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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中心工作的意义 

目前中国的城市与乡村小区面临着社会衰败、公共服务与管理缺位的严重

问题。对于城市小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单位制的解体，社会资源获得途

径的多样化导致单位制向小区制转变、单位人向小区人转变，在此过程中产生

了大量的小区服务与管理问题，邻里关系淡漠、小区缺乏凝聚力等问题日益凸

显。不少乡村地区基层组织涣散、“政令难下乡”。劳动力外流，进而产生的

土地荒置、农村养老、新生代教育等问题；由于收入结构单一，进一步拉大城

乡二元分化，形成环境资源过度开发、污染等问题。原有的乡村社会关系结

构、价值规范被瓦解，人情淡薄，公共事务参与度低。 

面对上述小区发展中所的棘手问题，台湾、日本以及欧美等国家和地区的

小区发展经验为我们提供了有益借鉴。例如，台湾地区自上世纪 80 年代的乡村

小区面临着传统产业没落、小区治安败坏、社会照顾不足、环境生态恶化、政

治社会扭曲以及民主法治观念薄弱等问题。尤其在 921 大地震之后，政府政策

行为方式僵化和反应能力无法完全呼应现状需求的问题越加凸显，台湾开始了

一轮以社会基层结构改造为手段的社会重塑——“小区总体营造”应运而生。

在政府和民间力量的合力、本土文化自觉意识引导以及对日本、欧美等国小区

营造经验的引进下，新知识青年下乡进行指导陪伴，小区居民也开始对本地资

源进行参与式挖掘，小区意识得以凝聚，小区行动力增强。与此相伴，小区得

以复兴,区域产业得以升级和发展,小区生活质量得以大幅度提高。在这个过程中

造就了一大批经验丰富的小区营造工作者，同时积累了宝贵的小区营造经验与

案例。 

因此，重建小区、进行小区营造，凝聚小区意识、恢复小区自组织活力是

当前中国大陆小区建设的关键内容。为此需要唤起居民的自觉发展意识、激发

小区自组织活力，同时需要社会智识通过有效方式进行知识穿透；企业、政府

和 NGO 第三部门搭建起良性互动的桥梁进行相互信任的最优资源分配，进行

小区营造的指导与护持。这样的过程需要积极借鉴台湾、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

成功小区营造经验，十分需要培训一批有志于投身小区营造的实务工作者，掌

握小区建设的专业知识与技能，直面小区现实问题，动员组织居民合作互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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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小区共识，连接外界资源，以开阔的眼界、创新的思路改善小区经济社会

状况。同时，也需要探索和总结适合中国本土实际的小区营造的经验与路径。

因此，小区营造研究中心的筹建对于中国小区的发展，有着重要实践价值与现

实意义。本研究中心将积极借鉴和总结成功的小区营造经验，并将其与本土实

践有机地结合起来，力图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小区营造之路。 

本研究中心的建立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学术意义。小区营造的推

进路径、小区意识/社会记忆的形成过程、小区自组织机制的建立等等是小区研

究和发展社会学最为核心的研究主题，但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无论是发达国家

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从未遇到过像中国这样特殊的社会变迁形态。当前社会现

代化过程的快速推进，以及整体性的社会结构变迁和重组，社会生活的组织原

则由政治主导转变为经济与伦理主导，单位制社会正在向公民社会转换，小区

解体的问题尤为突出，在这些重大社会变迁背景下研究中国小区营造的发展路

径和推进方式，将极大地推动小区研究和发展社会学的理论创新，而小区营造

的学理分析与典型的区域性小区营造实践相结合，也可以形成学术研究与实践

决策相结合的新范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