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當前內
地城市社區面臨的一

個普遍問題是，隨 經濟的發展和
人們對居住地歸屬感的下降，社區的人際關係

日趨疏離，組織意識淡化，這不僅加大社會管理的難
度，更重要的是影響公民的生活品質。

灣仔「藍屋」獲續命
香港方面，政府大力提倡的「保育運動」也開展

得如火如荼。近年，灣仔區議會文化及康體事務委
員會屬下的文物保育及文康活動工作小組聯同聖雅
各福群會舉行一系列有關活化「藍屋」的推廣活

動，透過舉行不同的聚焦小組、社區藝墟、研討會
及工作坊，就此計劃展開討論及促進社區參與，與
不同的社區持份者──政府部門、藍屋居民、附近商
舖、建築界、規劃界、文化界、藝術界及學術界，
進行探討，並嘗試提出一個既能保留原有生活方
式、又可延續「藍屋」生命力的方案，目標是形成
一個可持續發展的社區，保存建築類型及特色、延
續及強化社區人文網絡及社區生態。

上海社保深入百姓
上海是香港的姊妹城市，同樣在世界金融、經濟

和貿易上佔有重要席位，近年更成為互相競爭的對

手。上海的社區建設開始得較早，並形成聞名全國
的「上海模式」──「四個層次一條龍」的城市社會
保障體系，即分為市、區、街道及居委會4個層次為
各類的民政工作對象提供「一條龍」的社會福利工
作網路，主要由敬老院、孤老服務站、精神病治療
站、傷殘兒童寄託站等組成，在全市構成一個社會
大網絡。這種模式明確上海的社會福利事業從單位
向社區轉移，同時也令社區服務開始得到政府的高
度重視。

藍屋樓高4層，因外牆

被漆上鮮艷的藍色而命

名，位處灣仔石水渠街，

是一幢具70多年歷史的戰

前樓宇，混合中西建築風

格特色，而其橫樑、樓

梯、扶手等不少內部構件

仍保留原先的木製結構。

藍屋是港府首個採用「留

屋留人」的活化項目。文

物保育專員陳積志表示，

如藍屋建築群裡沒有冷氣

及廁所設備，申請機構又

不想影響建築群的結構，

便可能需在空地興建廁所

及機房等，由此保證計劃

不會影響建築物的原貌。

藍屋

滬港活化
誰領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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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天地廣場體現

古今合一。 網上圖片
■香港的「藍屋」擁有近

80年歷史。 資料圖片

社區活化

能源科技與環境＋現代中國＋今日香港

城市社區是城市的基層組

織，是城市的細胞，也是城市社

會中一定區域內的人們生活共同體。

它承載 城市居民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

活，並反映城市社會的發展狀況。隨 城市

的發展，越來越多社區面臨重建及如何保育的問

題，社區建設的基本目標是培育社會生活共同

體。它以利益共識為基礎，以情感認同為境界。

而社區建設最重要的是堅持「以人為本」，關注

當地居民在日常生活中共同的經濟、社會和文化

利益，致力於培育利益共識和維護機制，從而完

善社區在設施運作、服務功能等方面的表現。

下文將以香港和上海為例子，比較兩地的社區

重建和活化項目的發展模式，從而讓同學了解當

中的異同。

■胡潔人博士　香港城市大學專上學院社會科學

學部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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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據上文，指出香港與上海在社區活化和重建項目上分別
遇到甚麼困難。

2. 承上題，兩地政府有何解決方案？試舉例加以討論。

3. 比較香港與上海在社區活化和項目上的異同。

4. 你在何等程度上認同「在社區重建項目上，香港比上海更重視文化與活化之
間的平衡」？解釋你的答案。

5. 假設你是「藍屋」居民，討論有關活化計劃對你造成甚麼影響。(提示：試從
生活環境、租金價格及社區網絡3方面加以分析)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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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胡潔人 現任香港城市大學專上學院社

會科學學部講師。2009年獲得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哲學

博士。中國人民大學糾紛解決研究中心成員、中國奧斯特

羅姆協會(Ostrom Society)會員、香港作家協會會員。發

表中英文論文數篇。

特點：
•官民共同參與
•提倡可持續發展
•強化社區人文網絡
•保留原有建築特色

例子：藍屋

特點：
•採用「上海模式」，分

為市、區、街道及居
委會4個層次為人民
提供社保服務。

•新舊元素共存

例子：新天地

港：民間阻力較大　VS 滬：政府主導，民間阻力較小

港：社區工作管理體制完善　VS 滬：社區工作管理體制不足
既保留原有風味，

又加入現代元素。

異 同

■製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共存需共識

香港政府在實施重建中遇到的來自基層的阻力
相對較大。港人在現實生活裡，在關注發展的同
時，也不會忽視保育的重要性，可謂在可持續發
展的概念上講求既要發展，也要顧及環境生態和
文物歷史的保護。回顧歷史，在皇后碼頭之爭
中，我們會一邊聽到環保團體的吶喊，另一邊又
聽到政府官員依章辦事式的程式陳辭。香港社會
存在不同界別之間、不同利益之間、專家與非專
家及世代之間的差異，造成可持續發展知易行
難。港人極重視的「集體回憶」也不是舊的一律
不能拆，關鍵是透過再詮釋本土及過去以充實現
在的價值。新生代「80後」及「90後」也要去捍衛
他們從本土及文物遺產之視角去建構的「香港性」

(Hongkongness)。這些來自民間的訴求給政府
推行重建項目帶來一定的難度和阻力。

黨政合作 居委自治
對比香港，上海因其在中央政府和共產黨的管治

下，社區建設更具「國家主導」的性質和色彩。上
海的社區範圍是按照居住地來設定，界定社區居民
身份的關鍵因素是公共權益，且以實際居住為基本
依據。在上海的社區建設中，地方政府負責執行法

律規定的行政事項，當中區縣政府對社區大致有4
項基本責任：
1. 保障社區公共財政投入；

2. 保障基本設施；

3. 保障社區的法律地位和合法活動；

4. 保障當地公共資源向社區的充分開放。

至於市政府對社區有2項基本責任：
1. 保障全市社區建設水準，對困難社區予以財政幫

助和基本設施幫助；

2. 保障社區的法律地位，制訂有關行政法規，以及

報告地方人大通過。

在政府主導的社區建設中，上海出現幾個不同於
香港的特點：
1. 政府主導：上海的社區建設是在政府的大力推動

下逐步開展起來，由政府思路和要求引導，實踐

中依政府的財力、物力投入為保證；

2. 以街道為核心：街道是上海的最基層政府組

織，在上海社區建設中處於核心地位。而居委

會是群眾自治組織，常於街道配合開展社區建

設工作；

3. 自治民主：體現為以居委會為主的自治組織，但

實際上還是與政府有很強的關係，可以說是作為

百姓與政府之間的橋樑。此外，上海社區建設中

黨組織的作用也不可忽視，黨與政府經常共同合

作來開展工作。

港民間阻礙 VS 滬國家主導

■香港在社區重建上遇到較大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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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翻新
2010年，上海市統計局社情民意調查中心對上海市社區建設

的熱點問題，進行一次網上調查。結果顯示，上海社區建設面
臨的普遍問題是「居民不文明養寵物」、「缺乏公共活動場
所」、「生活配套設施缺乏」等；另外，近六成受訪市民認
為，社區工作管理體制有待進一步完善。這點可參考香港社區
服務的機制和體系。香港在上世紀後期已建立起完善的社區服
務體系和社會工作專職人員培養體制。其經驗和特點主要是：
1. 以系統的社區發展理論和方法做指導；

2. 強調發動居民參與，提高社區的自治和自助能力；

3. 大量工作由民間團體和志願機構承擔。至2008年6月，以

團體會員資格參加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的機構有351個。這

些民間團體向市民提供的服務佔全部社會服務專案的70%

以上。這是香港社區服務的一大特色，也是內地社區目前

所缺少的；

4. 專職社區工作人員都受過專業訓練，計劃性強。當然，限於

內地的客觀政治環境差異，有些方面在當前推行有點困難，

但至少可作為發展方向的參考。

事實上，香港市民在社區建設和翻新中非常注重保留原來的
文化和建築，即在文化與活化之間取得一種平衡。而上海在拆
除舊廠房，改造舊區域的過程中，大多既保留原有的風味，又
加入現代元素，形成一種頗具「創意的產業聚集區」，其中新
天地便是例子之一。在保留傳統文化的同時，我們必須看到時
代的更替和發展，文化也會隨 時代的變遷而發生改變，因此
達到一種在文化和活化的共識至關重要。

內地家庭結構劇變 新舊矛盾交織
鑑於內地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由單位制向社區制的轉

變，社區建設更注重的是，城市居民進行社會整合的作
用。隨 內地城市居民居住空間的變化，城市家庭結構
功能的變遷，對社區服務功能和管理功能提出更高的要
求。社區已打破城市居民原有的世代居住的胡同、小巷
及弄堂的格局，代之以新型的現代化的生活空間。而且
城市家庭的結構功能也發生較大的變化，出現「空巢家

庭」的新型家庭模式，家庭原有的經濟功能、養老功
能、托幼功能、教育功能以及維繫功能等開始弱化，並
逐漸轉移到社區。同時，上海社區還要面對大量社會轉
型期帶來的利益衝突和矛盾，如下崗失業人員增加、貧
富兩極化、城市外來流動人口增加等問題，不僅令原有
的深層次矛盾暴露出來，也產生許多新問題，這些矛盾
能否得到有效解決，直接關係到社會的穩定。

經濟發展向上 人際關係漸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