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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关于社区的对话:北京首届(2006年度)魅力社区评选活动专家访谈实录》内容简介：“社区”一词在
我国出现大约是在上世纪80年代，而人们对社区建设管理与人际关系的关注也只是近十年的事情，对
社区现状介绍与理论经验的探讨，这类著述也随之多了起来。

《关于社区的对话》一书，无意为您陈列关于社区的基础知识，也并未潜藏深奥的理论，它不是系统
而严谨的教科书，也不是时下流行的实用手册，这里辑录的只是广播直播中主持人与嘉宾的一席席对
话。

2006年7月至10月，“北京首届魅力社区评选活动”举办。
活动期间，近二十位研究社区问题的学者、专家、律师应邀走进活动主办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城
市管理广播直播间，与两位主持人，一位是博士，一位是主持界最高奖项“金话筒”奖得主，进行了
广泛而深入的讨论。
对话中有对北京社区建设现状的扫描，有对社区功能与定位的探讨，有对社区矛盾冲突的分析，有对
新老社区建设问题的会诊。
来自广播这种大众传媒，固而这些对话更口语，更通俗，对话中的问答亦都是依托北京社区建设与管
理实践，同时又茴归于社区建设与管理实践，因此更切合社区居民、社区工作者所思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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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应该承担什么功能——北京市社区建设领导小组专家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
发展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沈杰如何协调社区建设与社区管理——北京市社区建设领导小组专家组
成员、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社会工作学院常务副院长、副教授陈涛谁应是社区建设的主体——作家、社
区工作者北野北京社区建设现状与社区体制刨新——北京市社区建设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北京市管
理科学院院长、研究员马仲良社区服务如何完善——北京市社区建设领导小组专家组成员、中国青年
政治学院社会工作学院副教授孙莹如何促进不同人群对社区的认同与归属——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
口学院副教授姜向群社区交往与居民幸福感——北京市社区建设和城市管理体制改革领导小组专家组
副组长兼秘书长、北京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吴刚社区中业主和物业的矛盾如何解决——北京
市和谐社区发展中心CEO蔡若焱业主个人与整体权利的维护——社区工作者舒可心怎样扭转观念错位
而达到和谐——北京律师协会房地产专业委员会委员、北京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陈旭制度完善与社区
建设——北京市律师协会物管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孟宪生居民“自治”与社区建设——北京社科院政治
学所副所长、北京社区研究基地主任、北京国际大中城市社区研究建设比较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于
燕燕社区文化建设与社区发展——北京市社区建设和城市管理体制改革领导小组专家组成员、北京社
科院首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研究所副所长袁振龙农村社区建设——市农委研究室主任王修达老社区怎
么才能更加宜居——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教授姜向群新社区如何更加和谐——北京市社区
建设领导小组专家组成员、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社会工作学院副教授孙莹百姓“选优”对社区建设的作
用——北京市社区建设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北京市管理科学院院长、研究员马仲良附录社区工作经
验抬粹魅力社区，魅力无穷对社区建设工作的思考和建议后记 世界并不缺少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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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姜向群：首先，居民需要在我们这次活动中，有一定的认同感，这样才能参与到我们的活动
中，有认同感才能保证我们这次活动取得成功。
第二点产生新的认同感，这样也能推动今后社区建设工作产生新的魅力。
我想这个是更重要的，也是我们这次的主要目标之一。
主持人：原来没有认同感的，希望通过这次活动产生认同感；原来已经有认同感的，希望大家能有一
种新的认同感在这个过程中产生。
我想起我们边台长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如果通过这次魅力社区评选，大家真的对自己的社区产生认
同感了，其实也是这次评选活动的成功表现之一。
姜教授您在研究整个社区发展和社区建设的问题过程当中，接触到这些社区，社区里居民的认识程度
怎么样？
会觉得这种认同感很重要吗？
姜向群：社区发展、社区服务、社区建设实际上是我们从西方引进过来的概念，实际在中国大城市开
展社区建设的时间并不长，也就是十几年的时间，对于这样一个新的事务，大家可能接受起来需要一
个过程，认识起来也需要一个过程。
从我所接触到的北京市这些各类社区的情况看，认同感还不是特别强。
各个阶层的居民由于层次、职业、文化及年龄的不同，认同感也会有很大差距，有一定差异。
我感觉北京当地的居民，对社区认同感要强于流动人口。
同时老旧社区的居民认同感要强于新建的一些社区。
再有一个特点是社区里面老年人的认同感要强于正在工作的人们，少年儿童的认同感比中青年人要强
。
主持人：我们城市管理广播的很多编辑记者，可能都是你讲的“中段”，结果反倒是对社区认同感相
对比较弱的，而两头的一老一少，对社区的认同感反而很强。
为什么会在年龄上出现这样一个问题？
姜向群：这个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们工作节奏非常快，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单位度过的，回家一般比较
晚，这样在社区生活时间比较少。
像老年人的群体退休以后生活的场所主要是社区，少年儿童活动场所除了学校之外，就是在社区里面
。
所以我想这个跟生活的特点和工作的状态是有直接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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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关于社区的对话:北京首届(2006年度)魅力社区评选活动专家访谈实录》编辑推荐：为促进北京市社
区建设提高社区管理水平树立优秀社区典型动员社会各界关注支持和谐社区建设在北京市委市政府支
持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城市管理广播联合北京电视台财经频道、北京晚报北京晨报搜狐焦点房地产网
等多家媒体整台政府社区媒体百姓中国人寿保险公司等各方资源开展北京“魅力社区”评选活动打造
出一个北京社区评选的权威品牌引起了全市百姓的高度关注。
北京首届(2006年度)魅力社区评选活动自2006年7月2日开始，10月29日结束，历时4个月时间。
经过初选复选和决选三十阶段共组织了28场大型地面推广活动收到来自各个途径的有效投票220余万全
市2500多个社区中有1420个社区获得了市民投票。
最终由百姓评选出“魅力社区30强”10个“北京首届魅力社区”和10个魅力单项奖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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