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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首先探讨和谐社区的概念及其目标内涵，选择感知环境、公共服务设施、社会环境因素，调查

分析市民对杭州城市社区生活环境建设的满意认知程度，最后提出进一步改善杭州城市社区环境的对策建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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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和谐社区的概念与目标内涵 

1.1   和谐社区的概念 

图 1  和谐社区的组成要

“社区”是一定规模的人口通过特定的组织方式定居所形

成的日常生活意义上心理归属的范围1。与居住区概念相比，

社区的意义更加广泛，涵盖了物质与精神两个层面。什么是“和

谐社区”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笔者认为它泛指一种以社区

为基本单元的社区建设与管理中所希望达到的人与人、人与环

境、人与社会之间的共生关系。 

1.2   和谐社区的目标内涵 
营造和谐社区从内涵上可以分为美满的家庭生活；良好的社区生活环境；稳定发展的社

会氛围三个不同的方面。三者是相互影响的，要达到建设和谐社区的目的需要在三者之间找

到共生关系，其中又以良好的社区生活环境为核心。作为家庭与社会的联系纽带，良好的社

区生活环境对于和谐社区的营造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社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是人们生活的基本空间。只有建立和谐社区才是社会稳定团结

的根本。而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是建设和谐社区的重要保障，特别是要注重调动一切积极

因素，协调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营造和谐相处的人际环境，努力形

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区。如果市民都能从日常生活的细节中，

享受到自己所在社区的和谐，那么整个社会也就会逐步进入和谐。 

 

 

图 2  社区生活环境认知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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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杭州社区生活环境认知调查与路径设计 

2.1   杭州社区生活环境认知体系构建 

社区生活环境是指在与社区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相互影响下并与特

定地域相结合而形成的居住环境。影响居民社区生活环境质量的因素有很多，在本次研究中

重点考虑了感观环境、公共服务设施、社会环境三个方面的影响因素。 

感观环境因素的选择以满足社区居民在日常生活中对环境的基本认识为主，在其认知因

子上选取：社区绿化状况（A1）；社区安静程度（A2）；社区周边城市景观满意度（A3）三

个方面的因子。                                       

公共服务设施的选择以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基本服务设施为认知因素，包括社区与外部

的交通联系（B1）；社区停车场地的使用状况（B2）；社区娱乐设施状况（B3）；体育健身

设施状况（B4）；老年人活动场所（B5）；社区购物方便程度（B6）；医疗卫生设施状况（B7）

等七个认知因子。 

社会环境因素方面是从社会宏观层面来考虑影响居民生活满意程度的各种因素，包括：

社区邻里交往状况（C1）；社区的公共交往空间（C2）；社区治安状况（C3）；社区及周边

的教育环境（C4）等四个认知因子。 

2.2   调查与分析方法 

本文研究资料以 2004 年杭州市市民社区生活环境满意度认知调查为依据，调查开展在

周末杭州市主要市民广场上，对来往市民采取访问式进行。 

作者根据市民满意度认知强度高低分别赋分值 3、2、1 代表满意、一般、不满意来分

析居民对不同选项的认知。 

2.3   被访市民基本特征 

这次调查中共有 1004 名有效访问对象，他们具有以下特征：①访问对象性别构成：男

性 66.8％；女性 33.2％。②年龄构成：20～30 岁占 34.9％；31～40 岁占 20.1％；41～50 岁

占 16.4％；51－60 岁占 3.1％；61 岁及以上占 15.5％。③职业构成：工程师占 12.8％；工人

占 7％人；公司职员占 20.5％人；公务员占 7.8％人；教师占 5.7％人；学生占 18.8％；其它

占 27.4％。④学历构成：研究生及以上占 4.7％；本科占 42％；专科占 23.8％；其它占 29.5
％。⑤居住城区构成：拱墅区占 14.2％；上城区占 9.3％；江干区 13.5％；西湖区 25.4%；

下城区 19.5%；萧山区 4.2%；余杭区 1.7%；滨江区 1.3%；其它 11.2%。   

3   杭州社区生活环境满意度认知分析 

3.1   社区生活环境整体认知分析 

杭州城市居民对社区生活环境总体满意程度不高，从三个方面因素认知平均得分看，公

共服务设施类的不满程度最高，对感知环境和社会环境的不满程度相对较低，表明目前杭州

社区的感知环境建设和社会环境建设能够基本满足居民的需求。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与居

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服务设施配套情况达不到居民日常生活要求。 

3.2   感知环境因素满意度认知 

传统的生活环境注重对感知环境的改善，社区感知环境的改善是社区建设的前提，是良

好生活环境形成的基础。调查表明市民对所居住的社区感知环境认识有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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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 居民对社区的绿化状况满意程度较高，居民居住环境中基本绿化环境得到很好的改

善与提高。是居住区建设质量提高的表现。 

⑵ 有 35％的居民对于其居住周围的安静程度表示不满。杭州市城市建设日新月异，然

而在开发建设过程中仍有很多管理不善之处，违章施工、汽车噪声给周边居民带来的噪音干

扰较大，成为居民抱怨的焦点之一。 

⑶ 较多的杭州居民对于现阶段城市建设中城市景观的满意程度表示一般，城市建设缺

乏特色，只有高质量高标准的建设才能满足众多的需求。 

表 1   居民社区生活环境满意度统计表 

因素 感知环境 社区公共服务设施 社会环境 

A1 A2 A3 B1 B2 B3 B4 B5 B6 B7因子 C1 C2 C3 C4

满意％ 35.3 21.2 24.6 29.1 10.5 12.7 16.7 19.0 40.9 26.5 20.1 16.9 33.7 34.4

一般％ 44.9 43.8 52.6 48.6 38.8 50.4 47.0 53.4 44.2 57.0 65.1 62.0 48.0 50.6

不满％ 19.8 35.0 22.8 22.3 50.7 36.9 36.3 27.6 14.9 16.5 14.8 21.1 18.3 15.0

3.3   公共服务设施因素满意度认知 

公共服务设施因素是提高居民社区生活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居民社区生活满意度有

着重要的影响。公共服务设施共有 7 个方面组成： 

⑴ 现状社区对外交通联系处于基本满足功能使用的状况，在局部地区仍存在对外交通

的不合理之处，主要是其附近公交线路的单一，影响居民出行。 

杭州城市居住区等级相对较为高档。城市也越来越多的吸引着各地精英人士的定居，这

些层次的人群经济实力较强，对私家车的购买能力远大于其它城市。而城市居住区建设过程

中，由于规范的相对滞后和对私家车持有率的低估，造成目前城市停车难的问题（50.7％的

居民对社区停车场地的使用表示不满，是所有选项中不满度最高项）。 

⑵ 居民对社区娱乐设施状况、体育健身设施状况、老年活动设施的不满程度均很高，

现有公共服务设施不能满足日常生活中居民的休闲需要。一方面部分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在功

能上不能满足现阶段新的需求；另一方面其开放性不够，针对性不强。随着市场经济的导入，

社区公共服务设施越来越追求经济效益，而真正面对居民的公益性设施较少。 

⑶ 第三产业的蓬勃发展给杭州城市带来了不仅是经济上的增长，也给城市居民带来了

许多便利，商业网点的布置基本能够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居民对日常生活购物的满意

程度达到 40.9％，是各选项中最为满意的。） 

⑷ 居民对现状社区医疗卫生设施满意程度尚可，能够解决居民日常生活中的常见问题，

尤其是为老年人的健康提供了较好的保障。 

3.4   社会环境因素满意度认知 

社会环境因素更注重精神层面的满足，是改善社区环境，建设和谐社区的重要内容。 

⑴ 社区交往环境的营建对于改善社区内人际关系，提高社区凝聚力，丰富社区居民业

余生活有着重要的作用。目前大多数居民对社区居民交往状况 C1 和交往空间 C2 的满意程

度表示一般，将来进一步改善的余地还很大。 

⑵ 社区居民对治安状况的满意程度较高，达到了 37.7％，可见杭城治安能力的提高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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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社会的安定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⑶ 城市教育环境的改善对于居民有很大的吸引力，居民在选择定居点时会充分考虑子

女的教育问题（杭州城市居民目前对其社区及周边的教育环境表示的满意及一般的比例高达

85.0％）。 

另外在 “你所居住的社区在那些方面还存在着不足”这个问题的补充回答上，居民反

映较多对是城市公交系统、社区物业管理上存在不满。 

杭州城市目前交通状况比较拥挤，城市主要干道在上下班高峰时期不堪重负，公共交通

承担着很大的压力，城市在将来的发展中要继续加大公共交通的线路规划与建设，同时对公

交站点进行合理设置，尽量满足更多居民的需求，方便居民出行。而社区物业管理水平的提

高不仅需要物业公司业务水平的不断提高，也需要社区居民不断提出合理的改进意见。 

4   思考与对策 

4.1   老年人生活环境的缔造 

应充分考虑到老年人生活需求的特殊性，在日常生活中应大力宣传“养老敬老”的思想，

使老年人有一个美好的家庭环境。同时在社区建设与管理过程中，能够保障老年人有足够的

活动空间，针对老年群体开办各种有益身心健康的群众性活动，为老年人创造一个交流氛围，

使他们在生活中不感到失落。加快老年设施建设，改善老年群体晚年生活。在社区增设部分

适合老年人特点的健身设施。新建、改建一批老年公寓。 

由于老年人身体原因，社区应能为他们提供多种形式的上门服务，从生活购物、家政服

务、看护陪伴到医疗保健等等，都能切实的解决老年人生活中的不便。 

4.2   老社区活力的重塑 

一些建设年代较早的居住区，其功能上存在着某些不足，公共服务设施不够齐全。交通、

卫生环境较差，人员居住混杂，社区建设管理困难。应该对杭州的老旧房屋进行整治改造，

对一些不能满足现状功能需求的设施进行改建，重新进行公共绿地系统规划，改善开敞空间

和交流空间，重塑老社区活力。 

    杭州市现阶段的大规模的背街小巷整治工程正是出于这样的目的，在经过这样的治

理之后居民的居住环境得到了切实的改善，城市老社区的功能又将重新得到焕发。 

4.3   公共空间的功能提升 

社区内公共空间规划要妥善解决社区内的交流、健身娱乐活动、环境卫生等多种功能的

交融，根据所住社区内居民组成的特殊性，有针对性的组织创造出和他们的生活方式、文化

活动，相结合的公共活动。 

4.4   社区管理功能的加强 

城市社区管理是社区建设的另外一种延续，它可以弥补物质层面的建设不足，同时更重

要的是在精神层面共建人们居住的共同家园，是整个社区居民联系的纽带，增强居民在地缘

上的认同感和生活上的归宿感。 

现状老城区的社区管理相对新社区而言较为困难，其人口组成也更为复杂，在老社区的

管理中更要改善社区的治安情况，为社区提供相对安全的氛围。而在新社区的管理中因加大

各种社区共建活动的开展，提供新社区住户的交流平台，使得社区管理真正起到服务社区居

民的作用。 



3期                      基于和谐社区发展目标研究杭州社区生活环境建设                    109 

 

参考文献 

[1] 杨贵庆.提高社区环境品质,加强居民定居意识[J].城市规划汇刊,1997-4 

[2] 王剑云.从城市社区的组织管理新模式谈居住区规划结构[J].规划师,2003 

[3] 应联行.杭州城市社区现状及公共服务设施研究[J].规划师,2004.5 

[4] 吴硕贤.居住区生活环境质量影响因素的多元统计分析与评价[J].环境科学学报,1995-7 

[5] 王毅平.浅议城市社区调查[J] 

[6] 吴硕贤等.居住区生活与环境质量综合评价[J].华南理工大学学报,2000-5 

[7] 李斌.城市社区居民对生活现状满意度的调查与分析[J].社会主义研究,1998-3 

[8] 龙腾锐等.居住区环境质量综合评价体系研究[J].重庆建筑大学学报,2002-12  

[9] 李王鸣等.城市人居环境评价[J].经济地理,19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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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The concept and elements of harmonious communities are discussed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paper. Next, the data of citizens’satisfaction with urban residential 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in Hangzhou, 

collected by a recent survey, are studied, according to the three factors of cognitive environment, public 

facilities, and social environment. Lastly, the paper suggests some possible means to improve residential 

environment in comm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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