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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韩国人聚居区的特征及整合
———以望京“韩国村”为例

何　波

　　〔摘 　要 〕　在北京的韩国人数量逐年递增 ,已经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聚落群体 ,其中以望京的“韩国村 ”最具代表性。基于

实地调研所得第一手资料的实证性研究 ,探讨望京韩国人聚居区的现状特征、对原社区的影响以及衍生出的社会、文化问题 ,

并就社区整合提出解决对策 ,以推进全球化背景下的社区和谐管理新机制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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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 ,韩国来华人口

每年以 40%的速度递增。据“驻华韩人会 ”调查显

示 ,目前大约有三至四十万韩国人长期居住在中国 ,

其中约有十万人在北京。“韩国村 ”不再是单纯的

商业城概念 ,而以现实社区的形态存在 ,影响着城市

的经济、社会、文化生活。

目前国内学者研究较多的流动人口聚居区是指

在城乡二元结构及“民工潮 ”背景下 ,在城乡边缘带

形成的以外来暂住人口为居民主体的自发型集中居

住区 [ 1 ]。“韩国村 ”则是快速国际化大都市在全球

化背景下伴生的外籍人口聚居现象 ,呈现出与前者

不同的形态、格局和变化趋势 ,对此类新型聚居区的

关注和研究在国内学术界尚属“稀薄地带 ”。笔者

试图通过实证性研究 ,推进城市社会地理学视角向

这一时代产物的延伸。

目前在北京的韩国人主要形成了三大聚集区 :

望京、五道口和顺义。不同于北京的“浙江村 ”、“新

疆村 ”等流动人口聚居区 ,北京的“韩国村 ”并不是

空间上相对隔离、韩国侨民占据主体的集聚群落 ,而

是“渗入 ”当地社区、与中国居民混居在若干小区内

的较为密集的几片区域 ,因而称之为“韩国人聚居

区 ”更为合适。三个聚居区中 ,望京和五道口最早

成型于 1990年代中期 ,顺义则是在 2002年后随着

北京远郊韩国工业园落成而兴起的最年轻的韩国聚

居区。三个聚居区依傍不同的区位优势而成 ,各有

特点 ,其中望京由于韩国人聚居规模最大、身份最混

杂、名声最响而最具有研究代表性。本文就以望京

韩国人聚居区为例 ,基于实地调研、访谈和参与社区

事务等途径获得的第一手资料 ,探讨中国国际性大

都市中新型流动人口聚居区的特点、问题及对策。

　　一　望京韩国人聚居区的概况及发
展历程

　　望京位于北京城区东北部的朝阳区内 ,往东可

接酒仙桥电子城 ,往西可接亚运村和奥运村 ,往南可

接燕莎商圈和 CBD,往北可达首都机场。望京地区

以湖光北街和洪泰西街为界分为南北两区 :北区为

望京新兴产业区 ,由新兴产业区管理委员会管理 ;南

区为 1990年代规划的望京新城所在地 ,现辖 20个

社区 ,由望京街道办事处管辖。南区作为纯居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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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是韩国人最集中的区域 ,也是笔者研究的主要范

围。

望京新城是北京最早规划的商品楼住宅开发

区 , 1994年规划面积 860公顷 ,总建筑面积约 1000

万平方米 ,其规模相当于老北京城区面积的一半。

当时韩国人还较少 ,主要散居于望京南部花家地一

带的老社区 ,看中的是望京位于首都机场和旧城区

之间 ,环境相对宽松 ,离韩国驻华使馆、最早的一批

韩国企业以及周边的高等院校距离较近。1997年

望京新城首家楼盘望京西园四区竣工 ,迎来了第一

批入住的 200多户韩国侨民 ,他们大多由花家地搬

迁而至 ,相对于花家地的老房子 ,新楼盘的高品质设

计和良好的小区环境迎合了韩国侨民的需求。随着

四环通车 ,望京环境整体提升 ,望京新城渐具规模 ,

韩国人越来越多 ,口碑相传 ,望京在韩国人心目中的

知名度也越来越高。2000年后 ,望京迎来房地产开

发的热潮 ,区内的韩国人开始急速增加 ,逐渐形成了

独特的韩国生活圈。截至 2005年 ,望京新城早期开

盘的几个小区 ,包括望京西园四区、大西洋新城和望

京西园三区的韩国住户数量可以达到小区总人口的

20% - 30%。当地居民口中所谓的“韩国村 ”主要

就是指这 3个小区。

望京的韩国人聚居区是韩国侨民基于“民族认

同 ”自我选择的结果。最初来华的韩国侨民在选择

居留地时主要考虑区位因素 ,接近已存在的利于自

己生活工作的机构。随着来京人数的扩大 ,后来者

通过政府驻华机构、民间团体、亲朋好友等渠道得到

择居方面的指引 ,自发地与先至的同胞“群居 ”在一

些小区内 ,在一种民族情感的链式传动下结成了具

有独特社会网络的“亚社区 ”。在这里 ,种族成员间

通过分享民族网络 ,最大化内群体的社会交往 ,保留

本民族的生活规范和价值体系 ,并为公共服务的建

立和共享提供规模门槛。

目前韩国人入住的小区都处于中韩混居状态 ,

还没有出现韩国人高度隔离的社区。在布莱克瑞奇

涅尔和斯蒂芬对加拿大多个种族群体居住模式的比

较研究中发现 ,隔离程度与社会距离有关 ,例如 ,法

国移民相对于亚裔、其他西欧民族以及犹太移民具

有更低的集聚度和隔离度 ,主要是因为他们和主流

社会文化的共性以及语言的熟练程度 ,并使得彼此

的社会距离较短 [ 2 ]。中国文化和韩国文化都深受

儒家思想的影响 ,历史上具有特殊的渊源关系 ,因此

两国人民存在互通的基础 ,笔者认为这是形成北京

韩国人聚居区低隔离度的主要原因。

　　二　望京韩国人聚居区的社会空间
结构

　　1. 空间分布结构

据望京街道办事处统计 ,截至 2005年 3月 ,望

京地区共居住韩国人 2651户 , 5890人。望京街道

下辖的 20个社区中 , 17个社区均有韩国人居住。

其中 ,望京西园四区、望京西园三区、大西洋新城的

韩国人最多 ,分别有韩国住户约 2375人、1403人和

1620人。

从空间维度上看 ,望京的韩国人分布呈现两大

特点 :集聚程度高 , 91%的韩国人居住在 20个社区

中的 3个小区 ;呈现圈层分布结构 ,以位于望京新城

核心位置的望京西园四区为中心 ,韩国人数量基本

上随距离递减。有韩国人居住的 17个社区按照集

聚规模不同 ,大致可分为三个圈层 :核心圈层为望京

西园四区、三区和大西洋新城 3个小区 ,属于 20世

纪末的京城首批商品房项目 ,韩国侨民数量在千余

人以上 ;第二圈层为紧邻上述三区的新兴高档商品

房 ,属于 2002年后房地产开发高潮时期相继建成的

楼盘 ,租住韩国人数量在 100 - 200人左右 ;第三圈

层为韩国人数量最少的外围一些社区 ,如花家地一

带 ,韩国居民人数不足 100 人 ,这其中大部分是

1990年代前的老社区 ,以及少数本世纪初投入使用

的新楼盘。

聚居区内韩国侨民的居住地选择显示出两种倾

向 :一方面 ,聚居性一直是群体性择居行为的主导特

征 ,成熟的民族社区对来华韩国人具有极大的吸引

力 ,为他们提供了适应主流文化社会的学习环境和

过渡的生存空间 ;另一方面 ,个体性择居行为受社会

经济地位和适应能力的影响 ,显示出空间的差异性。

对于部分收入阶层较高、或者对本民族社区依赖度

较小的成员 ,越来越多带有国际化设计特色的新兴

小区满足了他们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 ,成为近年来

择居的重点。聚居区内的空间分异和范围扩散标志

着民族群体隔离程度的降低 ,是在空间上同化的

“关键因素 ”[ 3 ]。

2. 人口结构

(1)职业构成

望京韩国人的职业分布主要分为三类 :经商 ,经

营韩式商品、韩式餐厅、幼儿园等服务人员 ;留学 ,望

京地区毗邻中医药大学、中央美院、北京经济干部管

理学院、北京青年政治学院等多家有资格招收外国

留学生的大专院校 ,吸引了大量韩国籍留学生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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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 ;公司职员 ,韩资企业技术人员及家属 (表 1)。

　表 1　2002年底望京西园三区、四区韩国住户职业分布

职业 人数 (人 ) 占韩国总人数的比例 ( % )

留学生 463 15. 9

商人 1313 44. 9

驻华使馆外交官 1 0. 0

家属及其他来京人员 1144 39. 2

合计 2921 100. 0

　　数据来源 :望京西园居委会提供。当时两小区共有韩国人 1022

户 ,占三区、四区总户数的 10. 04%。

　　 (2)年龄构成

以望京西园四区 413楼作为抽样调查样本 ,截

至 2005年 4月底 ,有韩国居民 45户 ,共 111人 ,其

中 31户为韩国家庭。总体年龄层次偏低 , 10 - 29

岁年龄段占总人数的 56% ,其次为 30 - 49岁年龄

段 ,总人数中未成年人占到了 40%左右 (图 1)。

图 1　望京西园四区 413楼韩国住户年龄结构
(数据来源 :望京派出所外籍人口管理办公室提供 )

韩国人家庭观念重 ,长久以来在男权主义色彩

的社会伦理观念影响下 ,家庭角色多为男性外出工

作 ,女性操持家政。“韩国男人来中国 ,会带上老

婆、几个孩子、父母 ,再雇个鲜族保姆伺候这一大家

子。”望京的一名韩国住户如此说。相对于在家庭

经济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成年男性 ,妻子、老人等

为了陪伴亲人来到北京的韩国侨民 ,他们对全新文

化环境的适应过程更长 ,对本民族聚居区的归属感

和依赖感更加强烈 ,也是促成望京韩国人聚居区高

集聚程度的主要原因之一。

3. 自我完备的“韩国生态 ”

民族群体的规模集聚带来独特的优势。望京的

韩国人身份混杂 ,存在大量的韩国家庭 ,其多样的文

化、生活需求直接刺激并推动了“韩国生态 ”的形

成 ,从商业到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再到社会团体 ,

生活的每个环节几乎无一不备。

社区里随处可见中韩双语标注的广告牌 ,各种

由韩国人社区应运而生的商业形式一应俱全。小区

里有好几家由韩国妇女合伙开办的幼儿园 ,每天接送

韩国小学生的班车往来于使馆区的国际学校和望京

之间。2002年 ,中韩合资的望京新城医院在望京西园

四区开张 ,医院聘用了很多会两国语言的大夫 ,而护

士大部分都是朝鲜族人。这家社区医院的就诊量颇

高 ,接待的病人里 ,中国人和韩国人差不多各占一半。

望京有五六个韩国基督教会 ,各自有定期的集

会地点 ,是京城韩国侨民维持日常宗教仪式的主要

场所。韩国官方的派驻机构 ,也是在华韩国人最大

的团体 ———“驻华韩人会 ”的总部就设在望京新兴

产业区内 ,其下还有“在京韩人会 ”,并在望京西园

成立了“望京分会 ”。“驻华韩人会 ”定期举办在京

韩国人的集会和交流活动 ,拥有自己的韩文杂志、报

纸 ,随时报导在北京韩国人的生活情况和成功经验 ,

必要时还会协助社区居委会调解中韩住户之间的矛

盾 ,共同开展社区活动。

　　三　望京韩国人聚居区的问题及影响

　　1. 社区退化

韩国侨民的聚集带来了外来资金和新鲜文化 ,

但自发形成的社会网络关系打破了原住民社区的结

构 ,多民族人口混居引起的复杂反应改变着原社区

的性状 ,引起了聚居社区的变异和退化 ,尤其突出反

映在韩国人规模最大的望京西园三区和四区。

(1)纯居住社区向商住混杂社区蜕变

截至 2005年 3月底 ,公司地点位于望京内的注

册韩国企业一共有 104家 (图 2)。除三星等少数大

企业外 ,韩国人在望京的投资规模普遍较小 ,个人投

资居多。个人投资的行业 95%以上集中于服务业、

批发零售及餐饮业。这些个人投资的商户往往以社

区内的韩国住户为客户群 ,为了接近客源并节省租

金 ,许多私人投资者直接租用社区内的住宅而非商

铺营业 ,干扰了社区正常的生活秩序。

图 2　望京韩国企业行业分布情况 (截至 2005年 3月 )

(数据来源 :朝阳区商务局提供 )

另一方面 ,多民族社区内独特的经济机会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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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周边新兴高档楼盘廉价的租金 ,也吸引了不少

中国商人进入投资。截至 2005年 5月 ,设立在望京

西园四区的法人单位共有 165家 ,其中 12家为韩资

企业。165家企业中 , 62%为服务业 ,其中批发零售

及餐饮业就占 54家。过多的商业嵌入原来的居住

用房 ,商业功能不再是居住功能的辅助 ,而成了侵

犯 ,影响了原社区稳定的居住环境。

(2)社会阶层复杂 ,新贵阶层向中低阶层演替

望京新城规划初始定位为高档住宅区 ,目标群

体锁定“中产阶层 ”———中高的房价、北京户口的限

制 ,都意味着望京新城的第一批住户是北京第一批

奔小康的人。短短七八年工夫 ,当年的高档小区成

了社会各个阶层混杂的商住混合区 ,最早的一批居

民大多将自有房出租或转手出售 ,搬出了望京。

访谈中中韩住户都告诉笔者 ,目前来望京进行

个人投资的韩国人收入在中下层的居多。身份阶层

各异的韩国人陆续涌入扩张中的民族聚居区 ,改变

了原来社区的社会阶层结构 ,也形成了社区潜在的

不稳定因素。

同时 ,韩国人的聚居为既通韩语又通汉语的鲜

族人提供了丰富的就业机会 ,主要集中于餐饮、日用

品、房屋租赁中介、美容美发、家政保姆等行业。据

街道办不完全统计 ,截至 2005年中期 ,望京内的朝

鲜族流动人口近 1000人 ,他们的空间分布大致和韩

国人趋同 ,韩国人多的社区朝鲜族人也多。在韩国

侨民数量最多的几个小区里 ,每日闲坐在社区中心

广场等待雇佣的朝鲜族保姆已经形成了靠地缘、亲

缘关系联结的行业群体。在外部利益驱动下 ,少数

社区将地下室改造出租给这些外来务工人员 ,造成

了一定程度的安全隐患。

(3)韩国住户流动性大 ,社区居住环境不稳定

2004年以前 ,望京韩国住户的身份主要以“房

客 ”为主 ,随着 2004年上半年房地产对外籍人士解

禁 ,一些新兴楼盘开始逐渐接纳了一批韩国业主。

而在较早的“韩国村 ”中 ,韩国住户仍是推动当地租

赁市场的主要力量。笔者随机抽取了望京西园四区

109位韩国住户的签证类别和承租期限的数据进行

统计 (图 3)。从居留时间来看 ,持短期签证的人数

最多 ,包括访问签证和旅游签证 ,各占 33%和 27% ;

同时 ,这两类签证的流动性也较大 ,各自均有 30%

以上租期在一个月以内 , 60%以上在半年以内。单

从承租期限来看 , 97%的韩国住户租期在一年以内 ,

其中租期少于一个月的占总数的 31%。

2. 文化隔离和冲突

图 3　望京西园四区抽样韩国住户的签证

类别和承租期限统计

(数据来源 :望京派出所外籍人口管理办公室提供 )

注 : X:学习签证 ,发给来中国进修、留学、实习 6个月以上的

人员 ; F:访问签证 ,发给应邀来中国访问、考察、讲学、经商、进行

科技文化交流及其短期培训、进修、实习等活动不超过 6个月的

人员 ; Z:职业签证 ,发给来中国任职或就业的外国人及其随行家

属 ; L:旅游签证 ,发给来中国旅游、探亲或其他私人事务入境的

人员 ;W:外交签证 ,发给各国高级官员和具有外交身份的人员

(外交官、领事官 )以及他们的配偶和未成年子女。

据居委会负责人介绍 ,韩国住户流动性大 ,除了

来京事由多为短期居留外 ,社区内的韩国住户频繁

搬迁是造成他们高流动性并且难以管理的主要原

因 ,他们往往在望京地区内不断地更换房东和住所 ,

却很少有搬出望京的。从对韩国住户的访谈中 ,笔

者了解到中韩住户居住习惯的差异、韩国租户和中

国房东的矛盾、充足的房源以及房屋中介机构的推

动 ,都是促成韩国侨民不断寻求更合意住所的原因。

韩国侨民与中国居民混居在同一社区中 ,居住

位置的毗邻带来了生活范围的交集 ,也引起了文化

的冲撞。夜生活太多、醉酒喧哗、摩托马达震天响、

礼拜唱诗 ,这些都成为中国居民将韩国人视为扰民

源头的理由。狗进电梯、穿着睡衣出门 ,这些国民

“习以为常 ”的行为又让韩国住户不能理解。双方

的矛盾曾经一度激化 ,但是由于缺乏基于共识的行

为规范和协调约束机制 ,这类冲突一般由居委会或

派出所出面调解 ,最后往往不了了之 ,从根本上无益

于解决矛盾。生活上的冲突阻碍了文化的沟通和理

解 ,中韩住户虽然居住在一个小区里 ,实际生活却处

于相互隔离的状态 ,彼此很少交往。两个民族居民

之间隔阂的存在不利于社区管理 ,也严重阻碍了社

区整合工作的开展。

3. 管理困境

目前 ,国内针对外籍人口的管理权限主要集中

于公安部门和外事部门 ,在社区这一层面 ,基层派出

所承担了对外籍住户日常登记和管理的主要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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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①。在一些韩国侨民密集社区 ,由于韩国租户数

量较大、阶层复杂、流动频繁 ,缺乏相应的约束管理

机制 ,派出所的实时数据更新和跟踪管理的工作量

庞大 ,也难以在实际操作中完全落实。同时 ,对外籍

人口的管理处于敏感地带 ,目前还属于盲点 ,基层派

出所在处理涉外民事纠纷的过程中常常因为无法可

依、无章可循而显得力不从心。

在社区自治组织层次 ,居委会对于韩国住户的

统计工作从 2004年才开始起步 ,也只能限于在街道

办指示下年度定期普查工作 ,无法形成自觉登记、双

向互通的良性机制。同时 ,由于城市政府长久以来

在对外来人口管理制度和经验上的防范式倾向 [ 4 ]
,

居委会在工作中往往以政府主导型管理机构的身份

介入 ,缺乏对外籍住户的服务意识 ,加之语言不通、

文化隔阂等原因 ,常常遭遇韩国住户的抵制情绪 ,加

大了普查难度 ,数据采集的可靠性也有待商榷。

在望京新城外围的不少新兴楼盘 ,针对近年来

崛起的外籍顾客群 ,引入了人性化的涉外物业管理

服务模式 ,有针对性地开展涉外居住服务 ,如为住户

订购外国流行杂志、开展有特色的会所服务 ,帮助他

们解决日常生活碰到的问题等 ,吸引了不少收入阶

层较高的韩国住户 ,提高了物业的出租率。但是 ,此

类时尚小区往往出于保护住户隐私或者商业利润驱

动等考虑 ,游离于行政机构的外籍人口管理体系之

外 ,对于内部两国住户之间的矛盾调解主要以息事

宁人为目的 ,处理方式也往往会让中国居民感觉偏

袒韩方。

　　四　社区整合的对策研究

　　1. 转变管理观念 ,加快基于共识的相关规范和

协调机制的研究和制定

社区整合是一个深层次的社会重构过程。首先

应转变政府及社区基层组织对流动人口管理的观

念 ,变防范式的行政管理者为柔性的合作者和服务

者 ,以服务促管理 ,化被动为主动 ,鼓励多元主体参

与到社区的管理中来 ,形成依托社区的流动人口居

住地管理模式。对于中韩居民矛盾突出的问题 ,当

地政府、社区基层组织、派出所等应主动同当地韩国

官方或民间团体合作 ,在韩国人口密集社区广泛征

求双方代表的意见 ,加快基于共识的行为规范和协

调机制的建立 ,以期形成可供遵守的社区章程 ,促进

社区内良性氛围的形成。另外 ,主动了解不同国籍

社区成员的需求 ,积极探索对外籍人口提供公共服

务的社会化途径 ,鼓励政府和企业或其他组织的相

互合作 ,整合社区资源为外籍流动人口提供亟需的

服务和保障 ,使他们既是社区服务的受益者又是社

区服务的参与者 ,同时也可将部分涉外服务产业集

中化并纳入到合理监管之下 ,减少安全隐患和监督

死角。

2. 发挥多元主体的能动作用 ,建立新型社区自

治框架

在社区整合中 ,面对不同来源和文化背景的成

员 ,应发挥居委会作为社区基层组织的核心作用 ,调

动社区居民、志愿者以及社区自治组织、社区中介组

织等非政府组织的力量 ,通过各种社区文化生活增

进不同国籍住户的交流和沟通 ,增强他们的社区认

同感和归属感 ,通过对社区建设的共同参与和共同

生活环境下的社会化交往 ,使不同社会属性的成员

之间构建起一种新型的相互谦让和认同的社区人际

关系 [ 5 ]。同时 ,在韩国人口密集的社区可建立由各

类成员代表共同参与的自治组织构架 ,搭建日常议

事和解决分歧的平台 ,培育和创建示范性和谐社区。

3. 规范社区物业管理 ,整顿租赁市场

严惩物业公司肆意出租的牟利行为 ,整顿社区

内混乱的租赁中介市场 ,对于部分社区内商住错杂、

秩序混乱的情况 ,工商、城管、公安、卫生等部门可协

同力量进行综合整治 ,必要时政府可介入以激励手

段推动开发商通过市场行为招募成熟规范的物业公

司 ,引入先进的物业管理理念 ,并成立集中的租赁部

对现状租赁市场进行整合。尤其在韩国租户数量较

大的小区 ,有效集中的租赁管理有利于减少两国居

民的摩擦 ,如通过对韩国租户的事前咨询服务间接

调整不同国籍住户的居住分布 ,在社区整体混居的

环境下 ,建立局部同质的小格局。

　　五　结语

　　全球化背景下 ,北京的外籍人口聚居现象越来

越显性化和集中化 ,以望京为代表 ,区内的韩国人已

经初步形成了有相对稳定的集聚核心和模糊边界的

聚落群体。韩国侨民与本地居民在物理界面上的高

度混居、生态层面上的相互封闭、文化立面上的碰撞

冲突构成了两国住户相互影响的主要内容。未来随

着住房市场的放开和分化 ,随着来京外籍侨民的人

数扩大和居留时间加长 ,将产生更多类型的外籍人

口聚居区甚至是移民社区 ,衍生出文化、经济、社会

各方面的新课题。在全民共建和谐社会的形势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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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社区整合层面对现状问题进行了一些探讨 ,

如何应对现象背后的深层次问题 ,还需要不同机构、

部门的齐抓共管 ,需要不断探索新观念和新机制。

这方面的研究 ,“韩国村 ”提供了一个具有先行试验

价值的样本 ,与其相关的故事值得继续深入关注。

致谢 :衷心感谢周一星教授对本文的指导。

【Abstract】　The Korean peop le in Beijing have formed

several concentrated areas as the m igrating population becomes

larger. One of these“Korean villages”in W angjing is the most

rep resentative. Based on the first2hand data gained in the field2
surve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ose issues about the Korean in2
habited area such as its trait, status quo, impact on the original

communities and integration, to p romote the exp loration of fresh

management for harmonious communities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2
ization.

【Key words】　 the inhabited areas of m igrating popula2
tion; Korean V illage; community integration; W angjing

注释

①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实施细则 》,外国

人在中国境内住宿的 ,须于住宿人抵达后 24小时内 ,由留宿机

构、留宿人或者本人持所需证件向当地公安机关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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