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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study of sociology and geography on community is of long standing , nevertheless , com2
munity geography which was a branch of human geography formed at a late tim. It was put forward

by the scholar of our country at the beginning of 80s and at the end of 90s in the 20th century. Under2
go development for ten years , community geography not only forms itself more integrated subject

f rame and theoretical system , but it is accepted by more human geographical scholars. Many academic

journals have published many articles on community geography at home and abroad. It makes clear

that community geography plaies an important part in study community.

The 21st century will be a century that depends mainly on knowledge economy. Various fields of

world will be influenc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knowledge economy , it will bring about that the whole

world will take on an earth2shaking change. In the century of great change , community geography is

adap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21st century , community geographical research present state and

facing situation must be analysed. Community geography in the 21st century can be understand only if

it is achieved.

The article briefly sets forth the forming of community geography , relates research present state

and facing situation of it .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re will be 12 hot spots for the study of commu2
nity geography in the 21st century. They are : (1) community development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 ;

(2) community development ; (3) community environment ; (4) community programme ; (5) com2
munity management ; (6) the citification of country ; (7) social ill state of community ; (8) commu2
nity poverty ; (9) the community economy ; ( 10) community culture ; ( 11) spiritual community ;

(12) the subjunctive community.

At present , f rom the features of community development in the world we see that one hundred

countries and more are carrying out the scheme and the plan of community development . Thus it can

be seen a mighty movement of community development will be unfold in the world. The situation will

create a good environme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geography in the 21st century. For this

reason , it can be predicted the 21st century must be a time of rapid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geogra2
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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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 　要 : 本文简述了社区地理学的形成、研究

现状和面临的形势 , 对 21 世纪的社区地理学进行了

展望。指出 21 世纪的社区地理学有 12 个热点课题 ,

即 : (1) 社区发展合作组织 ; (2) 社区发展 ; (3) 社

区环境 ; (4) 社区规划 ; (5) 社区管理 ; (6) 农村社

区城市化 ; (7) 城市社区病态 ; (8) 社区贫困 ; (9)

社区经济 ; (10) 社区文化 ; (11) 精神社区 ; (12)

虚拟社区。从目前世界范围内的社区发展运动看 , 从

21 世纪社区地理学研究的领域看 , 21 世纪将是社区

地理学的大发展时代。

关键词 : 21 世纪 ; 社区地理学

中图分类号 : K90112 　　文献标识码 : A

1 　引言

　　关于社区的社会和地理研究由来已久 , 自从 1887 年德

国早期社会学家 F·滕尼斯 ( F·Tennies , 1859 —1936) 在他

的著作《社区与社会》中 , 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提出社区以

来 [1 ] , 距今已有 100 多年的历史。但是 , 作为人文地理学

的一个分支学科的社区地理学其形成则较晚 , 经过多年的

发展 , 社区地理学不仅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学科架构和理论

体系 , 而且被越来越多的人文地理学者所接受 , 国内外许

多地理学术刊物上 , 发表了许多有关社区地理学研究的文

章 , 这表明社区地理学在社区研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2 　社区地理学的研究现状和面临的形势

211 　社区地理学的研究现状

目前 , 就国内外来看 , 社区地理学研究的内容比较复

杂 , 不仅涉及空间社区和非空间社区 (精神社区) [2 ] , 而且

还涉及理论和技术方法。

在理论和技术方法研究上 , 主要集中在以下 4 个方面 :

①西方社区理论 ; ②中国本土化的社区理论 ; ③发展意义

的社区理论 ; ④计算机技术应用和建模 [3 ,4 ] 。

在空间社区研究上 , 主要集中在以下 7 个方面 : ①社

区界限的界定 [5 ,6 ] ; ②社区建设与社区发展 [7 ,8 ] ; ③社区文

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9 ,10 ] ; ④社区失业与自愿服务 [11 ,12 ] ;

⑤社区犯罪与治安 [13 ,14 ] ; ⑥乡村社区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村

社区社会经济区域发展规划、农村社区产业结构调整与农

业产业化、农村社区贫困和农村社区城市化上 [15 —20 ] ; ⑦城

市社区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空间结构系统、城市社区空间

扩散及边缘区、城市社区的市场、社会和感应空间研究、

城市社区生活空间、大都市社区逆城市化和再城市

化 [21 —26 ] 。

在非空间社区研究上 , 主要集中在以下 3 个方面 : ①

社区互动与认同感 ; ②社区种族和民族结构系统 ; ③宗教

社区结构 [27 —32 ] 。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 , 社区地理学目前研究的课题 , 大

多数都是社区中存在的热点问题 , 这说明社区地理学为解

决目前的社区地理问题正发挥着重大的作用。

212 　社区地理学面临的形势

21 世纪的人类社会与 20 世纪相比 , 将会发生翻天覆

地的变化 , 最显著的特征是 : ①社会结构走向社区化 ; ②

社区组织走向社会化 ; ③社区建设走向有序化 ; ④社区文

化走向大众化 ; ⑤社区功能走向多样化 ; ⑥社区管理走向

信息化 [33 —35 ] 。就目前人类社会的发展看 , 上述特征已初见

端倪。正是人类社会的这种发展趋势 , 使得一个新的“世

界性的运动”, 正在全球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 这就是“社

区发展的全球战略”。

“社区发展的全球战略”既给社区地理学的发展带来了

良好的机遇 , 又给社区地理学的发展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首先 , “社区发展的全球战略”涉及社区全方位的内

容 , 如社区理论 , 社区发展和社区发展合作组织 , 社区规

划与管理 , 社区空间结构系统的整合 , 社区生活空间质量

评价 , 社区功能的协调 , 社区服务与社会福利 , 社区文化

建设 , 社区环境建设 , 社区经济建设 , 社区法制建设 , 社

区政治建设 , 社区病态的防治管理 , 社区康复管理和社区

护理管理等等 [3 ,36 ,37 ] 。因此 ,“社区发展的全球战略”为社

区地理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机遇 , 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其次 ,“社区发展的全球战略”涉及到的学科不仅仅是

地理学 , 而且还涉及到社会学、经济学、资源学、人口学、

环境学等诸多学科。社区发展的全球战略要求涉及到的诸

学科全方位创新 , 显而易见 , 这就给社区地理学带来严峻

的挑战 , 社区地理学如果不从研究的理论、方法、技术、

手段等全方位创新 , 不积极参与科技市场的竞争 , 就无法

适应目前的挑战和 21 世纪的发展 [38 ,39 ] 。

社区地理学面对“社区发展的全球战略”这一现实 ,

应有新思路 , 树立新观念 , 制定新战略 , 积极创新 , 推向

市场 , 抢抓机遇 , 迎接挑战 , 以全新的面貌迈入 21 世纪。

3 　21 世纪的社区地理学

　　21 世纪将是知识经济的时代 , 知识经济的发展将影响

到社区的方方面面 , 21 世纪的社区地理学与目前的状况相

比会发生巨大的变化 , 在目前研究的基础上 , 除了对原有

的一些研究领域不断深化外 , 还必将开拓一些新的研究领

域 , 笔者认为 , 21 世纪的社区地理学至少有 12 个热点课

题。

311 　社区发展合作组织研究

在 21 世纪 , 全球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会继续存

在 ; 社区贫困更加突出 ; 社区失业、社区犯罪、社区助残、

社区护理、社区建设等诸多问题日趋明朗化。如何解决这

些复杂的社区社会问题 , 西方“社区发展合作组织”

(Community Development Corporations , 简称 CDC) 的发展

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良好的经验。CDC 起源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西方发达国家 , 具有 3 个特征 , 即 : ①社区居民

自治 ; ②发展社区经济 ; ③确定工作目标。在西方发达国

家 , CDC并不仅仅出现在城市社区 , 而规模最大、历史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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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久的 CDC都在乡村社区 , 它们带动和促进了周围地区社

会经济的发展 [3 ] 。21 世纪 , 如何发挥 CDC在社区发展中的

作用 ; 如何通过 CDC日常的社区建设活动 , 逐渐扩大 CDC

的影响 ; 如何使 CDC向经济不发达的社区倾斜 , 改变生活

环境 , 创造就业机会等等 , 都是社区地理学研究的方向。

312 　社区发展研究

社区发展在西方有着悠久的历史 , 不同时期有着不同

的含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 西方许多发达国家普遍面临

着城市社区失业、社区贫困、社区社会秩序恶化、经济发

展缓慢等一系列问题 , 由于仅靠政府的力量难以解决这些

问题 , 因而一些社会学家提出用社区规划、社区发展的思

路去应对问题 , 现代意义上的社区发展出于政府和社会工

作的文献中 [8 ,40 ] 。1951 年 , 联合国经社理事会通过了 390D

号决议 , 力图通过“社区福利中心计划”推动世界社会经

济的发展。后来联合国修改了 390D 号决议 , 以“社区发

展计划”代替了原来的“社区福利中心计划”。20 世纪 60

年代 , 联合国把发展的重点放在发达国家 ; 70 年代亚洲一

些经济发展较晚的国家重视社区发展 ; 80 年代以来 , 美国

等一些发达国家提出了社区主义 [33 ] ; 据不完全统计 , 目前

全世界有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了社区发展方案与计

划 [41 —43 ] 。

313 　社区环境研究

社区环境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人工环境 , 是社

区建设和社区发展的基础。目前 , 由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

发展 , 大大促进了世界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的发展 ,

给社区环境带来了工业污染、信息污染、社会文化污染等

一系列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 , 严重影响了社区居民的身心

健康和生活质量 , 因此 , 加强社区环境建设 , 提高社区居

民生活质量已成为社区居民普遍关注的热点和难点问题。

进入 21 世纪 , 人类对社区环境质量的要求会更高 , 如何努

力营造 21 世纪的新颖的生态社区环境 , 给社区居民一个天

更蓝、水更清、地更绿、居更佳、境更静的人间天堂环境 ,

正是 21 世纪社区地理学所追求的目标。

314 　社区规划研究

社区规划一直是社区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社区规

划的任务是在国家发展建设总方针的指导下 , 依据社区的

自然条件 , 历史状况、现状、特点 , 合理确定社区在规划

期内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社区的发展性质、规模及布局 ,

合理利用社区资源、综合部署社区经济、文化、公用事业

等各项建设 , 保证社区有序、协调地发展 [3 ] 。不同的社会

历史时期 , 社区的发展目标不同 , 因此 , 社区规划也不同。

社区规划伴随着社区的产生而产生 , 伴随着社区的发展而

发展。进入 21 世纪 , 社区发展的速度更快 , 目标更高 , 社

区规划更为重要 , 因此 , 社区规划是社区地理学的一项长

远的战略性课题 [3 ,44 ,45 ] 。

315 　社区管理研究

社区管理既不同于行政管理 , 也不同于行业管理 , 它

是社区政府及社区组织对社区的组织部分及其发展过程进

行的组织、指挥、监督和调节。社区管理的内容较多 , 但

主要的是社区发展计划管理、社区公共事务及其活动管理

和生态环境管理 [3 ] 。在社区管理方面 , 目前西方发达国家

已经获得了成熟的经验 , 并形成了先进的管理模式 , 如 :

①管理者行为倾向模式 ; ②管理互动主体配置模式 ; ③管

理互动中介变量介入模式 ; ④管理决策过程模式 ; ⑤管理

效能滞后模式 [3 ,46 ] 。这些模式在西方社区管理中发挥着重

大作用。在发展中国家 , 社区管理比较落后 , 其社区管理

模式并没有完全成型 , 这极不利于社区的发展。进入 21 世

纪 ,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一步发展 , 必将推动社区大

发展 , 因此社区管理更加重要。尽管社区管理一直是社区

地理学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 , 但是在 21 世纪社区管理的地

理学研究会显得更加重要 [3 ,46 ] 。

316 　农村社区城市化研究

农村社区城市化不仅是人类社会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

代工业社会过渡的必然产物 , 而且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

志。

尽管有些学者提出了“城乡一体化”的思想 , 即城市

和乡村合二为一 , 融合为一种新的社区 , 而且这种思想还

为许多人所接受 , 似乎现代城市郊区化也提供了强有力的

证据。但是预言这种新型社区是否会变为普遍的现实 , 则

还为时过早 , 至少 21 世纪不会实现 [5 ,47 ,48 ] 。尽管如此 , 有

一点可以肯定 , 21 世纪农村社区城市化水平会大幅度提

高。因此 , 21 世纪社区地理学应把农村社区城市化作为一

个重大的战略性课题进行研究 , 积极探索农村社区城市化

的道路。

317 　城市社区病态研究

城市社区病态指的是城市社区的各种犯罪和城市社区

生活带来的心理压力而形成的各种精神病态 , 它是一种社

会综合病症 , 是复杂的社会问题和自然问题相互作用交织

在一起形成的综合体。进入 21 世纪 , 随着科学技术和生产

力的发展 , 城市社区固有的各种矛盾日益激化 , 各种社区

病态日益突出 , 而且一些新的城市社区病态 (白领犯罪、

计算机犯罪、信用卡犯罪 ⋯⋯) 不断出现 [49 ] 。

城市社区病态问题涉及到许多地理内容 , 仅靠犯罪学、

心理学和医学难以很好的解决。21 世纪城市社区病态发展

的趋势要求社区地理学参与研究 , 社区地理学在城市社区

病态研究上大有用武之地 , 至少可以从以下 12 个方向进行

研究。(1) 城市社区病态 ; (2) 城市社区病态场 ; (3) 病

态行为空间的选择规律 ; (4) 自然条件与城市社区病态 ;

(5) 社区人口地理特征与病态空间分布 ; (6) 城市社区病

态市场 ; (7) 病态地图标识与病态区域模型 ; (8) 城市社

区病态的空间差异性 ; (9) 城市社区文化环境与病态特征 ;

(10) 城市社区病态区划与空间规划 ; (11) 城乡社区结合

部的病态特征 ; (12) 城市社区病态的防治与对策 [50 ,51 ] 。

318 　社区贫困研究

社区贫困作为一种文明社会的社会现象 ,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就一直是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研究的课题 , 20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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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 90 年代 , 社区地理学家也介入了社区贫困研究。目前世

界上处于绝对贫困的人口达 11133 亿 [18 —20 ] , 这些人口绝大

部分分布在发展中国家的农村社区。这种社区贫困问题的

影响 , 使得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多数国际组织和许多发展中

国家把反贫困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目标 [52 —54 ] 。尽

管 21 世纪的知识经济将会促进社区的发展 , 但 21 世纪的

社区贫困将不会消失 , 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将仍然存在。21

世纪社区地理学的主要任务之一 , 就是研究社区贫困 , 特

别是要研究农村社区贫困 , 分析其成因 , 探索解决社区贫

困的途径 , 以促进农村社区的社会、经济和科技的发展。

319 　社区经济研究

社区经济是指在一定的社区中 , 物质形态和价值形态

的资源变数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重新组合配置 , 创造新价

值的一种经济现象 [9 ,55 ] 。笔者认为 , 进入 21 世纪 , 尽管各

国在诸多方面仍会存在分歧 , 但在发展社区经济上却都是

一致的 , 发展社区经济仍然是各国的首要任务。在这种情

况下 , 社区地理学必须积极参与社区经济建设 , 社区地理

学不仅要研究社区经济的基本结构 , 还要研究影响社区经

济发展的内在因素、外在因素和体制环境 , 研究社区经济

理论 , 为 21 世纪社区经济的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3110 　社区文化研究

社区文化是区域性和综合性的文化 , 是一定区域内社

会共同体所反映出来的有关人的行为模式、社会习俗、生

活方式、价值观念、思维定向、地域心态等文化现象的总

和。社区文化为社区居民共同创造 , 反过来又对社会居民

的人格精神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

发展 , 21 世纪的社区文化将变得更加文明 , 更加多样化、

趋同化。21 世纪社区地理学对社区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社区文化的发展和社区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上 [3 ,11 ] 。

3111 　精神社区研究

精神社区没有明显的地域空间 , 但其社区人口有着共

同的成员感和归属感 , 有着某些共同的价值观念、生活方

式和信仰 , 如民族社区、种族社区、宗教社区等就属精神

社区 [30 ] 。尽管 21 世纪的主题仍然是和平与发展 , 但从目

前精神社区的现状可以预言 , 21 世纪的种族矛盾、民族矛

盾和宗教矛盾将会长期存在。因此 , 如何协调精神社区的

各种矛盾 , 促进精神社区的发展是社区地理学必须面对的

一个重大课题。在 21 世纪 , 社区地理学对精神社区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三个方向 , 即精神社区的内外部环境研究 ; 精

神社区的结构系统研究和精神社区的互动与认同感研

究 [56 ,57 ] 。

3112 　虚拟社区研究

知识经济的发展将使人类社会在形式和结构上发生根

本性的变化 , 虚拟社区的出现足以证明这一点。虚拟社区

是借助计算机科学而形成的网络社区 , 这种社区内容复杂

多样 , 影响到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 , 在社会的持续发展中 ,

虚拟社区所起的作用有时是空间社区和精神社区所起不到

的 [58 ] 。因此 , 在 21 世纪 , 社区地理学必须开拓虚拟社区

这一新的研究领域 , 研究虚拟社区的形成环境、分布规律、

空间结构和辐射半径 , 以便为虚拟社区建设、管理和调控

提供科学依据。

4 　结语

　　目前 , 全世界 100 多个国家正在实施社区发展方案与

计划 , 我国也不例外 , 2000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下文转发了

《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 由此可见 ,

社区发展运动将在 21 世纪世界范围内轰轰烈烈展开。这种

形势将为 21 世纪社区地理学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

因此 , 可以预言 , 21 世纪将是社区地理学的大发展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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