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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th Development in City Building: Planning for the Regeneration of Social
Vitality in the Old Community
XU Hao, HUA Chen, LI Yonghua

Abstract: The renovation and renewal of old residential areas is an important aspect

of urban development, while the exploration of youth-led community regeneration is

an important agenda in urban regeneration. Confronted by lack of regional social

vitality due to the fracture of social networks and the decline and deficiency in

social capital, old communities should revive community communication and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Several strategies are considered. ① Activate the existing

housing stock by introducing elderly care organization and increase affordable rental

housing to attract young people to move in; ② Promote community communications

through activities based on mutual benefit, interests and shared emotions, expand

relationship networks and social capital, ensure the rights of community members,

and build inclusive community public spaces; ③ Build a platform for discussions

and idea exchanges, construct the mechanism of multi-stakeholder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nd cooperative co-governance for dynamic community development,

stabilize the relationship network, maintain social capital, establish a vibrant

community volunteer system, and build a genuine localized community. The paper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China to rebuild its social vitality by youth-le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Keywords: old community; social vitality; youth development; community

communication activity;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老旧小区改造更新作为一个系统工程，不仅需要关注社区物质环境的全面提升，而

且应该关注社会人口流动、需求分化、社会协商等社会层面的问题[1]。地域性社

会活力的再生成为老旧社区更新与发展的核心目标和最大挑战。目前学界已有许多从公

共空间、公共活动和社区参与机制等角度着手的社会活力研究，如：打造社区街道生活

场景，注重公共空间营造和培育邻里交往[2]；丰富社区公共活动类型及其配套空间设施，

提供建构居民社会联系的机会，开展日常生活所需的社会性活动[3]；建立多元主体诉求

表达、活动组织与管理、公共活动空间预约等一体化社区行动平台，实现信息与资源的

高效对接，促成多样的社会交往[4]。
在城市流动性日益加剧的现实下，居住型老旧社区的生活属性仅限于居住属性，社

提 要 老旧小区改造更新是城市建设

发展的重要议题，探索青年发展型社区

是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的重要议题。针

对我国老旧社区关系网络断裂、社会资

本衰落缺失的地域性社会活力不足的困

境，聚焦社区交往活动和社区参与机制：

以老旧社区养老机构的引入活化存量住

宅资源，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房房源吸引

年轻人群的入住；基于利益、兴趣、情

感创造社区交往活动，推进关系网络和

社会资本的再生产，发挥社区居民活动

权利主体性，构建具有包容性的社区公

共活动空间；搭建议事会、协议会平台，

构建多元主体社区参与、协作共治机制

以适应社区动态发展需求，稳定关系网

络并维持社会资本，引入健全的志愿者

制度引导广泛人群积极参与社区志愿服

务，使社区真正建设成为地域共同体。

为我国探索青年发展型老旧社区社会活

力再造与提升的可持续路径提供借鉴。

关键词 老旧社区；社会活力；青年发

展型；社区交往活动；社区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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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公共生活的缺失导致居民互动交往的

机会减少，社会关系的沙化降低了居民

参与公共事务的意愿，信任、规范缺失，

亟待寻找能够重构老旧社区关系网络的

关键主体，并完善满足其日常生活需求

的空间、活动与机制要素配置。

2022年4月6日，中央宣传部、国家

民委、共青团中央等 17部门联合印发

《关于开展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试点的意

见》，围绕“让城市对青年更友好，让青

年在城市更有为”，提出：着力优化保障

青年基本住房需求的居住环境，加大保

障性租赁住房供给力度，有效盘活存量

住宅资源，积极解决新市民、青年人等

群体的住房困难问题；组织动员青年有

序参与社会治理，畅通青年参与社会治

理的途径，培育基层治理青年人才队伍，

充分发挥青年在社区治理和服务中的积

极作用。

居住型老旧社区存量住宅资源固化

与社会资本存量不足的现状使其与青年

发展型城市建设具有相同的目标。本文

从青年主体视角出发，通过表达、参与

和对话等渠道[5]探索青年发展型老旧社区

社会活力再生的可持续路径，提升老旧

社区对青年的吸引力和承载力，进而实

现青年发展与城市发展的融合。

1 现状与挑战

1.1 老旧社区人口结构老龄化

老旧小区区位优势明显，交通、医

疗、教育设施完善，生活服务设施便利、

齐全，是很多老年人群选择一直居住在

这里的重要原因。但由于老旧社区存在

环境品质、住房质量等问题，有经济能

力的年轻一辈渐渐搬离，越来越多的老

年人群留守于此。2015年全国老龄工作

委员会统计数据表明，老旧社区老龄化

程度大多在 18.6%—21.3%，普遍高于全

国平均老龄化程度 15.5%，老年居民数

量的增长速度也高于新建小区[6]。

1.2 养老服务设施配置不充分使居家养

老模式普遍，以致无法对存量住宅资源

进行再利用

2021年11月贝壳研究院发布的《杭

州 2021社区居家养老现状与需求报

告》 [7]（以下简称《报告》）显示：杭州

72%的老人独立居住（一人独居或与老

伴同住），21%的老人当前与子女共同居

住，7%的老人选择住在养老机构中，居

家养老模式仍是大多数老年人群的选择。

尽管 93%的老年人群居住在家中，《报

告》调研数据显示，超过半数以上老人

认为养老机构是理想居住场所。但现实

存在公办养老机构“产能不足”需要排

队、商业养老机构价格高昂难以承受的

困境，老年人群虽然对养老机构心向往

之，仍只能成为养老“夹心层”。2021年
7月安信证券发布的《银发经济专题研究

报告：老龄蓝海市场潜力凸显》 [8]显示：

因不满足政府保障条件，80%的中等收

入水平老人无法入住公办养老机构；又

因商业养老机构的高昂费用，导致其用

床空置率高达46%。

1.3 老旧社区社会资本存在衰落和缺失

问题

老旧社区原住居民的迁出导致原有

稳定的社会关系网络逐渐解体，依赖关

系网络而存在的原有社会资本趋于弱化

和衰落，且老旧社区缺乏面向年轻人群

的社区交往活动和社区参与机制，无法

重新形成和维持社区社会资本，面临缺

失问题。①缺少满足青年需求的社区交

往活动，无法构建并连接地域关系网络：

新迁入居民的构成呈现异质性和流动性

等特征，年轻人群的个体关系网络日益

跨越邻里边界向外拓展[9]，较少参与无法

满足其利益、兴趣和情感需求的地域性

交往活动[10]，造成邻里关系淡漠；尽管

存留于老旧社区的原住居民之间仍有邻

里交往活动，但与新迁入居民基本没有

来往。②缺乏有效的社区青年参与机制，

缺少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老旧社区未

搭建支持年轻人群社区参与的有效议事

平台，无法吸纳年轻人群的社区参与活

力；新迁入居民的高流动性无法使社区

关系网络稳定下来，不利于居民形成相

互信任、互助合作的社区认同感和归

属感。

2 青年发展型老旧社区社会活力

再生规划路径

2.1 目标：形成和维持社会资本，构建

地域共同体

社区社会资本是指社区居民通过

交往活动形成的关系网络、社区居民在

交往活动和社区参与过程中形成的并

仅对社区内部关系网络产生调节和约

束作用的正式与非正式规范，以及社区

居民之间相互信任的水平[11]。社区社会

资本是社区作为地域共同体的本质，能

够推动社区多元主体之间及多元主体与

社区物质环境设施之间建立紧密联系，

有利于构建更加多元化且充满活力的社

区。因此，青年发展型老旧社区社会活

力再生的根本目标是形成和维持社会资

本，活化存量住宅资源推动年轻人群的

入住，以社区交往活动和社区参与为主

体，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地域共同

体（图1）。

2.2 引擎：活化存量住宅资源，吸引年

轻人群的入住

年轻人群普遍愿意选择态度更积极、

体验更完善、身心感受更舒适的生活方

式，并愿意展开交往活动。这是因为年

轻人群独有的朝气以及交往活力，其具

备的巨大能量使其成为社区更新的“发

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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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青年发展型老旧社区社会活力再生规划路径
Fig.1 Regenerating social vitality through youth-led development

97



2022年第 3期 总第 269期

2.2.1 租房成为年轻人群主要居住方

式，考虑工作地距离和租金水平

2017年 4月自如发布的《城市青年

“租时代”居住生活报告》显示，“90后”

占租房人群的 78%；2018年 9月贝壳租

房发布的国内一线城市《租房大数据》

显示，21—35岁人群是租房主力，占比

85%以上。2021年 8月贝壳研究院杭州

分院发布的《2021“新杭州人”安家居

住研究报告》 [12]显示，工作地距离和租

金水平是租房时考虑的首要因素。新杭

州人更倾向于在工作地周边选择房屋租

赁，以此缓解通勤带来的额外时间成本，

提高生活质量；受到经济收入的限制，

在工作地距离和租金水平的博弈之下，

得益于便利的地铁出行，新杭州人也会

租住在距离工作地几站地铁的房屋，以

适当增加的通勤时间换取租金一定程度

上的降低。

2.2.2 完善老旧社区养老服务设施，促

进存量住宅再利用

台北玖楼针对无法负担高昂房价的

年轻人群，以老旧社区老年人群的闲置

住宅作为空间载体，推动“青银共生”

计划的实施。通过年轻人群与在地老年

人群的互动交往，构建不同年龄人群之

间的关系网络，形成老旧社区共生聚

落[13]。日本东京都板桥区高岛平老旧小

区更新案例中，大东文化大学向UR征借

空置房屋，学生通过参加社区公共活动

获取低价租赁资格，为学生提供了居住

场所，在解决老年人群护理资源不足的

问题的同时，也使得老旧小区内多年龄

层次和社会背景的互动交往有了客观基

础[14]。两个老旧小区的更新案例都以存

量住宅再利用作为支撑，从根本上促进

了地域内存量住宅资源的活化，并吸引

年轻人群入住，推动老旧社区关系网络

的重塑以及社会资本的再生。

以活化老年居民自持住宅为主要方

式，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房房源，盘活存

量住宅资源（图 2）。借鉴日本政府房屋

收购和置换项目[15]，在老旧社区中引入

养老和医疗机构，社区内的老年居民可

以选择搬入设备齐全的养老机构（养老

公寓、敬老院、托老所等），并将其自持

住宅纳入保障性租赁住房使用和管理，

以此获取养老服务费用优惠；如有可能，

也可对老年居民自持住宅进行收购。此

外，还可转化利用老旧社区内的各类单

位宿舍、企业自持商品住宅，闲置安置

房、公共租赁住房等存量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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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存量住宅再利用
Fig.2 Reuse of housing stock

在满足城市保障性租赁住房申请条

件的基础上增添两条入住人筛选原则：

35岁以下、工作地在一定距离范围内。

促进年轻人群的流入，实现老旧社区人

口结构的优化；将居民的生活、工作地、

小孩上学等日常需求整合在一定的城市

地域空间，形成城市地域生活时空单

位[16]，适当降低外来居民流动性。当年

轻人群达到保障性租赁住房退出制度要

求后，可考虑继续租住老旧社区内的市

场租赁住房；当年轻人群有购房需求时，

出于工作地、生活习惯和社会纽带因素，

也会考虑购买老旧社区内的商品住宅，

从而固定部分外来居民。

此外，《报告》显示50%的老年人群

认为社区缺少陪同出行和聊天陪伴服务，

可借鉴一些发达国家推行年轻人群通过

为老年人群提供照护和陪伴服务而获取

免费住房或者廉价住房的方式[17]，建立

为老志愿服务激励机制，鼓励年轻人群

用志愿服务时间兑换租金减免优惠。

2.2.3 促进老年人群与年轻人群混合

居住

为打破老旧社区内老年人群与年轻

人群之间的隔离、促进两者间的互动交

往，首先可利用老年人群住宅和年轻人

群住宅混合布局的模式实现混合居住，

增加两者间的生活交集，进而提升社区

社会活力。在老旧社区中主要考虑老年

人群住宅和年轻人群住宅在同楼栋内的

混合布局模式，主要有同楼层、不同楼

层和多样混合布局3种方式[18]（以六层一

梯四户的多层建筑为例，图3）。
其次，可以根据实际需求开展代际

合居实现混合居住。代际合居居住模式

鼓励年轻人群与独居非亲缘老年人群

同住，强调以“照护陪伴”替代房租，

充分利用了代际双方在居住生活方面的

供需互补性。西班牙率先推行了代际合

居居住模式，杭州也曾有一个年轻人群

用每月 20小时志愿服务时间换取月租

300元敬老院标间和老年人群共同居住的

项目[19]。这种项目需要有专业社会组织

负责服务与监管：通过评估老年人群住

宅的居住品质，以面试形式了解双方的

需求、期望、兴趣等信息，以及监督居

住生活状况（必要时施行干预）等举措，

确保老年人群与年轻人群的双方利益[20]。

2.3 支撑：以社区交往活动为媒介，推

进关系网络和社会资本的再生产

在长期主导规划研究的结构功能视

角下，居民被依据年龄、职业等特征划

分成不同的群体，个体消融在群体的阶

层表征中，邻里被假定为天然具备社群

团结的地域单元，无视个体和群体之间

的关系联结，以及关系网络中社会资本、

利益的双向流动，更无法察觉和利用关

系生产的力量[21]。年轻人群的社区关系

网络和社区参与意识密切相关，以社区

交往活动为媒介建立年轻人群社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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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老年人群住宅与年轻人群住宅在同楼栋内的混合布局示意图
Fig.3 A mixed layout of housing for the elderly and the young in the same 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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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并构建紧密联结的邻里关系网络意

义重大。

2.3.1 举办满足年轻人群知识性、社交

性、认同感需求的社区交往活动

年轻人群参加活动就是构建信任、

规则和网络的过程。年轻人群的交往动

机主要出于利益、兴趣和情感，所以对

活动的需求主要基于 3种要素：①知识

性；②社交性；③认同感。知识性活动

在满足年轻人群对多元知识、自我提升

需求的同时，能够提供来自同辈间的经

验和意见支持，可举办读书会、电影会、

主题沙龙、公共讲座、经验分享会等活

动类型。建立在线上维护基础上的、一

定程度的线下面对面社交性活动仍然被

当代年轻人群所渴望和欢迎。认同感主

要是指参与者能够通过活动回应、协调

与满足自我的认同诉求，在活动中拓展

个体关系网络，帮助年轻人群逐渐建立

起对所在社区的归属感，进而建立起对

自我价值的确认感[22]。
2.3.2 发挥青年活动权利主体性

学习北京706青年空间的成功经验，

将活动权利尽可能地交还给活动主体，

为其主体性的实现提供条件。706青年空

间积极为想要自己发起活动的年轻人群

提供平台，使得每一个参与者都有可能

迅速转变为活动发起人：只需要将简单

的创意申请递交给管理团队，经其讨论

通过后就可以在 706微信公众号上进行

宣传推广，并获得某一功能空间某一时

段的免费使用权[22]。在议事委员制度下，

年轻人群可将活动申请提请社区常务委

员，经其商议后，在线上社群平台进行

宣传，并在老旧社区公共活动空间预约

管理系统中预约对应时间的活动空间使

用权。

2.3.3 挖掘和培育社区人才

以举办活动为媒介，唤醒多元主体

的参与意识，并寻找社区关系网络中的

纽结点。“新清河实验”课题组将社区人

才的发掘和培育工作置于首位：通过举

办社区Logo征集、井盖彩绘等活动，发

掘了多位美术和摄影能人，培育了集聚

不同年龄人群的兴趣爱好团队以及“小

小分类员”等以儿童为核心的公益家庭

团体，形成社区人才库[21]。
重点应发掘两类社区能人。一类是

有技能的社区能人，要给他们提供发挥

技术特长的舞台。另一类是有动员能力

的社区能人，他们已具备社区参与意识，

能够牵头组织各类业主活动，要善于运

用其动员能力，同时给予一定的荣誉与

奖励。加强对人才的引领和培养工作，

引导年轻人群自主参与社区发展，激发

年轻人群的创造能力[23]。
2.3.4 构建包容性社区室内公共活动

空间

公共活动空间是居民社会交往的重

要物质载体[24]。社区公共活动空间的规

划建设在满足不同年龄人群多元需求的

同时，也需要考虑其共同需求，形成协

调不同年龄人群的具有整体观的包容性

环境[25]。
首先可通过功能置换和拆除改造两

种方式，转化利用底层闲置住房，释放

闲置或被改造为杂物间的自行车库空间，

为社区交往活动争取空间。其次，针对

单独布置的现有老旧社区室内活动空间

存在的闲置与紧缺并存现象，可借鉴多

代屋模式，将部分室内活动空间功能进

行合并与整合，为幼儿照料、老人照护、

会面交流等多样化活动提供空间与服务

功能，创造代际共享空间，为邻里间不

同年龄人群积极联系的建立与良性互动

提供物质平台[20]。最后，要设置紧扣年

轻人群实际需求的空间功能。要让极具

个体性的年轻人群走出家门，就要设置

适应时代需求的活动空间功能[26]。可引

入社区微型图书馆、公共自习室、社区

咖啡馆、小剧场、共享舞蹈房等新型社

区公共活动空间，补充老旧社区室内活

动空间功能，丰富社区互动交往内容，

增进邻里交流。

2.4 生长：构建社区青年参与、协作共

治机制，稳定关系网络并维持社会资本

当下，老年人群成为社区公众参与

的中坚力量，社区空间的设计、社区服务

的对象、社区活动的参与多为老年人群，

从社区党员到楼组长再到志愿者，无一例

外呈现“老龄化”特征。受到时间、家

庭、氛围等因素限制，年轻人群极少参

与社区公共事务，但年轻人群参与社区

公共事务是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也是社区社会活力营造的必要条件[27]。
将规划路径从结果导向转向过程导

向，将关注的核心点从生产什么活动转

向如何生产活动，有助于形成更加有效

的公众参与机制（图 4），也为更好地解

决“个人主义时代的共同体重建” 问题

提供参照。关注活动、议题的生产过程

对社会资本的再生产作用，培育多元主

体自下而上形成的社区共同体，促进居

民互助合作，维护社区公共利益，实现

社区融合。

2.4.1 建立全流程、长效、扁平化的社

区青年参与机制

培育以年轻人群为主体的议事组织，

建立议事委员制度，搭建支持年轻人群

社区参与的开放平台。在青年议事会机

制方面，建立议事规则，通过确立需求

表达、方案制定、决策公示、评估反馈

等 4个关键环节，建立青年需求从表达

到落实的完整可持续机制[28]。在青年议

事委员制度方面，由社区全体年轻人群

选取社区常务委员负责社区青年日常事

务、青年相关事务的决策与实施、组织

青年参与活动，并从常务委员中选取青

年代表在多元主体协议会中表达社区青

年需求[29]。实践显示，议事委员已成为

社区议事和行动的重要社会力量，作为

不同利益主体的沟通者在利益调控的过

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2.4.2 构建多元主体协议会制度

东京都高岛平老旧小区更新中组建

了包含研究者、学生和社区居民的联席

会议，使得学生和社区居民可以通过协

议会成为更新项目的重要决策者[14]。组

建三者协议会是社区更新项目运行的组

织保障，具体运作方法是由研究者、学

生和社区居民三方提出活动相关提议进

行共同讨论，并通过协议会运营各类活

动。英国纽卡斯煤田“社区行动”的代

际实践项目以表达、参与和对话的方式

赋权公众，聚集不同年龄人群共同协商

社区议题，并影响最终决策[20]。
年轻社群具有积极获取资源的自

主优势，但单一社群所构成的关系网络在

年轻社群高流动性的影响下具有极大的

不稳定性[13]。构建多元主体共治的社区

协议会制度，打破不同年龄社群之间的

沟通壁垒，使老旧社区单一社群网络成

为以年轻社群为核心的多中心社群网络。

通过协议会制度，形成多元主体合

作模式，各年龄人群代表与居委会、物

业及相关社会组织可以在决策过程中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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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互动交往，共同协商决策社区相关事

务。通过协议会制度，展示不同利益主

体的诉求、了解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和难题，从而更好地对各主体利益进行

调控，“自下而上”地制定满足社区自身

需求的决策。通过协议会制度，将举办

活动的多项工作交由民众来决定，同时

辅以专家和专业社会组织的有效引导，

由此推动社区居民和地方社会组织成为

真正的行动主体。

2.4.3 倡导志愿服务活动，引入健全的

志愿者制度

美国地方政府管理、公民自治理论

专家理查德·博克斯 （Richard C.Box）
在《公民治理——引领 21世纪的美国社

区》中提到，很多人只有在问题切实关

系到自身利益而必须进行认真思考时才

会参与到社区治理中来。想要倡导志愿

服务精神，引导广泛人群积极参与包括

但不限于养老的志愿服务事业，需要引

入健全的志愿者制度。

借鉴德国“时间储蓄”计划，杭州

市民政局 2021年 8月发布的《杭州市养

老服务业发展“十四五”规划》提出要

加快推动全市养老服务“时间银行”。养

老服务体系中的“时间银行”是指年轻

人群或健康老年人群以志愿者的身份为

需要帮助的老年人群提供志愿服务，服

务时间和内容由工作人员记录并形成档

案，当志愿者满足接受养老服务的条件

后，可以获得档案中记录的与其之前服

务时间相等长度的服务[30]。
“时间银行”运行机制主要包含管理

机制和激励机制两方面。首先是建立健

全管理机制：将志愿服务分为专业（基

础康护、精神慰藉）和非专业（辅助生

活、文化教育）两类，建立健全涵盖公

益组织准入、需求发布与方案申报、志

愿者招募与培训、志愿活动组织开展、

服务兑换激励、监管与服务评价为一体

的养老服务“时间银行”闭环管理机制。

其次是建立全域“通存通兑”和激励保

障机制。

3 结语

社区规划的核心议题经历了从“物

质性”向“社会性”的转变：从政府主

导并关注物质空间环境的社区建设，转

向多元主体自主更新并强调社会自治的

社区营造。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提出要

探索青年发展型社区建设，在优化保障

青年基本住房需求的居住环境的同时要

组织动员青年有序参与社会治理。

以老旧社区存量住宅再利用推动保

障性租赁住房计划实施，引入年轻人群

优化老旧社区人口结构；依托各类社区

活动、议题，重新激发老旧社区多元主

体之间及多元主体与现状物质环境之间

的对话，推动老旧社区社会活力再造；

引导自下而上的更广泛人群共同参与社

区更新与发展，促进老旧社区社会活力

提升。结合青年发展型社区建设与老旧

社区社会活力再生需求，为我国探索青

年发展型城市建设中老旧社区社会活力

再生的可持续路径提供借鉴，探索青年

与城市的良性互动。

注：文中未注明资料来源的图表均

为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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