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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转居”进程中农民邻里关系变化研究 

——以张家港 W社区为例 

徐嘉雯 李婷
1
 

（苏州大学，江苏 苏州 215123） 

【摘 要】：“村转居”作为城镇化的重要方式,带给农民的不只是生活方式的转变,更重要的是由此所带来的邻

里关系的变化。以张家港 W小区为例,采用问卷法和访谈法相结合的调研方法,对“村转居”后的农民之间的邻里关

系进行分析,探究他们在“村转居”进程中邻里关系面临的问题和困境,分析原因,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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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转居”后,农民在居住样态、生活方式等多方面发生了变化,从以往独门独户的自建楼房改变为集中居住的商品型高楼,

从从事农业职业转变为从事非农职业。但是,在思维方式、行为习惯等方面却依旧保留着原有的特性。这样的转变给农民带来了

一系列新的问题,邻里关系变化问题便是其中之一。邻里关系作为农民人际关系中非常重要的关系之一,当前所呈现出来的冷漠

趋势无疑会让农民产生接受障碍。如何改善邻里关系,帮助农民完成在生活方式、文化心理等方面的城市化转型,使其更好地适

应居民的生活,是亟需研究的课题。 

1“村转居”进程中农民邻里关系变迁的研究回顾 

随着城中村改造的普遍开展,安置区的人口规模越来越大,大量陌生邻居的加入以及人与人之间交往方式的改变使得以“地

缘、亲缘”等因素为纽带的传统邻里关系开始转向淡漠化。该状况引起了学者们对于邻里关系变化的关注。对于这方面的研究,

国内学者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考察邻里关系的现状。学者黄玉捷(1997)从社区整合所带来的归属感变化的角度进行了分析,认为“今天的中国城市面

临着一个世界性的问题,那就是城市居民关系冷漠。居民之间极少走动,也极少相互关心,……给人一种表面热情而实际冷漠的印

象”。张学东(2007)分析了建国以来城市邻里关系变迁的整个过程,认为在这种变迁过程中先后出现了传统老街坊式、单位家属

院式、陌路型以及新睦型等四种邻居关系,整个变迁过程表现为传统邻居关系的消解与现代邻居关系的分化。另有部分学者(陆

敏、蔡东江,1984;李保军,1998;马也、何洋洋,2012;赵卫华、周芮,2016)采取了案例研究的方法,一致得出都市化导致居民邻里

关系出现表面热情实则冷漠的现象,邻里彼此感情变得疏远,相互理解和信任减少。 

二是分析影响邻里关系变化的因素。对于这方面的研究学者们呈现出不同的观点,但归根起来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居

住人口的频繁流动。(孙健,2010;马也、何洋洋,2012;王武朝,2013)认为转型时期人口流动增大,加之外来人员和住房的商业化,

居住人员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导致彼此之间更加注意业缘。二是公共空间的减少导致的生活方式的转变。(阮永,2014;苏燕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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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敏,2015)认为转型后居民的居住空间更加具有封闭性和私密性,传统公共交往空间日渐萎缩,农民的以往“串门”的交往方

式受到压制,彼此之间交往减少。三是社会关系转变导致的情感变化。(张红、王昭等,2013;王武朝,2013)认为当前居民之间的

关系大多局限于点头之交,居民之间原有的人情关系转变为社会契约型,居民之间的信任机制难以搭建。 

三是重建邻里关系的对策研究。许敏亚(2006)认为要改变现代邻里关系冷漠的现象除了要从城市规划与住宅建设等物质条

件方面改善人们的交往环境以外,更主要的是要在城市社会交往主体的观念和行为的更新上下功夫,并提出了从社区文化建设、

环境建设、组织建设及居民个体四个方面来进行改变的措施。闫文鑫(2010)认为“新型邻里关系的重构不是个人努力可以实现

的,它需要多管齐下,从社区指导、企业引导和居民来构建邻里关系。”学者董焕敏和徐丙洋(2011)吸收借鉴了网上社区的经验,

提出了搭建虚拟社区平台,为构建和谐邻里关系提供空间保障的建议。 

现有的研究对于邻里关系的探讨多局限于城市居民邻里关系的转变,而对于当前“村转居”大背景造成农民邻里关系的变

化研究较少。邻里关系作为居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一直以来都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村转居”进程给农民的生活方

式和生产方式带来巨大变化的同时,给农民彼此之间的邻里关系也带来了翻转性的变化。邻里关系的好坏影响了农民彼此之间的

信任感,也影响了农民生活的满意度。因此,对农民邻里关系的现状进行分析,并深入剖析背后导致改变的原因就显得至关重要。 

2 拆迁前后 W 社区邻里关系状况 

W村有 5个自然村,13个村民小组,总户数519户,现有常住人口2035人,外来人口近 5000人。2011年起,W村实行“村转居”,

为整体搬迁。小区一期工程于 2012年完工,二期工程于 2016年完工,整村居民完成搬迁。目前,W村已改为 W社区,小区中居住的

居民多数为原 w 村村民,还有一部外来务工人员入住。原先 W 村的区域划分以村民小组划分为准,村民小组中的村民相互之间熟

识,邻里关系和谐。在“村转居”后,虽然是整体搬迁,但五个自然村的村民混住及外来人口的涌入,破坏了村民之间的“熟人关

系网络”,邻里关系趋于冷淡。因为笔者生活在该村附近,对村庄情况相对了解,因此将该村作为研究对象。此外,根据社区实际

情况和文献资料,还编写了关于邻里关系变化的问卷,进行实地试调研,问卷共发放 30 份,回收数量 29 份。本文采取了访谈与问

卷调研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对收集到的数据和访谈资料,对 W村在“村转居”进程中邻里关系变化进行研究。 

2.1拆迁前邻里关系 

由于地缘关系,W 村村民好几代人都居住在该村中,且居住地点相近,彼此之间熟稔,邻里关系和睦,相互之间十分熟悉。根据

问卷数据显示,有 41.38%的居民认为邻里关系非常好;有 41.38%的居民认为邻里关系良好;认为邻里关系一般的占到了 13.79%;

认为邻里关系不好的仅占 3.45%。此外,数据还显示,在没有拆迁前居民对周边邻居的家庭的情况基本上都了解(基本了解及其以

上占到了 86.21%),与邻居见面次数频繁(经常见面的比例占到了 89.66%),与沟通良好,关系和谐,交往意愿明显(比较愿意及以上

占到 82.76%)。 

2.2拆迁后的邻里关系 

在实行整体搬迁后,W 村的居民因为小区房子分配的方式(抽签随机分配),与原先熟悉的邻居逐渐失去了联系,只有偶尔碰面

的时候会匆匆打声招呼,简单问候一下对方生活情况,其余时间少有联系数据显示,在拆迁过后认为邻里关系一般和不好的居民

占到了总人数的比例高达 72.42%。在拆迁后居民对周边邻居的家庭了解程度不高,导致彼此之间交往意愿不强(一般及不愿意交

往的比例占到了 51.72%),邻里之间见面次数不多,即使偶尔见面也只是简单地打声招呼。从数据中可以看出,邻里关系的满意度

正在下降,邻里关系趋向冷漠的趋势。 

3“村转居”进程中农民邻里关系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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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邻里之间交流时间变少 

村民搬到 W小区后,邻里之间交流时间不断减少。“村转居”前,村民十分热衷于串门闲聊。对村民们来说,串门闲聊不仅是

打发闲暇时间的重要方式,更是增进邻里感情和获取信息的重要方式。在与 W村村民的访谈中得知,以前村民们十分热衷于串门,

家家户户都会备着一些凳子,以供乡亲邻里串门使用,串门闲谈的内容大多关于时事新闻和家常里短,经常要聊到晚上九十点钟

才会结束,还意犹未尽相约第二天继续,这样的沟通使得村民们之间一直维持着良好的邻里关系。但是随着人口流动和生活方式

的转变,邻里之间相处的时间逐渐减少。原先串门聊天、与邻嬉戏的休闲娱乐方式,现在变成了关起门来独自在家里观看电视、

上网,不愿意出门与人沟通。这样的转变大大减少了邻里之间的交流时间,对邻里关系造成影响。 

3.2承担邻里之间交流的公共空间减少 

拆迁后,W 村的村民们可以聚在一起的传统公共交往空间逐渐消失。以前村民房屋前院子、村中的小商店和菜场等场所是村

民交流的主要场所,随着拆迁早已逐渐消失,但一些新的公共空间也被塑造和建构起来,如:新的菜市场、老年活动室以及小型超

市和周边的大型广场等。但在这些新的公共交往空间中,村民们进行的闲暇交往也和以前大不一样,只是礼貌性的问候,说不上几

句话,就匆匆离开。这些新的公共区域,并没有承担起公共交往空间的作用。如:新的菜市场只是承担着功能性的作用,解决村民

们的基本生活需要,居民们少有停留,与以前的菜场相比已不承担公共交流空间的功能。 

3.3邻里关系生疏,感情发生变化 

城镇化的进程使人们聚集起来,把原先分散的五个自然村村组合成了一个新的社区。虽然社区生活使人群高度聚集,但是人

们的生活是高度分化的。即使村民在时间和空间上聚集在一起,但彼此之间的关系距离还是不断加大,人们相互之间存在着厚重

的陌生感,熟悉的邻里关系也越发生疏。此外,居民之间的情感也发生了变化。原本村民之间互帮互助的邻里关系变为现在的以

个人利益为重。在访问与观察中了解到,邻里之间沟通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自身利益受到影响,如:因为工作或者作息的原因,周边

发出的噪声影响到了自身的休息,才会与周边的邻居进行交流。这些方面的变化都使得村民们的邻里关系和感情从原来的熟悉转

变为今天的陌生,从原来的互帮互助变为今天的自身利益为上。 

4“村转居”进程中农民邻里关系变化的原因 

4.1人口流动性大,居所不固定 

W 村在“村转居”过程中,村民们失去了原有的住宅,但因安置社区 W 社区并未建设完成。因此村委会提供了两种解决方案,

一是给每个拆迁的村民都分配了一套 D社区的房子,可先入住 D社区,W社区的房子等建设完工后再拿,这期间也享受房屋安置款;

二是不愿意入住 D社区的,使用房屋安置款在外租房,直至 W社区建成,搬入 W社区。但因为 D社区已建成多年,部分设施老化,有

些村民便把拿到手的房屋转卖出去,去别处买房或者租房,使得人口的流动性增大,“熟人社会”进一步瓦解。此外,村民通过拆

迁大多手中有两到三套房屋,闲置房屋的增多,也吸引了许多外来人员。外来务工人员因经济能力有限,多数无力在就业城镇买房,

加上工作的不稳定性,居住场所经常变迁,进一步加剧了该社区的人员流动性。同时,随着城镇化的发展,撤村建居的进行,住房的

市场化和商业化,居住在同一小区的人员也不固定,人口来源更加复杂和不稳定,邻里关系更是难以维系。 

4.2生活方式的转变 

在“拆村建居”以前,部分村民从事农活,空闲时间相对较多,养成了串门闲谈的生活方式。但征地拆迁后,村民们基本上都

从事非农业行业,时间比较固定,生活方式也逐渐改变,原来的串门活动逐渐被出门散步和在家看看电视等活动代替,不再热衷于

串门闲谈。此外,村民们的日常生活也受到了市民化生活方式的影响。不管早上、晚上,家家户户都门窗紧闭,难以看到住户进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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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小区楼房房间小,用于公共交往的空间进一步减少,且家家都是干净的地板,进屋里还要换鞋,过于繁琐。亲友和熟悉的邻里

也不再像以前一样毗邻而居,而是分散居住在小区的不同楼层,相互走动起来相对麻烦。这些原因使得居民感觉串门不方便,影响

了邻里关系。 

4.3居住样式的改变 

村民们房屋的居住样式改变是造成居民们邻里关系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未拆迁时,家家户户屋前都有院子,这为邻里沟

通提供了重要的场所。除了院子外,村民的居住的房屋也承担了提供公共交往空间的职能。村民们居住的房屋大多为复式结构,

分为上下两次,上层为卧室,私密性较强;下层多为客厅和厨房,私密性较小,成为了邻里间交流沟通的场所之一。但随着“村转

居”的进行,原来社交与劳动等功能复合的居住空间逐渐被功能分化的空间所取代。居住空间和以前相比,更加狭小,私密性更强,

生活设施更加完备和独立,生活上相互依赖很少,这种封闭的居住格局使相互之间的必要交往减少。 

5 对策建议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加快,将会有越来越多农村向城市社区转变,在这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将会成为社区和学界关注的一

个重点。通过对目标社区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村转居”后的邻里关系与“村转居”前相比,居民普遍认为邻里关系呈现出变差

的趋势,邻里关系趋于冷漠。面对这种现象,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善。 

5.1增加社区活动和公共文化设施 

社区通过开展公共休闲文化活动,在提供村民社会交往的平台和机会,也为外来人口提供参与社区活动的机会,使邻里之间

的交往更加主动积极。此外,社区还需增加社区公共文化设施。社区公共文化设施,是为居民提供满足生活需求、社会交往、社

会互助等功能的场所。因此,社区增加社区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如:公共图书馆、小广场等,能使居民从家中走出有地方可去,并参

加一些户外娱乐活动,促进居民之间的交流沟通。 

5.2加强对已有公共交往空间的管理 

社区需加强对已经建设好的活动中心、老年活动中心等的管理,发挥其因有的职能和作用,而不是使这些空间的作用流于表

面,或用作其他用途。老年活动中心原本是给老年人休息、聚集、活动、聊天的场所,但社区疏于管理,成为了一些无所事事的人

员抽烟赌博的地方,使得一些真正想去休闲放松的老人无法待在其中。因此,社区应加强管理,在老年活动中心中多开展一些针对

老人多活动,为老年人的沟通、交流以及活动创造良好的活动。此外,社区的活动室也应开展一些娱乐休闲活动,吸引居民参与,

而不是将社区活动室作为社区的必备设施闲置于此。 

5.3树立良好的邻里关系观念 

居住空间的分块化带来了邻里关系的淡漠化,居民之间开始出现不信任,“各人自扫门前雪”的心态导致彼此之间的关系变

得愈加冷淡。因此,转变邻里关系的现状,构建居民之间互相信任沟通的关系,就显得至关重要。构建良好的邻里关系,搭建正确

的构建良好的邻里关系离不开居民的努力,每个人都应该从自身做起,树立良好的邻里关心,传承古代优良邻里观念。和睦温馨的

邻里关系能使人心情愉悦,冷漠的邻里关系使人倍感压抑。因此,从自身出发,学会换位思考,多站在对方的角度,为他人着想,是

构建和谐邻里关系的重要方面。 

参考文献： 



 

 5 

[1]黄玉捷.社区整合:社会整合的重要方面[J].河南社会科学,1997(04):71-74. 

[2]张学东.从传统到现代:建国以来城市邻居关系的变迁[J].社科纵横,2007(05):25. 

[3]许敏亚.积极构建新型的社区邻里关系[J].内蒙古电大学刊,2006(05):2-3. 

[4]闫文鑫.现代住区邻里关系的重要性及其重构探析——基于社会交换理论视角[J].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10(3):28-30. 

[5]董焕敏,徐丙洋.新时期城市社区邻里关系的现状及对策分析[J].山西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1,24(04):66-69. 

[6]苏燕平,王建敏.撤村建居后“农民”社会交往状况分析——以杨凌示范区 W小区为例[J].中国市场,2015(21):105-1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