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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谨的抽样调查在4000户中展开，60余万人次参与网络调查

，精心筹备半年多，历时3月余，四川团员青年大调查引发中

央人民政府网站等60余家媒体关注。2007年1月，大调查得出

数据分析报告。后续专题研究正在进行。 学者专家、专业统

计团队联袂出击，心血终成厚厚调查资料，沉沉的数据让每

个参与者感受到新生代成长的步履：一方面，为当代青年身

上所展示出的遵纪守法、追求理想、奉献社会的整体主流思

想快意欣慰；另一方面，也为他们身上所潜存的承受压力、

利益诉求、自我约束等种种急需教育引导和服务帮助的偏差

而有所隐忧。 青年思想状况 当代青年思想观念日趋多样化，

呈现出主流和非主流、传统和现代思想文化观念的并存状态 

核心调查： 超过6成青年认同奉献是人生最大的快乐 专家解

读： 为何当代青年面临的责难比以往多 [数据说话] 65.5％的

青年认同奉献就是人生最大的快乐，81.38％的青年表示个人

利益应服从国家和集体利益，此外，74.4％的青年认同市场经

济也需要雷锋精神。逾8成青年对“竞争不需要顾及良心和道

德”持异议。[青年故事] 2006年底，经过层层筛选，王梦成

为“国际行动援助青年发展项目”志愿者，开展小额扶贫工

作。26岁的王梦在成都原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但做公益事业

的理想让他选择了离职。之前曾有人指着他们说，现在的年

轻人吃不了苦。“但在条件异常艰苦的环境下，我们坚持下

来了。” “不知道将来我会去哪里，但我现在要做自己喜欢



的事。”虽然每月工资只有1000元，连以前的一半都不到，

可王梦说，这工作干得开心。“现在年轻，很多事想去尝试

。” [第三只眼看青年现象] 沉迷网络、“月月光”，一段时

间以来，社会上有一种观点，总以长辈心态责备现在的青年

无大志、缺乏正确的价值观。四川省伦理学会副会长、西南

交通大学博士生导师肖平认为，其实这是片面的。仅以志愿

者数量为例，我省在共青团组织注册的志愿者就上百万。 从

事青年教育工作20多年的肖平对每个时代的青年特征非常熟

悉。上世纪80年代的青年讨论弗洛伊德、尼采，上世纪90年

代则是改革开放、市场大潮。到了21世纪，青年们在面对高

房价、找工作难等现实问题时，价值取向、人生信仰呈现多

元化趋势。 但现代青年面临的责难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多

。是青年的素质降低了吗？“并非如此，是时代对人的要求

提高了。” 核心调查：一半青年与父辈在观念上有分歧 专家

解读： “4050”与“7080”，30年鸿沟不可逾越？ [数据说

话] “50后”与“80后”两代人在观念上分歧明显。当代青年

显得更开放、更实在、更多元化。青年与父辈在为人处世上

有分歧的占56.55%，婚姻观念上有分歧的占60.4%，职业态度

上有分歧的占66.43%，生活方式74.58%，消费观念上，只

有12%的青年与父辈没分歧。 [青年故事] 何宏和父亲都是教

师，但为教好孙子何大海，却让两人头痛。 何大海4岁时，

爷爷戴上老花镜，开始让大海学数学、语文。何宏看着坐在

桌子边打哈欠的大海，要求老父亲放大海出去玩。老父亲把

眼一瞪：“良好的学习习惯要从小培养！” 随着孩子上小学

，何宏父子争议见长。何宏认为，应该给孩子自由的天地，

不能以学习束缚他们。老父亲指责他太纵容，会毁了孩子。



两人争得脸红脖子粗，谁也说服不了谁。 [第三只眼看青年现

象] 国家统计局四川调查总队专项调查处处长谢承渊常年从事

统计调查，有大量机会接触各个年龄段的人。他认为，两代

人之间在观念和行动上存在巨大差距，是正常的。现代青年

思维活跃，有强烈参与社会的意识，这是时代之幸事。“我

们那辈年轻人，是乖娃娃，非常听父母的话，社会参与意识

远远不够。” 谢承渊家的例子非常生动实在。年前的情人节

，看他空手回家，女儿堵住门责问他：“为什么不给妈妈买

礼物？”然后飞快推出门去，转眼间一支玫瑰就塞在谢承渊

手里，她呶着嘴让老爸给老妈送鲜花。第一次在女儿面前表

现对妻子的爱意，谢承渊弄了个大红脸。“我们这一代的爱

，都放在心里，含蓄而委婉，而女儿辈的爱，奔放而浓烈。

” 中国青少年研究会理事、省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万本根对

一次讨论会印象深刻。讨论雷锋精神，一个“50后”和一个

“80后”在众目睽睽之下吵了起来。“50后”认为要毫不利

己、专门利人；而“80后”坚持要利己利人。 对此，老万一

笑置之。他认为，两代人的观念的确有着巨大差异，这是由

于各自价值观形成期的时代背景不同造成的。 “4050”的时

代非常单纯，讲究搞生产当先进；而“7080”处于一个打开

国门、社会变革的时代，思维、信仰向多元化发展。 青年看

社会 当代青年普遍关注国内外重大事件，对社会发展持积极

态度，法制观念明显增强，期待社会更加公正 核心调查： 关

注焦点前3位就业、社会保障、物价 专家解读： 青年以务实

的态度关注社会[数据说话] 对当前重大问题的关注程度中，

关注聚焦点依次为：就业（90.43％）、社会保障（89.45％）

、物价（88.7％）、医疗（88.1％）、教育费用（87.35％）、



住房（86.76％）、人民币与美元汇率（33.41％）、中国股市

（20.85％）。[青年故事] “住房是结婚前的头等大事。”31

岁的闵晓东，谈女朋友6年了，因为没房子，准丈母娘没少给

白眼。2004年初，眼看3年积攒下的钱刚够小户型首付，房市

的变化却让他措手不及。“2004年能买80平方米的钱，2006年

只能勉强买个50平方米。”继续等待拐点似乎越来越不现实

。2006年8月，闵晓东签下购房合同，在成都二环路购买一套

两室一厅，每平方米4000元，每月按揭1000多元。 [第三只眼

看青年现象] 省社科院研究员、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查有梁

表示，对社会的关注，青年们显得更务实，更关心与切身利

益有关的社会大事。从另一个层面来说，医疗、社保等问题

也是社会体制改革的热点和难点，处于变动影响中的青年群

体从中感受到更多的变数和不确定性，关注这类问题，也是

在关注青年自身的未来生活。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