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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食住行历来是人们最为关心的民生
话题，而“居住”无疑又是其中更重
要的命题，据统计国内家庭近七成的
财富沉淀在房子中。基于人们对未来
美好生活的畅想，更怀着对未来人居
社区的憧憬，我们希望以此书抛砖引
玉、与大家共同探讨未来人居社区的
蓝图。未来人居社区应是个包罗万象
的体系，不仅体现在社区环境或户型
配置等物质层面，也需照顾到心理健
康等以往被忽视的需求。

从硬件角度来看，会有更完善和舒适
的人性化配置：大小适中的社区规模
或更受青睐、避免过大难以管理或过
小配置匮乏，更为关注社区内部的人

居环境和健康配套，更为聪明的智能
化社区管理等。其中有些部分会在疫
情的催生下，不久后会加速步入我们
的日常生活。在房屋内部，基于家庭
结构的改变和生活习惯的变化，传统
的格局正在悄然升级，多套房、或者
可变户型等设计，正不断迎合人们对
私密空间和彰显个性的需求。

在软件管理层面，对服务提升的呼声
不断提高，并赋予社区文化塑造、定
制人文关怀等更多层面的软性内涵，
在服务管理和精神需求上给社区注入
更多的思想和灵魂。还有对邻里关系
的思考，随着国内住宅格局的几经变
化，邻里关系曾经从熟悉变为陌生，

历史正在回归到对睦邻关系的重新梳
理，随着家庭结构简单化，更需要在
社区中找到归属感。  

同时，在未来的人居中，我们也会思
考和环境的相容、对低碳的贡献、突
发情况下的社区韧性、与优秀历史建
筑相融等各种课题。新的时代正在来
临，人们对于未来居住功能的深度思
考和不断探索，让人们更清晰地了解
到自己想要居住在怎样的社区、环境
和空间中。让人与社区的关系更为和

谐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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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是组成城市形态的细胞单元，也是
承载国家治理的基层空间。同时社区的
建设也与社会形势的变迁有着千丝万缕
的联系。我国的社会自新中国建立后经
历了从农业时期的“乡土中国”到工业
时期的“单位中国”，再到如今现代化
的“社区中国”的演变。社区的物质形
态和管理体制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从依靠社会伦理自治的传统民居集聚区，
到生产生活高度统一的“单位制”社区，
再到改革开放后逐步市场化、商品化的
“小区制”社区，如今又呈现向多元主
体“共建共享共治”发展的趋势。社区
形态及其治理在不断现代化、规范化、
民主化。

虽然在过去几十年间快速的城市化进程

中，我国已经累计建设了一批规模较大、
品质过关的城市居住社区，使居民的基本
生活得到保障。但不可忽略的是，一大批
建成时间较早的社区已经或正在“老去”，
成为城市中亟待更新的部分。伴随着新理
念的不断提出、新技术的不断涌现，以及
人们对环境品质要求的不断提高，对社区
的更新改造将不再仅仅是对于基础保障设
施的完善，如何更多地从“以人为本”的
理念出发，满足多元个性化的需求、实践
生态可持续的理念、普及智能数字化的应
用、培养灵活弹性的应灾能力、延续深层
内核的社区文化将成为新时代社区品质提
升的重点和难点。

自中央提出“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以
来，各地陆续出台以存量提质为目标的

发展指导文件，与片区更新一并，以
“小”“精”“微”为特点的社区更新
也是各地实施城市更新的重要方式之一。
例如，上海于 2014 年就已率先提出“15
分钟社区生活圈”的概念，自然资源部
在 2021 年将其进一步规范化，并向全
国推广。毋庸置疑，社区更新将对城市
竞争力及整体形象的提升起到同等至关
重要的作用。

随着时代的发展，社区的内涵正不断丰
满，社区更新的实践也在向更广的维度
和更深的层次拓展。“未来人居社区”
的建构不仅关乎物质环境，也关注居民
的精神需求，实现“人民日益增长的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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