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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社区概述

§ 思考点：

§ 1、社区的定义

§ 2、社区的要素

§ 3、社区的功能与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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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参考书

§ 桑德斯（美）：《社区论》

§ 潘乃谷：《社区研究与社会发展》1996年
版

§ 折晓叶：《社区的再造：一个“超级村庄
” 的社会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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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社区（虚拟社区）

 网络游戏网络游戏

  网络聊天

   一群主要藉由计算机网络彼此

沟通的人们,他们彼此有某种程
度的认识、分享某种程度的知识
和信息、在很大程度上如同对待
朋友般彼此关怀,从而所形成的
团体。

       ——霍华德·雷恩格德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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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虚拟社区是
这样一群人构成
的,他们可能见
过面,也可能素
未谋面,他们通
过计算机和网络
来交换文字和思
想。

§ ——霍华德·雷
恩格德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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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虚拟社区是指由网民在电子网络空间进行频繁的
社会互动形成的具有文化认同的共同体及其活动
场所。

§ 虚拟社区与现实社区的关系
§ 1．虚拟社区与实在社区的区别
§ 一是空间属性不同：虚拟社区属于非地理性空间，实在社
区属于地域性空间。

§ 二是共同体的属性不同。虚拟社区是一个“身体缺场”的
共同体，实在社区是一个“身体在场”的共同体。

§ 2．虚拟社区与实在社区的联系
§ 虚拟社区是对实在社区的反映与重构；虚拟社区反作用于
实在社区，影响实在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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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有疑问的，可以询问和交流

可以互相讨论下，但要小声点可以互相讨论下，但要小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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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社区

固定的地理区域范围内的社会成员固定的地理区域范围内的社会成员
以居住环境为主体以居住环境为主体,,行使社会功能，行使社会功能，
创造社会规范的行政区域。创造社会规范的行政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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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社区概念的演变与界定

§ 作为社会学
概念的社区   
community

    回想起来，社区这一概念，最初是燕京
大学一些大学生1933年介绍美国芝加哥
学派创始人帕克的社会学时，用来翻译英
文 Community一词的。

  它的含义简单地说是指以地区为范围，
人们在地缘基础上结成的互助合作的群体，
用以区别在血缘基础上形成的互助合作的
亲属群体。
  血缘群体最基本的是家庭，逐步推广成
氏族以至民族(虚拟的血缘关系)。地缘群
体最基本的是邻里，邻里是指比邻而居的
互助合作的人群。邻里在农业区发展成村
和乡，在城市则发展成胡同、弄堂等等。 

§                                ——费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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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3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的毕业班为了纪
念美国社会学家、芝加哥大学的罗伯特·帕
克（Robert E. Park,1864-1944）来华讲
学要出一本纪念文集，其中帕克写的一篇
论文中有一句：

§ “community is not society”，
§ 在译成中文时卡住了学生。挖空心思地把
“community”译为社区，把 “society”
译为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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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我们的意思，社区是一定地域范围内的社会。人类是
聚众成群相互合作共同生活的。从一般群居发展成为一个
共同相互合作的社会，人类在这一过程中经营共同生活时
需要一套关于个体间合作的行为规范，并且要求这些合作
个体对其行为规范有一个共识，即所谓的构成了一个共同
生活的社会。这个社会基于两种不同的人群关系之上：血
缘和地缘。 

§ 地缘性的社会关系，是指不同的个体由于共同生活的邻近
空间而发生的相互合作的关系，一般说来，是由于不同的
血缘团体生活在相邻近的地域而发生的相互合作的社会关
系。建立在这种社会关系之上的社区是地区性的社会，它
区别于亲属性的社会。 

§                                                          ——费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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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滕尼斯与传统的社区
§§ 《社区与社会》《社区与社会》((共同体与社会）共同体与社会）  1887 1887 

§§ Geminscaft und Gesellschaft (Geminscaft und Gesellschaft (德文）德文）
§§ Community and SocietyCommunity and Society

§§ 首次提出社区概念。首次提出社区概念。

德国社会学家德国社会学家

     F.     F.滕尼斯（滕尼斯（1855-19361855-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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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滕尼斯的“社区”=共同体 

§ 社社区区是是指指那那些些人人口口同同质质性性较较强强的的社社会会共共同同体体。。
这种共同体的外延主要是指传统的乡村社区。这种共同体的外延主要是指传统的乡村社区。

§ 产生于对亲属联结的依赖以及血缘关系的延伸。产生于对亲属联结的依赖以及血缘关系的延伸。
§ 社社区区中中的的社社会会关关系系的的基基础础是是某某种种超超乎乎人人们们选选择择
的的自自然然意意愿愿，，包包括括情情感感、、传传统统和和人人们们之之间间的的共共
同联系。同联系。

§ 人人际际关关系系具具有有强强烈烈的的归归属属感感，，体体现现一一种种亲亲密密无无
间的、守望相助的、服从权威的特点。间的、守望相助的、服从权威的特点。

§ 这这种种共共同同体体不不是是社社会会分分工工的的结结果果，，而而是是传传统统的的
血缘、地缘、文化等因素造成的。血缘、地缘、文化等因素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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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滕尼斯区分了“社区与社会” 

§ 滕尼斯对社区与社会进行了区分。
§ （1）形成的基础不同

§ 社区是基于亲族、血缘等自然关系之上
的人类共同体。

§ 社会则是基于理性、契约之上的人类共
同体，是通过契约、立法和公众舆论三
者形成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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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际关系的特点不同

§ 社区中的人际关系是一种古老的以自然意
志为基础的关系，是一种亲密无间、相互
信任、守望相助、默认一致、服从权威并
基于共同信仰和共同风俗之上的关系。

§ 社会则是一种新型的以个人的思想、意志、
理性契约和法律为基础的人际关系。

15



§   人们在社区里与同伙一起，从出生之时起，
就休戚与共，同甘共苦。人们在走进社会，
如同走进他乡异国。

§                   ——滕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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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共同体里，尽管有种种的分
离，仍然保持着结合；在社会
里，尽管有种种的结合，仍然
保持着分离。

§             ——滕尼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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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同体（社区）是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
生活，社会只不过是一种暂时的和表面的
共同生活。因此，共同体本身应该被理解
为一种生机勃勃的有机体，而社会应该被
理解为一种机械的聚合和人工制品。 

§                                              ——滕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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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业化导致了社会取代了社区。

§     如果我们对社会的进程的观察如果我们对社会的进程的观察
基本上局限在这个经济领域里，这基本上局限在这个经济领域里，这
个进程的实现是作为一种发展着的个进程的实现是作为一种发展着的
共同体和人民生活上升到最高的程共同体和人民生活上升到最高的程
度，那么社会的进程也表现为从普度，那么社会的进程也表现为从普
遍的家族经济向普遍的商业经济过遍的家族经济向普遍的商业经济过
渡，而且与此密切相关：从占主导渡，而且与此密切相关：从占主导
的农业耕作向占主导的工业的过渡的农业耕作向占主导的工业的过渡
。。  

§                                   ————滕尼斯滕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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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
问：https://d.book118.com/185233211021012002

https://d.book118.com/18523321102101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