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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区建设中的居民参与问题一直是社区研究的一个焦点,在以人为本的思想引领下,将关注点

从产业转向人,也是社区研究的一个趋势。费孝通在其著作《乡土中国》中描述了中国的一个特有人际

关系,也就是“血缘关系”,他认为中国的社会关系中,“血缘关系”占了绝对的主导地位,有很强的传承

性和不可改变性。笔者前期的研究从历史角度分析了这种“血缘关系”的成因,阐述了其在目前社会中

的不可替代性。本篇研究将进行实地调查,沿用社会学者单菁菁的“心理社区”的观点及其调查方法,

验证在城市化急剧发展的城市社区中,这种“血缘关系”是否依旧存在,并验证其是否为美国社会学者

Mark Granovetter所描述的“弱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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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Verification Study of China's Interpersonal Network Based on "Blood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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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sidents' participation in community construction has always been a focus of community research. 

Under the guidance of people-oriented thinking, it is also a trend of community research to shift the focus from 

industry to people. Fei Xiaotong described China's uniqu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namely "blood 

relationship", in his book "Native China". He believed that "blood relationship" occupied an absolute dominant 

position in China's social relations, with strong inheritance and immutability. The author's previous research 

analyzes the causes of this "blood relationship"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nd expounds its irreplaceable role in 

the current society. This study will conduct a field investigation, follow the viewpoint of "psychological 

community" put forward by sociologist Shan Jingjing and its investigation method, and verify whether this 

"blood relationship" still exists in the rapidly urbanized urban community, and whether it is a "weak 

relationship" described by American sociologist Mark Granov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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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笔者前期的研究中提到了中国特殊的人际关系网,即“血缘

关系”,在前期研究中对日本社区建设的描述里可以看出,城市

化发展加剧的同时,旧有的共同体必然遭受冲击。放眼中国的情

况来看,这种冲击确实无处不在,由这种冲击导致的人文资源流

失也成为了社区建设中的重大问题。 

如何有效地利用好社会资源,重塑社区共同体应是社区建

设的研究方向。本研究着力于验证中国人际关系中的“血缘关

系”,探讨“血缘关系”在实际的社区建设层面可能起到的作用。

合理利用这种人际关系于社区建设中,将有利于推动社区建设

的发展,形成良好的地区自治生态系统。 

1 “血缘关系”相关探讨 

1.1地域“血缘关系” 

广义上的“血缘关系”并不单单指一个家庭或家族,根据费



项目工程 
第 2 卷◆第 6 期◆版本 1.0◆2024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972-4112(P) / 2972-4120(O)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41 

Project Engineering 

孝通在《乡土中国》中的描述,我们可以扩宽理解,在保甲制所

存在的时代里,一个地区的生产产出要依赖家庭的生产产出,且

十户一甲,十甲一保,因此一个地区的家庭之间是存在行政管理

意义上的关联的。这种关联将整个地区牢牢地联系在一起,在

这种近千年的关系中,逐渐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域“血

缘关系”。 

在中国以姓氏命名的地区无论城市或农村是相当常见的,

在保甲制的影响下,地区以姓氏命名,象征了该地区的家族血脉

团体,它们既受着大文化圈的影响,也在对大文化圈输出着自己

的文化,因此有着“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说法。我们可

以认为,小地区文化才是组成中国文化的基本单元,这样的小地

区文化在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影响深远,在城市化大踏步迈进

的今天,这种文化也是不可切断的。 

1.2城市化发展中的居民意识及居民自我认同 

在这种强大的“血缘关系”文化背景下,中国人通常有一种

“同乡认同”感,甚至口音上的些微差别就能判断对话者的地

域。它能让陌生人之间产生一种直接且快速的联系,这种社会关

系网可以说是凌驾于众多关系网之上的。 

然而,受城市化发展的影响,人口向城市集中,维持这种关

系网的力量逐步被削弱,使得很多聚集到城市里的外来人口失

去了自己的身份认同感,同时又因客观或主观原因,不能在短时

间内接纳自己的“居民”身份,这种现象可以和日本城市化高速

发展时期的“无缘社会”现象类比。 

2 关于人际关系的理论及验证 

费孝通描述的“血缘关系”在社会学者单菁菁的《社区情

感与社区建设》一书中被描述为“心理社区”,单菁菁也对这种

“心理社区”进行了验证。验证的理论依据是美国社会学者Mark 

Granovetter所提出的“弱连接”理论,以下分别阐述“弱连接”

理论及单菁菁的验证方法。 

1973年,美国社会学者Mark Granovetter在《美国社会学期

刊》(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发表了《弱连接的力量》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他认为,人际关系中存在“强连

接”与“弱连接”,“强连接”属于接触紧密的同质性的交往,

这种交往的特点是接触频率高,情感强度高,关系紧密,互助性

较多,因此信息交流的重复度高,不利于新信息的传递,不利于

社会性的活动。而“弱连接”不同于“强连接”,它是稳固存在

于人际关系中,接触频率低,情感强度低,关系不紧密,互助性较

少,但其信息交流重复度低,有利于新信息的传递,有利于社会

性的活动。 

单菁菁以此为理论基础,从接触频率、情感强度、关系紧密

度、互助性四个基本点对“血缘关系”进行了验证。我们先呈

现单菁菁的验证方法。 

单菁菁在某市L社区进行了问卷调查,有效样本493份,问题

设计如下： 

问题1：在日常生活中交往最密切的人是谁？(验证接触

频率) 

问题2：遇到困难的时候,通常向谁求助？(验证情感强度) 

问题3：你所认识的朋友都是由谁介绍的？(验证紧密度) 

问题4：日常生活中通常受到谁的鼓励及帮助？(验证互

助性) 

所有问题的选项均为：朋友、家人、同事、邻居、同学、

老乡、居委会人员、领导。 

问题2-问题4统计如下图： 

 

由于问题1对每个选项设置了3个小选项,即“经常交往”

“偶尔交往”“少于交往”,因此采用三分法打分算平均数,其

结果如下图： 

 

根据统计图,比例或分数高的为强连接关系,反之为弱连接

关系。很容易得出“老乡”属于弱连接类型的社会关系,也更容

易在社会活动中产生作用。 

3 重庆市某区的 M 镇的调查 

M镇是位于开发区的一个镇,其人口大部分为外来人口。由

于位于开发区,因此,M镇的发展变化和十几年前相比非常大,增

添了很多重点产业企业、大型科研所、大型研发机构等,虽然这

些企业带来了很多就业岗位,但M镇的青年就业问题却一直是一

个大问题,主要原因是环境改变后,吸引了众多外来人口,导致

需就业人口增长速度超过了岗位增长速度。 

同时,M镇也是一个保留着旧街区的一个镇,新旧街区仅一

步之遥,旧的生活习俗依旧保留,是笔者研究的理想选地。 

3.1调查设计 

根据单菁菁的调查方式,笔者认为,对接触频率的调查问题

可以简化,主要原因是调查对象中年轻人占比较多,目前年轻人

生活、工作节奏快,对所有选项的感知度低。与之相替代的,将

单选变为多选,每题可以选择1-3个选项,凭第一印象选择所

得到的真实性最高。再结合当下年轻人的语言环境,问题设计

如下： 

问题1：日常生活中的租房、水电费、演唱会门票、教育、

美食等信息多询问谁？可选择1-3个选项。(验证接触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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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2：工作后,谁鼓励你最多,帮助你最多？可选择1-3个

选项。(验证互助性) 

M镇调查结果   有效样本：177个

互助性 紧密度 情感强度 接触频率

朋友 59.32% 59.12% 67.23% 71.50%

家人 82.49% 45.76% 79.10% 61.58%

同事 35.59% 32.77% 36.72% 43.50%

邻居 15.82% 17.51% 19.21% 18.64%

亲戚 17.51% 10.73% 12.41% 15.82%

同学 5.65% 6.78% 4.52% 7.34%

老乡 0.56% 5.65% 0.58% 5.08%

居委会人员 22.60% 41.24% 23.16% 23.16

领导 9.03% 19.77% 9.60% 5.08%

 

问题3：朋友需要帮助,你却帮不上忙,这种情况通常会给朋

友推荐谁？可选择1-3个选项。(验证紧密度)问题4:遇到失落、

将要崩溃时,第一时间会想到谁？可选择1-3个选项。(验证情感

强度) 

所有问题的选项均为：朋友、家人、同事、邻居、同学、

老乡、居委会人员、领导。 

3.2调查结果 

四个问题的统计表如下： 

将表格的数据转化成线状图如下： 

时隔十数年的调查,其结果分布整体上与单菁菁的结果在

大板块上没有呈现出太大差异,“老乡”仍然是处于弱连接关系。

这也证明,中国特有的这种“血缘关系”在城市化发展的今天,

仍然存在,是文化的一种强力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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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社区建设的方向建议 

通过调查结果,我们可以清晰地看见,属于弱连接的关系集

中在老乡、居委会人员、领导三者上,而其中属于广泛社会关系

的只有“老乡”一个关系。由此可见,“血缘关系”在中国社会

仍然处于主导地位,如何保护好这种社会性资源,并加强运用,

笔者认为,重点在于以下三点： 

第一,充分发掘本土文化,扶持并弘扬本土文化,不能过于

让商业气息掩盖人文气息,这样更有利于文化的交互交融,让外

来人口感受本土的文化气息,才能稳定外来人口,让社区恢复人

文活力； 

第二,尊重外来文化,让外来文化的优秀点融入本土。这不

能仅仅依靠商业活动,要更多地动员群众力量,办群众所喜欢的

活动,做群众喜欢的事； 

第三,增强行政管理,优化行政人员,吸纳专业相关的人员

进入社区建设的行政管理行业,加强行政人员的专业培训。 

5 结论 

结合笔者前期的研究,可以窥见“血缘关系”在城市化发展

大踏步前进的当下,仍就是牢固的一张人际关系网。本研究再次

印证了“血缘关系”在中国人文社会环境中的重要作用,也印证

了社区建设必须要依靠强大的人文条件的事实。笔者抽取了有

效数量的样本进行印证,其结果符合实际,但考虑到社区活动中

会出现不同年龄段产生不同活动效果及社会效应的情况,本研

究可以进一步细化年龄层的调查,从不同方向进行印证。其次,

调查区域的选择虽有代表性,但不能全面反映当下社会的具体

情况,因此,接下来的研究调查中,将以细化调查群体、扩宽调查

区域及加大调查样本为主,从不同层面观察当下社区中的人际

关系情况,如此将更有利于全面分析社区建设的人文性问题,寻

找居民参与的突破口,构建实用性高、参与性强、利于社区自制

力育成的居民参与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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