神生活的匮乏和

居住区凝聚力的减弱。

我们要着重探讨如何能满足居民这种高层次的需求，如何在适应社区发展

的前提下通过社区理念来更好的完善居住区规划设计。本文提出要在居住区规

划中引入“社区归属感”这个形成社区的关键因素，将社区的灵魂带入居住区

中，使居民能够在居住区的群体和地域中表达自己的情感，认同或喜爱，从而

确定自己的位置所属。一旦这种情感建立并稳固了，居住区的建设将会更容易

走向一种平衡和进步，这是规划师们在图纸上所达不到的一种良好效果。

居住区需要社区归属感，它的建立体现在多方面，可以是物质环境上也可

以是社会关系。但归根结底各种社会活动必须依托外部的物质条件的完善，物

质环境的建设不能被政策和活动所代替，因此社区归属感最根本是建立在物质

环境上，它有赖于两方面的共同作用：一是建设具有社区认同度和熟悉度的标

志性形象，如居住区大门，中心标志性景观节点等；二是创造促进居民有效互

动交往的居住空间，在物质环境中融入人性互动。本文将着重分析后者，它能

体现社区作为社会生活共同体的深刻涵义，表现居住区的社区归属感。

从调研中可知，70％的居民内心很渴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为了满足人们

的强烈需求，本文提出通过创造实体空间来获取它。“我们认为，空间形式对

社会关系的发展不具有促进作用，但这并不否认物质环境以及功能性和社会性

的空间处理能够拓展或扼杀发展的机会”⋯1。事实证明只要有了某种特定的建

筑形式和适宜的户外空间环境，邻里间的交往就能在不同程度上发展起来，也

就是说好的物质空间环境能够对人们的社区活动产生髭晌，并能够鼓励人们交

往。因此，良好的物质空间，尤其是具有领域感的居住空间能够为更加广泛的

交往机会创造条件，使居民产生社区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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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居民的心理环境分析，在居住

空间里人们不仅需要有进行人际交往

和相互作用的场所，而且需要有私

密、安逸的个人空间。则居住区规划

既要保护居民私密性的需求又要满足

居民对于人际交往的热切渴望。基于

居住区中公共性与私密性在空间上的

协调表达，本文认为应在居住区规划

中重申居住空间领域层次性的创造。

奥斯卡·纽曼在研究了人们行为活动

与城市形体环境的基础上，提出了一

图3—22奥斯特·纽曼的空间体系模式图

个有私密空间、半私密空间、半公共空间和公共空间构成的空间体系(见图3—

22)。 在这种体系中建立一种社会结构以及相应的、有不同层次空间的物质结

构，形成从小组团和小空间到较大组团和空间，从较私密空间到逐渐具有更强

公共性空间的过渡，从而能在私有住宅之外形成一种更强的安全感和更强归属

于这一地域的意识。这种丰富而有序的空间层次被认为对于增进居住区居民的

人际交往大有裨益，能够达到促进居住区形成社区归属感的要求。

3．4本章小结

居民是居住区的灵魂和主体，对于居住环境使用者的需求和意愿的研究，

是城市规划者进行居住区规划的根本考虑因素。而这种居民需求在反映了自身

意愿的同时，也深刻地折射出居住区规划在区位、规模、基础设施等方面发展

的导向及目标。

本章在社区要素层面的分析框架基础上，针对目前城市居住区规划在社区

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对居住区规划提出了新需求，总结后内容如下：

(1)居住地域与居民构成：

·居住区位与居住阶层的适应性需求——居住区位与居住阶层相适应

·邻里同质与社区混质性需求—邻里同质与社区混质居住模式的提出
·边界界定的弹性需求——明确边界和模糊边界的共存

·规模确定的弹性需求——多因素影响下确定合理规模

(2)社区服务与设施配置： ·

·加大开展社区服务的需求——增设各种社区服务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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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试配置社区服务设旖的需求——给予弱势群体以专门照顾

·更新配置商业服务设施的需求——引导居民就近消费

·完善配置休闲体育设施的需求——构建户外分散的混合式活动场地

·统筹配置教育设施的需求——打破旧有分级模式，实行“按需”配置
(3)社区组织与社会心理：

·社区互动下的公众参与需求——提升公众团体互动参与的作用

·物质环境下的社区归属感需求——创造良好居住交往空间，形成归属感

这些新需求的提出是以相关国外社区理论方法与国内外社区建设与规划实

践经验为依据，并运用居住区实态调研中大量居民调查问卷的统计数据作为基

础资料，最终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将适应社区发展的居住区规划的新

需求提炼出来，其最终目标就是在社区理念的启示下，以及居民的意愿需求

中，将居住区规划提升到社区建设的层次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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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适应社区发展的居住区规划设计策略

本章将在满足社区发展的居住区规划设计新需求的指导下，从物质空间和

社会生活两方面入手，详尽探讨居住区规划与社区发展之间整合与构建的设计

理念、方法和对策，最终使我国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在实体空间以及社会关系

发展的共同契合下能够满足社区的发展，促进良好居住区的形成。

4．1基本原则

所谓“原则”，是指观察问题、处理问题的准绳。它的确立有赖于对事物

价值、方向的判断与抉择。本文强调满足社区发展的居住区规划设计新方法和

对策的形成，意在充分发挥社区的物质和经济功能，来切实指导研究城市居住

区规划，从而在科学的角度上有必要遵循一些原则。基于对目前我国国情而进

行的深层次探索，本文提出了适应社区发展的我国居住区规划的基本原则：

4．1．1人文核心性原则

人文核心性原则是指居住区的发展应该以人为核心，切实满足人的需求，

并在其不断的发展建设中，体现人文关怀。它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物质

层面的人性尺度；二是指精神层面的人文关怀。“宅者，人之本。人因宅而

立，宅因人得存。人宅相扶，感通天地。”这是《黄帝宅经》的开篇语，简单

的几句却道出了人文核心的真理。在现今的时代背景下，人文核心性原则是居

住区规划最根本的原则。

在社区中“人”是一切的原本，社区的主体是居住在其中的人群，是带有

一定区域特点的群体，居住区作为社区的物质载体，更应体现社区“以人为核

心?的精髓。在城市迅猛发展的过程中，居住区规划必须以人的需求为出发，

打破旧有的官本位或专家决定论的专断，尽可能为人提供便利。首先，人是万

物的尺度，理所当然，人也是居住的尺度。居住区需要在“以人为核心”的尺

度原则下对硬件设施进行规划，包括各种配套设施、交往互动场所、居住环境

等设计，从而促进居住区的人文性发展；其次，还要加快居住区“人文关怀”

的软件设施建设，例如居住区规划需要考虑对弱势群体进行专门的社区照顾

等，通过表达对居住主体的人文关怀而体现人文核心性原则。最终使居住区建

设达到人类恒久的最高梦想——人，诗意的栖居在大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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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整体共存性原则

整体共存性原则强调城市居住区规划要在社区的大系统中坚持社区各构成

要素整体的共存性，进一步则反映到居住区整体结构(包括生活活动结构和形

态空间结构)的共存性、层次性和复合性上。

它是适应社区发展的居住区规划的首要原则，它强调除对居住空间物质环

境要素的关注外，还要求对社会结构、交往互动等要素进行多层次的探求，要

从更深刻的共存性原则出发来引导居住区全方位的整体规划设计。在规划策略

上既要对居民日常生活所在的居住空间形态方式、交往场所层次、服务设施配

置等给予关注，又要对居住区社会关系、社会价值等给予一定考虑，并在两者

之间的共存方面达到协调统一。在这种综合控制下，对居住区整体协调发展进

行全方位的设计，最终创造出“人”的真实世界。

4．1．3动态适应性原则

动态适应性原则强调由于事物具有一种不确定性和可变性，在居住区规划

设计中不能始终将规划目标当作一成不变的靶子，应该在动态的过程中不断努

力更新，并充分考虑近期发展与未来发展趋势的吻合度和衔接度，以适应多变

的社区发展。目前我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社区及其内在的各种要素

具有显著的过渡性，这种状况要求我国居住区规划应在此原则下充分反映社区

的动态过程，对变动的因素进行科学预测。

此原则要求居住区规划的各项内容要从动态中去分析和把握，要注意研究

发展趋势，结论性的要求要具有一定弹性，留有必要的余地。在居住区的规划

实践中，规划设计应具有适应性和预见性的特征。既要从规划实际本身的前提

条件出发，更要考虑未来人口结构、居住规模、居住模式和生活方式等的发展

变化和相应水平，以及由此所引起的居民对生活的新需求、新希望。最终要求

居住区规划具有相对固定和弹性特征的结构模式能够适应社区或是居住区本身

的这些变化。此项原则是最具有实践价值的原则。

4．2物质规划层面的设计方法

无论何时，物质规划都是居住区规划最重要和首要的内容，因此应该基于
，。

居住区规划依靠和从属于社区建设的前提下，着重以促进社区的良性发展来带

动居住区规划为出发点，在构建同质邻里和混质社区、柔化和超越边界、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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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服务配套设施以及创造多层次的居住交往空间等方面提出具体的方法和营

建策略，为居住区规划提供一些新思路和对策。

4．2．1构建同质邻里和混质社区——新型住区居住模式开发

通过分析我们不难看出“邻里同质，社区混质”的居住模式有其存在的合

理性，它的优势也是不言而喻，由此本文在满足社区发展的基础上提出了构建

同质邻里和混质社区这个新型住区的居住模式开发。所谓新型住区，是基于前

文社区和居住区的涵义融合而成的新概念，可以表示为：居住区+社区=新型

住区。这种新型住区将原有居住区中良好的基础条件与社区的先进理念相交

融，两者合二为一，从而形成了适应我国社区发展的一种新型住区，它的提出

为居住区规划策略提供了一种创新思路。

“邻里同质、社区混质”即是小范围的同质和大范围的混合。这种新型住

区的居住开发模式的构想是将我国传统居住小区的规模缩小，即形成一种“邻

里小区”，而社区则为由城市干道所划分的地块居住片区，或者是居住区，此

种社区内部将同时包含几个小规模的“邻里小区”。“邻里小区”是同质集聚，

主要集中同一阶层的居民，他们有着共同的背景、共同的爱好和共同的生活习

惯，由此产生了更有聚合力的居住区空间，强化了社会认同。而社区则是在基

于同质邻里小区基础上的大规模混质，这种混合将几个邻里小区集聚，在此，

基于前文居住区位与居住阶层的适应性需求，则尤为强调这种混合是基于一个

主导阶层的相对性混合，即在开发中要将社区进行主导性定位。因此，社区中

将只有一定比例的“邻里小区”(大概为1—2个)是异质存在的，而且这种社

区的开发刚主导面向中高收入人群，大部分中高收入人群集中在多数“邻里小

区”的基本单元中，而低收入人群则只是相应的聚集在小比例的“邻里小区”

里(同时考虑了两种阶层居民，具有一定实际意义)。这种模式见图4一l。

此外，这种新型住区的居住模式简化了原有居住小区的部分配套设施，将

其转移至社区中，在社区中根据其性质、规模及服务范围统一安排，并同时服

务于各邻里小区。由此传统定义为“独立生活单位”的居住小区将转变为“单

纯居住单位”的居住单元，这种居住单元只提供服务于其内同质人群简单而特

殊的设旌服务。总之，这种新型住区居住模式的建立改善了传统居住小区功能

较单一、生硬的结构模式；恢复了传统居住区良好、亲密的人际交往及自然、

浓郁的生活氛围；更重要的是解决了低收入人群所面临魄=．些问题，具有一定

社会意义。下面将对新型住区具体的设计策略和方法进行阐述。



堕玺篓三些奎兰三耋鎏圭兰篁篁圣

同质邻里之间

的步行街

怔收入人群同
质幸B重小匡

生活辅街两旁

的簿铺

缀纯

图4-1新型住区邻里同质、社区混质的居住模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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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适宜的邻里规模和社区规模目前居住区在物业管理、居民认知范围乃

至与此模式相关的社区整合方面均倾向小规模的建设。因此，本文强调邻里小

区的规模不宜太大。当一个人所属群体内人口数量较大时，他不但不会认识很

多的人，反而会消极逃避，这是因为人的信息承载力具有极限。因此，同质居

住的较亲密的邻里规模不宜过大，否则会间接抑制居住共同体的凝结。同质邻

罩的规模适宜限定在3—8公顷(500一1000户)的范围内，这有助于保证同质

人群居民的互动，而同时又不破坏较大范围内社区地域的异质化。

而社区规模则应较大，适宜的规模为15--40公顷的范围内。从居民对公

共设施的需求以及资源市场配置的有效性来讲，此规模的社区具有一定优势。

(2)住宅类型和结构的多样化设计“社区的健康在于它容纳居民的各种需

要而不是去迎合一部分社会精英的需要”““。住宅设计应该在类型、结构等方

面具有多样性，这是社区混质的必要前提。这种多样性主要体现在：社区一方

面要提供具有适应性的房型，另一方面在市场竞争中能够满足不同社会阶层以

及不同年龄段居住群体的居住需求。社区应该建设多种、面向不同阶层的住房

类型，有独立式住宅、多层多户式住宅、联排式住宅、公寓以及低收入人群居

住的“公共住宅”等，同时在住宅造型、尺度上也要寻求多样可变。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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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在低收入人群所聚居的邻里小区内要建设与其相适应的住房类型，根

据其收入条件，相应设计小户型、低成本和经济适用的出售型住宅，虽然它在

性质上与其他高档住宅不同，但应保持相似的外观和一致的风格。此外还应该

考虑建有小部分的廉价出租房，供少数收入很低的人群出租使用，例如美国很

多社区中都有类似的住房出现。

而对于大多中高收入人群，其住房设计以创造舒适的居住环境为目标，满

足其较高的享受性需求，应设计多种类型住宅，迎合居民的不同喜好，其中在

作为此阶层人群居住的邻里组团中同样强调住宅的多样性，并应根据其不同属

性将各种类型住宅分别布局在邻里的相应位置，结合绿地等开放空间，共同构

建供中高收入人群居住的同质邻里空间。例如位于加州首府的Sacramento的

Somerset Parkside邻里组团中，充分展示了多样化特征的设计(见图4—2)，

这为我国居住区内中高收入人群的邻里组团设计提供了一定参考。

图4-2 Sacramento的Somerset Parkside邻里组团设计⋯1

(3)街道的复兴在这种新型住区里，混合的社区中各邻里小区之间的交界

道路可建成近人尺度的步行或人车混行的“城市生活次街(这是对传统街道
生活的一种复兴。沿街道布置商铺、茶馆、餐馆等设施，社区中心也可布置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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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地或绿地上，吸引附近居住的参与、聚集，形成交往、购物、休息、餐饮、

观赏等多种社会生活功能有机混合的公共空间场所。作为人们欢聚的开放空

间，它为社区异质人群的交流提供了条件和机会，异质人群在此可以随意徜

徉、相互聊天，交流感情，这使异质交往成为了可能。

(4)政府的决策和开发商的支持这种新型住区模式的开发除了要进行相应

的规划设计外，还需要对房产开发商的开发引导和政府决策部门明确、详细的

政策以及资金方面的鼓励和支持。众所周知，低利润空间和低附加值使以追逐

利益为目的的开发商对于低收入人群的住宅丌发大多采取“逃避”态度，因此

要实现此项开发需要政府相关部门的参与和帮助。住宅问题，需要政府的手来

起一定作用。因此，政府决策管理部门要通过政策、资金补贴来支持在社区内

建造一定比例的

非盈利性“公共

住宅”，具体手段

为政府直接投入

资金来建设部分

基础设施，制定

相应的土地利用

管理条例来要求

开发商建造不太

昂贵的住宅类

型，或是为部分

房产开发商提供

一定的低收入人

群住宅建设补贴。

新型住区I关键因素
居住模卜_———1
式开发I

良好的规划设计

需要优秀的设计索养)
规划设计者

型鉴=_=。W爵丽赢
(需要遵循管理条例)’L—二——呷一

些娑=_—H政丽丽疆丽
(需要瓷金补贴)L—二二二二二—一

公众参与

(需要积极的态度)
住区居民

图4～3新型住区居住模式成功开发关系图

总之，良好的规划设计、开发管理和财政可行性、广泛和深入的社会或政

府支持系统以及居民的积极参与是这种新型住区居住模式成功开发的关键所在

(见图4—3)。

4．2．2柔化和超越边界——边界空间设计新方法

针对居住区的明确边界和模糊边界的弹性共存需求，本文提出规划和营造

居住区边界空间的设计新方法，即柔化明确边界和超越模糊边界。

4．2．2．1柔化明确边界我国居住区通常都具有较明确的边界，在居住区的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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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中，明确边界是创造领域感，增强居住区可识别性必不可少的条件。而目

前居住区的开发设计，大多对居住区边界采取简单而生硬的处理方法，即是用

围墙、栅栏或两至三层的沿街商业裙房等封闭构筑物(刚性边界)对居住区实

行强制性的围合和隔绝，这样的阻隔清晰地划分出居住区的“内”与“外”，

人为地割裂了居住区与社区或城市各系统空间的交流与渗透。而实际上，边界

是最易诱发丰富多样的城市生活的地方，如果对边界进行良好的设计，将会营

造出宜人、丰富的居住区边界空间，并实现居民在此的互动。

因此创造良好居住区边界空间的方法是柔化居住区明确边界，即用柔性边

界代替原有整齐划一、冰冷死板的刚性边界。这使得居住区与周边系统空间的

连接既分割又联系，同时这种连接应该是和谐、积极的过渡，体现为外向型的

包容与贯通，内外的双向交流成为连结体，不同的系统空间透过“柔性边界”

相互渗透，相互联系，相互制约。通过在明确边界引人居住区功能要素及人的

活动，使其成为信息交流的媒介，最终营造出连续的、开放的、积极的居住区

边界空问。下面将具体介绍一些柔化明确边界的原则性方法。

(i)开放性居住区边界对于社区乃

至城市应该是开放的，但从居住区安全

性来考虑这种开放不是人群随意进入，

完全式的开放，而是一种视觉上、心理

上的畅通和连结。我们抛弃冰冷的实体

围墙而是通过居住区与周边空间积极的

过渡来完成。例如：可以采用绿化、小

品式构筑物、美观的栅栏和矮围墙等垂

直空间要素的相互穿插组合或居住区内

外标高的变化等空间处理手法，形成

“似隔非隔”、“透而不通”、亲切并富有

灵性的边界空间(见图4—4和4-5)。居

住区应是具有社区或城市涵义的，居住

区居民在享受社区或城市的文化与设施

时，同样需要让社区或城市中居民享受

居住区的文化和景观，这是持续居住区

生活的有效手段之一。

(2)连续性二创造良好的边界空间，

就是要处理好居住区边界一一应包括建

图4—4南京玉兰山庄独具匠心的居住区

边界设计

图4-5南京佳湖花园精巧的居住区边界

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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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物和景观性复合空间的设计，由于居住区的边界是明显的线形空间，所以其

构成要素也必定呈线形分布，连续性成为这一空间的主要特征。由此利用这两

种要素营造连续性边界空问成为“柔化”边界的关键所在。

对于沿街布置的建筑而言，应当维持社区或城市街道原有的尺度与轮廓。

如果沿街面布置有与街道其它肌理差别较大的高层住宅，则尽量保留一定的后

退，并利用裙房的处理以及绿化、花坛等同构要素的设置维持街道原有的尺度

感。同时居住区沿街布置的空间应保持视觉的连续性，因此要注重在居住区边

界上的建筑物之问、建筑物与通透性围合物之间关系的处理。

居住区边界的景观性复合空间则是由栅栏、绿化、水体、小品和交往活动

场地等组成。这些构成元素都是不可缺少的围合物或场所形成要素，应采取好

的方法来设计。边界空间的绿化设计应注重视觉的丰富性，在立面上呈现不同

的层次，草坪、低矮的灌木和高大的乔木混合布置，形成优美、连续的立体景

致。此外还应强调其在时间上的连续性，使边界的景观在一年四季都能得到保

证，形成居住区边界的“绿色走廊”。水体的设计可以给景观注入活力，应以

带状的小溪带动边界部分的活力，并结

合“绿色走廊”，穿插其间。小品的点缀

对提高边界空间的观赏性起到一定点睛

作用。在线性空间节点处布置小型的活

动场地，同时配合绿化、水体等设置健

身步道，满足居民娱乐、活动和交往的

要求。栅栏是必不可少的围合元素，应

具有通透性和美观性，与相应的小品构

筑物和绿化等共同形成连续而富有变化图4—6南京湖滨世纪花园景观性的边界

的围合物，起到安全保障作用。通过绿
复合线性空间

化、水体、小品和活动场地等要素的有效组合，形成了景观性边界复合线性空

间，它的连续、延伸使居住区与城市空间即相隔又联系，营造了一种美观、丰

富的缓冲地带，开拓了边界空间的利用潜力，使人们能够在此交往互动并欣赏

周边城市的美好景致(见图4—6)。

总之，居住区周边建筑物和景观性复合边界空间的有机融合共同构成了居

住区的明确边界，通过以上的规划设计手段真正达到了柔化边晃的作用。

4．2．2．2超越模糊边界居住区模糊边界是指居民行为及心理归属感的范围，是

无形而不确定的。大多居住区的模糊边界是局限于本居住区自。身居民所产生的

心理认同感和归属感，具有一定的物质阻碍。所以本文基于社区的本质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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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在社区的大范围下跨越物质，形成超出居住区自身范围的更广阔和强烈的

社区归属感，即“超越”模糊边界的观点。

此问题的研究基于社区整体开发或居住区大规模开发下，当其中的居住小

区边界毗邻社区地域空间，即属于社区内边界时，在某些情况下，可考虑这样

一种比较理想的规划方法。居住小区包含在社区中，是社区地域共同体的一部

分。那么居住小区的边界对于社区范围而言可意味着一种更纯粹、完全式的开

放、渗透和贯通。正如前面所说，此时居住小区边界空间将是社区异质人群交

流和欢聚的场所，明确边界中提出的景观性复合边界空间将更淋漓尽致的展现

出来，没有了栅栏等围合物，人们可以自如进出，自然而和谐，这也是一种传

统精神的回归。由此居住小区便完全融入到社区之中，其边界空间则成为社区

的公共中心地带，居民促膝畅谈，此时此地，异质之间的交往互动扩大了居民

原有的归属感范围，更广的吸引力使人们从对居住小区的认同已扩展到了对社

区的整体认同，模糊边界在此具有了更深远的意义。合肥的琥珀山庄作为我国

90年代中期建设部住宅区“金奖”试点居住区，对于模糊边界的理解和表现有

独到之处。琥珀山庄用地规模35．2公顷，共分为3个居住小区：南村，北村

和东村。虽然每个小区的住宅类型，聚居阶层都不同(东村多以临湖小别墅为

主，其他村多以“新徽派”风格的多层住宅为主)，但是各小区完全开放式的

边界空间使得该居住区成为一个具有浓厚人情和风情的“社区大家庭”，异质

居民的社区归属感在此得到了凝聚和升华(见图4—7和4—8)。

图4—7合肥琥珀山庄南村和东村之间边界空

间旁的居住区级道路

图4-8合肥琥珀山庄南村和东村之间的

开敝式边界空间

4．2．3整合公共服务配套设施——整体功能布局新思路

近年来，随着我国各城市社区服务和社区建设的普遍发展，原有居住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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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堂社曼空登竺奎垡，．!些奎罂竺区銎图4～9天津梅江居住区内供老年人活动
型胄：．!妻苎住妻赛寮妻兰害墨喜：塞“ ’磊蚤二三苟⋯⋯一⋯

”

户外活动设施，绿化水体等景观条件充
⋯⋯⋯‘

足，同时又环境优雅、安静的同一居住组团内，便于老年人之间的交往和互

动，为他们创造一个适宜并合乎尺度的同质邻里空间(见图4-9)。

社区设施作为老年人最需要的护理服务设施，也值得关注。本着规模小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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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三菱罂篓跫詈望竺三竺区竺曼晕：．要图4—10美国费尔维尤村内毗邻社区服务
璧菁冬慧点皂空罂譬i?竺j墓要“ ；’。。茹；苫茜菇；翼荔⋯。
的几何中心。而老年人公寓的规模较

‘⋯～⋯⋯⋯一

曩宅毳藿戮g攥殳翼喜图a一·-上海爱建园小区内住宅单元入口施(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和老年人公寓⋯⋯’“■“4一’⋯～⋯
等)布局在社区的中心位置，构筑形成

处的残疾人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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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中心。并与社区的中心绿地结合布局，通过步道将设施同各居住组团、小

区连接起来，使整个社区都在其服务半径之内或视线通达以及便捷到达之内，

同时在与大自然的融合下，更易于居民亲近服务设施。

4．2．3．2商业服务设施的布局根据目前居住区商业服务设施布局混乱，重复建

设，脱离消费者需求等问题，本文提出应摒弃原有商业服务设旌居住区内聚的

中心式布局的硬性条文规定，充分考虑城市及社区的整体规划、消费者的分布

等因素，从全局观念上，通盘考虑，形成社区内商业的科学层次性布局。

(1)沿街底层商服的周边式线状布局将大部分居住区商业设施由内向外、

由点及线逐渐转移到居住区外围的沿街底层商服处，并主要以各便民便利店、

折扣店、小型超市等机动灵活的中小型商业服务为主。从经营者角度讲，居住

区外围多以街道的线性空间形态为主，是人流车行相对集中的区域，这样可以

达到有足够多的客流保证经营。同时既可以服务居住区内居民，又能满足其周

边居民的购物要求，即满足了社区整体范围的居民要求，扩大了市场经营范

围。此外，从市场规模的集聚效应看，经营者的相互接近可互相促进，吸引更

多消费者。而从消费者角度来讲，根据居民的意愿需求，这种布局形式也符合

居民就近消费(购买日常用品和享受服

务)的行为模式和需要型的购物规律，

为居民提供了方便。目前，在一些城市

的居住区中这种形式已开始出现。

(2)大中型超市的附近式块状布局

在居住区外围附近，临大型社区内主要

道路的社区中心位置处集中设置一个大

中型的超市(根据社区规模足够大，可

雾睾喜墨竺喜婆苎!!篓曼之。圣要耋姜苎图。一，。哈尔滨宣西小区附近的大型基于目前我国大中超市进社区的趋势而⋯⋯：“?”～⋯⋯⋯～
考虑。它体现了商业的诱导型购物规 ⋯。、

律，满足了居民对于商品消费多而全的渴求性购物需求，即居民的“超市情

结”(见图4—12)。

4．2．3．3休闲体育设施的布局根据居民需求应在居住区规划中增加休闲体育活

动场地和设施，尤其是室外休闲活动场地的增设，要从社区层面进行综合考

虑，根据服务半径合理、均匀的分散布置场地，避免资源的浪费。同时可结合

居住区的组团绿地和中心绿地一起规划，并使每个活动场地都应设置一定的健

身器材，方便老年人的健身活动(见图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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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一13连云港兴业时代花园内结合中心 图4—14连云港苍梧小区会所内的乒乓球

绿地布置的健身场地 活动场所

同时，要在社区中分散布置各种室外体育设旌场地，并且使每个场地都应

有多项体育活动的混合，例如在一处室外场地网球、篮球等项目可混合布置。

对于室内设施应强调集中设置(可与居住区会所等合一布置)，汇集乒乓球、

台球等多种项目(见图4—14)。

4．2．3．4教育设施的布局为保证居民的需求和学生充足的生源，居住区的传统

教育设施应结合城市教育行政主管机构的设施建设规划和学区均衡分配进行统

一策划、管理和布局规划。其中对于学校的布局手段是相邻居住区共建学校，

在社区规模的相应要求下，社区内可兴建一至两所九年制学校(通常一所九年

制学校约为1100人)，它们自然布局在社区内居民合理的服务半径范围之内，

可位于社区中心附近。此外还应在社区内设立一所高中，位置相对具有弹性。

4．2．4创造多层次的居住交往空间——新型社区归属感形成

为了促进居住区社区归属感的形成，本文强调在居住区物质规划方面创造

具有领域感的多层次的居住交往空间，通过提供物质条件，为居民的交往提供

可能和机会。这种多层次交往空间体系的建立可以使居民不仅能够在自己的空

间“独善其身”，而且有公共空间和邻里环境能够“兼济天下”，扩大了居民的

交往度，增进了居民对居住区的认同感。这样居住交往空间序列为：私密空间

(住户室内空间和宅前庭院)一半私密空间(住宅院落构成的住宅组团)一半

公共空间(居住区的公共开放空间)一公共空间(社区内中心开敞空间和城市

公共空间)。其中，应特别注重半私密性的住宅院落空间和半公共性的居住区

公共开放空间的营造，使其成为居民交流的有效场所。

4．2．4．1私密空间重要是创造积极、易于互动的宅前庭院空间，如在绿地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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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旁的凹形灌木篱笆丛内设置座椅、小

型活动场地等为居民提供聚集活动和交

流的场所，形成宅前邻里亲密交往的氛

围(见图4-15)。

4，2．4．2半私密空间组团内半私密空问作

为居民闩常生活的最小接近圈域，是居

民一天生活开始和结束的必经之地。组

团的小型中心绿地是居住区内居民出入

最多、交往可能性最强的地方，也是邻 图4—15南京百家湖小区内庭院空间

里居民一起畅谈、做家务和集会活动的好场所。因此，组团院落的半私密空间

的营造可以使居民感受到住宅之外的“家园感”，增进组团内居民的邻里交

往，从而形成良好的空间认同感，具体的营造手段如下：

(1)加强组团院落的互通性围合从古至今，围合性院落居住形态的形成一

直有助于居住区场所领域感的创造。例如通过住宅单元的围合式拼接，形成各

种组团院落的半私密空间，这种具有强

烈围合感的院落吸引了居民的心理归

属，从潜意识里培养了邻里交往的情感

冲动，从而增加了交往机率。在此围合

基础上，各组团院落之间的互通组合形

成空间上相互沟通的院落群，各院落之

间相错或相连，丰富了组团半私密空间

的形态，赋予了邻里环境起伏多变的空

间联系，为促进邻里融合提供了优越的图4-16成都博瑞小区组团的互通围合

环境景观条件(见图4-16)。

(2)重视组团中心绿地的居民共享组团中心绿地是邻里居民互动交往的重

要场所之一，应否定对原有居住区组团中心规划整片绿地，只能观而不能用的

做法，从增加绿地的居民共享性出发，使其真正的成为供邻里人群驻足、小

憩、交往的活动场所。因而适宜将组团中心绿地规划成给人以亲切、舒适感的

组团小公园。

组团小公园内不仅有树木、花草、水体等错落有致的环境景观组合，更

强调在这自然环境中设置一些有吸引力和意趣的休闲活动设施，有了人的参与

环境更富有灵性和活力。例如针对儿童可规划滑梯等儿童游乐设旎，针对老年

人则规划长廊、休息亭等挡风遮雨的设施和具有按摩健身作用的步行道，而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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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室外健身器材也可结合布置在周围

空地上。此外还应设置一定面积的活动

场地，供居民在此集会，集体活动，并

在场地周边安置一些座椅，供邻里邻居

们休息和交往使用(见图4—17和4—

18)。这样的半私密交往空间自然能吸

引邻里居民在这同一时空驻足集聚而形

成浓厚的邻里氛围和归属感。

4．2．4．3半公共空间指居住区的公共开

放空间，即居住区的中心绿地，这是居

住区居民共同集聚交往的好去处。它作

为居住区的核心性居民交往空间是规划

设计中首要优先确保充足面积的半公共

空脚。为了增加人们在此的交往，不仅

应规划好常规意义上的公共开敞空间

(如绿地、水体、集会与休闲广场和活

动场地及设施等)，还应重视中心绿地

与居住区会所(集健身、娱乐、学习等

功能为一体的休闲设施，是人们室内交

往集聚的中心)等公共建筑的结合布置。

图4—17杭州近江家园内组团中心绿地

图4—18上海奥林匹克花园组团活动场地

通常将会所规划在居住区中心绿地

附近，通过过渡空间的连接力求使居民

室内外的活动自然地融合在～起(见图

4—19)。这种半公共空间交往体系本身的

整体性和连动性，不仅促动了人们的户

外活动，而且也为促使居民在设施内参

与广泛的社会及娱乐性活动创造了适宜

的条件。同时它的整体规划为居民之间

的交往互动提供了广泛的物质条件，促
图4 19上海爱建园小区内毗邻中心绿地使了居民对交往空间深层次的认同，形

的会所 成了统一、自然和舒适的生活氛围。

4．2．4．4公共空间主要强调营造社区中心开敞空间(包括绿地、休闲设施

等)，这是社区不同异质居民交往互动的场所，有助于形成社区居民之间的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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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蟹季婴型墅重曼姿兰翌。要要呈图4—20合肥琥珀山庄内由中心湖面、老年
荸堂堕妻黧耋间字型考望竺錾登：。害一 人芸磊中孟和谋葛岳动设蒹组成晶
些譬雾孳竺接：．鲞霉至兰望墨姿尊篓 茬三≤其空蔷⋯”
结点的处理，保证各层次居住交往空

我们只有了解居住区的需求和功能，才能为居民提供更高层次生活需求的

满足。因而良好的居住区规划除了实体空间设计外，非物质的社会因素如社区

服务、居民参与等，都应进入规划设计者的考虑范围。居住区规划应以促进良

好社区形成和发展为目标，实现其物质规划与社会规划的有机结合。

4．3．1增进社区服务的多元化发展

随着社会的进步，居住区中的社区服务已越来越显示出它的重要性和实用

性，从社区发展需求来看，增进社区服务的多元化发展将是目前居住区社会规

划层面的重要内容之一，具体策略如下：

(1)让社区服务真正走进居民走进居民意味着社区服务将更加立足居住区

的具体情况，满足内部居民的真实需求。城市和社区发展带来居住格局的变

化，不同社会阶层向各自特定的居住区位集中，使得居住区之间加大了差异，

因此应使居住区展露自身的特点，而社区服务也则应走上一条个性化的道路。

同时，走进居民也意味着社区服务更要立足于对资源的有效利用。对于居

民日益增长的需求，社区服务将根据居民需求的性质进行细化，确定无偿(公

益)、低偿和有偿(盈利)的项目，居民最迫切的基本需求将得到有保障的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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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这是社区服务未来的重要走向。

(2)逐步实现社区服务体系的网络化社区服务要在服务网络的健全和服务

功能的不断拓展上完善其发展。根据国内外先进的成功经验，有针对性地在社

区分级设置服务项目，从而努力规范和整合各居住区的社区服务网点，并增设

便民利民的服务设施，最终不断健全网络化的社区服务体系。此外还要在社区

建立社区服务网络中心，通过电话、电脑所构建的信息网络，完成居民的求

助、社会保障、社区卫生、家政服务、文化娱乐、居民议事服务等，在实现良

好的社会效益的同时，也为社区服务体系的网络化赋予了新的内涵。

(3)动员居住区成员共建社区服务社区服务中主要以公益福利服务为主，

作为无利或微利的福利事业，政府必须在此方面承担职责，在辅以相应优惠政

策的同时也要注入相当的资金保证其正常运行。此外，更要动员全体成员对社

区服务的参与。进行动员工作不仅要使各级领导主动参与组织工作，更要发动

住区成员投身于服务自我的社会福利工作。其中要在青少年中培养尊老爱老、

自愿服务的意识，引导他们利用业余时间到社区综合服务中心等服务场所进行

志愿活动；大力开发居民自愿参加公益活动的潜力，形成一种潜移默化的认知

感；还要将各类志愿活动长期化、主动化、使其不流于形式而更具有针对性和

社会效益。最终使居民真正地义务参与社区服务的工作。

4．3．2加强居住区规划中的公众参与

居住区的公众参与是社区发展和建设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缺乏居住区成

员的参与，社区建设便是纸上谈兵、空中楼阁。由此，我国居住区规划应该在

社区互动的公众参与需求下，强调“问计于民”，尊重和满足广大居民对自己

居住环境的知情权，从而加强居住区规划公众参与的可操作性和实施性，建议

采取以下具体的设计对策：

(1)培养居民的自我参与意识居民是居住区的主体，更是社区发展和建设

之本，培养居民的自我参与意识和提高居民的参与程度是基于增强居民的社区

意识这一前提。因此我们要培养居民的自我参与意识，可从两种方式中找寻社

区意识：①可以与少数的人共同探求有利的社区共同组织，藉以发展亲密关

系；②可以培养对居住区的欣赏与适应，以承认相互依赖的观点来看我们与居

住区的关系。

具体可从两方面入手：①居民的社区意识是与社区服务和管理到位相辅相

成的。可通过对居民的思想教育和宣传动员，以及提高社区服务及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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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居民切实感到社区给他们带来的实惠。进而通过社区组织和管理的凝聚力和

向心力使居民形成社区意识，从而增强自身的主人翁责任感；②通过一些宣传

活动倡导居民欣赏和爱护所居家园来强化居住区共同体意识，让居民懂得建设

居住区是提高个人、家庭生活质量的需要，是每个居民的利益所在。

(2)让居民参与居住区规划各个阶段的讨论社区发展把公众参与机制作为

行动对策和能力培养的基本内容，并强调一个原则，即公众参与应该从规划制

定的准备阶段开始，并贯彻始终。这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①规划方案应该在

居住区规划的各个阶段被广泛讨论(见图4—21)；②由于公众本身具有不同的

层次，即居住区成员背景、经济收入、文化素质等多方面的差异，因此不能对

他们同一而论。这就使居民对居住区规划的参与具有多样性和多选择性，但其

中最基本的一点是应该尽量从较基本、大众化的社会层次开始，从规模小的规

划项目入手，同时差异越小的成员个体之间越容易达成一致。此外，规划部门

参与讨论 ＼ nl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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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集和按理搽础资料 ＼ 隧麓蕤灏瓣l
·公布资料统计结果 ／

懑 ／
缆 反馈意见 ＼ 陵鬻i戮㈤§巍 ；勰蠹 ⋯一l

壤％ 亍[总控制导则 ／ 隧2囊羹溱繁懿黪ll熬ii
§鬻i

／
鞴； 参与评价分析 ＼ I蘩l瀣滋溢瀣鍪斌囊|||||

豢 公布项目成本和规划方案／ 隧黼璧溱l鬻!黪阑
山

li‘i 虢督 ＼ 睡蒺瀚糕蘩黼l
1|¨‘藿l

开听征会加大透明度 ／

J／
／ 发动群众 隧鬻豢漱鬻鎏添鬻；L

#t㈣ ＼ 共同沸作 燃熬渊爨燃黪l
瓣鬻

图4—21居住区公众成员参与箨阶段规划设计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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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应该充分利用社区组织和民间团体的作用。

(3)建立公众共同参与的“居住区协会”从目前的社区发展来看，居住

区的公众参与越来越向组织化和全面化发展，群体参与比个体参与更具有的影

响力和辐射力。因此，公众参与将向居民群体参与居住区管理、建设和规划议

程等方面发展。本文提出三种居民共同参与的“居住区协会”形式：①成立

“居住区规划办公室”。该组织可由政府规划部门提供信息和资料，同居民共

同商讨居住区的发展事项(主要商讨居住区中社区公益性服务设施的发展方向

和注意事项)，但在此政府的权利不能完全下放，组织还应在政府的控制和管

理下；②成立“居住区规划理事会”。这是居民具有法律地位的组织性参与，

通过政府，规定居住区规划必须咨询它，这个居民做主的团体有权在规划和土

地开发管理上制定哪些是优先处理，哪些是重要或不重要的考虑；③成立“居

住区业主委员会”。它主要是收集居民意见，并反馈给政府，监督物业公司的

管理情况、组织居民监督居住区环境及设旌的保护以及自己动手修建居住区设

施等。

4．4本章小结

本章依据社区的基本理论以及国内外优秀社区建设和规划的实践经验，将

社会学中的社区理念、方法等与我国目前居住区规划设计的思想融合在一起，

提出了居住区规划设计的基本原则和新方法。这些新方法和策略是基于社区的

基本要素而分层展开的，并主要体现在居住区规划的物质空间和社会生活两个

层丽上。在适应社区发展的根本要求下，在物质层面上居住区规划设计应考虑

构建同质邻里和混质社区，形成一种新型住区居住模式的开发；运用居住区边

界空间设计的新方法来柔化明确边界和超越模糊边界；开拓整体功能布局的新

思路来整合居住区的公共服务配套设施；通过创造多层次的居住交往空间，使

居民形成强烈的社区归属感。此外，在社会规划层面上则强调增进社区服务的

多元化发展和加强居住区规划中的公众参与。最终在新的社区理念的指导下，

将居住区与社区整合于人和社会的整体网络中，从而创造产生了适应社区发展

的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新的研究方法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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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带来了社会全面而急剧的转型，而社区建设正是在社

会这种全方位的转型下而如火如荼的展开，与此同时，它的发展壮大对城市规

划领域的居住区规划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和震撼，使其面临着潜在的问题和机

遇，旧有居住区单一物质层面的规划理念、地域分布、人口构成、设施布局和

人文建设等已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居民的多样化需求，亟待需要

注入新鲜的思想，变革已如期而至。

我们必须摆脱简单而浅薄的居住区形体规划“平面技法”的局限性，通过

引入社会学、生态学等领域中的社区理念，从更深更高的层次来探讨我国目前

居住区的规划建设。

因此在论文研究过程中，初步得出以下结论：

(1)从社会学、生态学领域的社区理论中探索新的居住区规划理念，提出

适应社区发展的居住区规划的一个新思路，即：居住区+社区=新型住区。将

原有居住区良好的基础条件与社区先进理论和经验进行紧密而有机的结合，从

而形成值得认可的新型住区。

(2)应该摒弃将居住问题简化为居住区物质规划的单一运作，居住区规划

的成功与否得益于政府部门、房产开发商、规划设计师和居住区居民的整体共

同协作。通过政府管理决策部门的政策支持和鼓励、对房产开发商正确的开发

引导、规划师良好的规划设计以及居住区居民积极的公众参与这四者之间的相

互作用和促进将建构出优秀的新型住区。

(3)探索出适应我国社区发展的居住区规划设计的新方法和对策。

①在物质规划层面上提出：

·构建同质邻里和混合社区，形成新型住区居住模式的开发。

·运用居住区边界空间设计的新方法来柔化和超越边界。

·开拓整体功能布局的新思路来整合居住区的公共服务配套设施。

·通过创造多层次的居住交往空间，使居民形成强烈的社区归属感。

②在社会规划层面上强调：

·增进社区服务的多元化发展。

·加强居住区规划中的公众参与。

本文基于城市居住区作为社区物质载体的理论基础，纵观国内外社区的先

进理论和宝贵的实践经验，对照我国目前城市居住区规划的现状实态问题，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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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调研资料为依据，并在我国自身特殊的发展背景下，提出居住区规划的新

需求。基于此，为使居住区规划设计与社区发展建设相适应，从而提炼出居住

区规划设计的新理念、方法和策略。最终试图能为居住区规划的科学性提供一

点借鉴，更重要得是为其未来发展提供一种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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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1徐观敏，史玉薇．我国居住区公共服务设施的演变趋势．中华人民共和国十

五科技攻关课题居住区及其环境的规划设计研究论文集．北京，2004：44～51

2 由爽，史玉薇．城市住区内小汽车交通的需求及空间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

十五科技攻关课题居住区及其环境的规划设计研究论文集．北京，2004：52～56



哈尔滨工业大学工学硕士学位论文

哈尔滨工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此处所提交的硕士学位论文《适应社区发展的城市居住区

规划策略研究》，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在哈尔滨工业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期间

独立进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果。据本人所知，论文中除已注明部分外不包含

他人已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对本文的研究工作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

体，均己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注明。本声明的法律结果将完全由本人承担。

作者签字 如乳 日期嘶年7月}日

哈尔滨工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使用授权书

《适应社区发展的城市居住区规划策略研究》系本人在哈尔滨工业大学攻

读硕士学位期间在导师指导下完成的硕士学位论文。本论文的研究成果归哈尔

滨工业大学所有，本论文的研究内容不得以其它单位的名义发表。本人完全了

解哈尔滨工业大学关于保存、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同意学校保留并向有关部

门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版本，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哈尔滨工

业大学，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其他复制手段保存论文，可以公布论文的全部

或部分内容。

保密口，在 年解密后适用本授权书。

本学位论文属于

不保密口。

(请在以上相应方框内打“√”)

作者签名：

导师签名

日期：僻7月f B

日期嘲月7日



致谢

三三年的研究生学习生涯即将结束，短短的时光承载着爱与感恩。在论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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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心培养和鼓励，以及生活上的关心和帮助。在论文写作过程中，导师给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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