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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
年群体的生存状况和思想动态是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关

键因素，生存境遇不佳、不满情绪较强的青年人群（如“蚁

族”、“新生代农民工”等），尤其值得关注。当前，绝大多

数青年人表现出较强的爱国主义情怀，对党和政府有较高的支

持力度，短期内并不太可能出现大规模的群体事件。然而，青

年人承受的就业、住房及其它生活压力不断增强，生存现状与

个人理想之间的差距较大，在某些群体中集聚着对社会现状和

政府的不满情绪。同时，青年人易于受到西方意识形态的影响，

部分青年表现出赞赏西方政治制度的倾向，对于政府采取的新

闻和网络管制措施、意识形态宣传和政治思想教育产生逆反心

理。这些不良心态是潜在的不安定因素，在某些因素的刺激下，

有可能诱发群体事件或社会运动。

另外，“80后”和“90后”青年具有较强的集体行动能力、

利益表达意愿和代际认同意识，这些特征使偶发性的、小规模

的青年群体事件，在某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有可能快速发展

为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因此，密切关注青年群体的生存状况和

思想动态，及时发现青年群体中有可能引发社会风险的因素，

预防以青年人群为主体的群体事件和社会运动，是维持社会稳

定的关键。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增强了在校生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

同，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少

大学学习期间是青年人政治意识形成的一个关键时期，进入

大学的青年人摆脱了中学时代的沉重学业考试压力，开始有兴趣

关注社会政治问题。在这一阶段他们所获得的社会政治信息和思

想政治教育，对于他们形成社会政治观念作用巨大。大学是相当

开放的环境，学生们会接触到西方社会政治思潮和西方媒体信息，

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

目前各高校已建立较为系统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包括思想

政治课程；政工或社团组织（如团委、学生会、学生工作处）；

辅导员制度；入党选拔机制；等等。这些教育手段带有一些强制

性或外力压制性，一些学生有抵触心理，但不管学生是否自愿接

受，这些教育方式还是或多或少地发挥了效用，在一定程度上增

强了大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但与此同时，存在的问题也

不少。第一，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讲授内容和方式虽然有所改进，

但仍然存在较为死板、教条、说教的特征，令学生难以接受。第

二，选拔党员和学生干部的过程存在一些形式主义的东西，对于

学生党员和干部的选拔标准不切实际，助长了学生的投机心理，

入党考察过程严肃性不足。第三，辅导员制度没有在高校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各高校都建立了辅导员制度（每

班都有辅导员），辅导员大多是在校生的学长学姐，对学生思想

状况较为了解，具有与学生进行深入思想沟通的优势，他们介入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可以取得更好的成效。目前大多数高校

的辅导员只是在教学管理方面起到上传下达的作用，思想政治教

育方面的工作做得不够。

大学毕业生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度下降，政府宣传教育活

动应尽可能地向这一群体延伸

与大学在校生相比，大学毕业生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度相

对低一些，对社会和政府的不满意情绪有些上升，对西方所谓“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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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理念的赞同有所上升。导致这一结果的部分原因是由于针对

在校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没有延续至大学生毕业以后，以学校和体

制内单位为基础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没有覆盖大部分的大学毕业

生。只有就业于体制内单位（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业）的毕业生对

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度接近在校生，因为他们在单位内与党团组

织有联系，参与一些思想教育活动。但是，大部分的毕业生（大

约80％）就业于体制外，他们较少接触官方媒体，他们不太看

电视，也不阅读官方报刊，他们中大部分人通过浏览门户网站新

闻界面、各类名人微博、社交媒体（如微信）等了解社会信息。

就业于体制外的大学毕业生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就职于外

资合资企业（主要集中于大城市），他们收入水平较高，对个人

生活状态较满意，社会不满情绪并不强烈，对社会政治问题不太

感兴趣。另一类是就职于中小民营企业，他们占体制外大学毕业

生的绝大多数，他们的收入水平较低，就业状态不稳定，对个人

生活境遇不满，对政府诸多政策有较多批评，有较强的仇富仇官

情绪和不公平感。近几年来，这一群体中民粹主义思潮和极端民

族主义情绪发展较快。其中一部分人是所谓的“蚁族”，他们有

的人是毕业于比较一般的大学、家庭背景一般（多数来自农村和

小城镇）、就业不稳定、收入较低、居住于城市边缘老旧社区十

分拥挤的居室里。最早的“蚁族”是毕业1年到3年的大学生，

经过一、两年的艰苦奋斗，他们大多能够改善就业和收入状况，

脱离“蚁族”群体。但近两年来，一部分“蚁族”成员在毕业5

年之后仍未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他们对前途感到迷茫甚至于绝

望。这些人把大部分时间花在网络上，时常发表一些言辞激烈的

言论来宣泄不满情绪，他们也更有可能参与突发性的群体事件。

体制外就业的大学毕业生的思想状况值得特别关注，政府宣

传教育活动应尽可能地向这一群体延伸。许多大学毕业生是党员

和团员，“985”高校毕业生有半数是党员，普通本科大学毕业

生党员比例也高达44％，不是党员的毕业生也绝大多数是团员。

然而体制外就业的毕业生基本上中断了与党团组织的联系，实际

上也中断了政府宣教的一个重要途径。

新生代农民工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一个“短板”

新生代农民工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一个“短板”。新生代

农民工大多数是初中和高中/职高毕业生（或辍学生），他们所

上的中学大多是教育质量比较一般的学校，他们在学校的语文和

数理化成绩不好，思想品德课程也学得不太好。在他们思想还未

成熟之前，他们就离开学校外出打工。他们没有像大学生那样，

在思想成长的重要阶段，接受了高中和大学里的系统思想政治教

育。社会成了他们思想成长的学校，而他们所接触的社会人员大

多是像他们一样的打工青少年和低文化水平的成年人。他们不仅

缺乏思想政治教育，而且也缺少基本的社会公德、道德规范和法

治秩序等方面的教育。这就导致这一群体易于诱发违法犯罪行为，

在暴发群体事件时，他们也更可能采取违法暴力行动。新生代农

民工也较少接触主流媒体，虽然他们看电视，但他们主要是观看

偶像剧或综艺节目。他们大多没有个人电脑，上网基本上是用手

机，而手机上网主要是为了娱乐和交友。

目前最年轻一代的农民工是“90后”，他们是在农村家庭

经济生活条件明显改善和青少年流行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

们不仅不会干农活，而且大部分人也没有吃过什么苦。“90后”

农民工很早就离开农村，他们的初中、高中或职高是在县城或小

城市里住校读书，或者居住于父母在县城购买的房子里。他们对

农村生活有一定的距离感，而对城市生活有很高的认同度。他们

中的许多人不喜欢上学读书，迫切地想到大城市打工挣钱、开阔

眼界。很多人缺乏一技之长，以他们的文化水平难以找到令他们

满意的工作，难以在城市里安家落户。他们中的许多人不愿意从

事重体力、工作环境恶劣的工作，对于繁琐重复的流水线工作和

社会声望低下的工作也有抗拒心理。他们不满足于“打工挣钱、

回乡盖房娶老婆”（老一代农民工的梦想），他们期望能在城市

里过上体面的生活，拥有体面的工作，获得个人发展的机会。然

而，户口身份的制约和缺乏学历阻碍了他们上升流动的渠道，同

时还使他们获得市民身份障碍重重，这种境遇状况使他们感受到

较强烈的相对剥夺感和不公平感。现今，具有较强烈的相对剥夺

感和不公平感并且善于表达利益诉求的新生代农民工成为中国工

人阶级的主要构成部分，一些学者把他们称之为新工人阶级，之

所以说他们是“新”工人阶级，是因为他们在价值态度和行为取

向方面与传统的“老”工人阶级极为不同，主导他们行为的不仅

是经济理性而且也有价值理性，他们的诉求超越了一般的经济需

求，而展现出一些自我价值追求。

除了大城市里的青少年打工者，新生代农民工的另一庞大群

体是“县域青年”，即县城里的初中、高中、职高毕业生，他们

大多数是“90后”。由于撤点并校政策实施，农村和乡镇的初

中/高中合并到县城，大量农村和小乡镇的青少年集中于县城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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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中学，他们中的一些人毕业以后就留在县城，这些青少年怕吃

苦不愿外出打工，但也不愿回到农村。许多县城的就业机会不多，

导致这些“县域社会青年”无所事事，既不上学也不就业，靠父

母的钱混日子，而离开父母管教的住宿初中生、高中生和高职生

也与他们混为一体。这些“县域社会青年”平常较难引起大众媒

体和社会政策制定者的关注，但他们毫无疑问是一种潜在的社会

不安定因素，这些青少年经常成为偶然爆发的群体事件中的活跃

分子，在2008年翁安事件和2012年什邡事件中就有所显现。

针对当代青年群体的特点，宣教方式应采取新的形式，宣教

组织功能应多元化

针对当代青年群体的特点，宣教方式应采取新的形式，宣教

渠道应该更加多元化，宣教系统应向新领域扩展。首先，宣教平

台由传统媒体转向新媒体，尤其是网络和手机。其次，宣教形式

由单一说教转向多元方式结合，把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融入青少年

流行文化，宣教与娱乐、文化、体育、社交、励志、能力培养等

活动结合。最后，扩展宣教渠道和组织，超越学校和单位范围，

走向社会，尤其是社区。

宣教组织功能应多元化，除了思想政治教育以外，还可增强

服务功能和娱乐功能（针对不同青少年群体的需要和兴趣爱好），

这样才能吸引青少年的参与。

在宣教组织方面，可重点增强共青团的作用，也可考虑妇联、

工会、行业协会等的作用。一是团组织应该重新回到社会青年之

中，成为真正的青年组织，在青年宣教工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目前团组织主要在学校和体制内单位开展活动，体制外就业的大

学毕业生和青年农民工较难看到团组织的身影。而当前绝大多数

青年就业于体制外，而且越来越多的青年就业于体制外，这意味

着团组织在青年中的影响力下降。有些城市的团组织尝试在居住

社区开展活动，吸引青年人参与，起到很好效果。二是妇联组织

应该向年轻女性（青年女白领和打工妹）伸展，在青年宣教中也

可发挥作用。三是行业协会与工会向青年人伸展，可发挥辅助性

的宣教作用。大部分的大学毕业生和新生代农民工就业于中小型

民营企业和个体经营企业，这些企业通常没有条件设立工会（更

没有团组织和妇联组织）。目前行业协会通常是企业主的利益代

言人，与青年员工没有什么关系。可以考虑行业协会和行业工会

成立某种形式的青年员工部，把中小企业青年就业者组织起来，

开展本行业的青年员工宣教活动。这些活动应该也能获得雇主的

支持，增强雇主与员工的联系沟通，减少劳资纠纷。。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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