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住宅社会学研究综述

孙 金 楼

一
、

初 始
3时 期

初始时期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

1
.

开端
。

中国住宅间题研究会 1 9 8 3年 11 月召开成立大会
,

聘请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教

授为该会顾问
。

费孝通教授在 《中国房地产》 杂志 1 9 8 4年第 2 期上发表的题为 《对城市住宅

问题进行社会学的研究》 的论文
,

标志着全国性住宅社会学研究的开端
。

当时有张仲
、

潘

允康
、

张仙桥
、

孙金楼进行研究并有论文发表
。

同年 8 月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孙金楼
、

柳林合著的 《住宅社会学》 一书是全国最早出版的住宅社会学专著
。

2
.

组织建设起步
。

中国住宅问题研究会 于 1 9 8 5年 10 月在大同市召开的年会上经反复论

证成立了三个学术委员会
:
住宅社会学学术委员会

,

会址设在成都市 ; 住宅建设学术委员会
,

会址设在北京市 ; 房地产经济学术委员会
,

会址设在天津市
。

这是从号召到组织建设的起步
。

3
.

学术讨论的开展
。

1 9 8 6年 6月
,

在成都市召开了中国住宅问题研究会住宅社会学学

术委员会首届年会暨第一次学术研讨会 ; 19 8 7年 6 月在上海市召开了第二次年会暨第二次学

术研讨会
; 1 9 8 8年 n 月在长春市召开了第三次年会暨第三次学术研讨会 ; 19 8 9年11 月在武汉

市召开了第四次年会暨第四次学术研讨会
。

这是住宅社会学学术活动的发展阶段
。

在第一次年

会上
,

围绕学术理论的不同论点展开了争论
。

以孙金楼为代表的观点认为
“

住宅社会学以社会

同住宅之间的关系为研究对象
” ; 以朱志杰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为代表的论点

认为
“ 住宅社会学是揭示人们居住行为发展规律 的学科

” 。

两者争论的焦点在于
,

前者认为

住宅社会学是应用社会学的一个分支
,

它用社会学 的方法研究住宅 的历史
、

地位
、

作用和住

宅与社会各个方面的相互关系
。

住宅社会学是介于建筑学
、

城市规划学
、

人 口学
、

管理学
、

美学
、

环境生态学和社会学等学科之间的一门边缘学科
。

它以社会同住宅之间的相互关系为

研究对象
,

立足于社会学
,

结合住宅建设和居住环境进行综合研究
,

创造一个便利
、

安全和

舒适的居住空间
,

实现方便生活的最佳社会效益
。

后者则认为
,

住宅社会学是社会学同与住

宅相关的学科相互交叉的边缘学科
。

作为社会学的分支
,

它的研究对象是人与住宅的关系
,

是一门揭示人们居住行为发展规律的学科
。

所谓居住行为是指人们的居住内容
,

人们对住宅

的使用方式及其与社会生活和自然条件的关系
。

国内上述关于住宅社会学学术观点的争论
,

至今尚未取得一致意见
。

与此同时
,

国外住

宅社会学的引进也 已开始
。

在西方 国家中
,

美国的住宅社会学研究具有代表性
,

其研究内容

大致包括以下 9个方面
:

①结合多种社会
、

经济因素来综合考虑住宅问题
。

②把社会学与其它

学科融会贯通
,

以解决住宅社会学面临的各种实际问题
。

③根据不 同类型的住户
,

设计不同

的住宅类型
。

④出现了许多相关 的研究学科
,

如环境心理学
,

建筑社会学等
,

共同探讨住宅

社会问题及对策
。

⑤研究住宅建设与宏观社会经济的相互关系
。

⑥预测住宅需求
。

⑦研究居住

, 7各 ,



区社会隔离问题
。

⑧研究低造价住宅社会问题
。

⑨研究城市郊区居住区居民社会生活问题 等
。

印度是发展
;

}
一

,

国家当中开展住宅社会学研究较早
,

研究领域较广泛的国家
。

其研究领域主要包

括
:

①住宅建设的经济意义
。

②住宅建设的投资水平
。

③促进住宅建设所需的行政和法律手

段
。

④住户的偏爱及反应
。

⑤贫民区和违章建筑里的居民对简易住宅的需 求
。

⑥公 共 住 宅

的作用
。

⑦住宅建筑业的就业潜力等
。

苏联住宅社会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
:

①住宅建设同

宏观社会经济因素相互关系的研究
。

②住宅建设预测
。

③如何建造比较舒适 的青工
、

学生公

共宿舍
。

④研究老年人
、

残疾人
、

两 口之家及三代同堂等特殊家庭对住宅的特殊要求等
。

还

值得一提的是新加坡的住宅社会学研究产生了明显的社会效果
。

组屋生活的成就
,

首先应该

归功于新加坡政府里的
“ 社会工程师

” 的精心设计
,

他们在组屋设计上充分考虑到社会因索

各个方面的需要
:

①每户人家室内的采光
、

通风都合乎现代标准
。

②每户住家都能享有完整

的私密性
,

左邻右舍又能通过共有的走廊建立睦邻关系
,

增加居住环境的亲密感与安全感
。

③有关生活中所需的一切活动
,

几乎都能在社区内得到满足
,

从内到外
,

由 小 到 大
,

组 屋

社区都令人满意
。

④在社区里不可能发生犯罪事件的死角
,

它给予居 民的安全感是完整的
。

⑥这种大社区生活
,

使居民自然产生一种参与集体生活的渺小感
,

使人际关系恰到好处
。

新

加坡人笃实
、

稳健的性格与居住环境的良好设计与住宅社会学充分分析与周密思考有着密叨

关系
。

国外住宅社会学的发展与引进
,

促进了我国住宅社会学的发展
。

二
、

发 展 时 期

在 国内外住宅社会学学术活动推动下
,

上海市住宅社会学研究会于 1 9 8 6年 5月 28 日正式

成立
,

这是第一个地方性的住宅社会学学术研究组织
,

是上海市社会学学会和上海市房产经

济学会下属的二级学会
。

上海市住宅社会学研究会至今 已开过两届年会和四次上海市住宅社

会学学术理论研讨会
,

完成了论文 1 22 篇
。

上海市住宅社会学研究会共有会员 1 48 名
。

此外
,

武汉
、

长春
、

北京
、

成都的研究队伍也在逐步壮大
。

1
.

随着全国住宅社会学研究力量的发展壮大
,

学科建设也取得 了初步成果
。

住宅这一社

会物质形态具有技术工程和社会工程两大内涵
,

属于社会科学和 自然科学两大门类交叉学科

的系统工程科学
。

学科性质决定了住宅社会学是跨学科
、

跨系统
、

跨部门的交又边缘学科
。

住宅社会学研究住宅与社会关系诸因素之间关系的方法
,

应是多角 度
、

多 层 次
、

多 单

元
、

多侧面的研究方法
,

并着眼于社会调查研究
,

其基木方法应当是
:

( 1 ) 从住宅和社会形态相互影响的角度考察研究
,

( 2 ) 从住宅和社会多种因素的综合角度考察研究
;

( 3 ) 从住宅和社会关系的角度考察研究
;

( 魂 ) 从住宅和社会发展的角度考察研究 ;

( 5 ) 从住宅和社会 制度的角度考察研究
;

( 6 ) 从住宅和社会 问题与社会习俗角度考察研究
;

( 7 ) 从住宅和社会物质载体的角度考察研究
;

( 8 ) 从住宅和社会居住行为与社会心理角度考察研究
;

( 9 ) 从住宅和社会规范与社会秩序角度考察研究
;

( 1 0) 从住宅和社会对外开放的角度考察研究
;



(1 1) 从住宅和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的角度考察研究
。

上述基本研究方法
,

可称为
“
综合研究方法

” ,

以此来研究住宅问题
,

就会发现住宅不是
“ 四面墙

” ,

不是
“ 住人机器

” ,

更不是
“ 人 口仓库

” 。

它关系着人们的衣食住行
,

人际交

往
,

文化娱乐
,

文教卫生
,

信息集散
,

健康休息
,

闲暇时间的支配
,

智力结构的更新调整
,

物质和文化消费活动以及从居住环境中所反映出来 的社会声望和社会地位等等社会 间题
。

因

此
,

在住宅 的规划
、

设计
、

施工
、

分配
、

使用
、

服务
、

管理等各个环节上都要求做到以
“
综

合效益
”
为目标

,

以取得住宅
“
综合效益

” 的整体目标为最佳效益
。

住宅在社会发展中的物质保证作用的性质
,

决定了它必须取得最优化的社会效益
。

住宅

与社会关系诸因素的关系参数上
,

还有一个很大的必然王国有待我们去探索和开拓
。

必须从

战略高度认真研究和运用住宅社会学
“
综合效益

” 理论
。 “
综合效益

”
理论的核心点

,

就是既

要讲物质效果
,

又要讲思想和心理
、

精神效果
。 “

综合效益
”
理论构成

,

有七个层次
,

其模

式是
:

经济效益

一
社会效益

一
环境效益
一

生态效益一。信息效益
一

开放效益

一
心

理效益
。

在工作实践中确立
“
综合效益

” 观念
,

可以使人们树立起一种全面效益 的 整 体 观

念
,

防止在工作 中
“
单打一

” 和忽 “
左

” 忽右
,

忽高低忽等偏颇现象发生
,

引导和启发人们

站在社会 的宏观高度
,

掌握科学化的工作方法
,

采取系统工程手段
,

正确运用调节机制
,

高

瞻远瞩地把中国住宅问题解决好
。

2
.

近年来
,

住宅社会学基础理论也有所开展

住宅建设
、

分配
、

使用和管理是一项 巨大的系统工程
。

为了运用系统工程手段搞好住宅 ;

为了逐步克服目前普遍存在着的偏重于技术经济指标而忽视社会指标的倾向 ; 为了逐步实现

住宅的综合效益模式
,

取得最佳社会效果
,

必须大力提倡制定和贯彻住宅的社会综合效益指

标体系
。

从当前考虑
,

住宅综合效益指标体系模式主要有以下几个侧面
:

( 1 ) 安全性
:

防火
,

防水
,

防雷电
,

防盗
,

防滑等
。

( 2 ) 方便性
:

进出 口方便
,

电梯畅通
,

水
、

电
、

煤气使用方便和购物方便等
。

( 3 ) 舒适性
: 防噪音措施得当

,

室内亮度适宜
,

居住密度适度等
。

( 4 ) 秘密性
:
在室内放松情绪

,

控制交流的范围和程度
,

享有充分个人 自由
。

( 5 ) 随意性
:

根据个人爱好
,

满足对室内环境的多样化布置和对住宅室内设计
、

功能

的不 同要求
。

( 6 ) 善邻性
: 空间要有利于邻里和谐的功能

,

为邻里之间的合作和协调提供条件
。

( 7 ) 领域性
:

这是空间使用过程中的重要心理因素
。

人类居住社会行为是有 领域 性

的
,

因而组群空间必须有领域的划分概念
。

( 8 ) 交际性
:

包括居住区人际交往场所 的配置和适宜于青少年活动的运动场
、

儿童游

乐场
、

老年人活动室和青年人谈恋爱的场所等
。

( 9 ) 识别性
:

包括居民生活模式差异
、

居民社会地 位象征和居住区区域位置 的可识别

性
。

( 10 ) 组织性
:
建立居民委员会和适应居住区的工作模式

,

加强居委会与居民之间的交

流
,

履行对组群空间的防卫功能等
。

( n ) 政策性
:

方便群众
,

发展经济
,

如在住宅底层安排商
、

住两用套间
,

设置商业网

点
,

满足群众消费需要等
。



( 1 幻 自然性
:
居住区的大环境条件和人土复合生态系统的合理配置等

。

( 1 3 )传播性
:

住宅内的通讯设施和信息集散功能及大众传播在住宅中的媒介作用功能

等
。

( 1 4 )开放性
:

居住区对外省
、

国外开放的基础设施条件和活动内涵以及群众组织程度

等
。

( 1 5 )补偿性
:
人们在工作

、

劳动
、

学习之余
,

回到居住区住宅后
,

要求恢复体力和精

力
,

以补偿一天的辛劳
,

得到充分休息和慰藉等
。

( 16 ) 参与性
: 它反映住宅的广泛使用价值

,

它不是为某一特殊 目的而体现使用价值
,

具有天长 日久的既住人又藏物的目的载体价值
。

( 17 ) 连续性
:

住房使用寿命决定着它具有连续性使用和不断交迭的价值
。

( 1 5) 公益性
:

室内使用价值应考虑完善室内布置
,

为社会公益服务
。

( 1的 服务性
:

反映住宅的服务本能
,

住宅管理者首先应注重考虑完善住宅的社会功能
。

( 20 ) 效应性
:

住宅建设和管理 的质量与水平 的优劣引起的社会心理反馈
。

住宅水平能

促使人们产生优化或负效益的社会心理效应
。

以上 20 项社会指标
,

各地应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和不同时期 (如五年计划 ) 的要求
,

量

化为具体标准
,

以便具体实施
。

3
。

开展住宅社会学研究的关键
,

在于调查研究
。

作为社会学分支的住宅社会学
,

同样

要学会社会调查
。

当前城市住宅问题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加快住宅建设
,

旧房 旧城改造
,

住房制度改革以及管理体制改革
,

特别是基层承包经营制度的推行等问题
,

都是社会性的问

题
,

都应该是住宅社会学的课题
。

住宅社会学大有
“
用武之地

” 。

植根于中国社会的调查研

究
,

最后必能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住宅社会学
。

兰
、

今 后 对 策

目前
,

存在问题不少
,

需要认真对待并加以妥善解决
。

1
.

认真抓好学科建设

当务之急是把中国住宅社会学学科建立起来
。

其关键有二
: ①确立完整的理论体系

。

②

坚持学科的应用性
,

即指导实践的导向性
。

可采取
“
两条腿

”
走路的方法

,

即由中国住宅问

题研究会住宅社会学学术委员会牵头组织几个大城市分工负责编写 《住宅 社 会 学》 (通 俗

本 ) 一书
,

做为创立中国住宅社会学学科的基础
。

同时责成北 京
、

天 津
、

上 海
、

广 州
、

武

汉
、

成都
、

长春
、

沈阳等 8 个大城市各自编写 ((住宅社会学 》 (简明本 )
。

这样
,

经过上下

结合的努力撰写
, 3 至 5 年时间即可基本编写成 《中国住宅社会学概论》 一书

,

它将宣告中

国住宅社会学学科体系的形成
。

2
.

认真抓好组织建设

首先要抓好全国性的组织建设
,

要建立全国住宅社会学通讯网
。

主要任务是负责组织各

个城市的学术论文的撰写工作
。

在组织原则上以北京为华北块 ; 上海为华东块 ; 武汉为中南

块 ; 长春为东北块 ; 兰州为西北块
。

采取
“ 通讯研究

” 的方法
,

将研究工作落在实处
。

其次
,

是要抓好地方性组织工作
。

住宅社会学学术委员会要有具体措施
,

在几年之内
,

基本上把各地方的基层组织—
地方住宅社会学研究会建立起来

。

在此基础上
,

五年以后可逐



步组织起
“
居住者协会

” ,

以发动设计
、

施工
、

管理
、

分配和居住者参加住宅建设的总体设计
、

规划
,

实践哈布瑞根教授提出的
“

骨架支撑体
”

与
“ 可分体

”
理论

,

使各城市的住宅建设事业

搞得更好
。

3
.

要选准研究课题以指导实践活动
。

下列课题应列为当前重点
: ①住宅社会学学科的

定义
、

性质
、

研究对象
、

方法
、

任务与作用的研究
; ②预测 2 0 0 0年居住小康水平的研究 (包

括定性
、

定量研究与资金来源等 ) ; ③住房制度改革的各种社会心态研究 ; ④城市人口配置

结构与住宅布局结构顺应关系 的研究 ; ⑤价值观
、

知识结构与生活方式变革对住宅需求的对

应关系研究 ; ⑥居住社区环境设施与环境结构的研究 , ⑦各国住宅社会学研究与应用的特点

及借鉴的研究
; ⑧引进外资发展我国房地产业的前途研究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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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类学》一书简介

由周大鸣
、

乔晓勤编著的 《现代人类学》 一书已由重庆出版社出版
。

《现代人类学》 一书着重介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人类学的发展和研究状况
,

以把握当代人类学学术潮

流为宗旨
。

作者认为当代人类学发展的趋势是以文化变迁为研究主线
,

深入现代复杂社会和简单社会进行理

论和应用的研究
,

尤其重应用研究
。

在研究领域上可归结为
: ( 1 ) 都市人类学对城市的研究

。

城市是所谓

现代文明最复杂
、

多变
、

影响规模最大的聚落
。

人类学的研究既能显示出特色
、

提出一些新结论
,

同时又能

与其他学科密切地合作
。

( 2 ) 乡村研究
。

乡村人类学曾经在世界范围内发起研究农民社会的热潮
。

这些研

究通常集中在某一社区的探讨
。

人类学对乡村社会的研究发挥了其研究方法和理论所长
。

这些研究不仅为人

类学开辟了新领域
,

并且对乡村社会学的发展也有所启发
。

( 3 ) 文化与心理的研究
。

心理人类学在运用传

统人类学方法上作了最 大 胆 的 尝试
,

这就是大范围的泛文化研究
。

所提出的一些问题
,

仍然是当代社会科

学的热门话题
。

( 4 ) 应用研究
。

应用人类学在世界各地开展极为广泛
,

它已适用于管理
、

投资
、

决策
、

教

育
、

医疗服务
、

交通
、

城市规划等方面
,

并继续向新的领域扩展
。

在研究方法上
,

人类学除了继续保持整体研究法
、

参与观察法
、

泛文化比较法的传统之外
,

还大量借用

了社会学
、

心理学
、

统计学的研究和实验方法
。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

人类学家如何运用自己传统的方法以弥补

社会学问卷调查之不足作了大量尝试
。

而当代人类学思想对现代社会和社会科学的深远影响
,

促使研究现代社会和处理实际事务的人们 接受

有关人类本质的一种新的理论体系
。

这种文化观有如下特征
: ( 1 ) 人的性格

、

行为模式的差异并不是遗传

特征的反应而是文化的产物 ; ( 2 ) 各民族
、

各群体的发展有后进与先进之别
,

并无优劣之分 , ( 3 ) 文化

的传统一部分是自身发展的结果
,

一部分是传播的反应
。

人类学自重建十年以来
,

有关译著
、

著述
、

论文颇丰
。 《现代人类学 》 对此进行了全面而简练的介绍 ,

在名词应用上较为规范化
、

标准化 , 在行文上力求深入浅出
,

同时力求包容较多有争议性的论题
。

(茹 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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