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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青年是网络使用的主体，他们以自己的网络行为方式诠释着网络生活的意义。

但是，不同年龄段的网络主体对于网络意义建构和网络实践的逻辑是不一样的，

这种差异性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网络的舆论动态。基于此，本文选择了出生于

1970、1980 和 1990 三个年代的青年群体的网络行为进行研究，主要关注不同

代青年群体的个人网络行为及其行为价值取向上的差异和共性特征，并以此折

射当代青年价值观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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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代青年群体

网络行为的共性与差异性研究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带来了人类生产工具和技术的

革命，为我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带来了从未有过的

便利。它不仅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带来社会各

个领域的变革，而且，它还以跨越时空、即时性传播

等新技术的优势，拓展了我们的生活空间和知识视野，

让我们生活在现实版的时空穿越中。对于青年来说，

更是如此。他们不但在学习、工作中使用网络，而且

他们的很大一部分休闲时间生活在网络之中，如 QQ
聊天、浏览网页、发微信、发微博、写博客、设计个

人网络空间、网络创作、网络购物、网上娱乐（听音

乐、看电影、电视剧、网络视频、玩网络游戏）、参

与网络公共领域的讨论（如评论、发帖、跟帖、浏览

帖）等诸多网络内容。可以说，网络不仅已经成为他

们生活的一部分，而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改变了他

们的生活状态（网络化生活）和生活理念—“宅男”、

“宅女”、“宅生活”已成为青年时尚生活的新的代

名词。

在网络群体中，青年是主体，但是，不同年龄段

的网络主体对于网络意义建构和网络实践的逻辑是不

一样的，这种差异性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网络舆论动

态。因此，我们有必要关注青年个人的网络行为及其

在网络空间中呈现出来的群体性特征。基于此，本文

选择了出生于 1970年代、1980年代和 1990年代三
代青年群体的网络行为进行研究。我们对上述三个群

体分线上和线下两种方式进行问卷调查，并辅之以在

线观察和深度访谈等方法，主要关注不同代青年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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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个人网络行为及其行为价值取向上的差异和共性特

征，并以此折射当代青年价值观的变迁。

一、研究主题

自从网络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以来，关于

网络改变我们生活的研究从来没有中止过。例如，关

于网络带来社会、生活领域的变革研究［1］［2］；关于青

少年网络行为及网络成瘾研究［3］［4］；关于网络作为新

媒体的功能及其特征研究［5］；关于网络中的青少年越

轨行为研究［5］［6］［7］；关于网络化背景下的个人心理、

行为及其价值观的研究［8］［9］；关于网络虚拟性及其

特点研究［10］［11］［12］等。这些研究都为我们认识网络

的特点、功能及其产生的影响等提供了参考价值。这

里我们想通过研究不同代网络主体的网络行为的差异

看中国不同代青年（这里的“青年”是广义的“青

年”涵义，按传统说法，满 18周岁至 45岁之前的群
体都称为“青年群体”，因此，这里包括 70后、80后、
90后等三代群体）价值观的变迁。
根据本项目前期调查研究，青年个人网络应用的

领域主要涉及工作、学习和业余生活三个方面，其中，

业余生活包括人际交往、休闲娱乐、获取生活实用

资讯和公共参与等五个方面。而工作、学习两个领域

也会分为若干类型，这样分类就会变得复杂。为了便

于描述，我们按照青年个人使用网络的目的将其分为

互动交流类、休闲娱乐类、实用工具类和公共参与类

等 4种类型，这样会使得分类更简洁。其具体所指见
表 1。

表 1 ：个人网络应用类型

序号 个人网络应用类型 具体所指

（1） 互动交流类
QQ（群）、聊天室、MSN（2013 以前）、博客、微博、微信、飞信、陌陌、朋友圈、
网页上的互动交流空间等

（2） 休闲娱乐类
网络游戏（含 QQ 空间中的各类游戏）、网络音乐、网络视频（含电影、电视剧、
通过网络传播的媒体视频）、网络吧、网络兴趣空间等

（3） 实用工具类
E-mail、飞信、用于工作 / 学习 / 行业性质的 QQ 群、公共网络中的个人空间、
个人网页、网购平台等

（4） 公共参与类
各大知名网站的贴吧、论坛（如百度、天涯、猫扑、新浪、搜狐、腾讯、网易、
雅虎、人人网、各高校校园网）中的个人账号、空间等

之所以作上述 4种类型划分，是因为考虑到有些
网络行为很难分得清楚属于哪个领域，比如，同样是

网上互动交流，既有可能是业余生活中的，还有可能

是学习中的，甚至是工作中的。而且，在同一次交流

中可能既有工作、学习的内容，又有业余生活的内容。

因此，以“使用目的”来分类更容易分得清楚。

从近两年网络应用的变化情况看，上述 4类应用
情况都有明显上升的趋势，尤其是互动交流类在青年

群体中应用广泛，这主要得益于手机网络的快速发

展。2013年中国互联网公报显示，2012-2013年网
民使用网络进行“即时通信”与“搜索引擎”分别占

到 84.2%与 79.6%，排在前两位。其中，前者属于互
动交流类，后者属于实用类。但是，其中包括将“搜

素引擎”用来娱乐的，属于“休闲娱乐类”的“网络

音乐”、“网络视频”与“网络游戏”分别占 77.2%、
65.8%和 58.5%。另外，还有“博客”、“微博”分别
占到 68.0%、56.0%，也是属于网络应用增长较快的
项目。

图 1 ：2012 年 12 月至 2013 年 6 月

即时通信网民数及使用率

图 2 ：2012 年 12 月至 2013 年 6 月

博客 / 个人空间网民数及使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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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图可以看出，近两年网民利用网络作为即时

通信和个人空间的比例越来越大，分别为 84.2%和
68.0%。在 2013年《中国互联网统计报告》中关于
即时通信增长的情况有如下介绍：

即时通信作为第一大上网应用，网民规模继续上

升 ；电子商务类应用继续保持快速发展 ；电子邮件、

论坛 /BBS 等传统互联网应用的使用率继续走低。网

络即时通信网民规模增长最多，手机端发展超整体

水平。截至 2013 年 6 月底，我国即时通信网民规模

达 4.97 亿，比 2012 年底增长了 2931 万，在各应用

中增长规模第一 ；使用率为 84.2%，较 2012 年底增

加了 1.3 个百分点，使用率保持第一且持续攀升，尤

其以手机端的发展更为迅速。手机即时通信网民规模

为 3.97 亿，较 2012 年底增长了 4520 万，使用率为 

85.7%，网民规模增长率和使用率均超过即时通信整

体水平［13］。

这是从互联网宏观管理的角度来看互联网应用的

增长情况。如果从青年群体日常生活角度来看，其实

就是手机移动网络的迅速发展带来了互联网应用领域

的变化。就青年群体来说，自从苹果、小米、三星等

品牌手机开辟网络应用软件以来，以其便捷、即时、

丰富、灵活的网络优势赢得青年人的喜爱。如果早几

年说，互联网已经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那么，在

手机移动网络盛行的时代，可以说，网络已经渗透到

他们的生活理念之中。与网络有关的词汇和语言已经

成为青年基本的生活常识，如 iPhone、iPad、微信、
微博、在线、@我、潜水、QQ群、E-mail。青年是
时代的弄潮儿，如果说过去青年都喜欢 hi，喜欢蹦
蹦跳跳，喜欢刺激性的动感生活，那么，互联网时代

似乎增添了一种新的时尚生活—宅在网络上尽情娱

乐，尽情八卦，尽情冲浪。

二、青年个人网络行为差异性描述

为了了解青年个人网络应用的情况，我们设计了

调查问卷，通过网络调查和现实生活中的青年群体进

行调查，主要调查青年个人网络的使用频率、使用目

的以及主观评价等等。调查主要包括问卷调查和深度

访谈两种形式，其中问卷调查又分为线上调查和线下

调查两种方式进行。线上调查主要选择了几个知名网

站，如百度贴吧、天涯论坛、人人网、新浪网、搜狐

网的互动平台以及国内部分高校的 BBS上发帖进行
随机抽样调查；线下调查主要是选择杭州下沙的在校

大学生与在杭州下沙务工的新生代企业员工及服务行

业的服务员进行抽样调查。问卷是同一份问卷，网上

调查问卷共在各网站发放 330份，回收 258份，回收
率为 77.9%；线下调查发放了 220份，收回有效问卷
211份，回收率为 95.9%。为了深入了解网络应用的
情况和主观评价，我们还选取了在校大学生和已在职

的 70后、80后各 10位进行深度访谈。
1. 关于三代青年上网情况的描述

关于青年个人网络使用情况的描述我们主要从一

般使用频率、持续时间、上网目的及类型化网络行为

所占的比例等方面来表现。为了便于比较，我们分

70后、80后、90后三代青年群体进行统计，具体数
据见表 2、表 3、表 4。

表 2 ：不同代青年群体上网情况比较（单位 ：%）

上网情况 70 后 80 后 90 后

平均每天不足半小时 12.6 6.0 2.3

平均每天 1-2 小时 30.2 16.5 19.1

每天持续 2小时以上 52.4 77.5 88.6

网上工作 42.7 26.3 11.3

边工作边私人上网 32.1 36.5 20.2

只要有空就上网 11.6 25.5 61.2

其它时间零星上网 13.6 11.7 7.3

首先需要解释的是，表 2含两个涵义的百分比构
成，表中前 3项为“平均每天上网时间”的百分比结
构，后 4项为“何种情境下上网”的百分比结构，但
是整个表格的数据不是相对百分比，即前后 3项各构
成 100%。从数据来看，首先，三代青年群体每天上
网时间持续 2小时以上的都占相当大的比例，尤其是
80、90后分别达到了77.5%和88.6。其次，相比较而言，
80、90后上网时间持续超过 2小时以上的比例比 70
后的比例明显高出 10-20个百分点，说明后两个群
体网络在线的时间更长一些。再次，从“何种情境下

上网”来看，代际之间存在差异：70后工作期间上
网并主要用网络来工作的比例达到 42.7%，如果加上
“边工作边上网”的 32.1%，工作期间上网的就达到
了 74.8%。这也就意味着 70后业余时间上网的比例
仅仅为 25.2%，其中，“其它时间零星上网”占到业
余时间上网比例的一半以上（13.6%）。而 90后只要
有空就挂到网上的比例为 61.2%，加上已经参加工作
的“边工作边上网”的 20.2%，就达到了 81.4%。也
就是说，90后青年只要一有空就会挂到网上，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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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做什么，但处于在线状态已经成为他们的一种生活

习惯。80后的上网情况介于 70后、90后之间，但
其上网行为更接近于 90后，算上工作期间和业余时
间，其较为稳定的个人上网比例达到了 62.0%，加
上工作状态上网的 26.3%，稳定上网的比例就达到了
88.3%。可见，80后上网的情况和 90后差不多，甚
至超过 90后。其中一个原因是 90后部分还是在校生，
上网时间会受到一定的限制，而 80后早已进入工作、
生活的正规，而且 80后是伴随着互联网成长起来的
一代，他们对网络很熟悉，在工作、生活稳定的情况

下，自然上网也是他们最乐意做的。因为他们的青春

时光也是在互联网时代度过的，已经养成的上网习惯

自然也会延续。

2. 三代青年群体个人上网目的的比较

下面我们来看看不同代青年的上网目的存在怎样

的差异。我们根据调查资料将上网目的分为“学习需

要”、“工作需要”、“人际交往与交流需要”、“休闲娱

乐”和“生活实用性需要”等 5种情况。按照这 5类
进行统计，三代青年个人上网目的各类所占比例分布

情况见表 3。
表 3 ：不同代青年群体个人上网目的比较

     （单位 ：%）

上网主要目的 70 后 80 后 90 后

学习需要 11.6 21.2 26.5

工作需要 27.2 22.7 12.6

人际交往与交流需要 22.3 26.2 25.2

休闲娱乐需要 17.0 20.2 25.4

生活实用性需要 11.9 9.7 10.3

由上表可以看出三代青年上网目的分布情况呈现

如下特征：

（1）青年个人上网目的各自所占比例的分布比较
分散，三代青年在 5种类型的使用目的都有一定比例
的分别，没有一个绝对的集中值。尤其是网络用来满

足实际生活需要（含工作需要、学习需要和人际交往、

交流需要）和休闲娱乐需要的比例占绝对优势，分别

都达到了 88.1%至 90.3%。
（2）相比较而言，人际交往、交流和休闲娱乐是

三代青年个人上网行为的主要目的，尤其是 80后、
90后群体，其所占比重分别达到了 46.4%和 50.6%。
（3）如果从表 3众值角度看，70后、80后、90

后分别为“工作需要”、“人际交往与交流需要”和“学

习需要”，可见，三代青年上网分别为满足工作、人

际交往与交流和学习需要等目的。但是，从数据中也

可以看出，三代青年群体的上网目的分布的众值区分

并不明显，有的只差 1.3%。也就是说，在三代青年
群体中，上网目的并不是唯一绝对的。不管是哪一代，

其上网目的本身是多元的，而且各自所占的比例相差

非常小。

如果从表 3数据的横向比较来看，在 5个上网目
的类型中，三代青年个人上网以休闲娱乐为目的都占

相当大的比例，都在 20%以上，说明以休闲娱乐为
上网目的是普遍现象，且代际间差异较小。横向比较

的另一个特征是，上网为了获取生活资讯在三代之间

几乎不存在明显差异，只是 70后稍微多一点，说明
利用网络获取实用资讯已经成为青年生活参考的重要

依据。如果再将“学习需要”、“工作需要”关于实用

查询和参考的内容考虑进去，可以进一步证明，网络

不仅已经成为青年生活的一部分，而且已经成为他们

获取生活资讯和实用查询的重要工具以及获取及时信

息的重要渠道。如果再综合“休闲娱乐”在三代青年

上网目的比例的分布情况，可以认为，三代青年的工

作、学习与生活均已对网络有相当大的依赖性，尤其

是 80后、90后，网络已经渗透到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这应该与手机移动网络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

3. 三代青年个人网络行为差异性比较

青年上网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对青年网民的上网

意图及其主观预定目标的测量，但是，它并不能完全

说明青年网络行为的真实情况，因为在一定上网目的

的导引下，可能会发生多种网络行为，有的甚至改变

或掺杂了其它上网目的。比如，以“学习需要”或“工

作需要”为目的的上网行为可能同时伴随着网上听音

乐，也有可能伴有与他人之间的交流、学习、咨询等

行为。同样地，一个纯粹以上网休闲娱乐为目的的人，

他（她）可能同时学到了很多东西、感悟到了一些人

生哲理，对其改变生活、工作、学习态度有积极的意

义。还有可能在与别人的闲聊中了解到很多有价值的

即时信息和资讯，对其工作、学习、生活也有积极的

意义。在访谈中，多数被访者表示，这些情况都很常见。

因此，为了更真实反映青年个人网络行为的实际情况，

我们进一步设计了对青年个人上网过程中实际发生的

网络行为情况的调查。我们根据调查资料中反映的青

年个人网络应用情况，将青年个人网络行为分为 4种
类型：互动交流类、休闲娱乐类、实用查询类和公共

参与类等。这 4类行为的划分并不可能穷尽青年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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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行为，相互之间区分的界限也不是非常清晰。但

是为了能够从总体上说明问题，笔者认为，这 4类网
络行为的划分基本上能够反映青年个人网络行为的整

体情况，而且概念的范畴区分上比较容易理解，对具

体的网络行为归类比较容易，也大体上反映了青年网

络行为所属的几个领域。

但是，这里面临着一个测量和统计的难题。首先

是对每个被调查者的实际上网行为调查比较困难；其

次，即使调查能够得到数据资料，也很难按照三代进

行分类汇总。为了便于测量，我们选择了代表个人网

络行为的网络应用工具进行统计，网络应用工具主要

参照表 1 的“个人网络应用类型”4种类型进行归类。
考虑到每天上网的不均匀性，我们调查时采取了一周

之内平均每天的使用情况进行设计。为了便于比较，

这个调查同样是对三代青年的随机调查，调查得到的

资料经整理后得到的数据如下，见表 4。
表 4 ：不同代青年个人网络行为差异性比较

     （单位 ：%）

网络行为类型 70 后 80 后 90 后

交流性网络行为 36.4 22.6 32.3

娱乐性网络行为 9.8 25.0 32.2

实用性网络行为 32.6 28.5 20.0

公共性网络行为 21.2 22.9 15.5

这里需要解释一下表 4数据的形成过程：首先，
我们根据调查资料按 70后、80后、90后三个代际群
体进行分类；然后，以上述 4类网络应用工具一周之
内平均使用情况进行统计，计算每一类型所占的比例；

最后，在三代群体中计算出各类所占比例平均值情况，

形成表 4比较数据。
表 4数据反映出纵、横两种差异，纵向差异是指

青年网络行为按不同类型划分差异的比较，其次才是

横向的代际差异。这说明，青年个人网络使用情况折

射出来的网络应用方向和目的是我们分析的重点，其

次才是不同年龄段的青年网络行为的比较。对于前者，

我们可以通过三代青年的共同特点来进行描述和分

析；而后者则可以通过比较三代之间的差异来达到。

三、三代青年网络行为共性特征分析

尽管表 2是以三代之间的差异为主旨来设计
的，但是如果换个角度来看，以三代青年每一类型

的总体情况与其它类型总体情况进行比较，就会发

现他们在使用网络上的共性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

方面：

1. 在三代青年个人网络行为中有一致性的变化

规律，体现出青年群体的共性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

分析可见，“交流性网络行为”和“实用性网络

行为”两种网络行为所占的比例变化趋势大致相似，

都有增大的趋势。这说明，青年实际上网过程中，互

动交流性行为和实用查询、查找性行为占主体部分，

三代分别占到各自总体网络行为的 69.0%、51.1%和
52.3%，都超过总体一半以上的比例。访谈资料也显
示，如果从总体状况看，三代青年群体的实际网络行

为中，互动交流和实用性网络行为（尤其是实用查询

和生活所需的网购行为）占主体部分，三代之间差异

不明显。

三代青年网络一致性行为中折射出网络化时代新

生活方式和生活理念变化的一个突出例子，就是他

们的网购行为及其态度。调查数据显示，70后、80
后、90后的青年白领和在校大学生中有过网购行为
的分别占 71.2%、69.6%和 60.0%，其中经常网购的
占 47.1%。对于“未来可能会使用网络购物” 的回答，
“可能”及“极有可能”的占 86.2%，另有 4.1%的人
回答“不确定”。访谈中，70后、80后和 90后都认为，
网络购物有很多优势，而且更主要的是它已成为一种

趋势。三代青年对于网络购物都表现出积极的态度和

行为。

2. 三代青年网络行为的动态变化方面有趋同的

趋势

由表 4可以看出，三代青年群体在上网主要目
的上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但是在实际的网络行为

上有很多融合的趋势，如目前已处于人到中年的 70
后，尽管他们事业、家庭、生活处于稳定期，但是他

们对于网上购物、网上交流和网络视频表现出积极的

态度，访谈资料显示，这些活动已经成为他们实际

生活状态之一。同时，尽管 80后在网络行为的价值
取向上更接近 90后，但是伴随着他们而立之年的到
来，80后的网络行为也有一些趋同 70后的地方。比
如，在“公共参与行为”中表现出更多的理性，在

娱乐性网络行为中喜欢怀旧的经典作品，对于懵懵

懂懂的 20世纪 80-90年代的童年表现出了浓厚的兴
趣，他们看不惯 90后的“无厘头”，任何事都有原
则、规则和规范已成为他们对社会的基本认识。在网

络交流行为中他们更愿意和 70后对话，并表现出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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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当然，在交流活动中，70后也表现出对 80后、
90后的理解，虽然不认同他们的价值观和做法，但
在实际交流活动中表示理解。90后是网络新生代的
代表，调查发现，1990年代前半期出生的与后半期
出生的在网络上表现出来的语言和行为还是有差别

的，前半期出生的 90后在思想和行为上更接近年轻
一点的 80后。比如，玩的网络游戏、喜欢的歌曲和
明星类型、个性化的 QQ签名、经常进入的娱乐性网
页等等。

由此可见，随着年龄的增长，90后的网络行为
与 80后的网络行为动态变化方向一致，都在适应网
络化时代发生的社会、文化潮流的影响。同样地，70
后也不甘示弱，在赶潮流方面表现出了极强的适应性，

如网络流行语、网络购物、网络新工具的使用等，都

不比 80后、90后的差，有时候还更有创造性，引领
着网络应用领域的发展。但是，在玩和娱乐性方面确

实还是 80后、90后更胜一筹，比如搞怪、扮萌、火
星文和无厘头的语言等方面，年轻一代自己建构的网

络语言王国、无厘头的口语表达和火星文，他们自己

懂并广泛应用。70后不懂，即使懂了，也不屑于用，
毕竟内心无法认同，网络语言使用方面还是坚持自己

的原则。这是由存在于代际之间的文化价值取向上的

差异所造成的，与网络情境无关。

3. 三代青年网络行为都表现出多元性的特点

从纵向比较来看，三代青年网络行为各类所占的

比例大致相当，尤其是 80后、90后，在 4类网络行
为中几乎相当，差别只是 90后的公共参与性行为少
了一点（15.5%），比最高的 32.3%少了 16.8个百分
点。但是，这不是网络行为的价值取向造成，主要是

年龄段与其所处的生活状态造成，即这一群人大多还

是学生或初入社会的人，自主的独立判断能力还不

像成人那样强，因此，其参与公共领域讨论的意识

和行为比其它的网络行为少一些也很正常。另外就

是 70后的娱乐性行为比其它网络行为少了一些，为
9.8%。这主要是因为 70后的上网时间本来有限，加
之工作、家庭等现实事务多而忙，而且工作、生活中

遇到的麻烦事也比较多，很少能够有充分的时间坐下

来静心享受娱乐性节目。他们上网要么是为了工作，

要么是为了交流或实用查询，享受娱乐对他们来说似

乎有点奢侈，因为现实生活给了他们压力和负担。除

了这两个非价值取向上的网络行为差异外，三代青年

在 4类网络行为的比例分布差别不大。这说明，在网

络化时代，不同代的青年尽管存在价值观上的代际之

差，但是，在互联网这一共有的空间中表现出了多元

化的网络行为方式。如果说互联网可以穿越时空，那

么，处于互联网空间中的行为主体通过互联网可以架

起相互沟通的桥梁，如相互学习、被感染、行为示

范等等。因此，从青年网络行为的多元性、融合性

发展趋势可以看出，网络化缩小了三代青年彼此之

间的差异和距离。但是这样一种缩小究竟是虚拟空

间中的故意呈现，还是真实的存在，还有待进一步

论证。

四、青年网络行为折射出的青年价值观
新特征分析

三代青年网络行为的共性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反映

出网络化时代青年价值观呈现的新变化。这种价值观

既包括青年个人的思想、行为、生活方式和人际交往

等方面的价值选择，也包括青年个人面向社会的态度、

动机和行为反应的逻辑。那么，三代青年群体个人网

络生活价值取向呈现出什么样的共同性的新特征呢？

1. 现代性行为价值观念已经形成

现代价值观念与传统价值观念相对应，是指适应

现代社会发展要求的行为价值观念的形成，如时间观

念、竞争意识、理性、有限度地交往、自主性、追求

自由、表现欲望等。这种现代性的生活价值理念在

网络中主要通过他们的网络行为表现出来，如 QQ和
QQ群中发言的风格、观点与是否潜水的行为，网络
论坛、贴吧与公共空间的发帖、跟帖与看客行为，以

及个人网络空间所写的东西等呈现出来。调查资料表

明，这三代之间上述行为的差异并不明显，其实各代

都有不同行为的出现，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如果说上

述行为有差异的话，主要还是个体之间的差异，从产

生的因素来说也主要是个性方面的差异，是属于个体

层次的而非群体层次的。

2. 网络化时代新的生活体系已经形成

网络生活体系主要包括以网络为媒介的生活方式

和青年对网络工具和网络新事物的态度和观念等等。

网络化生活方式是指个人生活中相当一部分以网络为

工具、媒介的生活方式。比如，网上工作、网上学习、

网上交流、网上购物等等。青年对网络新事物的态度

和观念主要指在网络化时代青年对由网络化衍生的网

络文化表现出积极态度和实际支持的行动。调查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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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三代青年群体关于当今时代新事物的认识和对

网络购物、网络游戏、网络流行语的态度和行为表现

近乎一致。因为网络是一个平面化的媒体，具有跨时

空性，使得使用网络的任何人群都能够比较快地接受

新事物。

3. 时尚与潮流仍然是青年网络文化的主旋律

三代青年网络行为的共性特征与融合性发展趋

势，反映出网络化时代时尚与潮流仍然是青年网络文

化的主旋律。这主要体现在青年网络行为中表现出来

的语言、态度、行为价值取向、人际沟通的方式、与

网络有关的生活方式和对各类新闻事件、网络公共事

件的关注等方面。如网络流行语的传播与使用，开

放、包容和理解的社会态度，多元化的行为价值观和

行为模式，即时性直接沟通和经常性网络互动问候，

多元化的网络应用工具的使用（QQ、微信、微博、
E-mail、博客、个人网页、个人空间等）和网络工具
中集体讨论的参与以及网络公共领域的参与讨论等，

而且三代青年群体间没有呈现明显的差异。这都反映

出当代不同年龄段的青年适应网络化时尚潮流的积极

态度和行为表现。任何社会情境下的时尚与潮流都有

其特定的社会涵义和行为主旨，网络化潮流也是如此，

它的特定涵义和行为主旨是：上网已经成为个体生活

的一部分，并且网络的影响渗透到生活的大多数方面，

如工作、学习、生活等等；了解和使用网络语言符号；

利用网络即时沟通和拓展业务；利用网络获取即时和

有价值的信息、资讯；个人业余时间经常在线并经常

参与传播信息；业余生活很多与网络有关。网络化时

代潮流的这些特征在三代青年个人网络行为中都有明

显的体现。

五、小　结

网络化时代是一个具有多重涵义的社会形态，它

不仅仅指互联网广泛应用及其对生活诸领域的渗透所

带给个人在工作、学习和生活等方面的变化，还包括

在同时期对个人价值观和行为产生影响的全球化、现

代化、后现代化以及传播媒体的娱乐化等潮流的内

涵，因为，这几个方面是交织在一起的，共同对青年

个人的思想和行为产生影响。因此，我们在分析青年

网络行为及其价值取向的特征时，里面涵盖了上述其

它潮流的分析，比如多元化、个性化价值观与全球化

浪潮和后现代思潮等有很大的关系。再比如，网络流

行语中新颖、奇特、搞怪的艺术效果与媒体的娱乐化

趋势有一定的关系，而且也正是因为有了大背景的了

解和分析，我们才能看到青年网络行为背后的青年思

想、行为发展的新动态。通过对三代青年群体个人

使用网络的共性特征分析，反映出网络对青年影响

的一般规律，而对三代差异性的比较分析，则能够

帮助我们了解网络影响不同人群的不同层面和程度，

从而有助于了解网络影响的机制及其带有预测性的

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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