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尧研究缘起

占地种菜是时常被媒体报道的一种负面现

象袁类似于野小区住户扎篱笆占地种菜冶尧野多个小

区惨遭毁地种菜冶的标题充斥于耳目之间袁相关报

道竟达 330 多万条遥 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现象袁
野占地种菜冶及其引发的空间冲突主要发生于新型

城市社区遥 具体而言袁这种新型城市社区主要是指

在城镇化背景下袁由于城市扩张袁将原先位于城郊

区域的村庄袁 在经过一定程序后纳入城市管理体

制的社区遥 这类社区通常包含土地制度尧 经济体

制尧 社区形态以及居民身份等四个方面的转变[1]遥
由于实践样态的差异袁 又会根据动因不同而称为

野农转非冶尧野撤村建居冶或者野城市边缘冶类社区等遥

自 2000 年以来袁这种城市野新型社区冶的数量在快

速增长遥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袁我国的城市化率由

2000 年的 36.22%提升到 2017 年的 58.52%袁 在不

到 20 年的时间里提升了 22.3%袁 新增城市人口约

为 3.5 亿遥 在城镇化率提高的同时袁自然村落的数

量持续减少遥 中国 2000 年有 360 万个自然村袁到
2010 年已经减少到 270 万个袁10 年间约有 90 万

个自然村落消失袁平均每天接近 30 个自然村落消

失[2]遥 总体而言袁新型社区居民或人口在不断增加遥
在一定意义上袁新型城市社区具有一定的野移

民效应冶袁体现为社区关系陌生性尧社区居民混合

性尧社区秩序混乱性以及社区记忆微弱性等[3]遥 因

此袁新型城市社区面临各种治理困境袁诸如治理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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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冶的困境[4]曰社区治理能力弱尧定位不清晰[5]曰空间

重构引发悖离野善治冶的趋势[6]等袁不胜枚举遥 其中袁
由于占地种菜而引发的空间冲突也是社区治理的

难点之一[7]遥 基于占地种菜行为合理与否及其可能

引发的多元化正负面效应袁叶人民日报曳 还曾做过

专项讨论[8][9]遥 可见袁占地种菜现象在当前已不仅是

野社区空地能否种渊菜冤冶的问题袁而且更是一个在

实践和理论层面需要解决的袁 涉及何以频繁发生

以及如何治理的问题遥
综合文献梳理和田野调查袁 以新型城市社区

的野占地种菜冶现象为切入点袁解析新型社区居民

占地种菜行动及其背后的情感逻辑袁 对于推进新

型城市社区的善治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遥 同时袁鉴
于野占地种菜冶现象及其背后的土地情感引发的社

区治理困境袁 本研究引入情感社会学中的情感规

约理论袁进而建构社区的合作治理模式袁文末简要

作结并进行进一步的讨论遥

二尧外显的行动院频发的占地种菜
事件及其引致的破坏性后果

渊一冤占地种菜事件的一般过程

2017~2019 年间袁 课题组在苏皖两省的 N 市

和 H 市调查了 20 多个新型城市社区袁无一例外地

发现了占地种菜现象已成为社区治理的难点遥 在

行动的意义上袁 占地种菜又被称为 野圈地种菜冶尧
野毁绿种菜冶袁是指社区居民利用社区绿化用地尧边
缘荒地或者其他未利用地袁以种植水果蔬菜为主兼

或种植其他农作物的种植行为袁野占地冶尧野圈地冶及
野毁绿冶 则是从不同角度表明或是强调了这一行动

的内涵及其负面影响袁即通过公共用地私有化方式

对社区公共空间和基础设施造成一定的破坏效果遥
各地不同的占地种菜事件在发生过程上具有

相似性遥 卢义桦尧陈绍军在一项研究中袁将野毁绿种

菜冶事件的发生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袁即野毁绿种

菜冶的兴起尧野除菜还绿冶的反复尧野走访劝说冶的尝

试尧野开心农场冶的建立[10]遥综合调查多个社区袁归纳

出占地种菜事件发生的一般过程大致是院首先袁个
别社区居民在社区内选择社区边缘位置占地种

菜袁具有一定的隐蔽性袁因而不易被发现曰其次袁在

个别居民野头雁冶效应的作用下袁更多的居民开始

效仿袁种菜的地点也逐渐显性化曰然后袁管理者开

始介入袁往往以野集中整治冶尧野集中铲除冶的方式进

行处理袁同时伴随着较多的强制性与冲突性曰再之

后袁占地种菜现象死灰复燃袁在野种菜冶与野整治冶的
重复中陷入了恶性循环袁 直到达成某种妥协性意

见遥 例如袁在 H 市 W 社区袁起初是个别居民利用铲

子等小型工具将社区的边缘地带开辟出来种植南

瓜等蔬菜袁更多居民开始效仿袁直到社区靠后的 6
栋楼前后的绿化设施全部被损坏袁才在区城管办尧
社区居委会尧小区物业等部门联合下袁得以野集中

铲除袁共同整治冶袁然而不到半年袁野毁绿种菜冶又再

次发生遥 即使如此袁野共同整治冶也难以取得良好效

果遥再如袁我们在 N 市 QT 社区的调研发现袁该社区

有 3 位居民自 2011 年起在楼顶上实施大片种植袁
一年多后袁 造成顶楼多户居民屋顶漏水尧 墙体脱

落袁社区组织多次介入袁前后持续两年多也未能制

止遥 直到 2014 年袁N 市举办一项国际体育赛事袁经
受影响居民举报袁由区政府尧区公安局尧区城管局

等多部门联合执法袁居民的野楼顶冶种菜行为方得

以终结遥 其结果是院一方面袁顶楼居民长期忍受房

屋顶部漏水等造成的损失未能得到应有补偿曰另
一方面袁这种对于野占顶渊楼顶冤种菜者冶的治理是

一种强制性的事后治理袁相比于事前治理袁只是一

种次优选择遥

渊二冤占地种菜事件的破坏性后果

占地种菜实质上是一种争夺社区空间资源的

行为袁从单元行动的角度来解析袁较为清晰而容易

理解院野地冶 即社区公共空间袁 包括社区的公共用

地尧公共基础设施及其用地尧社区的立体空间等袁
如社区的绿化设施及其用地尧社区的地下空间尧社
区建筑物的顶部空间等曰野占冶和野种菜冶则分别是

居民利用社区空间的不当手段及其用以满足私欲

的具体行动遥 由于居民用来满足野私欲冶的行动指

向的是社区野公共空间冶袁因而会给社区公共空间

以及其他居民生活世界造成影响袁 其中至少包括

下列的破坏性院渊1冤在社区空间方面袁不仅会对社

区内的部分绿化设施形成破坏袁 也会对社区的空

间布局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曰渊2冤 在社区秩序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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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袁既会对其他居民正常生活产生负面影响袁也会

引发社区范围内的负面示范效应曰渊3冤在社区管理

方面袁由于涉及不同群体的利益协调袁甚至直接干

扰了部分居民的日常生活袁 从而为社区治理增加

了工作量曰渊4冤在社区权威方面袁由于占地种菜现

象屡禁不止袁在野种菜冶与野整治冶的周期性反复过

程中袁 社区以及街道等政府机构的权威性与合法

性被解构曰渊5冤在社区资源方面袁由于涉及社区绿

化等设施的毁坏和重建袁 从而造成社区物质资源

的浪费遥

三尧内隐的情感院新型社区居民的
土地情感及其实践逻辑

行动的背后是动机袁也是情感唤醒遥 特纳将情

感唤醒归结为两个基本原因院 期望和奖惩袁 认为

野人们希望他们对自我尧他人以及环境特征的期望

相一致袁 这种寻求一致的格式塔倾向是人们行动

的重要动机冶[11]渊P73冤遥 情感实践袁即从情感到行动

的转化大致有两种情况院 第一种情况是情感直接

转化为行动袁譬如袁个体在极度的愤怒状态下而采

取的不顾后果的社会行动曰 第二种情况则是情感

在与理性结合后再共同转化为行动袁 在一定程度

上表现为理性对于情感的矫正遥 基于学界研究成

果以及课题组的调查发现袁我们认为院新型社区频

发且屡禁不止的占地种菜现象袁 其背后是一种内

隐的土地情感曰正是由于情感的实践空间受限袁新
型社区居民的土地情感表达过程才会引发一定的

破坏性后果袁尤其是当土地情感以野非常规式情感

表达冶时袁后果最为严重遥

渊一冤何谓土地情感钥
蒙培元认为袁人首先是情感的存在袁情感是人

的最基本的存在方式[12]遥 何谓情感渊feelings冤袁是指

人们对于某种事物是否符合人的需要和欲望而产

生的一种复杂而又持续稳定的内在心理体验袁并
与较高的心理境界相联系袁 能长时间地影响甚至

支配人的行为[13]遥情感是野关于冶或野指向冶某个对象

的袁这个作为对象的野某人冶尧野某事冶或野某物冶就是

情感的意向性对象遥 在这种意义上袁我国悠久的农

业文明以及农业大国的基本国情袁 遵循 野日久生

情冶的情感生成逻辑袁农民及其子女基于客观上的

物质依赖袁必然形塑了其主观上的情感依恋遥
自从农业文明诞生后袁 人类与土地的关系就

开始具有重要意义遥 在世界各民族的神话中袁均有

类似于女娲的泥土造人说袁 这正是先民们对于人

地关系的一种原始而又朴素的社会想象遥 雷德弗

尔德指出农民对土地怀有一种特别的情感并赋予

土地特殊的价值[14]袁这可以理解为农民长期在占有

和使用土地的基础上而衍生出的野恋地冶情感遥 在

我国严酷的人地关系以及特殊的农耕文化影响

下袁土地是农民的野命根子冶遥 因此袁我们可以将土

地情感理解为院 以人们对于土地的长期占有和使

用为基础袁在土地为人们提供就业尧收入和社会保

障等多项功能的过程中袁培育的人们对于土地的一

种持续稳定的内在心理体验遥土地情感在不同情境

下袁又可称为野土地情结冶尧野恋地情结冶等遥
农民的土地情感虽然是相对稳定的袁 但是通

常会受到土地对于农民需求的满足状况尧 农民自

身的需求评估以及更大范围内的结构性因素 渊诸
如市场尧制度冤等方面的影响遥 因此袁人们对于土地

的情感亦会发生变迁遥 在市场经济的转型背景下袁
学界对于农民的土地情感变迁大致上持两种观

点院一种观点认为袁当前绝大多数农民对土地仍然

有深厚的感情[15]袁另一种观点则指出袁自改革开放

以来袁 农民土地情结变迁的整体特征是由浓变淡

的[16]遥而根据课题组的田野调查袁我们有理由认为袁
这两种看似矛盾的观点在事实上具有一致性院前
者说明了农民土地情感的相对稳定性袁 而后者则

是说明了农民土地情感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情感

主体需求的满足状况等因素的影响袁 因而具有一

定的情境性遥 两种观点都肯定了农民土地情感的

存在性袁这是不容置疑的遥
学界土地情感的相关研究为本研究提供了重

要的理论基础院 第一袁 土地情感正如情感本身一

样袁 是真实存在并对人们的认知 渊如土地流转意

愿冤和行动渊诸如土地转包尧转让尧入股等土地行

动冤产生影响曰第二袁由于土地情感的存在与变迁袁
人们的土地情感在现实中会对土地利用甚至土地

政策的执行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或消极的阻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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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遥 从曾经的野有地冶农民群体转化为野无地冶的居

民群体袁 新型社区居民的土地情感较少被学界所

关注遥 在新型社区的治理实践中袁存在凸显制度和

技术而忽视野人冶的情感的弊病[17]遥由于新型社区并

存着社区野空间再造冶尧居民野角色再造冶[18]以及野关
系重构冶等多元化的重构和适应过程袁类似的治理

弊病尤为彰显遥

渊二冤新型城市社区的土地情感院个体尧家庭与

社区的三重性

情感本身具有一定的层次性袁 或可概括为情

感的差序格局遥 新型社区居民的土地情感大体包

括 3 个层次渊见图 1冤遥

图 1 社区居民的三重土地情感

第一袁个体的土地情感遥 土地情感的生成与个

体是否依赖土地提供就业尧 收入和社会保障等功

能性需要直接相关遥 相比而言袁老年群体渊老一代

农民冤长期从事农业生产袁土地不仅为他们的生产

生活提供了各种物质上的需求袁 例如各种粮食上

的需求袁出售各种粮食以采购各种非农产品袁因而

他们对于土地的情感依赖程度强袁 青年群体的土

地情感则要弱得多遥
第二袁家庭的土地情感遥 人们以家庭为单位开

展生产生活的系列活动遥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袁
农民家庭总收入中非农收入比例的持续增加袁同
时也因为老一辈农民在体力上也难以继续耕种土

地袁家庭的土地情感在总体上是趋于下降的遥 在新

型城市社区袁由于家庭收入主要来源于非农业袁家
庭的土地情感在强度上迅速下降遥

第三袁社区的土地情感遥 社区居民对于土地的

总体心理体验袁是一种或崇敬或疏远的心理状态遥
在一定程度上袁社区的土地情感可归属为一般社会

成员共同的信仰和情感的总和[19]袁可以理解为一种

结构性情感遥 所谓的野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冶尧野靠山

吃山袁靠水吃水冶正是反映某一既定范围渊区域或

社区冤内的人们对于土地的物质诉求和情感表达遥

渊三冤新型城市社区的土地情感逻辑院唤醒尧累
加与释放

在新型城市社区袁 由于土地作为一种要素在

居民的生活结构中野断乳性冶抽离袁人们难以割舍

的土地情感突然间变得无处安放袁 这为新型社区

治理提出了难题遥 新型城市社区居民的土地情感

逻辑包括唤醒尧累加与释放三个阶段遥
1.土地情感的唤醒

在社区居民先前的生活中袁 土地是一项重要

的生产资料与物质要素遥 在数千年农耕文化的浸

染下袁 人们的内心深藏着对于土地难以割舍的情

怀遥 日常生活结构的稳定性袁保障了人们以一种重

复日常的方式即可正常生活遥 但是当生活中某些

要素突然缺失时袁人们的生活就会陷入某种混乱遥
在身份转化的过程中袁野社区居民冶 生活结构的变

化袁 决定了他们在变化过程所要体验到并且难以

逾越的野阵痛冶过程是院第一袁与野有地冶的生活状态

相比袁野无地冶的日常生活由于土地要素的缺失袁从
而也就缺少了与土地相关的各种情境袁诸如院旧时

家园近旁的野庭院经济冶袁随手可触的房前屋后的

蔬菜瓜果等袁 他们的生活在适应的过程中往往无

所适从遥 第二袁基于野无地冶的生活现实袁怀念野有
地冶的生活情趣袁深藏于人们内心深处的土地情感

被唤醒遥 易言之袁人们在野无地冶生活中产生了野需
要进行自我保护冶[20]的情感需求袁静态的土地情感

随之被唤醒遥 具体表现是院一方面是人们对于土地

的一种正性情感袁 如拥有土地而产生的满意尧希
望尧感激尧享受和快乐等曰另一方面则是对于新型

社区产生的负性情感袁例如空间组合变化袁不能耕

种土地而产生的不满尧勉强尧气馁甚至伤悲等遥
2.土地情感的累加

由于土地作为生产要素在社区空间中的消

失袁居民的生活世界发生了强制性变迁遥 从野有地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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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野无地冶的适应过程中袁社区居民的土地情感由

于缺少释放空间而愈加膨胀与凸显遥 社区居民的

土地情感会在系列情境中实现累加效应院其一袁土
地依恋程度强的群体袁例如社区内的老年群体袁他
们的土地情感会在社会记忆尧 日常交流中得到强

化曰其二袁社区居民个体的土地情感会在与家庭成

员的情感沟通中得以强化袁 同时强化其家庭的土

地情感曰其三袁社区范围内各种不同群体的交流袁
尤其是老年人以及部分中年人群的交流袁 则会在

社区范围内形成土地情感累加的野乘法效应冶遥 新

型社区三重土地情感的同步强化袁 共同推动居民

土地情感的累加遥
与居民土地情感的逐步累加相对照的是袁新

型社区缺乏相应的土地情感释放空间袁表现在院其
一袁现代性规制下的城市社区空间规划袁在社区范

围内虽然设有多元化的专项功能区袁包括医疗尧教
育尧商业尧景观尧公众娱乐等专项功能区袁但唯独没

有为社区居民预留一定的种植空间曰其二袁即使有

少量的物理空间尚未被开发利用袁 由于社区居委

会尧物业公司等机构的管制袁这种空间也将难以被

居民所利用遥 可见袁一方面是社区居民土地情感的

累加袁 另一方面是社区层面对于社区土地空间的

管制袁 进而造成社区居民的土地情感的挤压和克

制袁 这种情形之下袁 社区居民的土地情感何以释

放钥
3.土地情感的释放

土地情感的生成是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

培养的尧指向土地的心理体验遥 柯林斯指出袁持续

时间较长的情感能量的形成和维持是跨情境的袁
而诸如高兴尧 尴尬这些情绪则产生于某种具体的

情境之中袁则是一种暂时的现象[21]遥情感能量渊正性

或负性冤一旦形成袁便具有一定的延续性袁直接体

现于情感主体需要较长的时间才有可能弱化对于

指向物的特定情感遥 由于其特定的生命历程袁社区

居民中的中老年群体对于土地具有一种朴素而强

烈的正性情感袁 但在城市空间内难以找寻可供释

放的私有空间袁 而情感却悄然间在公共空间中寻

求释放契机遥 易言之袁社区居民的土地情感困境是

占地种菜行为的渊薮遥
居民不断累加的土地情感会在日常生活中寻

求行动空间袁即情感行动遥 情感行动主要有两种方

式院情感隐藏和情感表达遥 情感隐藏袁即情感主体

将对于某一对象的情感袁 仅在个体的隐秘空间里

表达袁是不为他人与外界所知悉的袁其行为表现为

野没有采取行动冶的行动遥 情感表达又可以分为两

种次级方式袁 一类是按照社会规范所允许的方式

表达情感袁可概括为野常规式情感表达冶曰另一类是

以一种违反社会规范的方式表达情感袁 其过程与

后果通常具有一定的破坏性袁 对他者的生活带来

负面影响袁可称为野情感宣泄冶或野非常规式情感表

达冶遥 社区居民的土地情感行动袁在社区建立初期

的总体表现是院渊1冤一部分居民选择野情感隐藏冶袁
也有可能是土地情感本身就比较薄弱曰渊2冤另一部

分居民选择野情感表达冶袁其中多数居民采取野常规

式情感表达冶袁例如在自家阳台或庭院种植花草蔬

菜袁或者在社区附近租种土地等曰另有少数居民则

采取野情感宣泄冶或野非常规式情感表达冶袁通过毁

坏并占有社区公共设施用地等方式来满足个人的

土地情感需求袁具有较强的破坏性遥 野情感宣泄冶或
野非常规式情感表达冶在社区建立初期虽然可能只

是少数袁 但是很容易在社区内形成一种负面示范

效应袁致使野少数冶转化为野多数冶袁其后果则是引发

占地种菜的集体行动袁既损毁了社区公共设施袁又
破坏了社区秩序遥

四尧合作治理院协商民主尧人性化
野自治冶和柔性化野他治冶

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袁产生了野自治冶与野他治冶
的矛盾问题袁然而随着全球化尧后工业化运动的兴

起袁野自治冶与野他治冶的所有争论都正在失去价值袁
因为作为野自治冶与野他治冶相融合的形态要要要合作

治理正在生成[22]遥 基于社区的多元属性袁决定了社

区治理由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尧管理尧决策和协商的

合作治理结构袁具有基层草根性尧利益相关性与主

体多元性的特征[23]遥 学界研究表明袁社区的合作治

理不仅是可行的袁 更是体现为社区的一种理想模

式遥 自党的十九大提出野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

治理格局冶后袁社区的合作治理不仅有了更为明确

的理论指导袁 合作治理实践也必将进一步丰富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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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理论遥 本研究中袁社区的合

作治理主要包括两层含义院渊1冤多元主体的共同治

理遥 多元主体通常包括基层党组织尧社区居委会尧
社区草根组织尧社区社会组织尧驻区单位尧社区居

民渊代表冤等遥 有必要强调袁基层党组织是多元主体

的核心袁 而社区居民则是多元主体中最为重要的

野一元冶遥 渊2冤野自治冶与野他治冶的复合治理遥 野自治冶
的内涵更多地包含于民主袁 同时应包括主体的自

我治理曰而野他治冶更多地体现为国家权力的基层

介入袁是政府及其职能机构使用的权力尧话语和技

术袁包括国家野官僚体系冶所使用的法律尧行政等治

理手段遥 针对新型社区的野占地种菜冶现象袁本研究

建构的合作治理模式主要体现为院 以协商民主的

方式共建情感规约曰通过情感规约矫正居民的情感

行动袁实现野自治冶的人性化曰通过情感规约规范野他
治冶的治理手段袁实现野他治冶的柔性化遥 此外袁野自
治冶与野他治冶间的互动也是合作治理的重要体现遥

渊一冤协商民主院多元主体共建情感规约

情感具有积极与消极的两面性袁基于其消极面

可能引发的破坏性袁则需要通过情感治理予以弱化

和规避遥情感治理一方面需要彰显野因情而乐冶的建

设性袁另一方面又需要弱化野为情所伤冶的破坏性遥
一味压抑情感袁不仅违背人性袁而且不利于社会进

步曰而情感失控袁社会秩序又会受到影响[24]遥 因此袁
在情感治理的实践中袁野度冶的把握显得尤为重要遥
通过一定方式适当控制情感的破坏性袁 同时彰显

情感的建设性袁发挥情感促进社会稳定尧推动社会

进步的重要功能袁则是情感治理的价值所在遥 正是

在这种意义上袁情感治理是重要的治理维度[25]袁社
会治理也是情感治理[26]遥 也就是说袁在情感控制和

情感调节的意义上袁 情感治理是基于社会系统的

功能需要遥 正是因此袁为了防止社区居民土地情感

在实践的过程中可能造成的破坏效果袁 有必要采

取合作治理袁矫正居民的情感行动遥
何谓情感规约钥 学界缺乏一致而明确的界定遥

中国在先秦和西汉时期也曾孕育野情感规约冶的相

关思想袁但是并没有明确采用这一说法[27]遥William
M. Reddy 认为袁野情感规约冶 是指一套规范的情感

以及表达和灌输它们的正规仪式尧 实践和述情话

语袁 并强调这是任何稳定政体必不可少的支撑[28]

渊P129冤遥 本研究则将情感规约定义为院基层党组织尧
社区居委会尧社区社会组织尧驻区单位尧社区居民

渊代表冤尧物业尧业委会等多元主体袁通过正式的或非

正式的民主协商袁建立的一套关于社区居民情感表

达的规范尧约定遥 简言之袁若要实现新型社区的善

治袁多元主体共建情感规约则是必不可少的一环遥
正如情感治理通常是与技术治理尧 权力治理

相互融合袁共同构成国家治理体系[29]一样袁情感规

约通常是将野自治冶和野他治冶共同容纳于居规民约

之中遥 多元主体共建情感规约袁并以此实现野自治冶
与野他治冶袁正是体现了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

格局院通过野共建冶袁实现野自治冶与野他治冶相融合的

野共治冶曰再以野共治冶袁建构良好的社区环境与社区

秩序袁从而实现野共享冶遥 情感规约的建设过程需要

特别注意以下 4 个方面院渊1冤在建设主体上袁应该

包含尽可能多的参与主体袁尤其注重社区居民尧社
区草根组织和社会组织的参与袁 而新型社区居民

的参与能力是亟待加强的曰渊2冤 在建设过程上袁应
该是以协商民主为基础的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尧共
同制定的过程曰渊3冤在治理策略上袁则应是融合野自
治冶与野他治冶的野共治冶曰渊4冤在实质内涵上袁情感规

约归根结底是一种规范袁 既可能是文本形式的规

范袁也可能是口头形式的约定袁关键在于是否能够

得到社区居民相对一致的认可遥 至于情感规约的

建设时机袁 社区建设过程中引发的不和谐现象通

常可以理解为情感规约亟需建设的信号遥

渊二冤人性化自治院情感规约矫正情感行动

情感规约矫正情感行动袁 是指在社区内部通

过社区居委会尧社区草根组织尧社区社会组织尧社
区居民等多元主体袁监督社区居民遵循情感规约袁
合理表达土地情感袁 从而将居民的负性情感转化

为正性情感袁 推动社区居民土地情感以及社区情

感的再生产遥 简言之袁当社区居民的土地情感行动

在情感规约许可的范围内袁则应该理解尧支持与鼓

励曰反之袁则应通过沟通尧协调等方式袁将土地情感

行动回归到规约的限度范围内袁 对违背情感规约

的行动予以矫正遥
在新型社区的急剧转型的特定背景下袁 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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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在日常生活中往往充斥着对于旧生活的回忆

与对新生活的预期遥 这种回忆与预期具有一定的

选择偏向性院在回忆中袁选择美好的一面曰而在预

期中袁倾向于不确定一面遥 因此袁社区居民的情感

状态是负性情感多于正性情感袁焦虑感尧不安感尧
不满感尧怨恨感尧相对剥夺感与少量的正性情感共

同构成社区居民的日常情感遥 负性情感的唤醒表

现出野远距离偏好冶袁他们对事件的不好后果往往

进行外部归因[11]渊P73冤袁其后果则是致使社区团结

受到破坏袁从而不利于社区建设遥 在合作治理的实

践中袁 由于社区居民通过协商民主的方式参与了

情感规约的建设过程袁 这为情感规约以一种人性

化的方式为实现野自治冶奠定了基础遥
在占地种菜事件中袁 外显行动背后其实是居

民对于土地的一种内隐的情感袁 这种情感本身是

人类对于生活世界的一种正性情感袁 只是在社区

急剧转型的背景下袁 居民失却了情感表达的物理

空间袁 因而在情感诱导下而采取的一项权宜性行

动并对新型社区的物理空间造成一定的破坏性后

果遥 因此袁通过情感规约实现人性化自治袁其实践

策略在于院渊1冤内化情感规则袁引导居民的情感表

达遥 共建的情感规约本身就包含着一定的行为规

则袁 引导居民在社区空间里以约定的方式释放情

感袁从而不至于对社区硬件造成破坏遥 渊2冤拓展空

间资源袁释放居民的土地情感遥 这类可供利用的空

间大致又包括两类院一类是在社区范围内袁根据社

区的空间布局袁通过社区空间的立体开发袁诸如社

区范围内的闲置土地尧楼顶空间等袁为社区居民提

供种植空间曰另一类是在社区范围外袁通过租借土

地为社区居民提供释放土地情感的空间遥 渊3冤加速

角色再造袁唤醒居民的情感自律遥 由于经历社区的

急剧转型袁 市民化本身包含着角色再造以及原有

角色的淡化袁也包括土地感情的弱化遥 渊4冤组织文

娱活动袁转移居民的土地情感遥 相比社区转型前袁
新型社区在产业尧环境尧人气方面往往具有比较优

势袁因而有利于开展各种文娱活动袁转移居民的土

地情感遥 渊5冤形塑集体理性袁驯服居民的情感宣泄遥
社区集体理性的形塑将有利于规避土地情感在宣

泄过程中袁对社区空间和社区秩序的破坏作用遥 总

之袁在社区转型后袁居民拥有了更多的休闲时间袁

因而为多种治理策略提供了实践空间袁 在最大限

度内实现一种人性化的自治遥

渊三冤柔性化他治院情感规约限制治理手段

基于治理主体的不同袁野他治冶 的概念是相对

于野自治冶而存在的遥 在治理的场域中袁他治通常体

现为国家权力的在场遥 叶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

委员会组织法曳规定袁野不设区的市尧市辖区的人民

政府或者它的派出机关对居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

指导尧支持和帮助冶遥 易言之袁基层政府机构及其职

能机构都是他治的主体遥 占地种菜行动的背后是

社区居民的土地情感袁 因而是涉及民情民心的社

区公共事务遥 因此袁在治理的手段上袁宜野软冶不宜

野硬冶遥 本研究将基层政府及其职能机构袁以社区文

化尧居民情感为重点治理对象袁运用调解尧协商尧讨
论等柔性的执法手段和治理方式称为柔性化的他

治遥 柔性治理在内涵上主要包括权力尧话语和技术

三个维度[31]遥柔性化他治的实践策略在于院渊1冤在权

力运用上袁 仅在社区自治难以实现良好秩序时方

才介入袁且主要通过权力的柔性应用曰渊2冤在话语

表达上袁 采取一套亲情化的话语体系实现公事公

办到公事野私办冶的情景转换袁实现治理的目标 [32]曰
渊3冤在技术应用上袁综合应用各种先进科技和治理

技术遥 技术治理的基本内涵体现在两个方面袁一是

政府利用现代科技提升治理效率袁 二是政府的治

理方式或手段正在变得越来越野技术化冶[33]遥在占地

种菜现象的治理中袁国家权力的介入形式袁正是以

权力尧话语和技术三个方面创造性运用袁以柔性化

的方式实现社区善治遥
在合作治理的实践中袁自治与他治的互动[34]亦

不可忽视遥 一方面袁在社区的范围内袁在自治可以

实现有效治理的限度内袁他治是不宜介入的曰另一

方面袁当自治难以实现有效治理时袁他治则要及时

介入袁以控制事态的恶化遥 他治的介入袁宜野先柔后

硬冶袁当且仅当柔性化的治理难以奏效时袁方可使

用法律和行政手段袁并且在当事态得到控制时袁治
理手段则应及时回归至情感规约层面袁 即人性化

的自治和柔性化的他治相互融合袁 并根据不同的

情境进行权宜性的转换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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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尧结论及进一步的讨论

本文从新型城市社区的 野占地种菜冶 现象切

入袁 在描述占地种菜事件发生过程及其后果的基

础上袁 进一步探讨了居民占地种菜行动背后的情

感逻辑袁并建构了合作治理模式遥 本研究的核心观

点是院在新型城市社区袁占地种菜事件频发的根本

动力在于社区居民强烈的土地情感袁 因而在治理

手段上应该从居民的土地情感切入袁 以协商民主

的方式共建情感规约袁建构融合野自治冶与野他治冶
为一体的合作治理遥 研究发现院渊1冤由于居民根深

蒂固的土地情感需要寻求释放的物理空间袁因而袁
社区居民的土地情感在唤醒尧 累加与释放的过程

中则会演化为社区空间资源的争夺袁 并可能引发

社区冲突性事件袁 对社区造成破坏性后果曰渊2冤社
区居民的土地情感通常体现于个体情感尧 家庭情

感和社区情感的三重性袁 从外向内表现为结构对

于行动的制约性作用袁 而从内向外则表现为行动

对于结构的反作用袁 但是三重情感亦会在一定情

境中同步增强曰渊3冤 对于占地种菜事件的治理袁由
于本身即是涉及民情民心的社区公共事务袁 因而

在治理策略上袁 可以建构和吸纳多元主体参与的

合作机制院以协商民主的方式共建情感规约曰通过

情感规约矫正居民的情感行动并适当限制他治的

治理手段袁 在融合人性化自治和柔性化他治的基

础上实现共建共治共享遥
本文的研究发现对于农民集中居住社区也具

有较强的解释力和应用性遥 在叶城乡建设用地增减

挂钩试点管理办法曳(国土资发 [2008]138 号) 出台

后袁 在就地城镇化或者强制性土地整理的过程中

也会形成一类野新型农村社区冶遥 农民从分散的传

统村落集中搬迁至单元楼房聚居袁野农民上楼冶是
这一过程的形象表达遥 在新型农村社区袁占地种菜

现象通常更加频繁遥 其原因在于院第一袁这类社区

虽然会发生社区空间的变迁袁 但由于土地制度与

经济体制不会改变袁 因而通常不会采用城市社区

的管理模式袁也就是说管制较为松散遥 例如袁课题

小组在皖中 F 县 H 社区的调查发现袁 一楼的居民

在野上楼冶后会在房前屋后继续种植蔬菜等袁即庭

院经济在社区空间内仍在延续遥 第二袁由于小区位

于田野之中袁 小区周边的土地为居民土地情感的

释放提供了更多的空间遥
本研究所关注的新型城市社区占地种菜现

象袁在治理策略方面仍值得进一步的探讨袁即新型

城市社区的空间规划问题遥 在新型社区硬件建设

的规划阶段袁 如果可以针对社区居民的特点及其

土地情感需求袁 在空间设计上预留一定的社区公

共空间袁例如小区内的未利用地尧建筑物顶部等空

间袁 那么居民的土地情感是可以满足的遥 若是可

行袁由于先行的空间规划中已经设计了专项空间袁
因而不会破坏社区容貌遥 但是袁这或许也仅仅是在

理论上具有可行性袁因为在城市的场域内袁土地空

间资本成本极高袁 社区规划难以顾及居民的土地

情感袁至少在当前阶段少有先例可寻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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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perative Governance: Land-Related Behaviors in New Urban
Communities and Relevant Governance Mod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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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requent occurrence of the phenomenon of 野growing vegetable by occupying land冶 caused by rapid
urbanization and has become a difficult point of governance in the community. Taking the phenomenon of 野growing
vegetable by occupying land冶 in the new urban community as the starting point, exploring the reasons of the
phenomenon and proposing the governance strategy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and theoretical value.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phenomenon of 野growing vegetable by occupying land冶 occurred frequently, the reason is that land
emotions of the new community residents in the process of social role transformation. It is precisely because of the
disappearance of land elements in new communities, the physical space of land emotional practice is limited, and the
land emotions of community residents gradually evolve into the struggle for community space resources in the process of
awakening, accumulating and releasing, and cause destructive consequences to the community. The strategy is the
cooperative governance model of autonomy and heteronomy, then it provides a practical space for the land-emotional
expression of the new community residents, finally achieves good governance in the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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