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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集镇社区源远流长
、

形式多样
,

为世所罕见
。

数千年来
,

它以城乡社区为
“
参照

系 ” ,

生长着
,

·

并在城乡两头的影响下形成了 自己的特点和规律
。

从现实性和发展趋势看
,

深入研究处于城乡中介的集镇社区
,

将为我国在
“ 四化

”
建设

-

中制定正确的城市化战略和城乡发展政策
,

提供重要的依据
。

打破世界城市化先集中
、

后分散

的
“
定规

” ,

大力发展和建设新型的社会主义集镇社区
,

使我国城市化走出一条新路来
,

少

走弯路
,

不失时机地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国家
,

开创独具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
,

在实践上

和理论上都具有重大意义
。

从科学建设来说
,

阐明集镇是与城乡相并列的一大社区类型
,

对

我们从社会学角度系统地考察人类社会不同形式的聚落形态有着重要的价值
。

本文试图对创

建集镇社会学作些理论尝试
。

集镇社区
:

社会三大聚落系统之一

集镇作为一种类型的社区而独立存在
,

首先
,

表现在它具备了构成独立的社会聚落系统

的基本要素
: 一个有境界的人口共生集团 , 一套完整而稳定的社会生存机制

,

如社区组织机

构
、

服务性设施
、

人际互动中心务 吧种地缘性的社会心理和相同的集团意识与社会行为
。

集镇作为一种类型的社区而独立存在
,

还
一

表现在与
“
小城镇

”
概念有着原则的区别

。

集
镇具体包括

:
大多数经济发达的而非城市型的建制镇

, ① 乡镇和较大规模的而非农村型的中

心村镇
。

② 人们所习以为常的
“
小城镇

” ,

则是对小城市
、

工矿区
、

建制镇
、

乡镇和村镇等一
系列非同质性社区的统属

,

准确地说
, “

小城镇
” 不是一个精确的学科概念

,

而是一种
“
城

镇体 系
”
的宽泛表述

。 ⑧

集镇作 为一种类型的社区而独立存在
,

并非仅表现在聚落规模
、

人口多少等外在形式上
,

它在人 口结构
、

劳动力结构
、

产业结构
、

社会组织
、

社会文化
、

基础设施
、

空间结构和社会
-

功能等方面
、 有其内在的规定性和运动规律

,

从而显示出与放市
、

农村杜区不尽相同的独立

性和特殊性
。

、

(一 )
`
一

入口物成的城乡型
。

集镇社区人口按照来源
,

主要由本镇居民: 来自乡村的 农民

和来自城市的居民三部分构成
,

并且在数量上
“
客籍” 超过了

tt
土著 ”

。

解放三十多年来
,

特

我国目前设建制镇的标准
,

可参见 1984 年11 月30 日经济日报
。

本文所定义的
`

集镇
,

并不包括所有的建制镇
,

比

如有些蓬本可归属城市型的县城
。

木文所定义的
`

集棋
. ,

不是一个操作化概念
。

有关基于以上
,
范型

口
式概念所制定的操作化概念

,

笔者将另文

阐述
.

①②

⑧ 所谓
“

小城镇
.

概念
,

参见工984 年 6 月 5 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
: 《 加快小城镇的发展步伐》 ; 郑宗寒 : 《 试论 :

小城镇 》 ,

《 中国社会科学》 19 83 年第 4 期 ; 吴友仁
: 《 小城镇发展间两的探讨 》 ,

《 城乡建设 》 1 983 年第 1 0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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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

我国集镇总人口机械增长幅度较大
,

主要是由大量的农业剩

余劳动力进入集棋从事非农业活动造成的
。

随着农村商佩生产的发展
,

城市改革 的全 面 推

进
,

一方面是农业人口非农业化的进程不断加快
,

另一方面
,

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力不断增强
。

因此
,

不论从现有格局
,

还是从未来发展看
,

在以后相当一段时阿内
,

集镇人 口数量仍将以
“ 飞跃式

”
速度增长

。

集镇社区这种人口 构成的城乡型特征
一

,

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集镇人 口 的劳

动方式
、

生活方式
、

交往方式等等
,

既与城乡有着密切关系又有别于城乡而 自成一体
。

(二 ) 劳动力的兼业性
。

随着我国农业现代化过程
,

农业生产力水平日益提高
,

作为第

一产业的农业出现剩余劳动力具有必然性的趋势
。

但由于目前我国农业专业化
、

现代化有所

发展而又发展不足
,

非农业行业的生产水平还没有达到吸收全部农业剩余劳动力的界线
。

因

此
,

大量的亦农
、

亦工
、

亦商等
“
兼业

”
劳动者的存在

,

将是一个长期的社会现象
。

兼业的特点必然决定着劳动者的活动方式
。

大量
“
兼业

”

劳动者在集镇与原来的农村居住
_

地之间作短距离
、

多频率的钟摆式活动
,

早出晚归
,

闲出忙归
,

成为一种
“
两栖人 口 ”

或
“

候鸟人

目
” 。

从空间上看
,

劳动力的兼业性造成了劳动力空间分布的不确定性和加速了社会的流动
`

性
。

因为劳动者所从事的两种行业属于不同的地域
,

兼业必须靠 自身的流动过程来完成
。

兼业

劳动者的职业流动
,

使得
“
亦城亦乡

”
的集镇社 区一开始就成为新型阶层成长的天然土壤

。

从

纵向看
,

集镇的发展过程往往伴随着新阶层的不断出现
,

诸如
:

手工业者
、

商人
、

工 人 阶

级… …
。

从横向看
,

由于城乡人 口大量涌入集镇
,

一些新的阶层
,

如亦工亦农阶层
、

城市来

的技术工人阶层
`

、

小商贩阶层应运而生
。

不少阶层是城乡两个社区所没有的
。

通过集镇社区

这个
“
窗 目

” ,

深入研究新的社会阶层的产生与变动
,

可以触摸到时代前进的脉膊
。

(三 ) 产业给构的祝成性
。

对于集镇来说
,

工商运建服等行业已初步形成
,

比之传统的

农村自然复杂得多
,

与城市相比又有很大差距
。 “

农工商一体化
” , “

产供销一条龙
” ,

农

村经济综合发展要求集镇产业在现阶段采取这种混成的形式
。

立足于静态分析
,

集镇产业结

构具有混成性
。

立足于动态分析
,

集镇产业结构又具有易变性
。

究其原因
,

一方面
,

集镇的

经济活动主要是按市场需要而组织的
。

与市场联系的密切性
,

要求集镇产业结构按市场行情

不断调整
。

另一方面
,

集镇作为一定农村区域内的中心
,

就总体而言
,

它比城市更接近于农

村
。

这种地理位置决定了它在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中首当其冲
。

我国广大农村正在进行产业结

构调整
,

必然要求集镇及时发展各种农副产品
、

经济作物的加工业和发展第三产业等等
。

集

镇产业结构的相对 易变性
,

是其棍成性的动态特征
。

(四 ) 杜会组织的中层性
。

农村社区的组织结构比较简单
,

目前主要的生产活动单位多
为非正式组织

,

如家庭个体
、

联户和各种不型集体
。

对组织成员之间关系的控制手段
,

主要

是经济报酬
,

政治组织的约束力相对地减弱
。

相比之下
,

城市社区的科层组织最为严密
,

即

使是单独一个企业
,

从设计
、

生产
、

检验到财务核算
、

投放市场
,

环节繁多
,

管理严密
,

企

业之上还有公司
、

厅局
,

甚至不少企业上属国务院有关部委
,

还有一些企业受多重领导管辖
。

组织间的关系相当
“
契约化

” ,

组织成员间的关系相当规范化
。

集镇的组织结构一般是单元
的

,

镇政府下属各种公司具体协调各行各业的经济活动
,

各类企业则组织具体的产供销业务
。

企业内部的科层组织主要是厂部
、

车间和班组两三级
。

由此可见
,

集镇社区组织的复杂程度

及其控制能力
,

往往介于高层的城市社区组织与低层的农村社区组织之间
。

(五 ) 社会文化的胜合性
。

人都是具体文化的载体
。

集镇社区成员的社区关系正处于从

农村的同质性向城市的异质性转变的演化过程
,

因而集镇社区的文化更多地体现了城乡两种



_

文化的融合性
。

从文化交往方面看
,

集镇特定的地位决定了它既与城市发生着大量的文化交

流
,

又与农村相互渗透
。

集镇的文化交往呈现向城乡两头开放的格局
。

从教育水平看
,

集镇

居民的教育水平普遍高于农村
,

但大专以上较高层次的知识分子的比例
,

远不及城市
。

从人
·

际关系方面看
,

农村的邻里关系通常是面对面的直接接触
。

同一村庄的人们
, “
张家长

,

李

家短
” ,

彼此非常清楚
。

而在城市
,

一般同一幢楼的居 民很可能
“
鸡犬之声相闻

,

老死不相
一

往来
” 。

在农工商间居的集镇
,

既有相密无间的邻里关系
,

也有只打招呼的
“
点头朋友

” 。

从社会心理方面看
,

集镇居民也有着自己的评价标准序列
: “

乡下人 (农 民 )

— 街 上 人

(镇上人 )

— 城里人 (如苏州人
、

上海人 ),,
。

国生活在大中城市的居民
,

常为集镇居民所

羡慕
,

而与农民相比
,

集镇居民又 自认高出一头
。

从文化生活方面看
,

我国现阶段农民居民通
一

常仍是
“ 日出而作

,

日没而息
” ,

文化生活与城市居 民相 比还是相当枯燥的
。

集镇居民的文化
一

生活较之于农民要方便得多
、

丰富得多
。

集镇一般都有电影院
、

文花中心
、

小型图书室等文

化设施
,

还有一些文体活动
。

集镇居民的闲暇时间已不象农民那样仅仅是家务劳动
,

而有了
一

学文化
、

学技术
、

看电影电视
、

读文艺小说
、

到茶馆听说书
、

逛大街等内容
。

当然
,

集镇的
_

文化设施还比较简单
,

文化活动的选择性比较差
。

(六 ) 签鹉结构的练合性
。

基础结构体现了一个社区的外在物质形态
,

即所谓
“
外壳

” 。

城
、

镇
、

乡三者相 比
,

城市有比较系统
、

完善的基础设施
,

农村则几乎没有
,

集镇是不够完

善
、

不成体系
,

有待于强化
。

集镇基础设施的总体布局既要满足集镇居 民的要求
,

又必须考
·

虑到为腹地的农村居民服务
。

因此
,

基础设施仅按照集镇本身的要求做总体规划是不够的
,

一

必须放在较大的区域内规划
。

限于土地
、

资金
、

习惯以及实际使用的需要
,

集镇公用事业基

础设施的专业性一般没有城市强
,

更多地体现了综合性的功能
。

如
:
商店的专业化经营比较

.

粗略
,

往往是一个包罗万象的综合商店
。

电影院既作为电影
、

戏剧放映
、

演出的场所
,

又是

大会堂
,
大少集镇将其兼作招待所

。

人们常见的镇上的邮电所
、

银行
、

粮站
、

医院等
,

更多

的是仿城性
,

而繁荣的农贸市场则具有强烈的乡土气息
。

道路系统是集镇社区基础结构的主
一

要组成部分
。

广大的农村还谈不上道路系统
,

城市道路布局四通八达
,

形成了系统
。

而集镇

的风格多为一条长街
、

或成平行线
、

十字型
,

交通没有形成网络化
。

(七 ) 空间结构的肠劝性
。

集镇的空间结构以紧凑为特点
,

聚落规模多在十平方公里以

下
,

内部没有很明确的工业区
、

商业区
、

居民区等功能分区
,
·

以混杂为主
。

建筑物相互紧挨
,

一

般不具备较大的广场
、

公园
。

另外
,

集镇地域景观以同心园姿态形成单核性
,

一个集镇大多是

双有一个中心
,

而区别于城市的多中心
、

多元集合
。

综上所述
,

集镇不同于城市
,

也有别于农村
,

具有独特的社会结构
。

进一步考察集镇社
,

区的社会功能
,

有助于深化我们对集镇社区的独特性的认识
。

集镇作为城乡之间的纽带
,

不仅仅是农村的政治中心
、

经济中心
、

文化中心
,

也是城镇
一

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
。

没有这个
“
中介

” ,

整个社会聚落系统就难以协调运行
。

从这

种社会总体的意义上看
,

可将今翻的协润功能撅括如下
:

(一 ) 传 . 与润节功能
。

社会是一个大系统
。

一个系统能够协调发展
,

必定是开放的
,

系统内部是对流的
。

集镇的传导功能主要表现在
:
它是联结城乡的主要纽带

,

是构通城乡之
i

何
“
三流

” (人流
、

物流
、

信息流 ) 和 “ 四通
”

(交通
、

邮通
、

融通
、

流通 ) 的重要渠道
。

① 江苏省小城镇研究课翻组论文集
: 《 小城镇大间姐 》 ,

汪苏人民出版社 1984 年阮 第301 页
。



由于集镇比城市更接近于农村
,

加上它面广量大
,

因此集镇在许多方面起着城市所无法替代

的作用
。

可以说
,

离开了集镇
,

城乡之间的交流将无法杨通
。

当然
,

集镇还不仅仅起沟通城
`

乡的作用
,

它本身就作为一个实体与城乡进行着大量的交换和流动
。

集镇的传导是双向的
,

以城市发出的一个信息为孔 影响到集镇
、

农村后
,

往往形成回路
,

通过集镇达到反馈
。

集

镇的传导和调节功能得以发挥
,

有利于整个社会聚落系统在发展中达到平衡有序
。

(二 ) 辐射与吸引功能
。

集镇作为一个经济社会实体
,

既接受城市的辐射
,

同时
,

独具

的功能又使其自身成为产生信息辐射的基地
。

集镇的辐射功能是交错的
。

面对城 乡 是 纵 向

的
,

面对其他集镇则是横向的
。

集镇成为一定农村区域的中心
,

是同集镇具有吸引的功能分

不开的
。

集镇的基础设施
、

工商饮服业
、

文化娱乐机构是其产生吸引力的原因
,

从而形成一

个以集镇为中心的特定的经济社会小区
。

要使集镇对城乡产生更大的吸引力
,

目前
,

必须进

一步完善基础设施
,

创造优良的投资环境
,

加强集镇本身的功率
。

集镇的辐射和吸引能力得以发挥
,

有利于整个社会聚落系统在发展中逐步一体化
。

,

明确集镇地位和作用
,

把集镇纳入整个社会聚落系统发展战略的轨道
,

决不是忽视城市

的 巨大意义
。

在城镇乡三大聚落系统中
,

城市无疑起着主导作用
。

尤其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将

要兴起而还未兴起的地方
,

应该把发展中心城市放在首位
,

这样集镇才有依托
,

才能促进以

城市为中心
,

城镇乡协调发展的社会经济区域的逐步形成 `

集镇社区
:

社会历史演化的积淀物

为了进一步说明集镇社区的客观必然性
,

有必要对集镇作一番历史的考察
。

按照集镇社

区 自身运动不同表现形态
,

可以将其大致分为集市阶段
、

集镇阶级和城镇乡网结三个阶段
。

第一
,

集市阶段
。

我国最早的集市萌芽于殷商之初
。

作为一个独立的社区
,

集镇 经 过

晋
、

唐代的发展
,

形成于宋代
。

东晋时出现了乡村定期定点的交易集市— 草市
。

到 了 唐

代
,

传统集市和 自汉以来所设置的军事戍镇还是作为两个独立的社会实体并驾齐驱地发展
。

一方面
,

唐代的草市规模和数量都有了较大的发展
,

基本上遍及乡村和城郊 , 另一方面
,

原来

以行政管辖为主要职能的镇
,

也开始具有相同规模的商业活动职能
,

成为低于都城的小区域内

的政治
、

经济中心
。

北宋年间
,

为了强化中央集权
,

将镇权统一归于知县
,

镇消失了独立的

军事职能
,

正式和集市聚合一体
,

形成一个统一的社区单位
,

这可以北宋官修的 《 元 丰 九 域

志 》 为证
。

该书第一次在县以下的基层单位上列上了乡和镇数
,

而在此之前的 《 元 和 郡县

志》 等均只列乡而没有镇
。

宋初开封府辖区内有35 个镇
,
河南府内有 22 个镇

。

( 《元丰九域

志 》 卷 1 )
。

南宋时
,

许多府州县志
,

首次出现镇市并举
,

景定 《建康志》 卷16 有
“
镇市

”
条

目
。

江南的苏杭地区
,

宋元之前
,

有十几个市镇
。

这时的
“
市

” 和 “
镇

” ,

已有了固定的市

场
,

但多为定期集市
,

三 日一集
、

五 日一集
,

河间府的集市一般
“ 一月期日二三集

” ( 《古今

图书集成
·

职方典》 ) 88
,

( 《河间府风俗考》 )
,

且功能单一
,

主要是交换活动
,

还仅仅

是商品流通的场所
,

而不是商品生产的基地
,

成为附近农民上市交换多余农副产品的地方
,

所谓
“
朝实暮虚

” 。

( 《池北隅谈》 23
,

《虚实 》 )
。

集市上的固定居民很少
,

我们将 这 种

形态谓之
“
集市

” 。

第二
,

集镇阶段
.

明清之际
,

我国一些沿江
、

沿海发达地区的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
,

自

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急剧解体
,

相应地
,

集市也逐步完成了向集镇转化的过程
。

.

其主要特征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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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定期集市发展到常日集市
,

标志着市场活动进入比较稳定而繁荣的阶段
。

同时
,
集镇也有

了固定从事工商业的居民
,

从而不仅成为一个流通场所
,

而且成为手工业生产的基地
。

集镇

社区有了固定的空间实体和人口
,

其功能也从单功能转化为多功能
,
形成了一定农村区域的

经济社会中心
。

作为集镇初级形态的
“
集市

” ,

与农村自然村落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
。

它开始了一种与

传统农村社区完全不 同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

然而
,

它是不是城市的雏型?

从时间序列看
,

集镇的形成大大晚于城市
。

中国古代城市至迟诞生于东周时期
,

这似乎

已成定论
。

① 城一词
,

最早见于金文
,

作
“
麟

” 。

其中
“
或

”
指武器

,

象征以武器 守 卫 城
「

市
。 “

尧听四岳言
,

练 日
, `
帝遭天灾

,

厥黎不康
’ 。

乃筑城以卫君
,

造郭以守民
。

.

” ② “
城

为保民为之也
。 ”

( 《谷梁传
·

隐公七年》 )
。 “

城
,

以盛民也
。 ” ( 《说文》 )

。 “
城者

,

所

以 自守也
。 ”

( 《墨子
.

七患 }))
。

《礼记
.

礼运 》 有
“
城郭沟池 以为固

” 。

这些资料集中地反

映出
,

我国古代城市主要是为了防御和保护兴建的
。

城市的发展过程基本上都是作为各级统

治中心的发展过程
。

当然
,

城市因政治
、

军事因素而兴起
,

并不排斥随着城市的形成
,

经济

因素的注入
。

而集镇的形成
,

经济因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

特别与商品交换息息相关
。

集镇

首先是作为一个经济概念出现的
。 “ 集

”
的含义就是

“
百货俱陈

,

四远竞凑
。 ” ( 《 五 杂

姐 》 上六
, 《地部 》 )

。

经济活动
,

尤其是商品交换是集镇兴盛的直接动力
。

于此观之
,

集镇

与城市形成的原因是有区别的
。

政治
、

军事需要是城市产生的主要原因
,

工商业的发展则是

集镇形成的基本物质条件
。

第三
,

城镇乡网结阶段
。

这在我国一些发达地区已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

它标志着集镇

发展进入了一个
“
自为” 的阶段

。

集镇作为城镇乡网结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结点
,

在沟通城乡

关系
、

协调城乡发展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

认识该阶段的集镇
,

仅仅着眼于农村和考察集
镇自身是远远不够的

,

而应该把它放到整个社会大系统中才能深刻认识
。

客观实 际 已 经 作

出了结论
,

随着城乡体制的改革和横向经济的发展
,

集镇的经济地位已越来越重要
。

着眼于

集镇的未来形态
,

我们认为
,

在我国这样一个广土众民的国度里
,

面对城乡两头的大膨胀
,

无论是从生产力布局
,

还是从安排人 口的战略出发
,

作为城乡中间环节的集镇将有一个持久

的发展过程
。

在城市化的时代浪潮中
,

纵然有部分集镇加入城市的行列
,

但集镇作为一个具有

自身特点的独立形态将长期存在下去
,

这似乎已是中国社会聚落系统协调发展的一个规律
。

集镇社区研究的学科化

充分认识集镇社区的客观性
,

乃是建立集镇社会学的首要前提
。

然而
,

在这个问题上
,

人们的思辉认识是不尽相 同的
。

概括各种论述
,

无非有两种主要观点—
“
否定说

” 和 “
过

渡论
” ,

前者从根本上否定有一个客观的集镇社区存在
;
后者则认为集镇是城市和农村之何

必然要消失的一种过渡形态
。

“
否定说”

,

具体包括三种意见
。

第一种意见主张
,

集镇应归属于城市范畴
,

如
“
小城镇

① 傅筑表认为古炸娇市产牛于夏代
,

参见 《 中国经济史论丛》 第 326 页
。

夏鼎 在 《我国近五十年来的考古新收获 》

中帅
, `

事周时期大批城市的半艰
,

是当时出现的一个新现象
, ,

见 《 考古》 1 964 年第10 期
。

② 张树补注 《世本 》
,

引 《 吴趁膝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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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性居 民点体系中级别最低
、

数量最多… … ” 。

币俄们认为
,

这种认识棍 同了
“
城市

”
与

.

“
集镇

”
两个不 同的集合概念

,

用
“
城市

”

与 “集镇
” 之间某些相似性代替了

“
城市

”
与

“
集

镇
” 之间的总体的异质性 , 在社会上功能上

,

只看到 “ 城市
”
与代集镇

” 之间相重叠交合的

功能
,

而忽视了各 自独特的功能 , 用城市发展规律和有关理论简单地推演到集镇社区
,

否定

了 “
城市

”
与

“
集镇 ,,c 在起源

、

形式
、

作用和未来趋势上的显著差异
。

第二种意见主张
,

集镇应归属于农村范畴
,

如
“ 农村集镇

,

无疑地属于农村范畴
” , `

是

农村这个社会经济系统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 。

② 我们认为
,

这种认识充分肯定了集

镇在农村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
,

并试图通过集镇的发展来推动我国广大农村的前进
,

这无疑

是正确的
。

然而把集镇的质的规定性与集镇的地位和功能混 同了起来
,

忽略了事物发展的层

次性
。

集镇与农村有着直接的
、

内在的联系
,

对农村而言
,

它是中心 ; 但集镇与城市的交互作

用同样不容忽略
,

尤其是在城乡一体化的今天
。

因此它对城市而言
,

它又是体系中的一个环

节
。

这种认识并没有真正刻划出集镇在整个社会聚落系统中的地位
。

第三种意见主张
,

集镇应
“
分别属于城乡不 同的范畴

” 。

③ 我们在前文中已着重从逻辑

与历史相统一的角度
,

探讨了集镇社区的客观必然性
。

我们以分析目前集镇社区的人口结构

为契机
,

粼划了集镇社区在劳动力结构
、

产业结构
、

社会组织
、

社会文化
、

基础设施和空闻

结构等方面的特点
,

进而从城一镇一乡三大社会聚落的历史演变及其关联中
,

揭示集镇社区

的独特功能
。

集镇位城乡之间
,

既与农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

又具有某些类似于城市社区

的特征
,

但是
,

它以
“
巾介性

”
的总体特征有别于城乡而自成一格

。

这种认识
一

只看到集镇与

城乡外部形态上的某些相似性
,

片面强调事物的外部联系
,

而忽略事物的相对独立性和整休

性
,

把不可分割的同类事物加以割裂
,

在理论上显然是矛盾的
。

与
“
否定说

”
在形式上有所不 同的是

“
过渡论

” 。

④ 我们认为
, “

过渡论
”
在认识集镇

社区的亦城亦乡两重属性上比
“ 否定说

”
诸观点无疑进了一大步

。

但它只局限于肯定集镇社

区的客观现实性
,

而不承认集镇社区未来发展的必然性
。

显然
,

这是 由于持论者在理论上只

看到事物非本质因素的变动性
,

比如某些集镇会随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升降起伏
,

而没有看到

事物总体本质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

其实
,

在中国这个广土众民的国家
,

即使未来城市化发展

达到相当水平
,

社会聚落类型还显然是由人 口规模不等
、

集中分散不一的连续系列所组成
。

设想未来社会聚落只采取城乡两大类型的模式
,

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
。

第二个基本间题
,
集镇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

基本任务和学科性质
。

就我们的目前认识水平看来
,

集镇社会学是一门运用社会学的聚落理论
,

通过研究集镇

社区的结构与功能
,

握示其发展规律及其规律作用的社会机制的综合性的具体社 会 科 学 学

科
。

集镇社会学的基本任务
,

是从社会聚落的整体角度出发
,

解决中国集镇社区发展中的现

实问题
,

进而促进社会三大聚落系统的协调发展
。

创建中国特色的集镇社会学
,

并不排斥诸如地理学
、

区位学
、

经济学
、

人口 学等学科对

集镇这一社会聚落进行各具特色的研究
。

因为
“ 一个对象领域可以由几个不同的学科从多方

① 陈可文
、

陈湖炯
: 《 论城市化不是唯一的道路一兼与宗寒同志商榷》 , 《 求素 》 1 982 年第 5 架

。

与此种观点相同

的还有郑宗寒
: 《试论小城镶》 , 《 中国社会科学 》 19 83 年第 4 期 ; 吴友仁

: 《关于我国社命主义城市化间肠 》 ,

《人口 与经济》
,

1 980 年第 1
、

2 期
。

李梦白
: 《关于小城镇建设和发展的几个间题 》 , 《 社会学通讯》 1 , 84 年第 4期

。

李艳白
: 《关于小城镇建设和军展的几个间胭泌

, 《 社会学通讯》 王9 84 年第 4期
·

参见 《 人文地理学 》 ,

第184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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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来研究
。 ” ① 地理学在研究集镇时

,

如同研究城市和农村一样
,

着眼子聚落现象的
“ 空何

分布
,

揭示地域特点和该地域内各种现象的联系
” 。

② 可 以说
,

集镇地理学的兴趣在于人与

地境之间种种不可分割的联系
。

⑧ 区位学对集镇的研究主要是分析一定区位中生态
、

社会
、

地理三大环境系统之间的联系
,

并对其互动效果作出解释
。

可以说
,

集镇区位学的理论支点

在于研究人口环境与 自然环境的关系
。

集镇经济学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在我国刚刚建立
,

这是

一门 “ 以乡镇经济为研究对象的新学科万 。④ 其理论分析是围绕着生产的区域分工和联系
,

以

及探索扩大再生产的动力来源
。

同社会学一样
,

人口学研究集镇社区时
,

其对象是一定地域的

人 口共同体
,

但集镇人 口学关注的中心通常是人 口的 自然构成和 自然运动以及空间分布
、

迁

移
, “

然而却不揭示作为人们一种特殊社会共同体的本质
” 。

⑤

概言之
,

集镇社会学与相关学科的区别在于
,

它运用社会学的行为分析的概念工具和理

论体系
,

如社会聚落理论
、

社会集团理论和社会变迁和发展理论
,

来研究集镇人 口共同体的

社会因素和社会关系
,

并把集镇社会聚落看作社会体系的一种形态或下属部门
。

集镇社会学作为一门综合性的具体学科
,

与集镇学在学科性质上还有所区别
。 “ 一般说

熟 不是称作
`
什么什么学

,

的都是学科
,

其中有的具有学科的性质
,

有的则具有领域学的

性质
” 。

所谓
“
学科

” ,

通常是指认识和系统化原理的特定化 , 所谓
“
领域

” ,

通常是指认

识和系统化的对象的特定化
。

集镇学显然是一门
“
领域学

” 。

从科学发展的角度看
,

通 过

许多学科对集镇领域的共同研究和相关学科间的互相渗透
、

互相连结
,

在将来会产生一门综

合性学科群— 集镇学
,

如同今天已见端倪而后起勃发的城市学一样
。

因此
,

集镇社会学虽

然带有强烈的综合性
,

但相对社会学来说
,

它仍是一门分支学科 , 相对集镇学来说
,

它和集

镇经济学等相邻学科一样
,

将是集镇学的一块重要的基石
。

第三个基本间题
,

集镇社会学研究的理论构想
。

我们初步设想
,

目前集镇社会学的研究应当从以下三个层次开展
。

(一 ) 基础研究
。

首先
,

应该开展以下两个方面的基础理论研究
:
社区学说史和集镇社区的比较研究

。

在

社区学说史中
,

着重研究马克思
、

恩格斯的
“
城乡融合

”
学说

、

列宁的区域分工理论
、

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同志有关小城镇建设的重要指示
,

同时还须研究西方古典社会

学理论中的地域共同体学说
,

如空想社会主义先驱者关于人类理想聚落形态的
“
天 才 的 猜

测
” (如莫尔的

“
乌托邦

” ,傅立叶的
“
法朗吉

” ,欧文的
“

新协合村、 卡贝的 “
伊加利亚 ,) 和

美国芝加哥学派的社区学说
,

以及外国近代城镇规划理论 (如美国霍华德 ( E
·

H ow ar d) 的
“ 田园城镇

” , 芬兰沙里能 ( E l iel S a
ar in e) 和英国密尔顿

·

凯内斯等的
“
卫星城镇

” , 美

国贝利 ( B er r y ) 的 “
有机疏散理论

” , 德国克利斯泰勒的
“
中心地理论

” , 苏联科 瓦 连科

的
“
居民点分布体系理论

”
)

。

在集镇社区的比较研究中
,

应广泛开展纵横比较研究
。

发生比较
: 比较集镇社区不同的

产生原因和萌发状态
。

类型比较
: 比较集镇社区不同的组合类型以及划分标志

。

功能比较
:

比较集镇社区不同的功能及功能实现与完善的内外机制
。

文化比较
. 比较集镇社区不同的文

O 〔日〕 富永健一主编
: 《 经济社会学》 ,

孙日明
、

杨栋梁译
,

南开大学出版社19 84 年 8 月版
,

第 S 页
。

② 《 城市是一种社会现象 》 , 《 国外社会学考参资料》 19 84 年第 i 期
。

⑧ 参见 《 人文地理学》
、

《城市地理学》 有关内容
。

④ 周 日礼主编 : 《 中国乡镇经济学 》 ,

安徽人民出版社19韶年 2 月版
,

第16 页
。

⑥ 《城市是一种社会现象 》 , 《国外社会学参考资料 》 1 , 84 年第 1期
。



化特质和文化形态
。

随着研究的深化
,

各种有目的比较还可以进一步展开
。

(二 ) 主体研究
。

运用系统动态学 ( gS st e m D g n

am
ics ) 的若干法则和手段来描述

、

分析类型繁多
、

结 构

复杂的集镇聚落系统
,

为集镇社会学的理论体系的构建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
。

具体从时间
、

结构
、

功能三个维度来把握集镇聚落系统的动态模式
。

从时间维出发
,

要求我们对集镇社区发生发展的时间序列和相关的形态有个总体认
,

识并

有一定深度地探究集镇社区的起源
、

兴衰
、

变迁和发展的总体趋势
。

从结构维出发
,

要求我

们对各种类型的集镇社区中不同社会要素的组合方式和构成变化作出科学的解释和预测
。

目

前急需开展的结构研究有
: 1

.

人 口结构
。

研究集镇社区居 民的自然结 构
、

聚 居 特 点 和 流

动
、

迁移方式
; 2

.

经济结构
。

研究集镇社区所特有的混成性产业结构
,

以及由这种产业结构

所决定的
“
兼业性” 职业结构和职业流动性 , 3

.

生态结构
。

研究集镇社区与人文生态环境的

互动方式和互动效果
,

特别是集镇社区的景观布局
、

生态保护和土地利用结 构 , 4
.

社 会 结

构
。

研究集镇社区中各种类型和规范的社会组织的特征
,

新兴社会阶级阶层的演化趋势
,

社

会利益协调机制 ; 5
.

文化结构
。

研究集镇社区成员的教育结构
、

生活方式
、

社会心理
、

传播

媒介
,

以及以社会主义文明为特征的共同体意识
。

从功能维出发
,

要求我们在研究集镇社区结

构的基础上
,

进一步从系统内部和系统外部两端揭示集镇社区在社会大系统中的社会功能
,

以及与城乡两大社区协调发展的规律
。

(三 ) 应用研究
。

我们认为
,

集镇社会学的应用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三个基本方面
。

1
.

社会管理研究
。

从集镇社会整体的角度
,

研究社区制度与群体组织
、

乡规民约和有

关法规
,

以有助于集镇社区的行政管理 , 研究资源开发
、

城镇规划
、

消费方式
,

以有助于集

镇社区的经济管理 , 研究集镇社会问题
、

社会治安
、

社会舆论
、

民政福利
,

以有助于集镇社

会生活的管理
,

等等
。

2
.

政策贮备研究
。

目前
,

城市和农村都具有相对完整而稳定的政策系统
,

而集镇的建

设和发展则迫切需要制订一系列适合我国国情的有关政策
,

诸如建制标准
、

政权建设
、

法律

机制
、

户籍政策
、

金融投资
、

产业政策等等
。

关于集镇建设和发展的政策贮备研究应包括近

期
、

中期和远期三个时间序列的配套政策
。

当前的研究重点是集镇建设和发展的近
、

中期政

策
。

3
.

模式设计研究
。

集镇社会学的应用研究
,

不仅要参与当前集镇建设的改革实践
,

也要

进行集镇社区发展的预 测研究
。

结合集镇社区的历史传统
、

经济文化背景
、

生活方式和价值

取向
,

谨慎地分析新技术革命将带来的一系列深远影响
,

从而对未来集镇社区的聚落模式进

行合理的预测
,

将构成集镇社会学的一项战略性应用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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