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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邻里关系淡漠会降低居民对小区的认同感、归属感和小区参与度，进而影响社区老人的身心健康发展及

小区秩序乃至和谐社会的发展，因此住宅小区的邻里关系模式亟待重构。本文分析老龄化下住宅小区邻

里关系淡漠的原因，并依据社会认同理论，分析邻里关系建构条件的基础上对住宅小区邻里关系模式进

行重构。该模式将居民、业主委员会(家委会)、物业管理公司等主体纳入其中，构建一个包含文化氛围、

邻里交往机会和环境的邻里关系新模式，并为该模式的实施提出保障措施。模式的提出为基层社区和物

业管理企业在提升和促进小区良好邻里关系方面提供借鉴，有利于小区的治理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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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difference of the neighborhood relationship will reduce the residents’ sense of identity, be-
longing and participation in the community, and then affect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d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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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ment of the elderly in the communi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mmunity order and even the 
harmonious society. Therefore, the neighborhood relationship model of the residential community 
needs to be reconstructed urgentl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asons of the indifference of neigh-
borhood relations in residential areas under the aging population, and reconstruct the mode of 
neighborhood relations on the basis of the theory of social identity. This model includes residents, 
owners’ committee (parents’ committee), property management companies and other subjects, con-
structs a new model of neighborhood relationship including cultural atmosphere, neighborhood 
communication opportunities and environment, and puts forward safeguard measures for the im-
plementation of this model. The proposal of the model provides reference for the basic community 
and property management enterprises to improve and promote the good neighborhood relationship 
of the community, which is conducive to the govern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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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作为“中国之治”的“微细胞”，社区既是党和政府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也是社会

治理与改革发展中矛盾和问题集中与聚焦的窗口。社会的基层在社区，其核心是民主自治。目前我国城

市社会管理体制逐渐从行政化社会管理体制向多元化社会治理体制转型，住宅小区成为了社区治理的重

要组成部分，业主、业主委员会(家委会)以及物业管理公司就成为了住宅小区治理的三大主体。住宅从过

去的筒子楼、大杂院变成了现在的单元式，邻里之间缺乏彼此的沟通和交流，社区邻里关系随住房商品

化和职住分离而疏远，由于邻里关系淡漠，住宅小区居民的社区认同和社区参与度处于较低水平。但处

理好邻里关系不仅仅是日常生活的需要，也是个体身心健康发展的需要。当前我国 65 岁及以上老人的比

重已远超 14%，已经达到中度老龄化社会标准，表明我国已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1]。老年人人数的增加，

使得老年人成为城市社区的主要参与者之一。对于社区老年人而言，社区及社区邻里是其主要的交际场

所及社交关系来源，构建良好的邻里关系有助于老年人的健康。一个和睦健康的邻里关系，对于家庭和

谐、社区和谐、社会和谐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处理邻里之间问题最好的方法就是沟通，给予居民沟通的机会，提供邻里沟通的环境与机会，对住

宅小区邻里关系模式进行重构，建构住宅小区居住共同体，增强小区居民对于小区的认同感与归属感。

本文依据社会认同理论重构住宅小区邻里关系所需的环境、机会以及文化氛围等，加快居民情感互动与

社区情感融合的平台建设，在消弭社区情感冷漠的同时构建社区情感共同体[2]，使住宅小区的居民在重

构环境中增强对彼此的认同感，逐步建构亲密和谐的住宅小区邻里关系。 

2. 邻里关系文献综述及相关理论 

目前，对邻里效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相关学科。邻里关系对居

民的参与认知和参与度具有调节作用[3]。 
社区养老是老龄化下应对老人健康养老的主要方式之一。社区是老年人除家庭之外的主要社会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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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所[4] [5]，社区或良好邻里关系提供的精神情感支持，有助于老人摆脱孤独，缓解精神生活匮乏的问题，

其老年人的晚年生活质量具有很大程度的影响。 
可邻里关系的营造和重建也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空间环境更新、公共空间[6]等空间因素，社

区居民的参与度及互惠信任程度等居民自身因素[7] [8]，社会企业、社会支持、社会资本、社会障碍、社

会工作的介入等社会因素[9] [10] [11] [12]，以及社区认同机制[13]、城市社区[12] [13] [14]、互联网[15] [16]
等其他外部因素，以及邻里交往的影响因素，如，家庭特征、社会经济地位等因素[17]。对邻里关系模式

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地域单元内的互动模式[18]、邻里关系整合的信任模式[19]以及居住公共空间内的人人

互动模式[20]不同的邻里关系模式对邻里关系的建构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虽然过往对邻里关系的探讨颇丰，但是当前还没有从社会认同理论出发对构建邻里关系重构模式的

研究。邻里关系是以社区内居民为主体的邻里之间紧密的社会关系，社区居民间具有较高的信任度，对

社区规范较为认同[21]，社区归属感、邻里交往、社区参与三者相互联系、紧密联系[22] [23]。社会认同

理论认为个体对群体的认同是产生群体行为的基础[20]，人们通过社会比较和群体标识进行自我归类，产

生“内群体”和“外群体”意识，并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及行为[24]。在邻里关系中，如果人们将自

己标识为内群体(如邻里群体认同者)，便会对内群体产生积极情绪情感(如社区归属感、认同感)；如果人

们将自己标识为外群体，便无法形成邻里群体特有的信任度和认同感，因而也就缺乏构建和谐邻里关系

的强烈愿望，也就造成了一系列邻里交往的困境。 

3. 老龄化下的社区邻里交往 

住宅小区的多重因素造成了邻里交往困境，传统业缘纽带的共居模式被打破，使得陌生人或准陌生

人伦理逐渐构成新邻里关系的常态模式[25]，传统居住模式的变化使得在独门独户的住宅小区之中邻里之

间缺乏交往，邻里之间更多的是陌生、是漠然。 

3.1. 居住环境改变致老年人关系建构从“零”开始 

邻里不是一个既成的社会实体，而是一个不断建构的社会关系体，在这样的关系体系之中不断建立

彼此的熟悉感与认同感，进而发展为亲密和谐的邻里关系。我国传统的住房建筑设计巧妙地给予了这种

邻里关系建构的空间环境，如北京的四合院，以及南方常见的里弄、天井等，邻里之间生活区域相近，

共同分享一个相对封闭的“场域”，大家通过不断的交往增进彼此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此外，传统单位

型社区的住户大多是同一个单位的同事，彼此认识，属于“熟人社会”，交流沟通更方便，也利于建构

亲密和谐的邻里关系。 
邻里关系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老年人的社区生活幸福感[26]。可随着城市化和市场化的快速发

展，城市人口剧增，特别是我国老年人口的快速增长，我国老龄化加剧，随着其退休，其主要活动场域

由单位变为社区，主要人际关系由同事、朋友转变为社区。工作、生活场域的变化，使得老年人逐步陷

入与“陌生人”相处的环境之中，邻里个体之间的关系需从“零”开始。从单位大院到商品住宅小区，

居住环境改善的同时，邻里关系也逐渐淡漠。在住宅小区中高层多户的建筑模式使居民之间相互区隔，

住宅小区居住空间封闭，邻里相互区隔，阻断了邻里关系建构的场域。这正如“社区消失论”所表明的，

社区将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中逐渐消亡，传统社区中个体之间、邻里之间关系密切等方面的特征在

现代城市中已不复存在[27]。居住环境的改变使得老年人面临着适应社区环境、适应新关系建构的难题。 

3.2. 陪伴关心减少下的邻里关系渴求 

随着城市化率的提升，越来越多的人从乡村进入城市，在此当中也包括大部分老年人为了减轻子女

的压力，进入城市社区为子女照顾孩子、料理家务。但是由于现代社会环境竞争激烈，生活压力大且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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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节奏快，老人的子女都忙于工作或应酬生活，基本上都早出晚归，陪伴家里老人的时间少之又少，这

促使老年人对邻里关系或是陪伴的渴求，对于老年人而言良好的邻里关系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缺少陪伴

所带来的孤独感。 
但个体对于对新事物的接受程度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下降，老年人年龄的增长使得其难以在段

时间内学习、接受新鲜事物。而且由于功能和智力的衰退以及随之而来的行动和社会联系的减少，使得

老年人比其他年龄段的人更容易受到周围环境的阻碍[28]。 
邻里关系与社区归属感呈正相关关系，即个体在社区里交往越广泛，邻里关系越亲密，社区归属感

越强[29]。和谐邻里关系或社会认同的形成是建立在频繁的交往与互动的基础之上的，个体间的交往互动

有助于培育社区信任感并减少群际偏见和歧视[30]。社区认同的基础是居民之间较为频繁的交往与互动，

因为“距离感”所区隔的交往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个体间“认同感”的形成。 

3.3. 高异质性下的高戒备心 

住宅小区的居民可根据自身实际状况与需求选择住所，所以住宅小区的居民是由不同岗位、不同地

域、不同身份的人混合而居，社区的“熟人社会”性质逐渐消解，“陌生人社会”的特征日益显现，小

区居民的社会网络不以所居住的邻里为中心，居民异质性提高导致居民之间的交往联系逐渐减少。对于

早已习惯“同质性”社区生活的老年人而言，如何快速适应高“异质性”的社区生活便是一个巨大的考

验，交往人员的“异质性”成为老年人发展人际关系的又一屏障。个体之间存在的高异质性使得个体彼

此交往时总是待着戒备心理，个体间由身份的“差异”发展为心理上的“差距”。 
“远亲不如近邻”的和谐邻里关系现在已成为奢望，“同在屋檐下，相逢成陌路”的尴尬成为了影

响邻里关系的一道“冰墙”，导致了其心理认同感的降低和心理戒备的提升，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

邻里认同的产生。 

3.4. 中间连接组织缺乏下的老年人离散化 

我国由以往的“国家–单位–个人”的纵向的组织结构体系转变为“国家–社区–个人”的总体格

局，社区成为继单位之后的一个必不可少的中介组织。可住宅小区中的物业管理公司，把工作重心停留

在为居民提供基本的生活或居住服务，如环境打扫、公共环境维护等容易显性化的工作上，而忽略或者

不重视小区居民邻里间的交往服务这种短时间内难以量化或出彩的工作。社区老年人便陷入了行动无领

导、无组织的一种状态，连接的机制、活动及场域的缺乏，使得老年人的交往活动愈发困难。 

4. 住宅小区邻里关系重构模式的提出及其运行逻辑 

4.1. 住宅小区邻里关系重构模式概念模型 

和谐邻里关系是社区居民的需要，更是社区老人排解孤独感以及促进与未成年人交往相处是重要方

式之一。为更好地改善或发展住宅小区的邻里关系，重构一个包含业主、业主委员会(家委会)、物业管理

公司三主体和党建引领、活动中心、公共活动空间、小区服务大厅四平台的邻里关系模式，构建邻里关

系重构环境。该模式注重于实现自治、法治、德治的三治融合，打造小区居民共建共治共享的邻里关系

模式。 
模式的构建为邻里关系的建构创造了良好的氛围、环境、机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区居民特别

是社区老人社会交往的尴尬。重构模式的作用在于将个体串联起来，对于有时间且愿意进行邻里交往的

居民、老年人而言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其排解孤独、发展良好社交关系的需要。良好的社区交往有利于

老年人的生理和心理健康，也有助于老年人快速的适应变化的社区生活，更好的提升居住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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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住宅小区邻里关系重构模式运行逻辑 

基于现阶段住宅小区居住主体的多元化以及居住模式的变化，在结合住宅小区居住特点的基础上提

出弥补邻里交往多方困境的重构模式，模式搭建邻里之间的多方互动平台，构建邻里交往社会环境使得

个体在交往互动中逐渐加深对彼此的认同，逐步建构良好的邻里关系，逐步增强对社区的归属感。邻里

关系重构模式具体见图 1。 
 

 
Figure 1. The neighborhood reconstruction pattern runs the logic diagram 
图 1. 邻里关系重构模式运行逻辑图 

4.2.1. 加强党建引领，催生邻里交往意愿 
邻里关系重构模式中以良好的文化氛围助推文化意识塑造，以睦邻友好氛围助推邻里交往行为。党

建引领能够凝聚共识，积极发挥基层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积极营造小区文化氛围，使得小区居民在文

化氛围的熏陶之下逐步产生邻里交往的意愿。在小区之中以党建带群建，实现居民与小区的双向互动。

党建引领平台缓解个体因戒备心增强而造成的邻里交往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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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以活动中心、公共活动空间为支撑，促进邻里交往 
积极搭建邻里交往公共服务空间以及提供邻里交往公共服务活动，以公共活动空间为平台支撑，以

活动中心构建文化氛围。小区居民在区域内的彼此互动中实现了邻里关系的整合。 小区的活动采取从小

区到楼栋到单元的三级组织网络体系，最大程度的将小区居民纳入邻里关系重构模式中，尽可能的提高

小区居民的参与积极性，并在一定程度上确保邻里关系活动开展的持续性。小区公共活动空间在为活动

开展提供平台支撑的同时，还可为物业管理公司塑造切实为小区服务的市场口碑，推动其市场化目标的

实现和实现可持续经营。活动中心和公共活动空间板块弥补了个体因交往机会缺失而造成的交往困境。 

4.2.3. 以小区服务大厅为依托，助推邻里交往持续进行 
小区服务大厅中的信息技术中心搭建了小区多主体间的资源共享平台，将互联网技术嵌入邻里关系

重构模式中，使得小区业主能够通过多种平台与邻里之间进行多方位的沟通，降低邻里之间分享信息的

成本，也有助于提高邻里之间的交往频率，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邻里关系。以互联网技术搭建的网络服

务平台以及小区业主群、小区论坛等线上平台，使得居民的小区参与不再受限于时间，小区居民可以随

时随地“关注身边事，发现身边事”。小区服务大厅中互联网技术为依托弥补了个体因时间缺失而造成

的邻里交往困境。 

5. 住宅小区邻里关系重构模式实施保障 

5.1. 重构模式动员保障措施 

住宅小区人员构成复杂，并且邻里关系重构模式包含多主体多平台，为确保小区居民能够真正明白

住宅小区邻里关系重构模式各平台的具体安排与运行逻辑，并积极参与到住宅小区邻里关系重构模式中，

就需成立动员激励中心，由小区物业管理公司的相关工作人员和小区在职或退休党员同志发挥先锋模范

作用，及时解决居民活动参与中的难题，积极动员小区居民参与邻里关系重构活动之中。 

5.2. 重构模式职责保障措施 

住宅小区邻里关系重构模式中包含业主、业主委员会(家委会)、物业管理公司三大主体，并且各个

主体在重构模式中各自负责不同平台的建构，因此为避免因职责划分不清所造成的越界行为，也为避

免因职责履行定位模糊造成的相互扯皮，有必要在邻里关系重构模式中明确业主、业主委员会(家委会)、
物业管理公司的职责所在，制定职责划分规范条例，既为职责履行制定了规范，确保了主体职责履行

的规范性。 

5.3. 重构模式信息保障措施 

住宅小区邻里关系重构模式中包含了三大主体，四个建设平台，为避免各个主体和建设平台间的相

互区隔，以及为避免信息的遗漏或不对称，有必要实行信息公开化，建设信息公开和共享平台，既确保

各个主体在建设活动能够及时准确地得到所需信息，又避免因信息的缺失而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并且信

息的公开透明化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各个主体以及建设活动的监督，使得邻里关系在信息公开化中得

以重构。 

5.4. 重构模式监督保障措施 

住宅小区邻里关系重构模式中的业主、业主委员会(家委会)以及物业管理公司作为有限理性者，在重

构模式中难免会为满足自身的利益需求而采取不恰当的行为或是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因此需在重构模

式中成立监督小组，对重构模式各个参与主体的行为以及建设活动进行监督，避免其作出不恰当的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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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碍邻里关系重构的行为。监督小组的成员可以是由业主、业主委员会(家委会)、物业管理公司各自选择

信赖的人作为监督小组的成员，使得重构模式中的各个主体既有权监督又有义务被监督。 

5.5. 重构模式人员保障措施 

住宅小区邻里关系重构模式涉及多方主体、事务繁多，而且持续周期长，在邻里关系重构模式负责

人的选择上切不可随意，要选择真正具有奉献精神以及具有一定文化素养的人员来担任，并在年底给予

相关负责人一些福利奖励，因此可以从小区的在职党员或是退休党员同志中选择合适的人选，发挥基层

党建的引领作用，发挥基层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使得住宅小区在党员同志的带领下重构更加亲密和谐

的邻里关系。 

6. 结语 

商品住宅小区邻里关系重构模式创建了邻里关系建构所需的空间、环境、交往机会等条件，有助于

缓解老龄化下小区老人人际交往的困境以及推进小区良好邻里关系的建构，和谐邻里关系的建构有利于

提升居民的居住幸福感，进而推进小区的治理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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