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s 社会科学前沿, 2016, 5(1), 103-112 
Published Online March 2016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dx.doi.org/10.12677/ass.2016.51016   

文章引用: 钟建伟, 朱杰, 刘玉华. 社区体育对和谐社区建设的影响研究[J]. 社会科学前沿, 2016, 5(1): 103-112.  
http://dx.doi.org/10.12677/ass.2016.51016 

 
 

The Influence of Community Sport to Create 
Harmonious Commun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ty Social Capital 

Jianwei Zhong1, Jie Zhu1, Yuhua Liu2 
1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2Foreign Language College,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Received: Feb. 28th, 2016; accepted: Mar. 9th, 2016; published: Mar. 15th, 2016 
 
Copyright © 201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Abstract 
The study aims at the influence of community sport on creating harmonious commun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ty social capital. Based on the questionnaire research about 600 people 
from six communities in Jiangxi Province, it is found that community sport has a role in expanding 
sport participants’ local social network, enhancing their sense of belonging, and promoting the 
trust level and mutual help among them. However, it has no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volunteerism 
in community social capital, non-local socialization or community public engagement. The com-
munity social capital provoked by community sport shows great impact on the harmonious per-
sonal relationship and civic cohesion in the community. The creation of new community sport ac-
tivities, supporting sport volunteering organizations, and establishing proper management model 
for community sport will take effects in the creation of community harmony. 

 
Keywords 
Community Social Capital, Community Sport, Harmonious Community 

 
 

社区体育对和谐社区建设的影响研究 
—社区社会资本的视角 

钟建伟1，朱  杰1，刘玉华2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dx.doi.org/10.12677/ass.2016.51016
http://dx.doi.org/10.12677/ass.2016.51016
http://www.hanspub.org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钟建伟 等 
 

 
104 

1江西师范大学体育学院，江西 南昌 
2江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西 南昌 

 
 
收稿日期：2016年2月28日；录用日期：2016年3月9日；发布日期：2016年3月15日 

 
 

 
摘  要 

本研究从社区社会资本的视角研究社区体育对构建和谐社区的影响。通过对江西省6个社区600名社区居

民的问卷调查结果发现，社区体育可以扩展参与者的地方性社会网络，提高居民的社区归属感，促进居

民之间的信任水平及互惠行为，但是对社区社会资本中的志愿主义、非地方性社会交往及社区公共参与

没有显著影响。社区体育所生成的社区社会资本对促进社区和谐人际关系和社区凝聚力具有重要作用。

通过创新社区体育形式、扶持社区体育志愿组织发展和构建社区体育善治管理模式将有助于发挥社区体

育在构建和谐社区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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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二十一世纪我党提出要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新时期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构建和谐社会是

一项系统的工程，其中将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社区构建成为和谐社区是这一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能否将城市社区建设成为和谐社区，对我国和谐社会重大战略任务的实现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 
目前理论界提出了很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区的路径和方法，其中重建社区的社会资本被认为是解

决目前我国社区失衡，构建和谐社区的突破口。赵孟营、王思斌指出目前我国社区建设出现许多矛盾导

致城市社区居民孤助无援，城市居民处在社会资本被破坏和缺失的社区环境中，并提出社区建设应从善

治和重建社区社会资本两个模式入手[1]。郝彦辉、刘威将社会资本与社区建设研究相结合，通过对我国

转型期城市社区的分析指出社会资本的缺失和脆弱是目前我国城市社区的普遍特点，认为一个社区的社

区社会资本存量的多少和分布情况是衡量社区和谐的重要依据[2]。赵廷彦指出我国制度转型导致社区社

会资本的缺失，城市居民由“单位人”向“社区人”转变的居民的“社区意识”还没有完全形成，通过

加强“社区意识”的培养，加快社区组织的建设，加速社区内在规范的形成等方式，重建社区社会资本

克服社区失谐[3]。翟桂萍指出社会资本的构建为和谐社区建设提供了信任和规范、社会网络与非正式规

范、加强了社区中资源的利用，通过搭建动态的，相互联系的平台为和谐社区创建了基础[4]。 
学界最近才注意到社区体育与社区社会资本生成之间的关系。Harvey 采取实证研究，通过问卷调查

法对加拿大两个社区使用位置生成法和资源生成法测量社会资本得出，参与社区体育自愿组织与社会资

本生成之间存在强关系[5]。Seippel 在挪威的问卷调查研究证明，参加志愿体育组织能提高社会信任水平

和参加政治选举的投票率[6]。Atherley 对澳大利亚 25 个体育俱乐部的研究表明在乡村社区体育不仅是乡

村生活的重要内容，还能生产整合型与链合型社会资本以促进社区的融合[7]。黎纯在文章中通过对 2 个

社区的实证性研究得出社区体育生成社区社会资本的机制，社区体育的参与改善了社区居民之间人际关

系网络，维护和增强了社区凝聚力；在参与社区体育活动时，参与者长期的互助和对规则的遵守在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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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产生了巨大的互惠规范；参与社区体育的过程中，居民通过长时间的接触，认识得到加深使得信任

水平得到提高[8]。张宏成、孙锡杰对苏州市社区体育的调查发现，参与社区体育扩大了社交网络范围，

增进了人们之间的信任，有助于增强社区团结[9]。黄建宏指出参与社区体育可以培养社区参与意识以增

强社区认同感与凝聚力，从而重构社区社会资本[10]。陈佩认为社区体育活动积极重构邻里关系网络，紧

密了社会参与网络，又增强居民之间的信任感和归属感[11]。 
从目前国内外对社区体育与和谐社区建设关系的研究来看，研究成果不是很多，缺乏系统性和全面

性，更重要的是其研究还仅仅局限于理论认识甚或理论想象之中，缺乏实证数据的支持。本论文从社区

社会资本的视角，通过实证调查研究探索社区体育对社区社会资本的影响，进而挖掘社区社会资本在社

区体育与和谐社区构建中的中介作用，为发展社区体育，构建和谐社区提供政策建议。 

2. 研究设计与研究方法 

2.1. 社区社会资本定义及测量 

社会资本是继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之后第三种资本类型。一般认为社会资本可以分为个体社会资本

和集体社会资本。社区社会资本是社区层面的集体社会资本，是蕴含于社区居民之间社会关系网络里有

助于社区集体行动力的社会资源。其表现形式包括社区居民的志愿主义水平、信任水平以及社区参与积

极性等。本研究使用目前学界较为认同的由桂勇和黄荣贵所编制的《社区社会资本测量问卷》[12]为蓝本

来测量社区社会资本。这一测量方法将社区社会资本分为地方性社会网络、社区归属感、社区凝聚力、

非地方性社交、志愿主义、互惠与一般性信任以及社区信任七个维度，共计 29 个题项。使用所获得的调

查数据对问卷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有 6 个题项在成份矩阵中几乎不负荷于任何维度因子，所

以我们将其剔除。对剩余的 23 个题项进行 KMO 和 Bartlett 球形度检验。检验结果 KMO 数值为 0.727，
Bartlett 球形检验的近似卡方值为 3527.268，P < 0.000，符合做因子分析的要求。验证性因子分析的结果

显示(见表 1)，社区社会资本可以划分为六个维度，分别命名为地方性社会网络、社区归属感、志愿主义、

互惠与信任、非地方性社会交往、社区公共组织参与，这六个因子共可以解释 55.8%的方差变异。 
与桂勇、黄荣贵划分的维度相比，本研究将原有的社区凝聚力维度拆分到地方性社会网络维度和社

区归属感维度里面去，社区的凝聚力可以通过社区居民地方性社会网络的大小和社区归属感的强弱更为

直观的展现。原有的社区信任维度在本研究中更名为社区公共组织参与维度。这是因为业务委员会是和

居民息息相关社区公共组织之一，题目“您是否参加过业主委员会选举的投票”和“您是否参与过业主

委员会的工作”从直观层面调查的是居民对社区公共组织参与的状况。 

2.2. 问卷调查过程及对象情况 

本研究使用多层随机抽样方法，首先在江西省 11 个设区市中随机抽取南昌市和鹰潭市，之后在每个

城市随机抽取 3 个小区，鹰潭市为欣苑阁小区，金城花园小区和清波雅苑小区，南昌市为红谷世纪花园，

桃苑小区，万达新城小区。随后在每个小区随机抽取 100 个社区居民进行现场问卷调查，共计 600 份问

卷，除去问卷回答不全以及回答随意等无效问卷后，有效问卷共 550 份，有效率为 91.7%。 
调查对象中男性占 54.4%，女性占 45.6%。在受教育水平上，小学及以下占 10.1%，初中占 29.4%，

高中(中专)占 30.2%，本科(大专)及以上占 30.3%。平均年龄为 37.41 岁，具体年龄分布情况为 20~29 岁

年龄段占 22.5%，30~39 岁年龄段占 32.5%，40~49 岁年龄段占 34.5%，50~69 岁年龄段占 10.4%。在家

庭人均年收入方面，1 万元以下占 27.8%，1~2 万元占 20.9%，2~5 万元占 32%，5 万元以上占 19.3%。最

近一个月内参加过体育活动占总人数的 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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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Social capital rotation feature matrix 
表 1. 社区资本旋转成份矩阵 

                 因子 
题项 

地方性社会

网络 社区归属感 志愿主义 互惠与信任 非地方性社会

交往 
社区公共组

织参与 

打招呼邻居 0.785 0.059 0.073 0.015 0.065 0.017 

可登门人数 0.834 0.067 0.009 0.057 −0.048 −0.051 

朋友居住小区 0.56 −0.026 0.143 0.101 −0.065 0.032 

拜访邻居次数 0.747 0.121 0.151 0.224 −0.04 0.104 

邻居拜访你 0.728 0.15 0.094 0.099 0.049 0.184 

有家的感觉 0.043 0.726 −0.132 −0.031 −0.008 −0.053 

喜欢现居的小区 0.041 0.768 0.033 0.063 0.015 −0.17 

对小区有所依恋 0.072 0.716 0.238 0.031 −0.008 −0.158 

小区的事感兴趣 −0.034 0.592 0.088 0.105 −0.045 −0.051 

互相帮助 0.259 0.423 0.035 0.119 0.025 0.171 

帮忙收快递 0.228 0.531 0.157 0.085 0.065 0.333 

参与小区公共问题 0.093 −0.08 0.644 0.037 0.082 0.045 

付出时间 0.156 0.05 0.731 0.116 0.062 −0.019 

付出金钱 0.034 0.121 0.668 −0.032 0.026 −0.086 

发动居民解决问题 0.064 0.156 0.439 0.145 −0.004 0.227 

从邻居家借东西 0.422 0.229 −0.069 0.514 0.023 0.206 

居民为你提供帮助 0.214 0.065 0.05 0.778 0.073 −0.092 

征求邻居意见 0.051 0.013 0.122 0.76 0.021 0.053 

手机费 −0.142 0.06 0.082 0.06 0.678 0.205 

和朋友通电话 0.212 −0.068 −0.043 −0.05 0.779 0.007 

和非家庭成员聚会 −0.106 −0.004 0.083 0.039 0.784 −0.262 

业主委员会投票 0.139 −0.125 0.074 −0.003 −0.044 0.809 

业主委员工作 0.052 −0.068 −0.031 −0.03 0.008 0.712 

特征值 3.236 2.652 1.863 1.743 1.667 1.655 

解释变异 0.141 0.115 0.081 0.076 0.073 0.072 

累计解释变异 0.141 0.256 0.337 0.413 0.486 0.558 

2.3. 统计值的换算 

本研究对测得的数据进行因子分析，使用主成分法，并使用方差最大正交旋转法，将分析所得的因

子数值转换成为直观的 1 至 100 之内的分值，通过转换之后的分值就是每个居民在这一维度上得分。转

换公式[13]为 

( )
( ) ( )

99 min
1

max min
I i

DS
i i
−  = +
−

 

注：DS 代表维度得分，I 代表因子值， ( )min i 代表因子值的最小值， ( )max i 代表因子值的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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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社会资本量并不是六个维度的简单相加，本研究使用权重加权法计算社区社会资本量，权重系

数就是将各维度对社区社会资本的变异解释度。计算公式为：社区社会资本量 = (地方性社会网络*0.141 
+ 社区归属感*0.115 + 志愿主义*0.081 + 互惠与信任*0.076 + 非地方性社会交往*0.073 + 社区公共组

织参与*0.072)/0.558。 

3. 研究结果 

3.1. 社区社会资本分布状况 

调查结果显示(见图 1)，在社区社会资本的六个维度上，社区归属感的得分最高，达到 66.7 分；社区

公共组织参与的积极性最低，得分只有 24.8 分。地方性社会网络、志愿主义以及互惠与信任的得分均超

过了 50 分，非地方性社会交往的得分则仅有 27.1 分。这说明社区居民们普遍对自己的社区具有较强的

归属感，愿意为社区内的共同事务投入时间和金钱，在社区内有较多的社会关系网络，对社区内的居民 具
有较高的信任程度和互惠行为。以此相对应的是社区居民在社区外的社会交往水平较低，同时对社区内

的公共组织参与积极性不高。 
通过对社区体育参与者和非社区体育参与者的比较结果来看，社区体育参与者在地方性社会网络、

社区归属感、互惠与信任这三个维度上的得分均显著高于非社区体育参与者，而在志愿主义、非地方性

社会网络以及社区公共参与者三个维度上的得分与非体育参与者之间没有显著差异。从整体上看，社区

体育参与者的社区社会资本量要显著高于非社区体育参与者。 

3.2. 社区体育参与对社区社会资本的影响 

上文的研究结果表明社区体育参与者与非社区体育参与者之间在地方性社会网络、社区归属感、互

惠与信任以及社区社会资本量方面存在显著性的差异。但是这种差异是由于社区体育的原因还是其他中

介因素的原因造成的则还需要进行研究。由于不同背景的人群在社区体育参与率性存在差异性，为避免

个体特征的干扰，本研究将性别、年龄、政治身份、受教育程度以及家庭人均年收入作为控制变量，以

社区体育参与作为自变量，社区社会资本状况为因变量，探索社区体育参与对社区社会资本的影响。统

计结果(见表 2)表明所有模型 F 值的 sig 均小于 0.01，说明所有模型总体均具有显著性。 
 

 
Figure 1. Community society capital distribution information 
图 1. 社区社会资本分布基本情况 

总体平均值

社区体育参
与者

非社区体育
参与者

80
70
60
50
40
30
20
10

0



钟建伟 等 
 

 
108 

 



钟建伟 等 
 

 
109 

在地方性社会网络方面，模型 1 只包含控制变量，模型 2 将社区体育参与情况加入回归模型。模型

1 的 R2为 0.138，模型 2 的 R2为 0.170，模型拟合度提高了 3.2%，说明社区体育参与情况是解释地方性

社会网络差异的重要变量。模型 2 的结果表明在控制人口变量的外在因素的情况下，社区体育参与者的

地方性社会网络得分要比非社区体育参与者高 8.794 分，这说明社区体育参与对于提高社区居民之间交

往和关系网络具有促进作用。 
在社区归属感方面，模型 3 只包含控制变量，模型 4 将社区体育参与情况加入回归模型，模型 3 的

R2为 0.054，模型 4 的 R2为 0.067，模型拟合度提高了 1.3%，说明社区体育参与情况是解释社区归属感

差异不可忽视的变量。模型 4 的结果表明在控制人口变量的外在因素的情况下，社区体育参与者的社区

归属感得分要比非社区体育参与者高 6.167 分，这说明社区体育参与能够增强社区居民对社区的认同和

归属感。 
在互惠与信任方面，模型 7 只包含控制变量，模型 8 将社区体育参与情况加入回归模型，模型 7 的

R2为 0.263，模型 8 的 R2为 0.291，模型拟合度提高了 2.8%，说明社区体育参与情况是解释居民互惠与

信任差异的主要变量之一。模型 8 的结果表明在控制人口变量的外在因素的情况下，社区体育参与者的

社区归属感得分要比非社区体育参与者高 5.093 分，这说明社区体育参与能够增加社区居民之间互惠行

为的发生以及相互之间的信任水平。 
在志愿主义、非地方性社会交往和社区公共组织参与方面，模型 6、模型 10 和模型 12 的结果表明

在控制人口变量的外在因素的情况下，社区体育参与变量的回归系数并不显著，回归方程的拟合度也没

有得到较好改善，这说明社区体育参与对这三个维度并没有显著影响。 
总之，社区体育参与能够显著提高社区社会资本量。具体来说对社区社会资本中的地方性社会网络、

社区归属感和互惠与信任等三个维度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对志愿主义、非地方性社会交往和社区公共组

织参与等三个维度则没有显著影响。 

4. 分析与讨论 

4.1. 社区体育对社区社会资本生成的作用机制 

社区体育为社区居民之间的沟通交流搭建了良好的平台，有助于社区内地方性社会网络的形成和强

化。我国 30 余年的市场和社会改革造就了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人们的居住环境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

变。随着我国住房制度的变迁，单位小区逐渐被商品房小区所取代，人们的邻居从主要是工作伙伴转变

为陌生人，社区内的地方性社会网络支零破碎，社区亟需为社区内居民的社会交往搭建平台。社区体育

所具有的自由性、文化性、非功利性、主动性、地域性以及自愿性等特点使得其在建构地方性社会网络

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社区体育无论是体育场地设施、人员构成还是活动指导者都是以社区为范围

的；当社区居民因体育而集合到一起，居民与居民在运动中实现了交际。更为重要的是居民参与社区体

育都是自愿自主的，参与相似的体育活动保证了参与者之间的态度也更为相似，从而更加有利于他们相

互接触、相互认识、相互了解。 
社区体育将社区居民置于紧密的熟人社会网络之中，提高社区居民之间的信任水平，进而诱发互惠

行为的产生。信任是一个行动者评估另外一群行动者将会进行某一特定行动的主观概率水平，这种评估

在一定情境下做出，并影响了该行动者自己的行动[14]。社区体育所构建出来的社区居民之间横向的社会

关系网络可以生成信任。因为这种社会网络有助于人们之间的相互了解，促进人们品行方面信息的传播，

增加人们失信行为的成本；同时增加人们之间博弈次数，多次连续性的博弈会使得人们更加倾向于守信。

最后这种社会网络可以有效的惩罚失信者，因为人们失信的后果不仅仅是失去一个对象，而是整个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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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网络。社会网络的这些特点使得网络内的人们容易形成互惠的传统，促进信任的产生。同时横向社

会网络还可以强化人们之间的信任，使得信任行为可以不断的再生和扩大。 
社区体育提高社区居民对社区人群和社区地域的满意度与认同感，增强其社区归属感。社区归属感

是指社区居民对本社区地域和社会群体的认同、喜爱和依恋等心理感觉。目前我国随着大量商业性住宅

社区的出现，人们的工作地、生活地与睡觉空间出现分离，对于很多居民来说社区仅仅是人们睡觉的地

方，缺乏对社区的归属感。影响居民社区归属感的因素主要包括居民对社区生活的满意度、居民在社区

中的社会关系以及居民对于社区活动的参与程度。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社区体育活动，社区内居民的体

育锻炼需求可以得到满足，同时也能吸引更多的居民参与到体育锻炼之中，居民对社区生活的满意度就

能得到提高；社区体育所带来的居民互动有助于社区居民间社会关系的建立与提高，“熟人社区”里生

活的居民会更加喜爱和依赖社区，形成“社区是我家”的观念。 
以往的研究认为社区体育能够显著提高社区体育参与者的志愿主义精神。然而本研究的结果显示社

区体育并不能显著提高人们的志愿主义。可能的原因是以往的研究主要基于欧美等国的经验，其社区体

育的组织性极强，人们参与社区体育的形式主要是参与社区内的体育志愿组织，其组织运作主要依靠参

与者的志愿服务，所以社区体育能促进参与者的志愿主义精神。我国社区体育的情况则是组织性较低，

体育志愿组织稀缺，所以我国的社区体育参与者并不能提高志愿主义精神。 

4.2. 社区社会资本在社区体育促进和谐社区构建中的中介作用 

和谐社区就是将社区建设成为人们社会生活的共同体。一个和谐社区应该具有和谐的人际关系和强

大的社区凝聚力。和谐的人际关系是和谐社区的核心表象，是构建和谐社区的基础。和谐的人际关系需

要社区居民之间的互动及信任与互惠。本研究的研究结果表明社区体育为社区居民互动搭建了平台，同

时在互动中提高了居民之间的信任与互惠，进而促进社区居民之间和谐人际关系的建立。强大的社区凝

聚力是和谐社区的内在要求，也是确保社区和谐的外在保障。社区凝聚力可以提高社区居民群体意识，

激发居民建设社区的热情，化解社区内部矛盾。提高社区凝聚力就需要提高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信任

社区内的其它居民。本研究的研究结果表明社区体育可以提高居民的社区归属感和信任水平，从而提高

社区凝聚力(图 2)。 
 

 
Figure 2. Community society capital’s mediating effect on constructing harmonious 
community by community sport 
图 2. 社区社会资本在社区体育对和谐社区构建作用的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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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与建议 

和谐社会的基石是和谐社区，社区社会资本是构建和谐社区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正处于社会转型

时期的我国城市社区普遍存在社区社会资本不足的状况。如何提高社区社会资本成为我国构建和谐社区

不可回避的问题之一。本研究的研究结果表明社区体育是生成社区社会资本的重要途径之一。社区体育

可以扩展社区居民的地方性社会网络，提高居民的社区归属感，促进居民之间的信任水平及互惠行为。

社区体育不仅可以提高社区居民的健康水平，而且是构建社区社会资本的重要途径，对构建和谐社区具

有重要的意义。 
然而由于我国社区体育的发展现状仍存在诸如社区体育志愿组织缺乏、社区体育青年人参与不足、

社区体育管理模式落后等众多问题，严重影响了社区体育在构建和谐社区过程中的作用。为更好的发挥

社区体育的作用，本研究建议： 
1) 创新社区体育的形式和内容，吸引更多的中青年人参加社区体育活动，强化社区体育对构建地方

性社会网络的作用，提高其社区归属感。目前我国的社区体育参与主体还是老年人群，中青年人群的参

与积极性并不高。为吸引他们参加社区体育活动就需要我们不断改革和创新社区体育的形式和内容，使

其更贴近中青年人群的兴趣和爱好，提高他们的社区体育参与率。 
2) 大力发展社区体育志愿组织，增强社区体育组织管理力量，培育社区居民志愿主义意识，提高社

区居民集体行动能力。由于历史原因及现实政策原因，目前我国社区体育的体育志愿组织数量少、规模

小、管理力量薄弱，这直接影响到社区体育的组织管理以及社区居民志愿主义意识的培养。为增强社区

体育参与者的志愿主义意识，保证社区体育的长远可持续性发展，政府应该改革社区体育志愿组织登记、

管理、扶持政策，简化体育志愿组织登记程序，增加体育志愿组织管理自主性，通过公共财政购买、税

收优惠等政策大力扶持社区体育志愿组织。 
3) 改革社区体育管理模式，吸纳居民参与管理，构建社区体育善治模式，提高居民对社区公共组织

的参与度和信任度。我国社区体育管理模式沿袭了社区管理模式，仍以政府为主导，居民参与管理的渠

道不畅，制约了居民对社区体育管理的积极性，造成社区体育管理效率不高，效果有限，也影响到社区

居民对社区主要公共组织—业主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的信任。下一步社区体育管理模式应改为社区居民

主导、政府扶持的模式，充分吸纳社区体育的主体—社区居民参与管理，由其主导社区体育的发展方向，

构建社区体育善治模式，从而提高居民对社区公共组织的参与度与信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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