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村社区的含义



1、社区的涵义

      费孝通（ 1910.11.2-2005.4.24），江
苏吴江（今苏州市吴江区）人，著名社会
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
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

l 社区概念提出最早提出可追溯到德国社会

学家滕尼斯

l 腾尼斯在《共同体与社会》一书中指出，

共同体是建立在本质意志之上的有机团体

，血缘、情感、伦理是共同体的连结基础

。

l 中文“社区”一词由费孝通、吴文藻等人

转译过来

l 费孝通指出：社区是指聚居在一定地域范

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2、社区的特征

地域性 社区居民居住的空间范围

功能性
社区需要具备某些特定的功
能以满足居民生活需求

情感性
居民在同一空间中通过交往
与互动形成的某种情感认同
。



3、农村社区

（1）国外学者对农村社区的界定

  20世纪中期美国农村社会学家对

农村社区进行了不同的定义：

l 如布尔（W.Burr）指出农村社

区“乃农业区域中的人群，其

区域的大小与单位适足，使其

居民在团体活动中充分合作。

”

l 沃格特（R.L.Vogt）：“农村

社会是人民的集体，其地方事

业大多有一个共同的中心点。

”



（2）国内学者对农村社区的界定

观点1：
学者田雪原、寥逊在其研究《人口与社区综合
发展研究》一书中指出：“农村社区是最基本
的社会群体，中国农村社区是村庄，再扩大是
乡，还有集镇或乡镇，有时也扩大到县城。通
常以村民的最大聚居点为中心，并由这个中心
辐射到社区边缘。在中国，严格意义上的农村
社区是具有一定自然、社会经济特征和功能的
相对完整和独立的社会单元，主要从事农业生
产和农民聚居的地方，除进行经济活动外，也
进行政治、文教、风俗与社会活动。”



观点2：

学者陆相欣在其著作《农村社会学》

中认为农村社区是指：“聚集在同一

地域上的人们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中，

形成了以血缘关系为主干的亲密协作

关系，并且逐步形成了独立、稳定的

生活共同体，产生了人类社会上最早

的社区形式——农村社区。”

（2）国内学者对农村社区的界定



（3）农村社

区
      农村社区是指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因

自然起源、社会组合或农村建设等因素聚居在

一起长期进行生产和生活的社会共同体，其具

有社会关系比较紧密、宗族和家庭观念十分强

烈、社区集体意识浓厚、社会组织化程度相对

低等特点。



4、与农村社区相关的几个概念

01

02

03

04

农村社会

一是人文生态方面，农村人口地广人

稀，彼此之间的互动相对较少；

二是行业方面，农业以农村生产为主

要行业；

三是社会文化方面，农村社会传统文

化保留较多、发展变迁缓慢，人际关系比

较和谐。

农村居民

从职业角度看，农民是指直接从事农

业生产的劳动者

从阶级角度看，农民相对与地主阶级，

现今，农民成为新中国人民的一份子。

另外农民还是一种户籍身份，即农村

户口（农业户口）

农村生产

一是农、林、牧、副、渔生产；

二是农产品加工

三是农业生产服务行业

农村组织

l 农村党团员组织

l 村民委员会组织

l 村民自组织



5、农村社区的类型

农村社区
的类型

按地理环境划分

农村社区包括平原、

湖波、沿海、草原、

山区等

根据农业产业特征划分

农村社区有农业

村、渔村、农牧

村、林业村、矿

业村等

按我国社会组
织行政划分

农村社区包括两

类即行政村和自

然村

按我国农村人
口密集程度划

分

散居性农村社区、

聚集性社区、单姓

农村社区、复姓农

村村

按农村社区历
史长短划分

农村社区划分为旧

的农村社区亦或传

统农村社区、新的

农村社区



农村社区的特征与功能



一、农村社区的特征

人口特征
l 从人口容量和密度看：人口容量小和人口

密度低

l 从人口所从事的经济生产看：生活节奏比

较缓慢

l 从人口受教育机会看：空间和机会都单一

l 从人口流动性看：流动性相对比较低

l 从人口结构看：女比例失调，结婚难



生活方式的特征

农村社区生活方式的特征有：

l 农村社区劳动生产节奏缓慢，季

节性强

l 农民消费方式具有形式单一和选

择性少的特征

l 农村社区文化娱乐具有丰富多样

的特征

l 农村社区邻里关系密切

生活方式主要指劳动生产的方式、

消费方式、文化娱乐方式和人与人

交往方式等。



二、农村社区的功能

01
提供公共服务和公益服务的功能

公共服务主要指为居住在本
农村社区的居民提供与吃、
穿、住、行、生、老、病、
死相关的服务。

公共服务
公益服务主要是针对为居住
在本农村社区有需要的困难
人群提供帮助和支持的服务
。

公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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