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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摘要： 

社区分化：表征分析与治理应对 

——以南京市为例 

孙旭友  

 对南京市区的社区调查发现，城市社区不断呈现‚分异‛的趋势。 

 地方区域的社区分化是社区复杂性不断增强的过程，其‚景观‛

表征体现为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社区居住形态的聚合和单一社区

的社区层系等。  

 城市社区分化给地方治理带来了挑战，在社区治理与应用原则下，

提出‚三个共识‛与‚三个差异‛并重的应对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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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分化：表征分析与治理应对 

——以南京市为例 

孙旭友 

一、引言 

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加速与蔓延，中国社会的转型与变迁给城

市带来了显著的影响，一个关键性的表征就是城市社区分异即‚城市

社区的分化与变异。‛（李晓蕴和朱传耿，2005）相关学者对城市社区

分化的原因、机制、后果等做了有意义的总结。1社区分化不但深受

社会环境与社区结构的影响，呈现出复杂多样的‚复杂社区‛面貌与

表征，亦给社区治理带来了挑战。 

当前学界对地域社区的‚偏爱‛，在城市社会变迁、国家与市场

机制、社区建设等宏观社会背景下，城市社区分化研究形成了‚分析

性‛与‚工具性‛两个互相交融的路径。分析性路径即肖琳（2011）

所说的‚‘分化的社区’与‘社区的分化’‛ ，多注重社区类型、阶

级认同与空间布局和社区人群分化的客观分析。2夏建中（2010）认

为城市社区是多元复合社区即‚居民委员会的辖区和商品房小区等多

种层次复合的居民社区，而不是某种单一社区。‛郑中玉（2012）提

出‚多元社区不单纯指涉现代化过程中社区类型的多元化，同时强调

的是同一社区具有的不同的社区利益和兴趣。‛孙炳耀（2012）更是

通过口述史方法动态的分析了一个单位大院的异质性增多、同质性减

                                                             
1
详见：程玉申、周敏，1998；苗艳梅，2000；李晓蕴、朱传耿，2005；秦瑞英，周锐波，2011 等 

 

2 详见：徐晓军，2000；王颖，2000；张鸿雁，2002；李洁瑾等，2007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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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的过程。工具性研究路径带有以社区分化来透视中国社会变迁或以

不同社区类型考察社区问题复杂性的实用价值诉求，力图从社区治理

的维度对城市社区分化在现实社区中呈现的多彩面貌、多样性等现实

问题提出应对。3李国庆（2007）从传统主义、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

三大因素归纳了城市社区形成的三种基本类型:街道平房社区、单位

社区和商品楼社区，并以此为因变量对不同社区类型的邻里关系做了

分析。郑杭生（2012）等学者从社会组织的分类管理与社区类型的分

类治理两方面提出分类治理模式，并认为‚分类治理成为我们社区治

理的必然选择。‛ 陈伟东（2009）等也认为‚社区体制改革的走向是

建立社区事务分类治理‛。相关研究者一致同意：城市社区类型复杂

多样且影响因素错综复杂，需要对城市社区做类型划分，对不同社区

做出不同解释和分析，在社区治理上也需因‚类‛制宜。 

笔者认为除了对城市社区复杂多样的现实做宏观描述与微观社

区分类与分析外，还需要秉承区域社区理念与地方治理原则，对‚中

观层面‛的地方区域内复杂社区的现实做出分析，提出具有启发性与

指导性的治理方式。区域性城市社区分化‚景观‛体现在单一社区、

类型化社区以及不同城市区域等不同复合层面，复杂社区的‚嵌套‛

或‚社区层系‛已成事实。复杂社区一方面是具体社区生成、变迁、

发展、衰落、治理等各环节的统和性过程；另一方面涉及社区形成过

程与现状、单个社区与不同类型社区、不同城市区域与不同区域的城

市社区。现实城市社区不但呈现多样性的‚复杂社区‛及其聚合的景
                                                             
3 详见：沈毅，2007；魏姝，2008；黎熙元等，2011；郭宇华、沈原，2012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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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形态，而且展现出各种社区分异结构与影响要素互相交叉、问题错

综复杂的交织特征。遵照地域社区的空间设置和地方治理的应用原则，

通过南京社区调查，4具体呈现南京市社区分化的表征—复杂社区的

现实形态，在此基础上提出具有一定普适性的治理方式。 

二、复杂社区：社区分化的表征 

 地域性‚复杂社区‛既体察社区分化特征即各种类型、因素、

机制、问题交织于社区；又指向不同城市区域、社区形态和单一社区

的‚社区层系‛。 

（一）不同城市区域的社区复杂多样 

由于不同的地理环境与社会经济文化水平、区域性制度差异以及

各种因素合力产生的‚集合效应‛，导致同一城市不同区域的社区复

杂程度不同、社区类型不一。在社区调研中，复杂社区不但具有感官

的冲击力，也具有理性的认知。以南京市浦口区与鼓楼区为例： 

南京市浦口区常住人口 71 万人，其中户籍人口 56 万人（2012

年），现有 7 个街道办事处、4 个镇、134 个村居、72 个社区居民委

员会、6 个家委会、19 个村居合一的村（居）民委员会、43 个村民

委员会。5在城市化进程中浦口区不断扩展和铺开，形成纯城市社区、

村改居社区、村居合一社区、农村社区、拆迁安置新型社区、超大型

楼盘居民小区等社区类型。浦口区社区类型复杂多样，社区影响因素

也是互相交织。既受商业化、城市化与户籍制度等显性宏观结构的影

                                                             
4 本文材料来源于“老旧社区物业管理模式研究”课题组的资料汇总，特此说明。 

5 南京市浦口区民政局.2012 年《南京市浦口区最新行政区划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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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也与浦口区处于城乡与省际接壤的地理位置、经济形式的工农商

多样以及各级地方政府的城市规划、社区建设规制等区域微观因素密

切关联。浦口区社区及其类型的城乡结合部的特点较为显著，传统型

社区与乡村特点更为直观，城市商业化与农村城市化混杂，城市社区

处于城市不断扩展和农村不断城市化的‚碰撞‛之中。 

鼓楼区作为南京市老城区，人口 93.66 万人（2011 年），现辖 13

个街道办事处、116 个社区。6嵌入鼓楼区的社区更多是纯商品房、

老旧小区、封闭社区、单位大院、房改房社区、回迁户社区、楼宇社

区、老城社区、棚户区等众多类型及其组合形态。与浦口区有着类同

化社区形态和形成因素，其型构具有某种程度的相似动力和形成机制，

如市场化、传统文化与国家力量。两者也存在显著性差异，与浦口相

比，鼓楼区社区类型乡村性少些，城市味浓些，而街坊文化、传统制

度、单位制等因素更为突出，商业化与城市更新等存在更大的关联。

这与鼓楼区区域的传统政治与经济中心化、地理位置密集化与省政府

所在地、政府干涉力度、人口流动等因素密切相关。 

城市不同的区域内，社区既有类同化的构因、类型化的形态又同

时表现出较为显著的差异，即使是同一类型的社区在不同的城区可能

面临的问题也不一样。这就需要在整体分析不同城市区域的社区形态

复杂性的同时对不同的社区类型及其不同的社区问题做出分析。 

（二）社区形态与社区问题的复杂多样 

                                                             
6 南京市鼓楼区网站，http://www.njgl.gov.cn/。2013 年 4 月份在地方政府行政干预下，鼓楼区与下关区合

并形成“新鼓楼”，行政区域扩容，社区类型与复杂性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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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城市社区形态复杂多样。现实城市存在外在特征差异颇大的社

区类型及其聚居的居住形态：封闭社区、单位大院、城市边缘本地—

外来人口混合社区等。这些社区类型不但特征鲜明、形态各异，而且

从空间样式上容易被察觉和感知。例如北京西路西康路三号是小区出

新后的封闭社区，这种‚为阻止外来者进入,用围墙、栅栏或绿化隔

离带包围起来的居住区域，‛（William Falk，2007）是在安全、环境、

隐私保护等现代城市的社会现实要求下生成的社区类型，有明显的围

墙、栅栏、大门以及严格的准入机制与安保系统。居住空间的封闭性

与私人化在物理设置和人为制度的双重标示下，不仅规划了明显的城

市社会空间，而且通过居住者与外来者之间‚积极共谋‛达成‚进出‛

机制的共识。另外，还存在以房屋产权、人际关系甚至居民身份等要

素为标准的社区类型：拆迁安置社区、房改房社区、经济适用房等。

此类社区强调因社区要素之间的关系而形成的实质性差异，往往会与

外在形态的社区重合或包含多种类的社区样式。例如，商品房是推行

房改政策的直接产物，产权归业主所有，而且空间样式上多样且不易

从‚外观‛分辨。但是围绕产权构成所带来的居民权利、社会位置、

社区认同等却是其内在和根本的特征，其‚内核性差异‛也被相关者

所认知与制度所规定。 

2.不同社区类型呈现出不同问题。如商品房住宅小区面临的首要

问题是如何增进业主之间的交流和互动，逐步培育和提升社区社会资

本；棚户区如白下区的皮市街是一个存在 1000 多年的老城区，贫困、

脏乱差问题以及如何能更好的实现居民从‚传统村民到现代居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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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与思想转变是最为关键的；而商品房—回迁房混合社区要处理的

不仅仅是业主（商品房）之间认同感与社区意识的养成，而且回迁户

与商品房业主之间的融合也是必须直面的问题所在。 

3.同一类型社区问题的重点、难易程度也有偏差。在不同的社区

情境下，社区问题可能变异，并生成新的动向和特征。以边缘性社区

统筹的城中村、棚户区以及城市边缘本地—外来人口混合社区等社区

类型，既有安全、卫生、人口等相通性的社区问题又有差异性，如城

中村的乡土关系向城市文化的转变、棚户区的单位制效应的后遗症、

城市边缘本地—外来人口混合社区的居民内部融合与关联度问题。这

些社区类型化的社区问题在鼓楼区、浦口区等都可以找到社区原型。 

（三）单一社区复杂多样 

1.社区问题复杂多样 

城市社区直观上是以居委会为中心的行政区划以及居委会社区

与院落社区的合体，居委会社区问题纷繁复杂。‚居委会实际承担的

三大类事务分别有 22、61、21 小项之多，共达 104 项。‛（杨爱平和

余雁鸿，2012）在行政化和压力型体制下，城市行政社区（居委会社

区）不但是一个行政化的地域社区，而且是其他社区样式的聚合。这

些问题既有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工作，又有自下而上的‚自发性‛

事务，不但关涉政府政党与社区不同问题和不同人群，而且有来自不

同类型社区的不同问题。 

2.社区内部异质化增强 

在多元化社会、人口流动以及信息技术、单位制影响等背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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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越来越出于人们的兴趣、需要呈现多元化,社区异质性增强。鼓

楼区中央门街道观音里社区是一个多样性的行政规划社区，有 15 个

院落，商宇楼三栋，其中有物管的 1 个，半封闭的小区 4 个，部队管

理的 4 个，敞开式小区院落 6 个，其中四栋是拆迁房。7社区内既有

房改房、安置房、商品房也有单位房；而且产权不清、管理主体不明，

涉及到产权单位有房管所、金陵石化等 11 个；其人员构成较为复杂，

流动人口、单位退休人员、拆迁户、残疾人、低保户等群分各不相同。

尤其是居委会驻地—观音里小区，更是人员庞杂，空间错位，卫生堪

忧；不但涉及金陵石化、公交公司、南汽等单位的产权与遗留问题，

也存在‚院中院‛8问题。随着社区异质性和复杂化不断加大，城市

社区也表现出社区及其问题的一致性和同构性交织的特征如小区物

业管理存在单位管或不管导致的对比、单位意识与集体主义思维、退

休人员不需要、流动人员找不到、在职居民无所谓与低收入人群不愿

意缴费等。这些社区问题与社区事实既是观音里小区特有的，也可以

在其他同类社区寻觅，并且给物业管理和社区治理带来极大的困境。 

（3）社区分异是一个历史过程 

社区分化的表征发生着时代性和结构性的变迁，社区分异化是一

个历史过程。社区历史性的发展轨迹，不但是社区异质性的现状与社

区问题、事件‚个案拓展‛的延伸，而且是复杂社区形成的背景。观

                                                             
7
 鼓楼区老旧小区调研汇报：《观音里社区老旧小区情况》，2013 年 4 月 27 日。 

8
 观音里小区内的 21#、29#、33#等楼原为金陵石化家属院，现仍为金陵石化单位统一、封闭式管理，形成物理空间上的“院中

之院”。与周边其他后单位社区无人管理形成了极大反差且成为周边居民羡慕、嫉妒和攻击的口实以及对政府、单位怨恨的现实

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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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里小区以前的单位大院各自为政和单位全能，随着单位制度影响的

弱化和市场化、商品房改革的塑造，当前社区呈现居住形态多样、产

权分布多主体、空间与人员混论、管理失序的复杂现实；而且单位、

政府依然在社区事务、居民思维中发挥着实际和想象的作用。社区分

化的现实必须在社区的历程进程及其变迁中来发现和分析。 

三、差异化治理：社区分化的应对 

差异化治理是依据地域性社区的不同区域、不同社区类型和不同

社区情景的‚社区文本‛而采取‚情景化‛的治理方式。差异化治理

既提倡‚因地、因类、因时‛的差异化治理框架，又要求有统和性监

管机制与规定性目标。 

 （一）治理的统和性 

 在地方区域性社区治理语境下，差异化治理不仅要求多边合作

与尊重差异，还需要遵从制度性统和框架的‚三个共识‛：目标共识、

监管共识与问题共识。 

1.治理目标共识 

差异化治理须在本土化治理语境下，体现两种治理目标即‚不仅

是国家基层政权建设的过程,同时也是基层社会发育的进程。‛（李友

梅，2007）一方面，差异化治理的实施要借助国家力量，体现国家意

志。在当前中国城市基层社会、国家及其代理人在权力合法性、资源

汲取能力、行政系统的有效运作等方面，都具有主导性的优势；而且

国家通过社区建设,使基层政权建设不断加强和稳定已成事实。就像

‚完全没有组织因素的社会动员在现实中是苍白无力的‛（何艳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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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一样，在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中，脱离国家因素与忽视国家意图

的社区治理是不可想象的。 

另一方面是借助社会力量和体现社会多元主体的利益与诉求的

必要。随着多元化社会的形成，自主流动的空间和资源不断扩大，来

自市场、民间的社会力量获得了更大的体制空间和行动能力。‚政府

并不是国家唯一的权力中心,各种公共的和私人的机构只要其行使的

权力得到公众的认可,就都可能成为在各个不同层面上的权力中心。‛ 

（俞可平，2000）社会力量不仅得到国家的承认和对话，而且关系到

基层社会的稳定。社区公共事务的多元化治理机制成为基层社会治理

的主导模式，社会力量不容小觑，基层民主与自治、不同治理主体的

利益诉求必须获得回应。 

2.监管机制共识 

差异化治理要求在社区治理中既要体现‚自治‛的目的，也要实

现自治与社会控制的统一。宏观层面上社会自治与社会控制的统一，

在寄希望于国家权力自我让渡和社会权力的自我争取以取得自治的

认可的同时，社会力量要有组织性，更要善于制定有效的行动对策和

形成有效的行动机制，力图达成自治与控制的平衡。另外，在城市社

区这种微观场域内，要避免‚过度自治‛和‚过度控制‛问题，就必

须构建出多元、有效的监管机制和机构‚嵌入‛进社区治理格局内，

实现动态化的权力监管与主体行动考核，更要具有平等、合作、互惠

的合作框架及其行动的规制和第三方机构作为监管机制。 

3.社区问题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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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化治理在强调问题差异性的同时，需要强调本地视野下的社

区共性要素与共同背景，更加尊重和倡议提炼出具有类同化和相似性

的社区问题。社区统合性问题既可以是同类社区存在的共性问题，也

可以是不同社区类型的相似问题，甚至还可以跨越城市与区域。比如

不同城市、不同类型社区都会面临物业管理、社区归属感与认同感的

重建、社区环境与服务问题甚至居民社区自治‚增能‛等一系列共性

问题。因而，差异化治理不仅需要具备社区共性的问题意识，还需要

对社区共性问题具有发现、提炼和解释、解决的准备。 

   （二）治理的差异化 

    差异化治理在不同城市区域、不同社区层次、不同社区类型的基

础上构建出‚三个差异‛：治理理念差异、治理情景差异与治理方式

差异。 

1.治理理念差异 

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一方面需要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城市以及

不同城市区域等形成因地制宜的治理理念。比如西部城市与东部城市

面临不同的经济、宗教、文化、制度，可能会导致出现不同的社区问

题和不一样的治理方式。即使在同一地区的不同城市区域也可能面临

的社区问题和居民需求不一样，如浦口区与鼓楼区。另一方面需要对

城市社会的变迁、社区建设程度以及不同社区层次、不同的社区类型、

不同的社区问题、不同社区居民的需求等做出具有差异化的判断和感

知。如观音里、青石村等老旧小区之间问题的差异性、同构性与类同

化，小区与居委会社区的问题及其差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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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治理情景差异 

社区治理情景不仅是对社会变迁与结构转型以及社区的历史、现

实、未来的把握，而且是对社区内部要素、问题、矛盾及其复杂关系

的认知。以浦口区珠泉路七里桥、白马、光明等过渡型社区为例，在

城市化与市场化等社会背景下，其人口结构是失地农民与外来人口的

聚合；从组织结构看，是村委会到居委会的转换；资源结构有土地补

偿、房屋租赁以及集体分红等治理情景。‚都市村社共同体这一特定

时空场景中，它所体现出来的是传统与现代、城市与村社在冲突与共

生中的交融，在传承与创新中的超越。‛（蓝宇蕴，2003）在不同的社

区类型、影响因素以及社区问题交织的城市社区中，不仅要做到社区

类型定位准确、影响因素及其‚集合效应‛清楚和形成脉络清晰，还

要对不同社区的社区人口结构、人际关系、资源结构、文化习俗、权

力结构以及功能变迁等社区治理情景有动态的把握。 

3.治理方式差异 

不同社区治理情境的差异化治理方式，既需要符合社区现实状况，

也需要贴近社区发展。比如过渡型社区由于其特殊的社区环境、条件

和治理情景，就需要形成过渡型社区的差异化治理方式即‚应该秉承

管理与服务的双重理念，实现管理与服务的协调统一，称之为管理式

服务‛。（沈承诚，2012）这种管理式服务是一种‚以管理促进服务、

先管理后服务以及边管理边服务‛的‚管理-服务‛交叉治理方式。

既要注重基层行政管理的介入和有序，又需要完善过渡型社区向城市

社区转型转向所需的规制、人员与资源等要素，以便实现对流动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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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管理、社区组织重建、提供‚过渡性‛公共资源与服务等从‚他治‛

向‚自治‛、从‚乡村‛到‚城市‛过渡的平稳有序。 

四、结语 

复杂社区是城市社区分化的后果与表征。以地域性为关注点的城

市社区，其类型的多样，影响因素的互相作用以及社区问题的差异，

都对区域性社区治理提出新的要求。我们在关注同一城市的不同城市

区域、不同社区类型以及单一社区内复杂社区问题的同时，也需要比

较不同的城市以及不同的地域可能带有不同的社区问题。差异化治理

方式的倡导即是对复杂社区的现实与要求的回应，不仅需要把差异化

治理统和性的‚三个共识‛作为标准和一致性的文本原则，也需要对

‚三个差异‛的治理范式做出情景化运用。 

复杂社区与差异化治理只是对城市社区分化现实的理想化和宏

观性分析。不论是对复杂社区的理论分析还是差异化治理的实践运作，

这种精细化与有效性工作的完成，都需要在不同地方、不同类型的社

区蓝本和社区治理实践进程中，经过不断的‚研究与实践‛的循环才

能逐步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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