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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余冰编写的《街坊变迁——城市社区组织的国家性与社会性》基于历时数载的对四个典型城市社区组
织的田野研究及民族志写作，旨在揭示这些喊市社区组织在人员结合、日常实践、观念认同，以及关
注的问题与行动策略等方面的组织特征，指出其间所表现出的国家性与社会性，此亦”国家与社会关
系”在社区组织层面的反映。
《街坊变迁——城市社区组织的国家性与社会性》还探讨了从街坊到邻里再到社区的语汇变迁，此一
语汇变迁背后所反映的组织和社会变迁的实质，以及它们最终所体现的”国家一社会”
的某种结构性转变。
此一转变虽然缓慢目源于中西方不同的历史脉络，但“国家与社会共治”是双方共同的愿景与发展方
向。
在《街坊变迁——城市社区组织的国家性与社会性》的结尾，作者指出当下中国所处的“国家中的社
会”现实，并尝试提出此一视角下的多种研究与实践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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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余冰，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政治与行政学系社会学教研室副教授，人类学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有社区与社会组织、社区与社会工作、社会工怍与社会政策等，致力于将研究成果转化
为政策与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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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当代中国城市社区组织的颠覆与重构过程。
目前学界普遍承认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国家政权在最初的日子里对城市社会改造的主战场在
“单位制”建设。
“单位制”是这样一种被新政权构造出来的体制，即国家通过城镇居民所在的各类单位来实现对社会
成员的政治动员和经济控制，同时亦通过单位提供社会管理、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等功能。
“单位”是城镇居民就业于其中的一个个正式的社会组织如工厂、商店、学校、医院、党政机关等，
又可分为企事业单位、行政机关单位等。
其实这一时期农村的人民公社和生产队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看做是执行政府计划和国家意志的“附属
单位”。
在以单位体制为主导的社会结构当中几乎一切社会组织都成为单位，由这种单位组织赋予社会成员权
利、身份及合法性。
这一体制迅速成为社会主义中国城市中公有制体制内人员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管理上的主要形式，成
为中国城市社会结构的主体（路风，1989；李路路、李汉林、王奋宇，1992；杨晓民、周翼虎，1999
）。
而“街居制”则是以地域社区为范围设计出来的对单位体制的补充，这是一种以城市中的街道办事处
和居民委员会为依托，针对那些单位制控制不到的无单位归属人员（如老弱病残孤、家庭妇女、待业
青年、社会闲散人员、两劳释放人员、地富反坏右等“坏分子”等）的地域管理方式。
由此，国家至少在理论和理念上实现了对整个社会全面而完全的控制与渗透。
　　研究者们通常称“单位一街居”这一双重管理机制为“国家行政全能型管理”（潘小娟，2004
：197）。
这是一种资源配置和社会整合上的“全能主义”（totalism）管理体制，即以政府为代表的国家对社会
资源拥有完全的控制调配权并行使全部的社会功能，而社会成员的行为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道德和法
律准则（杨晓民、周翼虎，19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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