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会资本理论作为一种理论解释分析框架袁以
其深刻而且不断丰富着的内涵袁对当前政治尧经济和

文化等多个领域有着深刻而独到的解释袁 彰显着雄

厚而神奇的解释力曰作为一种实体性社会实践目标袁
社会资本是弥补市场失灵的投资袁 是保障一个公民

社会的重要公共资产袁 是构成社会资源分配的一个

决定性方面遥特别是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袁社会资

本野使在不求助于利维坦之极端强制力的情况下袁建
立一个允许集体行为和合作的稳定的社会和政治秩

序成为可能遥 冶[1]对于社会野细胞冶的最基本单元要要要
城市社区而言袁社会资本是社区发展的核心要素遥然
而袁一定的地域空间是社区的重要要素袁特别是在我

国野社区建设冶或野社区治理冶话语体系中袁对社区作

为野行政性社区冶的表达中袁社区是作为行政管理或

权力覆盖的对象而存在袁 更具有行政管辖意义上的

野地域空间冶属性与色彩遥 作为社区空间特别形式的

社区公共空间袁 以其特殊形式和存在发挥着特殊的

功能袁于是袁我们要问的是袁社会资本和社区公共空

间之间到底存在何种关联钥或者说袁社区公共空间是

如何影响和制约社区社会资本生长或培育的钥 这是

本文所关切和力图解释的问题遥

一尧社会资本内涵及主要分歧

社会资本是一源于野经济资本冶但又超越野经济

资本冶的概念遥 20 世纪 50 年代西奥多窑舒尔茨渊The-
odore W. Schultz冤 在经济学意义上首次提出人力资

本概念,将野物质资本冶与野人力资本冶相区别 [2]袁在此

基础上袁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 , 格伦窑卢里渊Glenn.
Loury冤首次提出了与物质资本尧人力资本相对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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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社会资本冶概念袁在此袁社会资本这一概念已跨进了

社会学的门槛遥 本文所言的社会资本主要限于社会

学视角袁但既使在社会学领域袁对社会资本的理解也

历经了不同的阶段袁不同学者的理解也有所不同袁既
有格兰诺维特渊Granovetter冤和林南渊Lin Nan冤从社会

网络及其拥有社会资源视角[3]的研究袁也有皮埃尔窑
布迪厄渊P.Bourdieu冤对其野制度化的持久关系网络冶
的解读袁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通过对野由相互默认或

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体制化尧持久关系网络冶的占有

而获取的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袁这种野体制

化网络关系冶是与某个团体的会员制相联系,获得这

种身份就为个体赢得野声望冶,进而为获得物质或象

征的利益提供保证遥 詹姆斯窑科尔曼 渊James S.
Coleman冤 对社会资本进行功能性的社会结构分析袁
认为社会资本由构成社会结构的要素组成, 主要存

在于人际关系和社会结构之中, 是一个共同体之内

的行为主体在长期交往尧合作尧互动过程中形成的一

系列认同关系的网络袁 这些网络为结构内部的个人

行动提供便利[4]渊P337-345冤遥 而罗伯特窑帕特南渊Rob-
ert D. Putnam冤对社会资本进行野特征性冶描述袁将社

会资本概念高度概括为 野普通公民的民间参与网络袁
以及体现在这种约定中的互惠和信任的规范冶袁 并能

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的效率[4]渊P197冤遥除
此之外袁亚历山德罗窑波茨渊Alejandro Portes冤的野获
取资源能力冶说[5]渊P29-143冤尧福山的野信任-繁荣冶模式

分析[6]尧斯蒂格里茨渊Joseph E. Stiglitz 冤的野非正式制

度与市场冶探讨 [7]袁克拉克对于野社会资本支持经济

福利冶的论证尧埃莉诺窑奥斯特罗姆渊Elinor Ostrom冤
对野自主治理体系的社会资本冶研究等等都从不同视

角和层面对社会资本进行过解释的努力遥当然袁最为

经典的莫过于皮埃尔窑布迪厄尧 詹姆斯窑科尔曼和罗

伯特窑帕特南的解释遥
可见社会资本内涵有着差异化的理解袁 导致其

差异性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院 一部分来源于各自

的学科视角及强调侧重点不同所致袁 学界对社会资

本的研究或利用主要体现在社会学尧 经济学和政治

学三大领域袁每个学科都有着自身的学科侧重点尧研
究范式和规范袁使之对社会资本有着不同的理解曰一
部分来源于学者采取的不同分析层面所致袁 如周红

云研究员认为在三种经典的社会资本定义当中袁布
迪厄定义可谓微观定义曰 科尔曼的定义属于中观范

畴曰而帕特南的定义则是宏观层面的定义 [8]遥 托马

斯窑福特窑布朗渊Thomas Ford Brown冤从系统主义视

角对社会资本进行微观尧中观和宏观分析袁力图对社

会资本概括出一个理论化的定义遥 他认为微观层面

的社会资本分析是一种嵌入自我的观点袁 关注的是

个体通过他所嵌入的网络来调配资源的潜在能力曰
中观层面的社会资本研究采取的是一种结构观点袁
侧重于网络的形成尧 集体的行动和成员间义务与权

利的分配曰 宏观层面上对社会资本的研究则持的是

一种嵌入结构的观点袁主要考虑社会资本在其中运作

的网络是如何嵌入到更大的政治经济或文化规范体

系中去的[9]遥

二尧社会资本内涵的学界共识

众多学科之间理解虽然有差异袁 但不同学科领

域的研究在野社会资本冶这个节点上进行了汇合袁野在
社会资本身上袁历史学家尧政治学家尧人类学家尧社会

学家和决策者以及各个领域耶内爷的各阵营袁又一次

找到了一种存在于公开的和建设性的争论中的共同

语言冶[10]袁这恰恰体现了野社会资本冶概念作为一种解

释框架所具有的深厚解释力遥总的来看袁不论是布尔

迪厄将社会资本定义为一种体制化关系的社会网

络袁 还是林南把社会资本定义为一种嵌入个人社会

网络中的资源袁 或者科尔曼把社会资本定义为一种

便利于行动者的隐藏于社会结构中的资源袁 还有普

特南强调的社会资本是一种规则尧网络与信任袁应该

说都有着一定程度的相通尧相似或相关性袁特别是在

社会学领域袁 学界对社会资本的内涵和特征已取得

一定共识遥

渊一冤社会网络尧信任和互惠性规范是社会资本

的核心要素

上述对社会资本概念的梳理中袁尽管皮埃尔窑布

尔迪厄尧科尔曼尧罗伯特窑帕特南等对社会资本有着

差异化的理解袁 但其共识也逐渐显现袁 从帕特南开

始袁社会信任尧互惠规范以及公民参与网络是观测社

会资本的重要内容曰厄普赫夫(Norman Uphoff)将社

会资本归分为结构社会资本和文化社会资本两种紧

密联系的社会资本袁 并认为文化社会资本主要指规

范尧价值尧态度尧信仰尧信任尧互惠等心理过程[11]曰福山

(Fukuyama)也认为社会资本是野一种有助于两个或

更多个体之间相互合作, 可用事例说明的非正式规

范冶[5]渊P72冤遥 我国的杨雪冬研究员认为野社会资本是

处于一个共同体之内的个人尧组织渊广义上的冤通过

与内部尧外部的对象的长期交往尧合作互利形成的一

系列认同关系袁 以及在这些关系背后沉淀下来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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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传统尧价值理念尧信仰和行为规范冶[12]遥 从上述理解

中袁我们可以看出袁无论是对社会资本进行结构性的

理解尧功能性的解读袁还是特征性的描述袁尽管对社

会资本的本质是结构尧 资源还是能力存在着不同理

解袁但其内在要素都与社会网络尧互惠性规范和由此

产生的信任紧密相关袁因而袁作为一种解释框架或分

析范式袁网络尧规范和信任是对社会现象进行解释或

分析的主要进路或向度袁 也是观察和测量社会资本

的主要观测点袁于是袁社会的信任度尧行为规范特征

和连接网络的紧密程度成为衡量社会资本的重要依

据遥

渊二冤社会资本具有野生产性冶
所谓社会资本的野生产性冶包含两个层面含义院

一是指社会资本具有野正冶的社会作用或功能袁有利

于个人尧团体的发展袁能够促进经济尧政治和社会的

进步袁突出的体现在促进物质财富的野生产冶和野增
长冶上曰二是指社会资本本身在野创造冶生产着新的社

会资源或社会关系袁野创造冶 生产着新的社会结构或

者称之为社会资本自身的野生产冶袁体现在社会资本

自身的拓展与变迁遥 20 世纪 70 年代初袁格兰诺维特

研究发现求职者所具有关系网络与求职是否成功之

间有直接关系[13]袁我国边燕杰的研究结论尽管和格兰

诺维特的结论相反袁但也认为社会网络关系的强弱与

社会资源的获得和行为目的的实现具有相关性[14]遥 林

南认为社会资本可以使个人更好地满足自身生存和

发展的需要袁皮埃尔窑布迪厄认为社会资本能够野为
成员获得物质或象征的利益提供保证冶袁科尔曼认为

社会资本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袁 社会资

本是生产性的,使某些目的的实现成为可能袁而在缺

少它的时候,这些目的不会实现冶[15]袁波茨认为社会

资本具有野作为社会控制的来源尧作为家庭支持的来

源尧作为通过家庭外的网络获得的收益来源冶三项正

功能[5]渊P129-143冤遥 上述对社会资本野生产性冶理解的

两个层面实则为同一过程袁 社会资本在促使人们在

社会结构中利用所处的特殊位置而具有了获取利益

的能力的同时袁 也丰富和发展着人们间的交流和相

互关系袁带来社会关系的产生或转型曰社会资本在提

高社会的效率和社会整合度袁促进经济尧政治和社会

发展的同时袁也将网络中的主体置于更丰富尧更广泛

的关系网络中袁 从而为其获得更多的资源提供了可

能遥 社会资本发挥野生产性冶功能的关键在于其对资

源的产生及配置发生作用袁而其背后袁则在于社会资

本促使主体所处和所能够利用的社会网络扩大而且

有效袁促使主体间信任关系的建立和强化袁促成交换

规则的形成和有效运行遥

渊三冤社会资本具有野公共性冶
从社会资本的直观存在状态和来源来看袁 社会

资本存在于社会结构和社会网络中袁 产生于持续的

人际互动交往过程中袁从布迪厄开始袁理论界多认为

社会资本存在于群体之中袁存在于群体关系网络中袁
社会资本的存在及其发挥作用具有相互依赖性袁在
一定意义上袁 社会资本更具有集体特性而不是个人

的特性袁 虽然群体中的个人可以利用社会资本以获

取资源或以此具备某种能力袁 但这种社会资本形式

的获取与占有并不完全受个人支配袁 个人对社会资

本的获取与利用袁实则必须依赖于他人遥不论是社会

网络还是信任袁都是双方或多方主体的范畴袁单个人

无法形成网络袁信任也是双方或多方才能存在袁而互

惠性规范的形成袁既然是互惠性袁自然是彼此相互协

商而成遥 因此袁社会资本具有公共性袁只能为一个群

体所获取袁不可能仅靠个人的力量来获得遥 科尔曼认

为袁野社会资本具有公共品特征是社会资本和其他形

式资本最基本的差别冶[16]袁而所谓公共品特征袁其中最

为直接的体现之一就是其功能的野外溢性冶或野外部

性冶袁即群体中的社会资本一旦形成袁其网络中的成

员或主体袁因其具备该群体的成员身份袁都可以通过

相应的野关系冶或野联系冶来利用该网络并获取相应的

资源袁 不论之前其是否是积极的参与到该社会资本

生产遥于是袁社会资本的存在也给该网络成员提供了

野搭便车冶的可能袁这种社会资本的野外部性冶给社会

资本的延续和发展带来一定的影响和冲击袁 也是在

实践中应该努力避免的遥

三尧社区公共空间及其生产性

根据社区空间的开放程度袁 可以将社区空间分

为公共空间尧半公共空间和私密空间遥公共空间指那

些供城市居民日常生活和社会生活公共使用的室外

空间袁常见的包括街道尧广场尧居住区户外场地尧公
园尧体育场地等袁是居民参与尧交流与互动的重要交

往场所曰半公共空间具有两种形式院一种半公共空间

是指几个群落共同构筑的袁 属于这些住宅群落居民

共同拥有的街坊尧居住小区或居住区外部空间曰另一

种半公共空间是指那种产权归属私人袁 却向公众开

放的空间袁如城市的戏院尧茶馆尧商场等等遥而私密空

间一般指为保护个人隐私性尧 具有很强的排外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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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空间袁如家庭遥本文所论及的社区公共空间包括

社区公共空间和社区半公共空间遥 社区公共空间最

大的属性特点是功能上的野公共性冶和空间上的野开
放性冶袁二者紧密相关遥 空间上的野开放性冶意味着对

一定范围内的所有人开放袁 所有人都有进入的机会

与可能曰功能上的野公共性冶意味着该空间是居民开

展公共活动的重要场所袁 也是居民公共性培育和生

长的重要空间遥
社区公共空间首先是一个物理空间或地域空间

的客观存在袁 社区公共性的物理空间不仅是居民活

动和社会关系的承载体袁也野创生冶着社区的野社会空

间冶 及其社会关系袁 列斐伏尔称之为 野社会空间生

产冶遥 以社会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生活领域尧社会生活

层面以及社会生活方式等构成了社会空间的基本意

蕴袁社会空间的野生产冶以物理空间为客观基础袁人们

在进行社区物理空间野生产冶的同时袁也改造着自身

和自身的精神世界袁创生着各种社会关系袁野生产冶着
新的社会生活领域和社会生活层面袁居民生活方式尧
精神世界也在实践中发生着或明显或潜在的变化袁
社区文化也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变迁遥 人类在空间中

的实践活动是一个从野空间中的生产冶到野空间本身

生产冶的实践过程袁人类生存空间在实践中日益扩大

的过程也就是空间生产过程[17]遥 社区公共空间影响

和制约着社区社会空间生产袁 是通过两个方面来实

现院一方面袁社区物理空间是社区社会空间野生产冶的
基础和前提袁社区物理空间野框定冶着社区社会空间

生产的空间范围和领域袁影响和制约着社会空间野生
产冶的形式尧路径与结果曰另一方面袁社区公共空间制

约和影响着社区居民的行为方式袁 对居民活动具有

前置性制约作用袁 特别是对居民的行为方式与心理

产生直接重大影响遥生活在社区中的居民袁面对不同

社区空间的野框定冶袁居民都会野适应性冶的调整自己

的行为以便更好的在空间生活袁这种野适应性冶过程

往往最初是一种野被动冶反射性行为袁进而逐渐成为

野习惯冶行为袁最后演变为野主动冶行为遥社区空间在型

塑着居民行为的同时袁也影响着居民的思维和心理袁
只是居民自身往往并没有清晰地意识到袁或没有野有
意识冶地去主动野意识冶这种现象袁而社区外的观察

者袁特别是带着野研究目的冶的观察者袁往往能清晰地

感知或发现社区居民的思维观念与心理特征都打上

了或多或少的社区空间的烙印遥也正是因为如此袁一
个社区中的居民行为与心理习惯往往具有一定程度

的相似性或共性袁进而形成各自独特的社区文化袁这
也正是野此社区冶区别于野彼社区冶的重要依据和标

识遥 总之袁野一定的社区空间型塑该社区居民的日常

行为方式和规律袁 型塑着居民的思维习惯和心理特

征冶[18]遥

四尧社会资本的社区公共空间向度

在城市社区这一微空间中袁 社区空间对社区社

会资本的生长有着重要影响袁A&M University 的 Bin
Kang 博士通过对美国及中国社区将近五年时间的

长期跟踪和研究袁 认为城市社区的户外公共空间及

公共空间中人的活动对社会资本有重要影响[19]遥 社

区本质上是居民社会生活共同体袁而野社区共同体的

营建需要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袁 这种良性互动必须

依托于公共空间的平台才能得以实现冶[20]遥 该野共同

体冶的一个重要特殊属性在于其野生活性冶遥社区空间

是居民日常生活活动的空间袁 因社区公共空间具有

野开放性冶和野无门槛性冶特点袁社区公共空间成为居

民休闲娱乐尧锻炼尧聊天交往尧开展文化活动的重要

空间袁 也是居民开展群体性公共活动的最佳选择场

所袁进而也是居民社交网络建立的重要平台遥在此类

公共空间中的居民活动袁具有日常性尧频繁性尧利益

无涉性等特点袁 是社区社会资本培育和积累的重要

途径遥

渊一冤社区公共空间与居民社交网络

社区空间是居民生活交往的基本空间平台袁是
居民社交网络形成及存在的重要制约和影响因素袁
社区空间对社区居民的社交对象尧社交范围尧社交形

式和社交关系紧密性程度等都产生重要影响或制

约袁从而影响着社区社会资本的生长遥
首先袁 社区公共空间影响着居民社会交往的内

容和方式遥居民社会交往的内容和方式多种多样袁但
社区公共空间是居民野日常生活性冶交往活动的主要

空间遥 所谓野日常生活性冶交往是个人为了满足基本

的日常生活需要而发生的交往活动袁 不仅是个人交

往行为中最基础的部分袁 也是满足居民交往需求的

最重要部分袁同时袁还是社区空间内居民交往活动的

主要形式遥居民野日常生活性冶交往具有日常性尧持久

性和非正式性等特征袁 主要体现为居民的娱乐尧聊
天尧生活互助等活动遥也正是因为此类交往行为的日

常性尧频繁性特点袁有利于居民交往行为的深入和彼

此关系的紧密曰同时袁社区公共空间的野日常性冶交往

行为袁多具有利益无涉性尧目的一致性等特点袁使居

民间关系不易因相互利益冲突而破裂袁 使居民社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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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具有坚韧性遥当然袁野日常生活性冶交往网络中个

体之间的关系最初可能处在格兰诺维特所言的 野弱
关系冶层面袁但随着交往的频繁和持久袁存在由野弱关

系冶逐渐转化为野强关系冶的可能袁其实袁不论是野强关

系网络冶还是野弱关系网络冶袁均是社会资本生长的重

要来源遥 由于居民交往内容的野日常性冶袁所以袁也多

是以野非正式冶的尧野面对面冶直接交往的方式进行袁具
有交往野直接性冶的特点遥

其次袁 社区空间制约着居民社交网络范围与交

往对象遥 特别是居民间野日常生活性冶的交往活动多

囿于社区内发生袁 其交往的对象也多是社区内生活

的居民遥 科尔曼认为网络锁定与闭合是社会资本生

成的一个重要组织特征袁 并构建了一个著名的 野闭
合冶模型[21]遥 社交网络的野封闭性冶或野闭合性冶是保持

社会网络稳定性和社会关系稳定性的重要影响因

素袁从而影响着社会资本的产生遥社区空间范围是社

区居民交往网络野闭合性冶或相对野闭合性冶 形成的

重要影响因素遥社区居民交往对象的相对固定袁彼此

间更容易熟悉袁也更容易增加彼此信任度遥这是社会

资本生长的重要促进因素遥 当然袁野流动性冶和野开放

性冶是时代主流袁居民社交网络边界得以空前扩展和

向外延伸袁居民交往对象日益复杂袁使居民对社区内

交往的依赖感减弱袁 在一定程度上冲淡着社区内社

交网络的紧密性袁但这种野跨越冶社区空间边界的交

往多是因居民为达到或实现某一具体目的而进行的

野偶然性冶或野间断性冶社交行为袁该社交活动是居民

社会交往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袁 实则是扩大社会交

往网络范围尧丰富社交网络的重要途径袁有利于产生

和积累更丰富的社会资本遥
最后袁社区公共空间影响着居民参与的形式尧强

度及其效果遥 居民参与是居民参与社会交往活动的

重要组成部分和特殊形式遥 与一般野日常性冶社会交

往不同袁 居民参与侧重于指社区居民通过一定的途

径和形式参与社区公共性事务的决策尧管理和监督袁
表现为各主体在互动中所采取的制度化尧 合法化的

参与方法和策略遥一般说来袁居民参与的内容主要包

括三个层面院第一袁社区层面上的政治参与曰第二袁社
区公共管理中的参与曰第三袁有关社区公共政策制定

与执行的参与[22]遥 一方面袁社区公共空间为社区居民

参与提供了重要空间场所袁甚至某些类似于野社区礼

堂冶的公共空间在原初意义上正是为居民参与而设遥
社区公共空间的大小尧区位尧设计及其设施配置袁直
接影响到居民参与的方式和效果袁特别是传统的野面
对面冶形式的居民参与袁更对社区公共空间有着特别

要求曰另一方面袁居民参与是社区居民本着公共精神

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决策尧监督和管理袁在社区公共

空间内开展居民参与活动袁 有利于居民参与行为的

野公共性冶发挥袁公共空间逐渐获得了野公共性冶的象

征意义袁有利于良好的居民参与网络的建立遥

渊二冤社区公共空间与居民信任

信任是社会资本的重要构成要素之一袁 甚至有

学者将信任等同于社会资本袁 不论是林南认为社会

资本影响信任的生成袁 还是福山认为信任是社会资

本的结果袁信任和社会资本有差别袁但二者存在内在

的相互制约与相互促进的关系遥 梅西克和克雷默认

为信任是个体基于对他人行为是否会遵守或破坏道

德标准所作的一种反馈行为袁 也被认为是施信者对

他人可能行为的一种积极性的预期遥 卢曼将信任分

为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袁 人际信任按照不同的分类

标准可分为特殊信任和普遍信任[23]遥 这里所言的居

民信任袁 主要指社区居民基于前述社区居民交往活

动及居民行为规范的基础上形成的各主体相互间的

信任袁 社区公共空间影响和制约着社区居民信任的

产生及作用遥 人际信任产生于自然人之间的情感关

系纽带袁常发生于首要群体和次要群体中曰而制度信

任发生于更抽象的关系之中袁依赖于制度环境 (如
法律尧政治尧经济等相关制度)遥 社区在最初野生活共

同体冶意义中袁其与野社会冶相区别之一就在于社区内

人际关系的情感纽带及道德规范袁 凸显社区内居民

间的相互信任与相互关爱袁 而社区公共空间通过为

居民交往提供空间袁 进而促进居民交往并以深度的

方式生产着社区内的情感纽带袁 增进社区的情感信

任曰 而现代社区居民间的信任更多地来源于认知信

任袁 建立在知识和个体经历基础上的认知能力是认

知信任发生的基础袁 而社区公共空间内的居民交往

和互动袁是促进居民彼此认知和熟悉的重要场所遥
同时袁 社区空间边界是促成社区内部成员产生团体

意识和社区归属情感的重要因素袁 而这种团体意识

和归属情感是增强社区内居民个人间信任的重要影

响因素袁 而社区公共空间往往是社区团体意识和社

区归属感的重要野演练场野和野培育场冶袁甚至是社区

的野标识冶袁成为社区凝聚力与社区精神的承载物或

体现袁在祖克尔野背景式预期冶理论中袁当个体感知自

己和他人拥有相同的符号尧 文化和对世界的解释系

统等信息时袁个体间更容易持有信任[24]遥 另外袁信任

作为一种对他人的积极预期袁 而这种积极预期信任

建立在居民个人对他人信息的了解和掌握基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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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袁 通过掌握的有关信息来判断他者是否可信或在

哪些方面可信遥野施信者可直接从与被信任者的互动

中获取有关信息袁 也可通过自身经历以及其他交往

人员那里获得与被信任对象相关的信息冶[25]遥 而社区

公共空间多是居民相聚与交流的空间袁 也是信息的

聚集空间袁 而且因公共空间内居民交往关系的多元

性和交错性袁 使社区公共空间内的信息量丰富而多

元袁因而袁社区公共空间成为居民彼此相互获得他人

相关信息的重要场所和渠道袁 而且这种获得他人信

息的方式在具有野近距离冶或野直接性冶特点的同时袁
也具有野丰富性冶和野多元性冶的特点遥 丰富而多元信

息的获取为居民间信任提供重要基础遥

渊三冤社区公共空间与社区规范

尽管学界对社会资本理解有别袁 但都认为 野规
范冶是社会资本的重要要素袁而且这种规范往往具有

互惠性和非正式性遥总体而言袁社区居民行为规范包

括制度性行为规范和非制度行为规范两大部分袁前
者既包括法律法规尧政策等具有普遍效力尧国家强制

性的规范袁也包括形成于社区内部尧作用限于社区内

的类似于村规民约的野居民公约冶曰后者主要包括融

入社区文化中渊也是社区文化重要表现形式冤约定俗

成的社区风俗习惯或社区惯例袁 虽然不具有国家强

制性袁但对居民具有道德约束力遥而社区公共空间与

居民行为规范特别是涉及社区公共利益的公共性规

范紧密相关遥首先袁社区公共空间是社区公共公共性

规范适用的重要空间或场所遥 社区公共利益和公共

秩序的维护袁离不开制度性或非制度性的社区规范袁
而社区公共利益或公共秩序之所以具有其 野公共

性冶袁往往正是因为其在社区公共空间中存在袁或其

与社区公共空间紧密相关遥而且袁不论是制度性规范

还是非制度性规范袁 其适用均要保持社区规范与公

共空间之间具有某种程度上的野相适性冶袁因而袁社区

公共空间的属性与特征影响和制约着社区规范的内

容和特征遥其次袁社区公共空间是居民活动的重要空

间或场所袁特别是社区居民开展自治活动尧互惠性活

动袁更是多集中于社区公共空间中进行袁因此袁社区

公共空间不仅直接影响着社区自治活动尧 互惠性活

动的开展及其效果袁而且袁居民自治规范或互惠性规

范往往正是在多次的自治活动或互惠性活动中产

生袁所以袁在社区公共空间中开展活动更彰显野自治冶
或野互惠冶色彩袁社区公共空间最终也影响着社区居

民自治规范和互惠性规范的形成遥

渊四冤社区公共空间与社区文化

社区社会资本与社区文化二者有着内在的内容

上的相通性袁 社区社会资本是社区文化的重要内容

和体现曰 而社区文化影响和制约着社区社会资本的

形成遥 厄普赫夫甚至将社会资本归分为结构社会资

本和文化社会资本两种紧密联系的社会资本形式袁
足见社区社会资本具有强烈的野文化冶内核和特色遥

因野文化冶之概念存在宏观尧中观和微观层面之

多元分野袁加上研究视角及领域的差异袁社区文化概

念之内涵与外延也存在着广义和狭义之别院野广义的

社区文化袁 指社区居民在特定区域内长期实践中创

造出来的物质文化尧 观念文化和制度文化的总和曰狭
义的社区文化袁是指社区居民在特定区域内长期活动

过程中形成起来的袁具有鲜明个性的群体意识尧价值

观念尧行为模式和生活方式等文化现象的总和冶[26]遥 这

里所言的社区文化是广义的社区文化袁主要包括野社
区物质文化渊如社区文化公共设施尧社区物质文化遗

迹尧文化机构尧文化产业等冤尧社区行为文化渊各种形

式的文化活动冤尧社区制度文化渊社区的制度尧规范尧
习俗尧惯例及仪式性文化活动等冤尧社区精神文化渊社
区文化价值观尧社区精神等冤[27]袁也包括野社区团体尧
组织等内容冶[28]遥 社区文化与社区公共空间紧密相

关遥首先袁社区公共空间本身是社区文化的重要载体

和内容呈现遥 不同的社区公共空间往往体现着不同

的社区文化袁 甚至社区公共空间成为社区文化的象

征或标志袁如上海的野东方明珠塔冶俨然成为上海的

象征和名片袁广州的野小蛮腰广州塔冶是改革开放以

来广东进步与繁荣的象征袁野东方明珠塔冶与野小蛮腰

广州塔冶在很多人的脑海意象中袁已经成为上海和广

州这两个城市的符号记忆遥其次袁社区公共空间是开

展社区文化活动的重要场所遥 社区文化活动特别是

文化娱乐活动袁具有野公共参与性冶的特点袁其理想的

场所非社区公共空间莫属袁 社区公共空间不仅保证

了居民参与文化活动的野公共性冶袁还扩大了社区文

化活动的影响力遥社区公共空间狭小或不足袁成为制

约社区文化活动开展的重要因素遥再次袁社区公共空

间影响和诠释着社区精神文化遥 社区精神是社区的

内核袁是社区长期发展过程中精神文化积累的结果袁
而社区精神必须依赖于一定的物质载体才能存在袁
社区精神也正是通过物质载体得以彰显和传承遥 一

方面袁社区公共空间中象征社区精神的野象征物冶是
一个社区的精神的凝聚和呈现袁社区精神野象征物冶
赋予社区公共空间特殊的精神和文化功能曰一方面袁
社区公共空间及其内的居民交往活动潜移默化地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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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着居民的价值观尧思维观念与方式遥 最后袁社区公

共空间承载着社区居民的历史记忆与情怀遥 社区居

民对社区的自我认同是社区之野共同体冶属性的重要

基础和体现袁也是社区精神的重要内容遥而社区居民

对社区的历史记忆和情怀是促进居民社区认同的重

要方面袁也是居民社区认同的重要体现袁同时袁社区

居民对社区的历史记忆和情怀本身是社区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和体现遥

五尧余 论

综上可知袁 社区公共空间对社区社会资本产生

重要的制约和影响袁但在新时期和新的技术条件下袁
野空间冶的存在方式发生着变化袁人们行为尧社会交往

方式和心理也发生巨大变化袁 这都要求我们在理论

上进行积极回应遥 如袁在互联网时代袁大量的网络虚

拟空间出现袁早已打破传统的空间边界袁在互联网的

虚拟空间中袁 我们需要进一步的探讨虚拟空间中人

与人交往的方式尧路径及网络有着何种特殊性袁我们

面临着虚拟空间又是如何创生和影响社会资本的问

题遥 又如袁因社会的流动性和开放性袁居民社交网络

得以空前的扩展和向外延伸袁 但也正是因为居民大

量社交行为超出社区边界而向外延伸和扩展袁 从而

使居民对社区内交往的依赖感减弱袁 在一定程度上

也冲淡着社区内社交网络的紧密性程度遥但同时袁我
们看到大量人口聚集在城市袁 但居民社会网络的紧

密性程度也并非必然随着空间距离上的拉近而变得

更加紧密袁 甚至因空间狭小和资源有限而带来相互

间的竞争和排斥遥所以袁出现了社区空间和社会关系

紧密程度的悖论袁 这种悖论在社会资本空间向度的

视角上袁我们又该如何解释钥特别是对这种悖论中的

社会资本进行测量和实证量化研究显得尤为迫切遥
还如袁社会资本的消极性不容回避袁有可能对网络以

外的成员带来消极后果袁 波茨认为社会资本的消极

后果包括院排斥或禁止圈外人获得收益袁或者造成部

分团体为了寻求他们自己团体利益而牺牲或损害更

大团体的利益曰团体壁垒带来团体成员义务增多,引
发搭便车现象曰 社群或团体的规范可能限制成员的

个人自由曰用规范消除秀异袁往往使获得社会资本的

人受到社会环境中的规则的限制, 并阻止其作出各

种变革和创新等[5]渊P129-143冤遥 甚至斯蒂格利茨认为

社会资本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袁 与市场这种正式制

度相比有可能是缺乏效率的袁 并可能被挤出市场制

度袁特别是在解决道德陷阱和激励问题时袁实际上会

令事情更糟[7]遥 对于这些消极性袁我们又该如何从社

区公共空间角度进行理解钥 又该如何在利用公共空

间的实践过程中进行回避钥 这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问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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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Community Public Space Dimension
of Social Capital

ZHANG Y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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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cial capital is an important analytical framework to explain social phenomena. Although the
academic community has different understandings of its connotation and denotation, it is generally believed that
social networks, trust and reciprocity norms are the core elements of social capital, and that social capital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野productive冶 and 野public冶. There is an inherently interdepend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space and
social capital. As community public space has special attributes of 野public冶 space, it is the carrier of social capital,
and at the same time creates community social capital. Community public space has important impact and
restriction on the foundation and degree of trust among residents, content of community norms and their reciprocity
degree, and the carrier and function of community culture through the residents爷 behaviors, activities, and
psychological thinking habits, and shape specific and diverse community social capitals. The creation and growth of
community social capital in community is the process for social capital to penetrate and present itself into
communities. This process also shapes and changes the form and function of community public space.

Key words: community space; urban community; public space; social capital; community爷s regulation;
community爷s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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