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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今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由此产生一些新的社会需求，这些需求对社区产生了 

较大的影响。在分析 了社会转型期的主要特点以及社 区在社会转型期 的作 用和地位的基 

础上 ，提 出 了社 区规 划要 针 对这 些 新 的社 会 需 求 ，从 物 质 和 社 会 两个 层 面上 给 人 以关 怀 ， 

并 采取 相 应 的对 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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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Demands of Community Plan to the Society 

in the Transformation Period 

ZHANG Chun—yah，LI He—ping 

(College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CU，Chongqing 400045，P．R．China) 

Abstract：China is in period of transformation，SO SOme new social demands appear，producing great influence 

on society and the function and sta1us of the community in this period．The community plan must aim a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w society’S demand and gives the person concern in material and social aspect~，some 

nl(嬲 ures at above two points were expoun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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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社会转型期的主要特点 

当今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所谓社会转型，是指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在社会转型 

期中，我国城市社会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 ，其中最主要的是人 口老龄化、家庭核心化和生活闲暇时 

间增长。这些特点作为社会学课题 ，跟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直接关系到城市社区的建设，对我国 

未来城市社会和社区的发展将产生重要影响。 

1．1 人口老龄化 

人 口老龄化是指社会总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增长的动态过程。国际上公认，一个国家 

65岁以上人I：I占总人I：I达 7％或 60岁以上人I：I占总人I：I达 10％，即称老年型国家 J。 

人口老龄化是全球性的社会趋势，我国目前也正面临着迅猛的“老龄化”趋势。生育率的持续 

下降和人均寿命不断提高加速了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进程。我国一些经济发达的城市已经进入了 

“老年型社会”。以上海 、北京为例 ，上海 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的比重目前已经达到 17．4％，预计在 

2025年将会增加到 32％【 ；北京这两个数字分别是 14％、30％【引。 

I．2 家庭核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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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核心化是农业／乡村社会向工业／城市社会的演变过程中的又一重要社会趋势。核心家庭 

是指家庭成员中仅有一对配偶及其未成年子女家庭。家庭核心化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以重庆为 

例，1980年平均每户人口为 4．3，1990年下降到 3．12，2001年下降到 3．05[引。户均人口下降说明家 

庭分化，随着住房供给的增加和家庭人际关系转变的趋势，家庭核心化比例逐步增高。家庭是社会 

的细胞，它不断与外部社会进行着互动。核心家庭的增多会对社区规划与建设带来新的要求，社区 

规划如何适应家庭核心化的趋势和特点，面临着新的挑战。 

1．3 生活闲暇时间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 ，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改善，这突出表现在居民的消费结构和支出发生了 

重大变化。以重庆为例，重庆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由 1980年的52．8％下降到 2001年的 38．7％， 

同时，城镇居民的消费性支出由 1985年的711．13元上升到 2001年的 5 765．07元[引。这说明居民 

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国家推行的“双休日”、“七天长假”制度，以及家务劳动社会化、人口老龄 

化都会使社会闲暇时间日益增加。合理地利用闲暇时间对促进人的身心健康，提高人的思想道德 

修养和科学文化素质，促进人的发展和社会进步，都有重要的意义。人们的闲暇时间大部分消耗在 

社区，这就必将对社区各方面的软、硬环境有一个新的要求 ，因此，对于生活闲暇时间增长的趋势， 

社区规划要有相应的对策和措施。 ’ 

2 社区在社会转型期的作用和地位 

所谓社区，是指相对独立的地区性社会，是以一定数量的同质人为主体、有认同感和地域界限、 

形成组织完善的生活共同体⋯1。实际上，社区已经超越了地理意义，人们对于居住环境的认同感和 

归属感以及通过共同生活所形成的共有文化价值观下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方式，是社区给人的 
一 种精神和情感上的寄托。社区在一定程度上是人们赖以生存的物质和精神环境。在人的社会生 

活中，社区处在很重要的位置，这主要表现在 ： 

2．1 对老年社群的作用 

老龄化人口中的主体人群是退休老人，他们离开生活岗位后，其生活领域由工作生活型转变为 

休息生活型，其闲暇时间比例为33．9％，而在职人群仅为 13．1％ ；其主要社会交往对象由退休前 

的同事转为退休后的家庭成员、亲友、邻居等，其活动范围也日趋缩小。所以，老年社群的社会交往 

更多地依赖于地缘关系，依赖于社区。社区建设的好坏直接影响到老年社群的心理健康，继而影响 

到其他社会人口的生活，影响到全社会的安宁和稳定。 

2．2 对儿童的作用 

在核心家庭，孩子成为家庭的中心，孩子也是社会的未来。他们在社区内上学、游戏、娱乐，在 

社区内长大成人，他们人性的塑造、人格的发展，都受到社区的影响，如果社区不能为他们提供良好 

的教育与成长环境，则有可能导致儿童在生理、心理上的不健康，严重的甚至导致青少年犯罪，影响 

到社会的稳定。所以社区在儿童教育与成长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绝对不能低估。 

2．3 对闲暇生活的影响 

有了较多的闲暇时间，在一个建设和管理良好的社区，人们可以利用闲暇时间，健康地娱乐，增 

加与社区其他居民之间的交往，培养自己的社区情感和精神，这些对于个人素质的提高，对于增加 

社区的归属感和凝聚力，对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都有重要意义。反之，在一个纯粹是“居住的机 

器”的社区，缺乏公共设施，社会环境冷漠，闲暇时间的增多将变得毫无意义，既不利于提高人们的 

生活质量，也不利于社会的进步。 

由此可见，在转型以后，部分原本由家庭承担的职能转移了社区，社区与人的关系变得更加密 

切。在社会转型期，社区如何顺应社会演化趋势，是社区规划面临的一个新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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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社会转型期社区规划的新需求 

社区规划与建设的目的是为了促进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伊利尔·沙里宁说过：应当按照物质 

秩序和社会秩序相辅相成的精神，来解决城市的问题。相应的，社区规划应该包括物质规划和社会 

规划两个方面。在西方 ，由于二战后面临大规模的城市重建 ，所以社区规划的重点在于物质层面 

上，但在 20世纪 60、70年代后，由于城市社会功能的加强，社区规划逐步转入一种综合性的社会规 

划，内容包括社区情感 、精神的培养等。在我国，由于目前生产力水平不高，社区在物质方面还比较 

欠缺，与此同时，社区精神要素又在逐渐衰退和减弱，社会网络的精神活力下降⋯，所以我国社区规 

划要把物质和社会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采取相应的对策和措施 ，保持两者协调发展，更好地满 

足社会和人的需求。 

3．1 物质规划方面 

3．1．1 调整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标准 

社区用地构成的重点是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及公共开放空间，传统的指导社区建设的主要依据 

《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存在着对各类人群的需求考虑不足的问题，如对老年配套设施没有作 

出明确的规定导致社区老年设施使用面积严重匮乏；对社区公众参与的休闲娱乐空间考虑不足等， 

已经不能适应社会转型时期人的需求 ，由此，目前上海、深圳等一些大城市已经对居住服务设施配 

置指标作了相应的修改，提高了有关建设标准，提高了城市生活品质。 

1)老年服务设施方面 

老年人有着特殊的生理和心理需求，社区要根据这些需求，完善老年人服务设施的配置，体现 

对老年人的关爱。如补充完善医疗保健设施 ，为老年人保健康复、常见病预防等服务；分级设置老 

年活动中心、老年活动站和老年活动室，为健康和比较健康的老年人服务；设置老年人专业照料和 

服务设施 ，如老年照料中心(托老所)、老年服务中心、老年问题咨询中心等。 

2)未成年人设施方面 

为未成年人设置的服务设施的优劣在家庭核心化的进程中已经成为人们选择人住社区的一个 

重要因素，其中教育设施的优劣是首要考虑的。因此，社区要依据规模建立从托儿所到高级中学一 

整套的基础教育设施，并要提高软、硬件标准。同时，社区规划不能忽视青少年课堂以外教育 ，可通 

过设置儿童科技馆 、儿童文化娱乐中心、社区青少年活动中心来引导和加强儿童、青少年的个人素 

质培养，活动中心内部可设立阅览室 、文艺活动室、心理咨询室等。 

3)休闲娱乐设施方面 

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局限于生理上的休闲缺乏心理和精神方面的积极意义，而传统社区 

在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方面对居民的闲暇生活考虑的很少。因此，社区规划应增加休闲场所的设 

置，以满足和引导人们的休闲生活。社区闲暇设施包括闲暇教育设施和闲暇娱乐设施。前者包括 

社区图书馆、文化馆、社区书店、社区学校等，主要 

为居民提供闲暇教育的场所，充实和丰富闲暇生 

活内容，使学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后者主要包 

括社区影视中心、社区体育场(馆)，社区游泳池等 

(如图 1)。主要为居民提供闲暇娱乐的场所，使居 

民松弛身心，通过体育锻炼，保持乐观舒畅的心 

情 ，从而使闲暇变得更有意义。 

3．1．2 合理规划社区公共开放空间 

人口老龄化、家庭核心化、生活闲暇时间增长 
的趋势对社区公共开放空间提出了新的要求。一 图l 深圳万科金色家园休 娱乐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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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具有优 良公共空间环境品质的社区，不仅能提供 
一 个良好的人际交往场所，而且对于创造优美社区 

人文环境和生态环境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社区公共开放空间的规划设计主要注意以下 

几个方面。 

1)保证足够的公共开放空间用地 
一 定数量的用地组织是社区公共活动空间的 

基础 ，传统的社区不但公共绿地缺乏，而且为一般 

居民日常散步、休憩、交往用的场地，老年人的日常 

健身场、儿童游戏场等也根本得不到保证，所以社 

区要增加绿地面积，开辟和扩大户外活动空间和公 

共绿地，适度提高组团绿地的人均绿地面积指标， 

为居民就近休憩、交往服务(如图 2)。 

2)充分考虑老年人的活动特点 

精心规划和设计社区的庭院绿化。老年人随 

着年龄增长，活动范围日益缩小。据对北京、上海 、 

重庆等 l2个城市的老年人居住实态调查显示，65 

岁以上 85％的老年人日常活动范围不超过 300 m， 

老年人通常选择离住所较近的院落空间散步休闲 

此外 ，要精心策划宅前屋后消极空间的有效利用， 

为老年人提供更多的就近休憩的空间和绿地。 

场地应设休憩设施和简便安全的健身器械；庭 

院的朝向应有利于避开强风和日晒等不良气候因 

素的影响；老年人经常涉足的公共绿地及活动场所 

宜于和儿童游戏场相邻布置，既便于老年人自身的 

交往及照顾儿童，又可激发老年人的童心，促进身 

心健康发展(如图3)。 

! K俗威』 他l， 0 I州环境 

3 儿童游戏场也ur供老人使用 

可结合日常使用频繁的生活场所设置一些交往空间。如在小卖部、茶室和建筑出入口等附近 

室外空间和场所增加些坐凳，老年人在这里可以与往来的熟人交谈。 

3)对空间资源的高效利用 

对于历史形成的社区，难以一下满足当前对空间环境的要求，合理利用社区内的空间资源是一 

个现实可行的办法。例如，利用社区的学校为成人提供休闲娱乐活动场所，人们可以利用学校的建 

筑及其附属设施从事休闲、娱乐、教育、文化活动；企事业单位的广场空间可在非生产时间向居民开 

放等。 

3．1．3 住宅设计的新需求 

住宅设计要适应转型时期的社会需求，为此，可提高小套型住宅的比例，既可给少 口户的核心 

家庭居住，又可将小套型住宅“合二为一”设计成“三代居”供多口户家庭使用 ，尤其是有老年人的主 

干家庭或“四二一”模式(即四个老人，两个年轻人，一个小孩)，这类住宅既有老少三代人各 自的私 

有空间，能满足老少三代人在生理、心理需求、生活习惯等各方面差异造成的各自独立生活的愿望， 

又有可供老少往来交流的公共空间，便于互相照顾，共享天伦之乐。 

社区规划还可考虑修建一些老年公寓，供子女不在身边或愿意独居的老年人居住。公寓层数 

宜在四层以下，公寓室外环境宜安静，有相当面积的绿化及活动场所，建筑设施设备完全适应老年 

人的特殊需求，必要时还可提供安全协助和简单的医疗设施(如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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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普通型：双人『HJ 

0 j 
0 1 

0 【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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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小康型：单人间 (c)理想型：套间 

图 4 老年公寓发展变化示意图 

3．2 社会规划方面 

西方及我国社区建设经验表明如果社区规划单纯着眼于功利和物质规划思想，将居住内涵简 

化为单纯的“住”，忽视了人类聚居生活的社会学内容，则很难体现规划 自上而下的人文关怀 目标， 

容易使城市住区的日常生活单调乏味，缺乏情趣，无法满足人类聚居中相互交往和交流思想的需 

求。为此，社区规划要加强社会规划的内容。 

3．2．1 加强和完善社区组织建设 

社会转型使社会的宏观管理模式由政府包揽一切转变为“小政府，大社会”，这就意味着政府所 

承担的众多职能特别是社会生活职能将剥离给社会，而接受或承担其职能的社会组织首推社区。 

我国城市社区组织的基本单位是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这些基层社区组织熟悉社区情况，具备基 

层社区管理经验，是不可多得的社区建设中坚力量。由他们牵头可组织成立社区服务站、帮困小组 

等各类社区志愿组织，利用社区自身的人力资源条件提供各种服务 ，既可以直接促进社区居民生活 

质量的改善又推进了社区建设，因此在转型时期要大力加强社区基层组织建设，培养一批热爱社区 

工作的高素质人才，形成一套科学、现代、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社区管理模式，更好的满足社会发展 

的需求。 

3．2．2 加强社区的社会生活职能 

社区具有地域性和生活性。与地域性相比，社区的生活性是更为本质的特征。社区规划要加 

强社区的社会生活职能建设。 

转型期的社区社会生活职能建设表现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加强社区服务 ，另一个是建设社区生 

活文明。 

1)社区服务 

人 口老龄化使得社区满足老年人各种需求的任务越来越重，家庭核心化及现代生活方式的变 

化导致家庭职能及家庭事务的外移，生活闲暇时间增长带来人们对社区社会生活更高的要求。所 

有这些都需要社区服务的帮助和支持。所谓社区服务就是一个社区为满足其成员物质生活和精神 

生活需要而进行的社会服务活动，它以社区为活动区域，以社区居民为服务对象，是社区中最基本 、 

最直接、最贴近人生活的社会生活活动。社区服务对于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增强居民的社区认同 

感、归属感 、参与感和互助动力，强化社区的整合和促进社区的稳定机制等方面都有着重要作用。 

社区服务内容包括一些围绕老、残、幼等对象的特殊服务和对一般居民的便民利民、方便家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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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开办的某些服务活动，也要针对转型时期的需求特点开展一些新的服务。转型期的社区服务要 

在形式上更加灵活多样，最大程度上的面向社区居民，同时要加强管理、发挥效益、提高服务水平， 

保证社区服务持续、稳定地发展。 

2)社区的生活文明建设 

社区生活文明建设是建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大力建设社区就是为了建 

设一种文明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社区规划要促成城市新生活住区的建设，并保留传统住区中 

美好的生活氛围，同时针对现代生活特征对居住生活内涵进行补充和再创造，形成和加强社区的社 

会生活文明。要注重挖掘和发扬社区文化，努力培养居民的归属感和社区情感，提倡文明的生活方 

式，提高居民的道德修养。社区不仅要修建各种文化、体育和娱乐设施，为居民提供直接交往的条 

件或场所，同时要组织开展文化、体育、娱乐等公益活动为居民提供直接交往的时间和机会。在实 

体空间创造中，要注意多样化的建筑形式，提供空间尺度宜人的户外活动空间，注重半私密空间的 

创造，建立良好的公共空间环境以便在其中组织良好的社区生活。 

4 结语 

综上所述，社会转型人们失去了传统社区中人们赖以生存的文化精神氛围，也带来了新的物质 

需求。社区规划，归根结蒂，就在于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最佳的社区条件，为了做到这一点，处于社 

会转型期的社区规划要充分考虑各类人群的物质和社会生活需求特点，在物质和社会两个层面上 

给人以关怀，这样才能满足人的需要，营造和谐、稳定的社区环境，全面促进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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