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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变为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
盾”,居民对城市综合服务供给质量的要求也不断提升，居民生活
圈布局规划也越来越趋于集行政、便民服务、商业、公园、文体、
教育等复合型方向发展，打造融合政务、服务、商务于一体的综
合便民平台势在必行。

1 　邻里中心起源与发展
1.1邻里中心起源
邻里中心起源于美国的“邻里单元”，“邻里单元”可谓

是邻里中心的发展雏形。1929年美国社会学家Clarence Perry提
出“邻里单元”概念。他认为，为适应现代城市汽车交通的发展，
需要规划出一种安全舒适、设施完备和适宜居民生活的新型居住
社区环境。他认为，邻里单位的规模大小以小学的规模为基础，合
理控制邻里单位的人口规模，并按照小学生上学不穿越交通干道
为原则，邻里单位内提供商店、图书馆、教堂和公共活动中心等必
要社区活动设施，其目的是将分散的城市生活中的居民转变为以
住宅区为单位聚集起来，以增强邻里交往联系与社区凝聚力[1]。

1.2国外邻里中心发展概况
国外发展邻里中心计划的国家有新加坡、日本等国家，发展

应用相对成熟的国家为新加坡，新加坡邻里中心模式也是我国借
鉴发展邻里中心的基础。

1965 年，在邻里单元发展的基础上，新加坡提出发展邻里
中心计划。新加坡邻里中心是指在每个居住聚居区内，建设配备
零售、餐饮、娱乐和文化等多种服务设施，同时汇聚社区服务与
商业功能于一体，是一种为周边居民提供日常生活所需的新型社
区商业发展中心[2]。主要依托组屋裙房、临街店面等空间进行
功能组织,或是在相近的不同区域对不同的功能进行分别设置。
按照服务区域内住户数量级划分为邻里商店、邻里中心、新镇中
心3种等级，其中1000-1200套住户配套一个邻里商店、6000-
8000套住户配套一个邻里中心、4-6万套住户配套一个新镇中心。

1.3国内邻里中心发展概况
国内目前有苏州、上海、北京、深圳、湖州等地先后实

践建设了不同类型的邻里中心，应用比较成熟的是苏州工业园区。
21世纪70年代,邓小平访问新加坡时将其邻里发展理念引入

我国苏州工业园区建设。1994年 2月，苏州工业园区启动建设。
多年来,苏州工业园区秉承“先规划,后建设”的原则,一直被誉
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和“国际合作的成功范例”。

苏州工业园区早期的规划是将全区划分为三个居住镇区,每
个镇区3—10万户,设有镇中心。如首区包含3万户,那么根据邻
里规划理念，可划分为5个邻里单元,每个邻里单元包含4000—
—8000户。同时，为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每个邻里单元内
同步设置邻里中心。在邻里单元的基础上，按照300——700户
的组团方式继续细化,组团一般不再设或少设公共设施,仅满足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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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的生活需要。例如可设置配电室、组团绿地、小商店等配
套设施。苏州邻里中心延续了新加坡邻里中心中的12种基础业
态:健康教育:药店、诊所、社区活动中心、文化中心;生活服
务:生鲜超市、修理、洗衣店、美容美发;商业载体:超市、银
行、通信、餐饮。在此基础上，每个邻里中心可根据实际需
求和发展需要配套其他业态。

2 　现有社区及邻里中心发展存在的问题
通过实地调研长三角地区社区及邻里中心发展现状和资料收

集研究，发现现有社区及邻里中心发展存在以下问题。
2.1社区硬件设施支撑偏弱。
大部分社区已建立党建、社区自治、社区服务、社区文化、

社区环境卫生、社区治安、助老养老、关爱未成年人等内容的“一
站式”服务场所，但场地狭小，存在办公用房一室多用、一院多
家单位情况，缺少足够的室内场所用于社区文化活动、邻里节、
居民兴趣学习等活动，无法满足如老年人活动、儿童活动、青少
年培训、残疾人服务等生活需求，许多社区只能举办一些室外邻
里活动，导致部分社区服务项目欠缺、服务能力有限，制约了基
层邻里活动和社区服务高质量、多元化培育开展。

2.2各类设施“合而不融”，资源布局结构不够合理。一是老
城区居民服务资源集中度不够高。经多年发展，老城区商业沿街
配置，便民服务、政务服务结合街道、社区办公场所配套布局，
在空间上存在布局分散问题。党建、基层治理、养老托幼、购物
娱乐、卫生健康、家政服务、政务审批等集中度还不够高，居民
生活便利度不足和社区归属感不强，需统筹布局，加大整合资源
力度，增功补能，完善“三务”综合便民服务质量，进一步提高
老城区集中便民服务水平。二是新区居民服务配套不同步。目
前，日常零售店、大型综合商场和便民服务点多集中在老城区，
政务服务如社保等审批事项仍是以老城行政服务中心为主。新区
商务服务大多依托小区或道路周边的小型商铺提供，缺乏集购
物、娱乐、便民生活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便民服务邻里中心平
台，给新社区居民生活带来许多不便。

2.3大部分邻里中心侧重于一到两种服务，集商业、政务、便
民服务与一体的基本没有。

目前国内实践的邻里中心存在以商业功能布局为主、以政府
服务功能布局为主或以商业+便民服务为主等几种类型，如湖州
要求整合党群服务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居家养老服务中
心、城市书房、卫生服务站、老兵驿站等阵地，重点突出社区基
层治理和资源整合，建设以政务服务为主的幸福邻里中心；宁波
构建涵盖商业服务（生鲜菜场、超市、邻里食堂，餐饮、服饰店）、
医疗健康（药店、社区诊所）、金融服务（银行）、教育服务（年
轮书房、亲子乐园、少儿教育培训、老年学堂）、家政服务（电
信、家电修理、洗衣店，保洁、保姆、房产中介）等于一体的商
业+便民服务类型的邻里中心；上海邻里中心重点聚焦公共服务
和社区治理等。综合来看，集政务、便民、商务于一体的综



    149

Capital and Market,财经与市场,(4)2021,2
ISSN:2661-3263(Print);2661-3271(Online)

合型便民邻里中心服务平台大部分还处于空白状态。
3 　综合型邻里中心设计路径
3.1构建科学合理的规划建设理念
以“人本化、集成化、数字化”理念为引领，以“生

态、和谐、共享”为核心，按照“统筹规划、因地制宜、
分类配建”原则，结合区域现有社区规划、体育健身专项规
划、养老设施规划等规划和旧城改造、城市现有服务设施配套
等，在老旧社区范围,过渡阶段采用盘活可利用的原有公共建
筑、厂房等进行改造使用;新建社区范围,利用、置换相应规模
的公共建筑、物业管理用房调剂使用。邻里中心应充分体现人本
化功能设置、集成化空间布局、数字化运营管理的现代化新型模
式，建立资源整合、设施共建、社区共治、服务共享的新型社区
现代化治理体系,促进社区治理环境生态化、社区邻里关系和谐
化、社区服务功能共享化。

3.2打造“全人群、全龄化”的综合服务功能平台。
邻里中心服务对象为社区居民，应涵盖到每一类居民所需要

的服务功能。老城区内充分结合周边既有服务功能，新城区结合
规划“一站式”布局到位，构建集政务管理、文化教育、体育健
身、医疗保健、居家养老、助残托养、便利食堂、智慧停车、商
务服务等各类服务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平台，推进建立以城
市社区为平台、社会组织为载体、社会工作者为支撑的社区管

理新机制,实行社区规范化、标准化管理，
3.3科学合理设计布局各类功能，促进各类功能融合发展。
建筑功能布局设计时,应按照政务办公设施整合集成、社区

治理设施相对集中布局;按公共服务设施分区合理、布局简明、
共建共享、统一管理的原则,整合同类功能用房,组合相关功能用
房;同类使用功能用房相连布局,相关使用功能用房联系方便。生
活购物性商务服务设施采用大空间、按商品类别、物流配送分区
设置,生活事务性商务服务设施采用相对集中组合布局。建筑空
间布局设计时,应充分考虑功能用房的自然通风和自然采光,达到
建筑的有效节能和绿色环保效应。

4　结语
随着消费的升级及互联网的发展,未来社区商业需根据消费

习惯进行重新定位。传统业态与新型业态重新整合,针对市场的
需求,利用科技的发展,创造一个复合更多业态功能,兼容更多消
费需求的邻里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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