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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社会中的邻里关系与社区居民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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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风险社会中社区对于生活安全感起到日益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对“城市社区生活调查”数据的分析，探究了邻

里关系对社区居民安全感的影响以及在疫情状态下的变化，发现社会信任和社区归属感正向影响居民安全感知情况，而在

疫情下，居民安全感知情况主要与社区归属感有关。此外，发现居民的安全感知状况在疫情中较一般情况下有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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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快速的现代化与城市化进程，人类社会正日益成

为“风险社会”；同时，现代性所带来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与

矛盾对经济健康发展、社会秩序稳定和人民生命健康等方面

产生了诸多威胁，安全问题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对于安全

的需求成为人民生活需要的重要方面，提高居民安全感成为

社会治理的重要目标内容。2019 年底，新冠肺炎疫情爆发，

影响延续至今，提升居民在风险状态下的安全感是社区治理

的重要实践。

1. 文献回顾与理论假设

安全问题关乎每个人的生存状态，是人最基本的需求

之一。政府作为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和国家权力的执行机关，

有义务承担回应安全风险的责任，缩小其影响范围、减弱其

破坏力，并努力避免因遏制风险而带来的次生危害性。广泛

的研究认为，现代社会社区居民归属感日益减弱、邻里互动

频率日渐下降，社区参与意识降低，这种淡漠的邻里关系在

商品房社区尤为突出 [1]。由于居民的安全感间接体现了社会

整体治理水平，部分学者对于居民的安全感知进行了研究：

王大为等系统地阐述了社会安全感理论，并通过实证分析研

究了北京、重庆和广州三城十年前后居民安全感的变化 [2]；

王俊秀 [3] 和赵玲 [4] 等学者研究了影响公众安全感的相关因

素。一部分学者聚焦更为微观的社区层面，关注社区居民安

全感：一些学者从政府所提供的公共设施和服务层面研究了

其对于居民社区安全感的影响 [5]；更多的学者从公民社会的

角度，探讨社区归属感 [6]、社会信任 [7] 等邻里关系 [8] 要素

对社区安全感的影响。然而，风险社会的到来增加了未来的

不确定性，个体开始重新寻找安全感的替代性来源，“重新

回到社区”似乎为个体提供了获得稳定保障和坚定邻里支持

的可行路径。综观已有文献，学者多从邻里关系角度解释社

区居民安全感，但对于风险社会中邻里关系对居民安全感的

影响的研究还较少，且缺少不同状况下的比较。因此，在目

前已有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一般情况下，邻里关系正向影响社区居民安全感

知水平，即邻里关系越紧密，社区居民安全感越强；

H2：疫情状态下，邻里关系正向影响社区居民安全感

知水平，即邻里关系越紧密，社区居民安全感越强；

由于疫情具有突发性、高风险性，其安全风险不同于

一般情况，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H3：疫情状态下的居民安全感知水平不同于一般情况

下的居民安全感知水平。

2. 研究设计

2.1 数据来源与描述

利用 Credamo 平台开展“城市社区生活调查”，设定每

个 IP 地址只能回答一次问卷，收集到 305 份问卷。剔除未

通过“甄别题”测试问卷 40 份，并手动剔除答卷时间低于

2 分钟的问卷 54 份，最终得到有效问卷 211 份（平均作答

时间为 5.63 分钟）。问卷数据的人口统计学变量描述如表 1

所示。

表 1 样本特征描述（N=211）

变量类别 变量值 频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129 61.10

女 82 38.90

年龄 18 岁以下 2 0.95

18~35 岁 192 91.00

36~55 岁 17 8.06

受教育水平 初中及以下 2 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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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 / 中专 22 10.43

本科 / 大专 170 80.57

硕士及以上 17 8.06

婚姻状况 未婚 89 42.18

已婚 120 56.87

离婚 2 0.95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含预备党员） 41 19.43

共青团员 75 35.55

民主党派人士 5 2.37

群众 90 42.65

是否为社区工作人员 是 54 25.59

否 157 74.41

月收入水平 4000 元以下 31 14.69

4000-8999 元 92 43.60

9000-19999 元 74 35.07

20000 元以上 14 6.64

所在城市类型 特大城市、大城市、省
会城市 45 21.33

中等城市 86 40.76

小城市 63 29.86

镇、村庄 17 8.06

2.2 变量选取与测量

2.2.1 安全感知

居民的安全感知状况直接体现了社会治理的效果和水

平。本文采取题项“我觉得我生活的社区很安全”直接测量

居民在一般情况下的安全感知情况。而在疫情状况下，人们

面临的是高风险的非传统安全以及由此带来的次生风险，社

区治理措施有着特殊性和紧急性，力度也更强，因此，采用

以下题项测量疫情下的安全感知情况：Q1：在这次疫情中，

社区的防控措施能得到大家很好的配合；Q2：在这次疫情中，

我所在的社区防控工作非常高效。

2.2.2 邻里关系

由于邻里关系包含了社会关系网络、邻里信任、社区

归属感和社会参与等要素，与社会资本的内涵具有较高的相

似性，因此，本文选取“城市社区生活调查”中的社会资本

题器对邻里关系进行测量。调查选取桂勇和黄荣贵 [9] 提出

的社会网络、社会信任、志愿主义、社区归属感维度及其指

标，以测量社区社会资本。

2.2.3 控制变量

本文将性别、受教育水平、政治面貌和月收入水平作

为控制变量。

3. 研究发现

3.1 邻里关系对居民社区安全感影响的多元回归分析

本文探究一般情况和疫情下两种情况中邻里关系对社

区安全感的影响。首先，将可能影响居民社区安全感的控制

变量纳入模型，建立模型 1；再引入邻里关系的四个变量社

会网络、社会信任、志愿主义和社区归属感，建立模型 2。

考虑到多元线性回归中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的影响，对各模

型进行了共线性诊断，方差膨胀因子（VIF）均远小于 10，

表明不存在严重的共线性问题。

数据显示，模型 1 中调整后 R2 为 0.02，引入邻里关系

变量后显著提升至 0.29，表明模型 2 的解释力较模型 1 显著

提高，即邻里关系变量的引入增加了控制变量可以解释的变

异量占一般情况下的安全感知总变异量的比例。

同时，模型 1 显示，控制变量对于一般情况下的安全

感知不存在显著影响，二者间没有明显的相关关系。模型 2

显示，社会信任（β=0.21，p ＜ 0.05）和社区归属感（β=0.32，

p ＜ 0.001）与一般情况下的居民安全感知具有显著的正相

关关系；社会网络和志愿主义则与一般情况下的居民安全感

知不具有明显的线性相关关系。

以同样的方法验证了邻里关系在疫情情况下对于居民

安全感知的影响。其中，调整后 R2 在引入邻里关系变量后

有显著提高，说明邻里关系对于疫情下居民的安全感知状况

的变异具有解释力。其中，社区归属感（β=0.28，p ＜ 0.01）

对于疫情下的安全感知情况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社会网

络、社会信任、志愿主义对其则没有显著的影响。

3.2 疫情前后社区居民安全感的比较分析

本文采用配对样本 T 检验的方法比较一般情况下与疫

情状态下居民安全感知的均值差异。由表 2 可知，居民的安

全感知水平在疫情中有着显著增加。

表 2 疫情前后居民社区安全感知差异的 T 检验

均值 相关性 X1-X2

X1 一般情况下 4.15
0.47*** -0.18***

X2 疫情状态下 4.34

注：*p ＜ 0.05，**p ＜ 0.01，***p ＜ 0.001，均为双侧。

新冠肺炎疫情下，面对这一具有高风险性与不确定性

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各级政府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摆在第

一位，制定了一系列有效治理措施，居民的安全感有了明显

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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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与讨论

风险社会的到来使人们重新关注起社区对于生活安全

感的重要作用。本文以新冠肺炎疫情为背景，借助“城市社

区生活调查”Mini 数据库，探究了一般情况下与疫情情况

下社区居民安全感的变化，发现社区有效的防控措施帮助提

高居民的安全感知水平。同时，着重关注邻里关系对于居民

安全感的影响，发现社会信任和社区归属感正向影响一般情

况下的居民安全感知，而社区归属感是疫情下居民安全感知

情况的主要影响因素。

因此，后疫情时代提升居民生活安全感、满足人民美

好生活需要，需要重新构建紧密和谐的邻里关系，注重对于

居民社区归属感和认同感的培育，加强社区文化建设，增强

社区凝聚力。同时，重塑邻里间的社会信任，通过强化社会

信任缩短成员间的关系距离，突出社区共同体的内涵，提高

社区居民安全感。

当然，由于本次调查样本量较小，代表性不足，部分变

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并不显著，尚不能验证本文的假设，研究

结果不具有推广性。期待未来能有更为庞大的数据库，能够

对文本的研究结果加以完善。例如，在 2022 年上海市的疫

情中，广大市民被封控在小区中“足不出户”，正式依靠社

区居委等基层工作人员以及社区内的众多志愿者承担起了

物资派送的工作，以及邻里间的互助与闲置资源交换，才保

障了居民的正常生活，消减了居民在疫情与封控下对于生活

难以保障的不安全感。因此，在政府层面，着力提高社区基

层工作者在应急状态下保障社会秩序平稳运行的治理能力，

重视营造居委与居民之间良好的邻里互动关系，大力培育社

区志愿主义，提高紧急状态下的志愿工作动员能力；在个人

层面，积极扩展社区内的人际关系网络，也是提升疫情下居

民安全感的重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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