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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关于老龄化研究呈现多学科融合趋势。单

纯的物质空间规划难以满足精细化城乡建设

要求，需与社会学、地理学等诸多领域结合，

才能创造出以人为核心的城市空间[2]。社区作

为城市最基本的生活单元，其可持续发展的

Characteristics of Social Activities of the Elderly in Public Space in Old 
Communities in Mountainous Cities and Their Sustainable Renovation 
Ideas: Based on a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Method

山地城市老旧社区公共空间老年人社交活动特征
与可持续更新思路：基于社会网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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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民城市理念背景下，针对山地城市人口老龄化趋势与老旧社区公共空间适老化更新的现实困境，需要更加长期、动

态、准确地理解社区老人的社交需求与活动特征，进而结合地方自然、经济和人文特征，提出长效的可持续更新思路。运

用社会网络理论和方法，选取山地城市老旧社区特征显著且老龄化严重的重庆市渝中区凉亭子社区为研究区域，以居

住在该社区的老年人为研究对象，通过长期实地观察、访谈和对调研数据的分析，厘清各类社群关系下老年人的活动空

间分布及活动类型特征，剖析老年社群—社交空间—社交活动的整体关系，进而明确社区公共空间适老化更新的问题

与目标，提出因地制宜的可持续社区更新思路。对于突破山地城市老旧社区适老化更新的社区资产认知、持续改善和提

升社区公共空间品质、整体构建和谐的社区社群关系具有参考意义。

Under the concept of people's city, in view of the aging trend of population in mountainous cities and the practical dilemma of 
age-appropriate renovation of public space in old communities, it is necessary to accurately understand the social needs and 
activity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lderly in the community in a more long-term and dynamic way, and then put forward long-term 
sustainable renovation ideas and action strategies based on local natural, economic and human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the theory 
and method of social network, this study selects the Liangtingzi Community in Yuzhong District, Chongqing City, with significant 
mountainous characteristics and serious aging problems, as the research area, and takes the elderly living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rough long-term field observation, interview and research data analysis, this paper clarifies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activity 
typ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lderly under various community relationships, and deeply analyzes the overal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lderly community, social space and social activities in the old community of mountainous cities, and then clarifies the problems 
and goals of the community's public space for the elderly, proposing the idea of sustainable community renovation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This study has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the old communities in mountainous cities to break through the 
cognition of community assets that are suitable for aging and renovation, continuously improve and enhance the quality of 
community public space, and build a harmonious community relationship as a wh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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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我

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8.70%，相较

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增长了5.44%[1]。

可以看出，我国老龄化进程明显加快，老龄化

问题日益凸显，老龄化应对任务愈发繁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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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就是要建立良好的、可持续的社会联系，

使居住在社区的人拥有获得感和幸福感。如

何利用有限的社区空间资源为持续增长的老

年人群提供长效服务，亟待探寻出一条可持

续的社区更新路径。山地城市具有复杂地形

地貌等典型的立体化特征，生成了相对紧凑

的聚居空间及众多零散的公共空间，密切影

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相较于平

原城市社区，山地城市社区的老年人日常出行

与活动面临更大的挑战。尤其是腿脚不便的老

年人，为主动适应环境，表现出对社区环境具

有更强的依赖性，更易产生紧密的社区社会联

系和社群组织，形塑因地制宜的社会交往模

式。如何破除山地老旧社区公共空间适老化的

现实空间困境，实现社区高品质生活目标？首

先需要转变认知。山地城市社区的适老化更新

需要重点关注老年人的社会联系方式，不仅要

关注老年人群的显性社交活动，更要关注活动

表征背后隐性的社群关系[3]2。本文运用社会

网络理论和方法，选取山地特征显著且老龄

化严重的重庆市渝中区凉亭子社区为研究区

域，以居住在该社区的老年人为研究对象，通

过长期实地观察、访谈和对调研数据的分析，

厘清各类社群关系下老年人的空间分布情况

及活动类型特征，剖析山地城市老旧社区老

年社群—社交空间—社交活动的整体关系，

进而明确社区公共空间适老化更新的问题与

目标，提出因地制宜的可持续社区更新思路。

1 社会网络分析的引入

1.1  研究进展

国外关于老年人社会网络的相关研究

主要聚焦于与某一类建成环境之间的空间关

系。在城市层面，Friederike Enssle[4]通过探

索老年人社会网络与城市绿地公园的关系，

发现拥有密切社会网络的老年人更加频繁地

使用城市公园；在社区层面，开放空间作为社

交聚会的场所，对老年人十分重要，Esther 

H.K. Yung等[5]通过对香港社区的研究得出社

交活动及社会网络是老年人对公共空间建设

的最大需求。J.H.Marbach[6]认为对于老年人

而言，应注重在社交空间中发挥社会网络联

系的潜力作用。2021年，Kyung-Won Choi

等[7]深入研究了老年人社会网络类型的性别

差异，揭示了老年人社会网络与家庭、婚姻、社

会活动、心理状况的关联。此外，社会学家希来

瑞（G.A.Hillery）[8]最早将社会网络分析引入

城市社区研究，确定了社区定义的三要素，即

为成员提供社交和支持的个体联系网络、居住

在一个共同的地点，以及团结一致的情感和活

动。国内关于老年人社会网络的研究主要从微

观的人际交往和空间位置展开，研究范围聚

焦在社区、邻里层面，柴彦威等[9]提出社区层

面的社区交往生活圈，从时空行为的视角解

释了社区居民社交活动缺失及社会隔离等问

题。李慧等[10]认为社区公共空间的营造应以拓

展居民的社会网络为目的，并发挥老年人的主

观能动性，进而实现人与人、人与空间的连接。

蒲小琴[11]以云阳县滨江社区这一山地城镇社区

为例，基于社会网络视角对比分析了山地城镇

老年人的休闲活动网络和休闲空间网络的差异

性，认为老年人休闲空间网络整体的完备度、整

合度、关联度均较低，休闲空间与休闲活动整体

供需不平衡，由此提出整体结构、连线效率、节

点功能3方面的优化策略。李晓晨[3]3以辽源市福

阳社区为例，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构建了“社

会交往—空间结构”的双维度模型，分析了老

年人社交活动分布与社交空间布局的差异。

综上所述，国内外关于老年人社会网络

及社区社会网络的研究较早，内容较为丰富。

国外主要从宏观角度探究老年人社会网络与

个体属性、空间距离的关系。国内学者重点关

注社区及邻里层面的社会网络研究，提出社区

交往生活圈的概念，较深入地利用社会网络分

析法探究了个体活动与空间布局的匹配度。然

而，就山地城市老旧社区而言，绝大部分的公

共空间并非规划意义上的社交空间，而是在密

切的社区社会网络影响下逐渐形成的，现有研

究在探索已有社交空间背后无形的社会联系

方面还略有不足，缺乏对在地化的社会网络—

社交空间—社交活动更系统性的认知，且尚缺

乏动态关注社区老年人群的社交需求与活动

特征，也缺乏对山地城市这一独特城市形态下

的特殊考量，针对性地提出长效可持续更新思

路的研究更显不足。

1.2  关键问题

本文重点聚焦以下关键问题：山地城市

特征下老旧社区公共空间中的老年人有着怎

样的社会联系？不同类型社会联系下的社交

活动有哪些类型及空间分布特征？基于活动

特征与交往需求可以得到怎样的可持续更新

思路？研究中，老年人的社会网络主要指基

于因亲缘、地缘、趣缘等与他人建立的相对稳

定的社会关系的总和[12]。老年人的社交活动

指具有基本语言表达、行动能力的老年人与

儿女、孙辈、邻居、朋友、陌生人之间凭借语言

系统进行的沟通交流的行为，包括两人及以

上的互动行为，或集体活动产生的交往行为

如交谈、打麻将、亲子互动等。本文中的凉亭

子社区作为一个典型的山地城市老旧社区，

是依托城市巨系统下时代催生的产物，其自

身形成了稳定的复杂网络和独特的发展规

律，而社会网络分析原理及方法即挖掘、描述

和测量复杂系统中行动者之间稳定的关系模

式，以及空间资源、情感联系等可见与不可见

因素在此关系网络上的作用规律，对于社区

内在复杂关系的研究具有显著优势。因此，结

合文献梳理与实地调研，将社会网络分析方

法引入研究中，随机选取凉亭子社区10个公

共空间中进行社交活动的120位老年人作为

受访对象，其主要分布于线性空间、楼栋入口

附近。首先，基于问卷访谈、行为注记等方式，

全面获取了该社区老年人的基本属性、社会

网络、社交活动等方面的数据信息，进而构建

社会网络模型，利用Ucinet工具进行参数分

析，分析该社区的社会网络整体特征。其次，

结合山地城市老旧社区公共空间的在地化特

征，从社会网络成员、规模、联系程度3方面来

分析社会网络特征[13]，确定了家人陪同型、邻

里互动型、外来相聚型这3类社会联系。最后，

利用空间分析方法，绘制各类型社群关系的

时空间分布及社交活动图，以此来总结社会



34 | 可持续社区更新

网络视角下老旧社区公共空间的老年人社交

活动特征，进而反映社群—空间—活动三者

之间的关系（见图1）。

2 研究方法及思路

2.1  研究区域

本文选取重庆市渝中区凉亭子社区作为

研究区域，以其公共空间中的老年人作为研

究对象。凉亭子社区位于渝中半岛西南麓（见

图2），辖区面积0.12 km²，东至中兴路，南至

马蹄街，西至山城巷，北至天官府（见图3）；

下辖11个居民区，设21个居民小组，常住居民

4 288户，共12 305人，其中65岁及以上的有

2 191人，老龄化率为17.8%，老龄化问题严

重。凉亭子社区的总体特征是“三多”，即老旧

楼栋多、老年人口多、流动人口多，是一个年代

久远的山地城市老旧社区，其内住房类型以农

转非安置房、公租房为主，社区居民主要有农

转非生活至今的原始居民、各区县的打工族、

外来移民等群体，其中78%以上的人群居住年

限超过10年，社区内部已形成较为稳定的社

会网络。该社区作为一个典型的山地城市老旧

社区，内部用地十分紧凑且具有立体化特征，

涵盖了马蹄街、菜家石堡、管家巷等众多梯坎

纵横、坡道蜿蜒的线性公共空间；建筑以住宅

楼栋为主，辅以商业及办公设施。社区内老年

人以“居家养老”为主，邻里相聚的实际需求

十分迫切，邻里守望深深扎根于社区文化。该

社区紧凑的山地空间形态与密切的邻里交往

联系为老年人的社交活动开展及社会网络形

成提供了丰富的可能性。

基于实地调研，梳理出凉亭子社区老年

人进行社交活动的10个公共空间，涵盖5个点

空间与5个线空间[14]（见图4）。其中，点空间多

由密集的楼栋围合而成，或分布于单元入口附

近，是周围楼栋老年人下楼进行社交活动的重

要场所；线空间多为梯坎纵横、坡道蜿蜒的步

道，伴有明显的山地城市立体化特征，除活动

功能外，还有着很强的交通性功能，是两侧楼

栋及社区外人员通行及交往的主要空间[15]。本

文将空间是否直接可达作为连线依据，绘制成

图，空间连线数量可以直观呈现各个空间的连

通性。由此看来，连通性较高的是⑤和⑥线空

间，连通性最低的是②点空间。综合分析，线空

间的连通性高于点空间，其原因在于点空间多

分布于密集楼栋的隐蔽处，可达性较弱，而线

空间高效串联着各居住楼栋，可达性较强，这

也是其能够承接交通性功能的有利前提。本文

将围绕这10个公共空间中老年人的社交活动

和社会网络展开研究。

2.2  方法与思路

本文综合运用了文献查阅、实地调研（问

卷访谈法+行为注记法）、社会网络分析及空

间分析方法。通过文献研究，深刻理解社会网

图1 “社群关系—社交活动—社交空间”的整体

关系图

Fig.1  The overall relationship diagram of "community 
relations - social activities - social spac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3 凉亭子社区边界范围图

Fig.3  Map of the boundary area of Liangtingzi Community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4 凉亭子社区公共空间分布及连通性示意图

Fig.4  The distribution and connectivity diagram of the public space of Liangtingzi Community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2 凉亭子社区区位示意图

Fig.2  The location diagram of Liangtingzi Community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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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相关理论与方法，并辅助构建了本文的研

究框架；通过实地调研，利用问卷访谈法和行

为注记法，获取了凉亭子社区公共空间、老年

人社群关系、老年人社交活动类型及空间分

布数据，为社交活动特征分析的可视化表达

提供了充分的支撑；通过社会网络分析方法，

构建社会网络模型，利用Ucinet工具进行参数

分析，作为社会网络特征的分析依据；利用空

间分析方法，绘制不同社群关系的时空分布

图，总结社交活动特征。研究整体思路是围绕

“存在怎样的社群关系”及“存在哪些社群

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建构，进而探索“社群—

空间—活动”的整体关系，以此来重新认知

社会网络视角下老旧社区公共空间的老年人

社交活动特征，为后续公共空间更新提供理

论基础（见图5）。

3  凉亭子社区公共空间老年人的社会

网络特征分析

3.1   社区公共空间老年人的社群关系类型

划分

关于社交活动类型的划分因研究目的不

同而有所差异。扬•盖尔在《交往与空间》[16]

中，认为室外活动可分为必要性、自发性及社

会性活动。本文以此为基础，融合社会网络相

关理论，并基于老旧社区公共空间实地调研

现状，将社交活动类型的划分贴近人的身份，

即从社交对象的角度对社交活动中社群关系

进行分类，包含家人陪同型社交、邻里互动型

社交和外来相聚型社交3类（见图6）。

3.2  社区公共空间老年人的社会网络特征

3.2.1    整体社会网络特征

（1）社会网络模型构建

本文采取个体网调研方法，选取凉亭子

社区公共空间里的老年人作为研究对象，通

过问卷访谈的方式，获取其社会网络信息及

社交活动需求。基于问卷访谈数据，构建社会

网络模型。该模型点要素为公共空间中通过

实地观察和访谈的老年人及其社交对象的居

住点位置，包含社区内楼栋、相邻社区楼栋以

及远距离区域点；该模型线要素的依据是居

住点的老年人与另一居住点的人存在社交活

动，并根据社交活动的发生频率作为连线的

权值，以此来确定社会网络模型的构建逻辑，

进而探索老旧社区公共空间中老年人社交活

动背后无形的社会网络特征（见图7），得出

凉亭子社区老年人的社会联系情况（见图8）。

（2）模型参数解读

基于社会网络模型的构建，选取节点度、

完备度、整合度等参数，并利用Ucinet6.0软件

直接计算，作为分析社会网络特征的依据。节

点度指节点在网络中的重要程度，可通过计

算与该节点直接相连的节点数量得出。完备

度可反映模型各节点的关联性强弱，由密度

和规模来衡量，密度由模型实际存在的连线

数量与理论可能存在的最大连线数量之比计

算而来；规模由总结点的数量计算得来。整合

度可通过平均节点度衡量，即模型中各节点

拥有的平均连线数量，由模型中所有节点的

节点度平均值计算而来。各参数可直接反映

社会网络的整体特征及各节点的重要性。

通过整体完备度参数计算[17]，模型由49

个节点和270条连线构成，因没有孤零点存

在，说明模型完备度较好（见图9）。模型的密

度是0.105，密度较低，即模型的整体关联性

不强，表明凉亭子社区老年人社会网络群体

间的联系较弱，缺乏互动。通过整体整合度参

数计算，模型节点的平均节点度为10.082，

意味着平均每个节点与其他10.082个节点

相连，说明该社区公共空间中老年人整体进

行社会交往的活动频率较高。通过节点参数

计算[18]，可知节点15、8、1、19等社区内居

住点的节点度较高，大致处于模型的组团中

心位置，说明凉亭子社区老年人社会网络主

要是以社区内部家庭、邻里等关系为核心发

展起来的。这与对老旧社区老年人社会网络

的习惯性认知是契合的。节点41、15、44的

中心度最高，范围涉及社区内、社区外以及远图5 研究思路

Fig.5  Research idea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7 凉亭子社区老年人的社会网络模型构建逻辑

Fig.7  Construction logic of social network model for the elderly in Liangtingzi Community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6 凉亭子社区老年人社交活动类型划分依据

Fig.6  The classification basis of social activity types 
of the elderly in Liangtingzi Community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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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居住点，呈现出凉亭子社区老年人基于

社交距离的3种社交活动特征，即社区内的短

距离社交、社区间的中距离社交和区域间的

长距离社交，其中社区内的短距离社交是凉

亭子社区老年人社交活动的主要内容。此外，

老年人的社会网络以内向拓展（家人、邻里）

为主，外向（朋友、陌生人）拓展为辅，优质

的邻里关系是促进山地城市老旧社区老年人

进行社交活动的重要因素。

3.2.2    社会网络成员构成分析

基于对凉亭子社区公共空间119位老年

人的问卷访谈数据，统计获取了老年人社交活

动的对象及其获取物质、精神帮助的对象身份

（见图10）。研究发现，该社区老年人进行社

交活动、获取社会支持的主要对象是邻里、家

人，82.5%的老年人会与邻居进行社交活动，

62.5%的老年人会选择与家人进行社交活动，

仅26.7%的老年人会与外来人（朋友或陌生

人）进行偶然性的社交活动，意味着邻里及家

人在老旧社区老年人的社会网络关系中承担

着关键的作用。

3.2.3    社会网络规模分析

通过对凉亭子社区公共空间老年人社

会网络规模的统计分析，得出家庭、邻里及

外来人网络的规模特征。研究显示，家庭网

络的平均规模为2.79人，网络规模较小，且

大部分老年人保持密切联系的家人不超过两

个，相比子女而言，老年人与孙辈的联系更

紧密；邻里网络的平均规模为2.92人，且一

般规模不会超过4人，包含邻居或者朋友，其

源于相邻老年人因相似的社会活动特征而彼

此相识相熟，由此建立起来的密切联系；外

来人网络的平均规模为1.21人，规模较小，

部分老年人会因为好奇与陌生人进行偶然的

社会交往（见图11）。

3.2.4    社会网络联系程度分析

在家庭网络方面，超过75%的老年人每

天都与家人联系，家庭网络紧密程度较高，但

仅52.3%的老年人经常与家人进行公共空间

的社交活动，由此发现老年人与家人在户外

活动联系上较弱（见图12）；在邻里网络方

面，相比家人，老年人与邻居进行社会交往活

动的频率更高，但存在一定的不稳定性，老旧

小区的开放性与山地城市的紧凑性促使老年

人与邻居的社交联系更加紧密；在外来人网

络方面，老年人与朋友的联系频率普遍较低，

且多为非面对面的联系，与陌生人互动也存

在巨大的不确定性，明显弱于家庭网络与邻

居网络。

4   各类社群关系下老年人社交活动类型

及空间分布特征分析

4.1   活动类型特征

4.1.1    家人陪同型社交活动

老年人可从家庭获得最直接的心理慰藉

表1 凉亭子社区老年人家人陪同型社交活动

Tab.1  Family-accompanied social activities for the elderly in Liangtingzi Community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图10 凉亭子社区老年人社会网络成员构成

Fig.10  Members of social network of the elderly in 
Liangtingzi Community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11 凉亭子社区老年人社会网络规模

Fig.11  Social network scale of the elderly in Liang-
tingzi Community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12 凉亭子社区老年人社交联系频率

Fig.12  Social contact frequency of the elderly in Liang-
tingzi Community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社交对象 活动具体内容 社会网络图示 活动照片

老伴
孙辈
子女

聊天、散步
接送上下学、带孙辈玩耍、

照顾孙辈

接送孩子上下学

图8 凉亭子社区公共空间老年人的社群关系图

Fig.8  Community relationship diagram of the elderly 
in the public space of Liangtingzi Community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9 凉亭子社区老年人社会网络模型

Fig.9  Social network model of the elderly in Liang-
tingzi Community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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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凉亭子社区老年人邻里互动型社交活动

Tab.2  Neighborhood-interactive social activities for the elderly in Liangtingzi Community

表3 凉亭子社区老年人外来相聚型社交活动

Tab.3  Outcomers-gathering social activities for the elderly in Liangtingzi Community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与物质保障，因此其与家人的社交活动十分重

要。基于观察与访谈，62.5%的老年人会与家

人进行社交活动，近80%的老年人会从家人那

里获取社会支持。凉亭子社区公共空间的老年

人家人陪同型社交对象主要是老伴（72%）、

孙辈（63%）与子女（21%），具体的活动内

容有聊天、散步、接送孩子上下学、与子女一同

照顾孩子等。基于实地调研，通过对老年人的

家人陪同型社交网络进行图示分析，发现该社

区公共空间的老年人家人陪同型社交活动受

家庭结构的影响显著。老年人的家庭网络一般

是2—5人，在社交活动中表现为小规模聚集，

老年人与老伴、孙辈的关系始终处于强联系的

状态，子女由于工作繁忙，陪同老年人进行社

交活动的频率较低，因此大多处于弱联系的状

态。但对于有孙辈的三代同堂家庭结构，在共

同照顾孩子的过程中，老年人与子女的社交活

动频率会增加，两者的弱联系会逐渐转化为强

联系，由此可见，孩子是强化家庭网络结构的

重要纽带。此外，不同家庭也会通过成员间的

相识建立一定的弱联系（见表1）。

4.1.2    邻里互动型社交活动

在老旧社区老年人的社交活动中，邻居

是接触最频繁的社交对象。基于访谈数据，有

82.5%的老年人表示会与邻居进行社交活动，

超过90%的老年人会从邻居那里获取社会

支持，因此邻里互动型社交活动是老年群体

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19]。邻里互动型社

交活动一般由2—6人的小规模群体组成，占

79.1%，具体的活动内容有闲聊、健身、打牌

及一起照看小孩等。研究表明，对凉亭子社区

公共空间的老年人而言，此类社交活动对象

是同一楼栋或邻近楼栋的邻居，彼此因为相

似的活动习惯偶然或频繁相遇，进而发展成

某种意义的弱联系，经过长期交往相互熟知

之后成为朋友，弱联系也随之转变为强联系，

且这种邻居型社会网络会不断地呈圈层式扩

展，结构愈发稳定[20]。在山地城市老旧社区紧

凑且有限的空间背景下，邻里互动型社交活

动是极易被促发的，老年人在此类活动中担

任直接参与者或氛围烘托者，皆有利于强关

联邻里关系的构建（见表2）。

4.1.3    外来相聚型社交活动

外来相聚型社交活动主要以机缘或趣缘

为基础，社交对象是陌生人（29.6%）或远距

离的朋友（70.4%）。伴随着社会角色的淡出，

老年人结交新朋友的方式很有限，因此其朋

友大多是年轻时结识的，彼此间深厚的友谊

和情感促使着强联系的建立。凉亭子社区公

共空间里朋友型社交活动一般由2人及以上

的规模组成，社交对象主要来源于远距离的

主城各区，具体的活动内容有闲聊、打牌及喝

茶等，该类活动不受区域范围的限制。此外，

凉亭子社区公共空间老年人与陌生人的社交

活动规模以2人为主，当吸引到更多的老年人

加入时，规模可扩展至3—6人，具体的活动内

容有问路、交流及买东西等。凉亭子社区的老

年人大多居住了10年以上，十分熟悉社区的

人与空间，对于进入的陌生人是敏感而好奇

的，因此老年人会主动或被动与陌生人进行

短时间的交流闲谈、指路等，促使了陌生人社

交活动的产生[21]。此外，凉亭子社区公共空间

里的部分老年人会自发地摆摊卖东西。这种

买卖行为会促使陌生人社交活动的发生，长

此以往会建立少数弱联系。陌生人社交活动

的发生伴有一定偶然性，一般不会建立强联

系，只有少数弱联系（见表3）。

4.2   空间分布特征

基于实地调研，通过行为注记法，研究选

取每日13：00—17：00（此时间段老年人的社

交活动最为活跃），持续一周记录10个公共空

间中发生社交活动的老年人数量，将各空间一

周内进行社交活动的老年人数量之和作为量

化依据，由此绘制凉亭子社区老年人的社交活

动热力图（见图13）；与此同时，借助问卷访

谈法，收集研究期间每天13：00—17：00时间

段内不同社交活动类型的空间分布信息，绘制

社交对象 活动具体内容 社会网络图示 活动照片

邻居
朋友 闲聊、健身、打牌、照看小孩

与邻居闲聊

社交对象 活动具体内容 社会网络图示 调研照片

陌生人
朋友

问路、交流、买东西（陌生人）；
闲聊、打牌、喝茶、做生意（朋友）

与远道而来的朋友约下午茶
图13 社交活动分布热力图

Fig.13  Social activity distribution heat map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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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型社交活动分布图（见图14）。研究发现，

一方面，凉亭子社区老年人的社交活动主要分

布于⑤⑥⑦线空间及①点空间，整体结构呈π

形，由此可见，山地城市老旧社区线空间是老

年人进行社交活动的重要场所。另一方面，据

活动分布图显示，家人陪同型社交与邻里互动

型社交是凉亭子社区公共空间老年人最主要

的社交活动类型，外来相聚型社交随着老年人

社会角色的淡出而弱化。该社区老年人的邻里

互动型社交活动规模比家人陪同型社交活动

规模更大，究其原因在于紧凑的楼栋布置促发

了邻近老年人相识相熟的可能性。因此，紧密

的邻里关系是山地城市老旧社区的典型特征。

此外，各类型的社交活动并非单独存在，同一

空间往往会促使不同类型社交活动的交叉联

系，进而发展成为更大规模、更复杂化的社交

网络，这对促进老年人的社会交往、扩大其社

交规模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基于各类型社交活动在社区范围内的整

体分布特征，本文聚焦公共空间，绘制家人陪

同型、邻里互动型、外来相聚型社交活动在10

个空间内部的分布图（见表4），进一步剖析凉

亭子社区公共空间老年人的社交活动特征。依

据各类型社交活动在空间中的分布情况，研究

发现，邻里互动型社交活动贯穿了10个公共

空间，小规模的邻里互动型社交活动对于空间

环境的需求较为随意，一张椅子、一个花台、一

个墙角、可漫步的街道都可促使社交的发生，

且易建立强联系；大规模的邻里互动型社交活

动对空间的要求较高，当面积、设施丰富度方

面适宜时，易建立小群体内部的强联系、群体

间的弱联系。家人陪同型社交活动分布于除②

以外的9个空间中，其发生往往与邻里互动型

社交活动存在一定程度的交集，具有强联系的

家人陪同型社交活动在构建邻里网络上起到

某种意义的促进作用。外来相聚型社交活动主

要分布于①②⑤⑥⑦空间，其中①空间的外来

相聚型社交活动规模大、群体多且交往频繁。

由此可见，外来相聚型社交活动与空间设施的

丰富度有着密切的联系。对于山地城市老旧社

区老年人而言，与陌生人的社交活动较少，且

编号 活动类型 平面分布 编号 活动类型 平面分布

①
家人陪同型+
邻里互动型+
外来相聚型

② 邻里互动型+
外来相聚型

③
家人陪同型+
邻里互动型+
外来相聚型

④ 家人陪同型+
邻里互动型

⑤
家人陪同型+
邻里互动型+
外来相聚型

⑥
家人陪同型+
邻里互动型+
外来相聚型

⑦
家人陪同型+
邻里互动型+
外来相聚型

⑧ 家人陪同型+
邻里互动型

⑨ 家人陪同型+
邻里互动型 ⑩ 家人陪同型+

邻里互动型

表4 凉亭子社区老年人各类型社交活动空间分布特征

Tab.4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various types of social activities in Liangtingzi Community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图14 3种类型社交活动分布及规模示意图

Fig.14  Distribution and scale of three types of social 
activitie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注：各类型特征可描述为家人陪同型分布：就近选择；邻里互动型分布：自由随机；外来相聚型分布：开放通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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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为偶然的短暂性社交活动，社交规模大多为

2人，零散分布于①③⑤⑦空间中，对空间环

境的要求不高。此类活动一般不会构建联系，

或构建少量的弱联系。

5  结论与讨论：山地城市社区的适老

化可持续更新思路

5.1   整合社交活动空间资源，构建更密切

的社会网络

伴随着年龄的增长、体能的弱化，老年群

体的社交活动依赖复杂的社会联系。生活在

山地城市老旧社区里的老年人亦不例外，为

了更好地应对原生地形的限制性和适应周边

的空间环境，他们会寻求更多的社会联系，以

至于对社会网络表现出强依赖性。这些社会

网络在影响老年人群的行为活动上起到了关

键作用，隐性的社会关系是促成显性的社交

活动的重要原因。因此，整合社区零散的公共

空间资源，赋予老年人更充实、更舒适、更安

全的社交活动空间，以此来构建更密切的社

会网络，建立更持续的社群关系，对于老年人

积极应对山地城市特殊地形限制下的挑战尤

为重要。就凉亭子社区而言，原始的山地住区

内部零碎空间多，且设施匮乏、环境品质低、

适老性弱，应充分梳理现状零碎空间，结合凉

亭子社区老年人的社会网络结构，整合、优化

并构建凉亭子社区的社交活动公共空间网络

体系，以线性空间为主体，激活点式空间人

气，形成“以线带点，空间激活”的触媒效应，

增强各空间的联系，促进多群体的交往。与此

同时，还应增强空间本身的功能，以家人陪同

型、邻里互动型社交活动空间的优化为主，辅

以外来相聚型社交活动空间的提升，分级、分

类、分步提升空间环境品质、改善设施服务水

平，在保证适老性的同时，也方便各年龄群体

的交往活动。此外，文化在加强社群关系上起

到了核心纽带作用，应植入丰富的社区文化

活动，譬如老年书画展示、书法比赛、坝坝舞

比赛等，并预留其空间场所，以此来增加人们

之间的交流与互动，进而促成多种更持续的

人—空间—活动整体依赖关系。

5.2   聚焦线性空间环境品质，凸显更全面

的适老功能

线性空间作为串联山地城市老旧社区楼

栋的主要纽带，为老年人的社会交往提供了

足够的休憩设施和倚靠空间，具有较强的通

达性，极大地符合老年群体安全性、便捷性、

舒适性等需求，自然而然地成为山地城市老

旧社区老年人社交活动的主要偏好空间。因

此，聚焦线性空间，可持续性地提升空间环境

品质，凸显更全面的适老功能，对于促进老年

人的社交活动、促成更强烈的社群关系至关

重要。就凉亭子社区而言，菜家石堡、马蹄街

作为东西向、南北向的主要线性空间，主要承

担交通、生活等功能，也是该社区老年人进行

社会交往的核心空间，考虑其山地特征应关

注水平与垂直层面的空间更新。水平层面的

线性空间更新应注重路权的合理分配，以最

大程度地实现人车和谐；与此同时，线性空间

应结合两侧的楼栋入口、休憩设施进行灵活

分段，在每段内部重点营造节点空间，优化节

点设施，给予社交活动更多的包容空间，以强

化社群关系。垂直层面的线性空间存在更多

制约老年人活动的因素，因此在保证线性空

间整体连通性的同时，应分段整理障碍点、碎

片空间，对于各段内的障碍点进行微改善，譬

如增加坡道、安装扶手来辅助老年人行动，对

于各段两侧的碎片空间进行重点营造，以提

供人性化的休憩场所、舒适性的交往空间。线

性空间的微改善是柔性的软件更新，也是动

态的可持续性更新，对于促成更紧密的社群

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5.3   营造多样社交类型活动场所，实现可

持续社区更新

山地城市老旧社区老年人的社交活动主

要分为家人陪同型、邻里互动型和外来相聚

型3类，其中家人陪同型与邻里互动型活动的

发生频率更高，多为小规模的休闲活动，譬如

闲聊、散步、照看小孩、锻炼等，主要发生于串

联起各居住楼栋的线性空间；而外来相聚型

活动主要涉及远道而来的朋友会面与偶然的

陌生人社交，发生频率较低，多为较大规模的

娱乐活动，譬如茶话会、打牌、做生意等，主要

分布于对外功能较强的社区公共空间。各类

型社交活动的空间需求差异较大，需针对性

考虑，因此要依托公共空间打造多样化的场

所，满足老年人不同类型社交活动的空间需

求，实现可持续的社区更新。就凉亭子社区而

言，家人陪同型与邻里互动型是该社区老年

人最主要的社交活动，且具有一定的小规模、

随机性特征，家人与邻居是其日常生活最主

要的依赖对象，社区更新应聚焦于线性空间

两侧的小节点，例如植入一个小坐凳、小靠栏

来促使社交活动的发生。施以灵活的空间设

计来应对该类社交活动的随机性，才是可持续

的社区更新。外来人型的社交活动具有一定的

偶然性或非计划性，社区更新应聚焦于较为大

型的公共空间，为同时服务社区居民和外来

人，此类空间应侧重完善基础设施、提升环境

品质并辅以一定的业态，进行空间划分，为丰

富的娱乐活动提供空间。不同的空间场所营造

应侧重不同类型的社交活动，体现出差异性，

但设施置入、绿化提升等在社区整体层面应成

一定体系，契合凉亭子社区老年人社会网络的

特征，以便于管理与阶段性补给。可持续的社

区更新应结合各类社交活动的偏好及共同的

使用需求，以此来更好地促进老年人的社交活

动，维系并拓展其社会网络。

6  结语

本文以重庆市渝中区凉亭子社区为研究

对象，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构建社会网络

模型，发现山地城市特征下老旧社区公共空间

的老年人与家人、邻里、朋友及陌生人的密切

复杂的社会联系，由此产生以家人陪同型及邻

里互动型为主导、外来相聚型为辅的社交活

动，并深入分析了各类型社交活动的空间分布

特征。最后，基于该社区老年人主观的交往需

求及客观的活动特征，结合凉亭子社区自身实

际情况，提出整合社交活动空间资源、聚焦线

性空间环境品质提升、营造多样社交类型活动

场所这3大因地制宜的可持续更新思路。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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