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邻里空间>>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邻里空间>>

13位ISBN编号：9787806789919

10位ISBN编号：780678991X

出版时间：2008-11

出版时间：上海书店出版社

作者：桂勇

页数：312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邻里空间>>

前言

　　早在1887年，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在《社区与社会》一书中提出了作为一种由具有共同价值取向
的同质人口组成的关系密切、守望相助、富于人情味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的社区概念。
社区是居民在私人空间之外的一个彼此沟通的公共领域，是居民培育和锻炼“自我管理、自我服务、
自我教育”能力、培养公共意识的重要领地。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城市基层社会逐步建立了以“单位制”为主、以基层地区管理即街道办事
处和居民委员会为辅的管理体制。
国家通过单位这一组织形式管理职工，通过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管理社会闲散人员、民政救济和
社会优抚对象等。
街道办事处的任务是办理市、市辖区人民委员会有关居民工作的交办事项，指导居民委员会的工作，
反映居民的意见和要求。
居民委员会的任务是办理有关居民的公共福利事项，反映居民的意见和要求，动员居民响应政府号召
并遵守法律，领导群众性的治安保卫工作、调节居民间的纠纷等，从而实现了对城市全体社会成员的
控制和整合，达到了社会稳定和巩固政权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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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目前关于中国城市邻里的研究基本上都深受“国家—社会”范式的影响。
对此，书稿提出一个以行动者分析为核心的解释性框架，即从行动者在充斥着各种政治、社会因素的
特定邻里空间中的行动出发，对城市邻里进行分析。
全书按照上述框架，以上海市的经验为例，对城市邻里的行动、组织与政治互动等问题进行了分析。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邻里空间>>

作者简介

　　桂勇，1973年生，1991年进入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学习，1999年获得社会学硕士学位，2002年获得经
济学博士学位，2004-2005年赴哈佛大学进行为期一年的学术访问，现为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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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执行”（朱健刚，2002：86，95-96）。
　　事实上，即使是在具体工作的分担方面，居委会与街道也存在着很大矛盾。
街道希望居委会能够承担自己分派下去的工作，居委会干部则怀疑街道故意把自己的工作往下推卸，
使自己多做了许多工作。
这样，在居委会接受街道的指挥、承担相应的行政事务时，二者之间本身就产生了利益方面的争夺问
题。
　　谈到居委会，不能不提到邻里中的党组织。
从形式上的制度来看，邻里中的党组织与居委会之间存在着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例如，沪委（97）7号文件《关于加强和改进社区党的建设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规定了居民区党组织
在居民区中的地位：“居民区党支部是党在社区最基层的组织，是居民区各种组织和各项工作的领导
核心。
”不过，根据我个人的观察，二者之间的区分，与其说主要体现在组织方面，不如说体现在个人方面
。
在邻里之中，积极活动的党组织与居委会有时并不存在着太大的区别，真正体现党组织的主要是党组
织的书记，而书记往往又成为居民委员会实际上的一把手。
在书记的领导下，居委会的工作与党组织的工作几乎是合二为一的。
这样，在党组织与居委会之间进行截然的区分并没有太大意义，在观察邻里生活时我们不妨把更多的
注意力集中到具体的个人身上。
　　在一个居民区中，党组织与居委会往往具有某种“党政合一”的特征，居民区党支部的支委与居
委会干部在具体人员上都是交叉的。
居委会中的主要党员干部一般都是支委的成员，街道也希望借助于居民区党组织来把握整个居民区的
工作。
这样，真正在居民区中出现的不是以“党组织”这一形式表达出来的组织体系，而是在党组织中具有
特定身份的具体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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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针对我国城市基层社会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向社区制的转变过程中出现的现实问题，《邻里
空间：城市基层的行动、组织与互动》以宏观制度与结构变迁为背景，用社会学的行动者分析框架，
从邻里空间与组织、社区建设与邻里空间的行动者、社区参与与利益关联、制度创新、组织变革与邻
里政治、宏观结构变迁与微观政治空间的转换、基层自治与基层政权建设等方面，对当代中国城市基
层的社会政治演变逻辑进行分析和探讨，进而对发生于城市基层的一些结构性因素予以深入而详细的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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