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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商共读活动圆满落幕 

随着“天商共读”书评演讲比赛的结束，天津商

业大学图书馆第一届“天商共读”系列活动精彩落幕。 

 

“天商共读”是我校党委宣传部、图书馆、校团

委联合推出的年度阅读品牌活动，旨在以“共读一本

书”这种活动形式为依托，营造书香天商的浓厚氛围，

激励广大师生感恩奋进的读书热情。 

今年，为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 70周年，我们遴

选出《苦难辉煌》这一红色经典著作作为首届“天商

共读”的指定书目。活动自 4月 23日开始至 9月结束，

历时 5个月，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本次“天商共读”融合了线上电子阅读、线下导

读讲座、书评演讲大赛等方式，多媒体贯穿联动。通

过强化阅读的参与度与体验感，实现读者知识与精神

的交流与分享，并借助共读活动实现兴趣的扩展和延

伸，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 

“天商共读”书评演讲总决赛是此次活动的终曲，

亦是活动的高潮，吸引了众多师生的关注和参与。最

终来自金融1805班的李婉同学凭借新颖的内容及稳健

的台风，获得了本次书评演讲大赛的第一名。李泽雨、

徐梓豪、王雪倩同学荣获第二名。孙丽聪、田蕊、孙

金杰、王梦雪、张雨菲同学荣获第三名。 

忆来路莫忘初心，历苦难终至辉煌。希望同学们

敢于追求理想、勇于创新，既有仰望星空的勇气，又

有脚踏实地的行动力，真正做到爱国、立志、求真、 

力行，打好人生底色。 

悦读不息，矢志前行！ 

 

 

 

 

 

 

 

 

 

 资源与服务宣传月  

火热进行中 

了解和掌握图书馆各类信

息资源的查找、利用方法，提

升信息素养，对于大学生的学习和未来就业具有重要

作用，也是商学素养的重要支撑。为此，图书馆每年

秋季都会举办资源与服务宣传月，今年宣传月的主题

为：提升信息素养、助力学习研究。 

 

 

幸福感应该是我们衡量人生的唯一标

准，因为它是所有目标的最终目标。 

如果想要一个充实而幸福的生活，就必

须去追求快乐和意义两种价值。 

               ——泰勒.本-沙哈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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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与服务宣传月系列活动 
01 新生入馆教育 

 

时间：9月 1日至 9月 15日 

形式：在线学习、培训及参观 

状态：已完成 

活动简介： 

图书馆把新生入馆教育作为信息素养教育的第一

课。全校 12个学院 2019级新生 5000余人参加了新生

入馆教育。 

02 信息素养讲座 

 

时间：9 月 18 日至 10 月 30 日 

地点：图书馆二楼电子检索室 

状态：正在进行中 

活动简介： 

在初步了解图书馆的基础上，图书馆精心准备了

以各类常用数据库使用为主的信息素养系列讲座。 

 
已完成： 

★图书馆素养教育入门 

内容：介绍大学生培养人文素养（如何读书）和

信息素养的基本方法 

★图书馆资源与服务概述 

内容：介绍图书馆馆藏、使用方法及服务内容 

★知网系列数据库 

内容：详解中国知网（CNKI、清华同方）系列数

据库的使用方法及校外访问方式 

★超星系列数据库 

内容：详解超星系列数据库（读秀、汇雅、百链、

发现、学习通）的使用方法及校外访问方式 

 

 

 

期待中： 

★ 百度系列数据库 

时间：10月 23日（周三）14:30--15:30 

地点：图书馆电子检索室（二） 

对象：全体师生 

内容：介绍百度文库、百度学术等产品的使用及校外

访问方法 

★ 移动图书馆系列 

时间：10月 30日（周三）14:30--15:30 

地点：图书馆电子检索室（二） 

对象：全体师生 

内容：介绍我馆购买的、可以通过移动端和漫游账号

访问的系列数据库的使用方法 

03系列知识竞赛 

时间：即日起至 12 月底 

内容：ACS 数据库文献检索闯关赛、SAGE 期刊数据库

有奖答题、中科杯“智赢未来·掌上英语争霸赛” 

状态：正在进行中 

活动简介： 

图书馆与数据库联合举办系列知识竞赛。每周一

赛，奖项诱人，欢迎参加！具体活动时间、参与方式、

奖品设置等，敬请关注图书馆官方微信、网站。 

04 信息检索大赛 

时间：10 月下旬至 12 月中旬 

形式：系列培训、初赛、复赛等 

状态：敬请期待 

活动简介： 

    10 月底将举办“全国财经高校大学生信息素养大

赛——天津商业大学选拔赛”。参赛同学不仅可以增长

知识、锻炼能力，获得一等奖的同学还可以获得学分

并代表学校参加全国比赛。具体时间、流程，敬请关

注图书馆官方微信、网站。 

05 现场咨询 

 

时间：10 月 16 日中午 

地点：国培餐厅门口 

状态：已完成 

活动简介: 

面向教师开展的现场咨询，包括图书采购意见征

集、知网漫游帐号、读秀学术搜索的使用宣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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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排名第一的课程 

——《幸福的方法》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答案。 

在世俗的观念里，幸福往往与“成功”相连。而

其实，幸福与成功应该是不同的观念。幸福是一种主

观的体验，是精神的产物，与物质、声望、成就并无

必然的关联。就如 2018 年，一个外卖小哥因为中国诗

词大会而“火”了，于是网上有人“关心”他之后的

生活状况。其实他的职业是否改变有什么重要呢？当

他沉浸在唐诗宋词的世界中，相信那些美丽的语言、

优美的意境、丰富的感情，带给他的感受一定是非常

幸福的。 

关于人为什么而活着这个话题，我个人认为不值

得争论，因为你来到人世间是别无选择的，没有人征

询过你的意见，所以，你更应该关心的应该是“怎样

活着”：或者是让自己的生命变得有意义、有价值，或

者是让自己的人生尽可能快乐、幸福（二者并不冲突，

反而相辅相成）。人的一生会遭遇无数的困难挫折，但

我们生而为人，不是为了受苦而来，无论在什么情形

下，我们都有权利努力追求自己的幸福。 

在美国，抑郁症的患病率比 20 世纪 60 年代高了

10 倍，而最近在全美范围内的一项调查表明，将近 45%

的美国大学生因抑郁而影响到正常的社会生活。据世

界卫生组织统计，到 2020 年，抑郁症将成为仅次于心

脏病的第二大疾病（WHO，2000）。 

中国抑郁症的患病率为 6.1%，比全球平均水平高

3 个百分点，而且发病率近年来呈逐年上升趋势，然而

抑郁症的治疗率不到 10%。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而

人的幸福感却越来越低。那么，该如何理解幸福？怎

样才能增加自己的幸福感呢？ 

《幸福的方法》一书就是帮助读者了解幸福的真

相，更重要的是，帮助读者过得更幸福。 

 

 

 

这本书的作者泰勒.本-沙哈尔博士，毕业于哈佛大

学，他开设的“积极心理学”和“领袖心理学”被哈

佛学生们推选为最爱欢迎率排名第一和第三的课程。

许多听课者向学校反映，这两门课“改变了他们的一

生”，泰勒博士也因此被誉为哈佛大学“最受欢迎讲师”

和“人生导师”。 

书中不止一次提到：追求幸福应该是我们终生的

目标；我们追求幸福的能力是天赐的；幸福的意义在

于，要把幸福感视为至高财富以及所有目标中的目标；

幸福感应该是我们衡量人生的唯一标准，因为它是所

有目标的最终目标；当我们意识到，并且将幸福作为

至高财富时，我们才能享受真正的安宁…… 

本书分为三篇，第一篇分为 5 章，介绍了什么是

幸福，以及幸福生活的重要方面；第二篇的 6 到 8 章

中，讨论了如何把这些想法应用到教育中、工作上以

及家庭生活里；最后一篇则包括了七个空想练习，提

供了一些关于幸福的本质，以及它在我们生活中位置

的洞见。 

作者首先从自己的经历与体会入手，谈关于幸福

的问题。他 16 岁那年，在以色列全国壁球赛中夺得冠

军。经历了白天的欣喜若狂之后，当天晚上，他想继

续享受这种快感时，却发现快乐消失的无影无踪，他

感到非常空虚。于是他怀疑：“如果在如此顺意的情况

下尚不能感到幸福的话，我将到何处去寻找我人生的

幸福？”就此他提出了让读者反思的第一个问题： 

 
书中有一些真实的案例，非常具有说服力。比如

有一个“成功”人士，一直都在为未来焦虑，一直在

努力奋斗，最终成为人人艳羡的成功者，可是，他自

己却丝毫感觉不到幸福。与之相对应的是玛瓦.柯林斯

的人生。她是芝加哥市的一位名教师，80 年代，里根

和布什政府都曾邀请她出任教育部部长，但被她拒绝

了。她自己创建了城西预备学校，接收的学生都是由

于品行恶劣或是成绩不良而被学校开除的学生，而这

些被看成是无药可救的孩子们后来几乎都考上了大学。

在办学的过程中，她因经济拮据数次面临学校倒闭的

危机。可是，她坚持认为，自己是“世上最富有的女

人”，教学带给她的快乐是“任何钱财都买不到的”。

所以，在金钱与幸福的关系中，金钱是实现幸福这个

目标的一种手段。但太多人搞不清楚目标和手段的区

别，往往以牺牲幸福（目标）来换取金钱（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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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篇中，作者解读了人生的四种汉堡模型： 

 
享乐主义型（垃圾汉堡）：享受眼前的快乐，同时

埋下未来的痛苦。 

忙碌奔波型（素食汉堡）：牺牲眼前的幸福，去追

求未来的目标。 

虚无主义型（最差的汉堡）：对生命丧失了希望和

欲望。 

幸福型（理想汉堡）：不但能够享受当下所从事的

事情，而且通过目前的行为可以获得更加满意的未来。 

作者对幸福的理论，主要基于弗洛伊德和维克多.

弗兰克的快乐原则，弗洛伊德认为追求快乐是人类的

本能，而弗兰克则认为，人类意志力的原动力来自于

意义。作者认为他们各说对了一部分，所以，他认为，

如果想要一个充实而幸福的生活，就必须去追求快乐

和意义两种价值。 

 
快乐代表现在的美好时光，属于当前的利益；意

义则来自于目标，一种未来的利益。要过真正有意义

的生活，目标必须是自发的，它是为了实现自我存在

的意义，而不是为了满足社会标准，或是迎合他人的

期望而设定的。 

在“幸福工作法”中，作者有一套独到的、实用

的见解，适合每一个正在求职、和所有在职的人。作

者提出 MPS 模式，即意义（Meaning）、快乐（Pleasure）

和优势（Stregths）。他教给大家用以下三个关键问题

来问自己：什么带给我意义？什么带给我快乐？我的

优势是什么？并且要注意顺序。然后看一下答案，找

出这其中的交集，这样的工作就是最能使你感到幸福

的。 

他以自己为例，列出这三个方面，然后发现，和

孩子们在一起的工作可以带给自己快乐和意义。 

 

 

 
对于许多人来说，做出重大抉择改换工作并不容

易，但我们可以重塑工作，在现有的生活中增加那些

自己觉得喜欢、有意义并且擅长的事情，或是从正在

做的事情中挖掘幸福。比如，只要将工作本身赋予更

多的意义，就能从中发现快乐，从而提升工作的幸福

感。 

作者也探讨了幸福生活中最重要的成分：爱。指

出：把找到真爱当成是永久幸福的错误观念，很容易

就会使两人忽略日后旅程的重要性。真实、有挑战的

日子，是在感情开始之后。在两性关系里面，努力“工

作”就是用心去培养亲密关系。 

在最后一篇中，作者提出，多享受生活的办法只

有一个：只能简化生活，只能自己减速。当然，简化

和减速这样的举动，并不会影响我们成功。 

你不妨问问自己：你幸福了吗？ 

 
 
附：泰勒博士“积极心理学课程”首期
中国学生感言 

《幸福的方法》认为：每个人都有机会拥有幸福

和快乐，关键是如何认知和寻找适合自己的幸福方式。

它让每个读者去反思自己的内心渴求，学习去接纳自

己并归纳过去的成功经验，让你成为自己幸福的主宰

者。 

----美国懿康公司董事兼中国首席代表 司徒碧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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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大学生生活观念 

和社会态度调查报告 
—基于全国１２所高校大学生追踪调查数据的分析 

刘保中（中国社会科学院） 

摘要： 

当代大学生的主体是９０后、９５后，他们思想

活跃、个性鲜明、求知欲强，正处于价值观念形成的

关键时期。“中国大学生及毕业生就业、生活和价值观

追踪调查”从２０１３年基线调查开始，持续关注当

代中国大学生就业、生活及价值观的主要特点及其变

化。本报告利用该调查数据，从就业观、消费观、网

络参与、社会态度四个维度，分析了在校大学生生活

观念和社会态度的特点和变化趋势，分析结果有利于

进一步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促进大学生

的健康成长。 

 

本报告对大学生生活观念和社会态度的主要特征

和变化趋势进行了分析和总结。 

从就业观念上看，当前大学生表现出了与以往大

学生相似的特点，比如对于体制内、一线城市的青睐，

但是他们的就业选择也呈现多元化。 

在消费观念上，大学生同时体现了经济理性与追

求品位、继承传统与认同时尚的特点，生活品质成为

年轻一代大学生的“消费新主张”。 

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智能手机的广泛普及都

在大学校园里产生着影响，网络空间逐渐成为大学生

社会交往、获取资讯、休息娱乐的另外一个重要场域，

而智能手机则推动了大学生与网络空间实现随时随地

的互联。但是对新媒体的过度使用所产生的消极后果

也不容忽视，比如频繁的网络活动正在减少大学生在

学习上投入的时间和精力，手机的过度使用则进一步

加深了大学生对手机的依赖程度。 

从社会态度来看，大学生既表现出了较高的社会

信任和政治信任水平，同时对社会冲突的感知也比较

敏锐，具有明显的社会冲突意识。可以说，大学生既

对国家和社会表现出了程度较高的认同，也对现阶段

社会矛盾具有清醒的认知。 

 

２０１７年４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中

长期青年发展规划（２０１６～２０２５年）》，文件

强调，促进青年更好成长、更快发展，是国家的基础

性、战略性工程。大学生作为文化知识水平较高的青

年群体，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大学生价值观

念蕴含着独特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也代表着当代中

国社会价值观变迁的趋势。 

 

本报告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大学生及毕业生就

业、生活和价值观追踪调查”（以下简称“大学生调查”）。

该项调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组织开展，

调查范围覆盖中国大陆不同地区不同层次的１２所高

校，每年约收集１００００个有效调查样本。 

此项调查自２０１３年开始实施，此后每年开展

一轮调查。如无特别指明，本报告使用的数据均来自

２０１６年第四轮在校大学生调查，有效样本量为１

０７６５个，样本主要分布情况如下：男性占４７.

４％，女性占５２.６％；８０后占０.６％（几乎全

部为研究生），９０后占２３.２％，主体为９５后（占

７６.３％）。生源地（指考入大学当年的家庭居住地）

为城市（包括县城、海外）的占４９.９％，农村（包

括乡镇）的占５０.１％。本报告部分内容使用了２０

１３年、２０１４年和２０１５年在校大学生调查数

据。基于这些数据，本报告试图从就业观、消费观、

网络参与和社会态度四个维度，呈现当代在校大学生

在生活观念和社会态度上的主要特征和变化趋势。 

一、就业观 

（一）大学生求职普遍求稳，体制内工作和一线城市

仍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但就业选择呈现多元化，体现

出“理性”和“务实”特点，就业信心充足，对就业

前景比较乐观 

图１显示了２０１６年在校大学生选择的理想工

作单位类型，并与２０１３年基线调查结果进行了比

较。数据表明，２０１６年在大学生最想去的工作单

位类型中，排名前两位的是国有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

选择国有事业单位的占到近三成（２８.３％），选择

国有企业的接近１／４（２３.９％）。由此可见，相

对稳定的体制内工作仍是大学生的首选。此外，有接

近１／５（１８.５％）的人想去外资企业工作，还有

１３.５％的人选择了去私营企业。与２０１３年相比，

大学生所期望的就业单位类型的分布结构总体上没有

太大不同，一个较为明显的变化趋势是选择毕业后去

私营企业就业的比例明显增长，从２０１３年的７.８％

上升到２０１６年的１３.５％。由于当前就业形势严

峻、工作流动性大、就业竞争激烈，当前大学生求职

仍表现出普遍求稳的心态，倾向于选择比较稳定、“旱

涝保收”的国有企事业单位。不过随着我国私营企业

的发展壮大，选择去私营企业就职的大学生明显增多，

大学生就业观念在发生改变。 

在就业地点的选择上，２０１６年的调查数据显

示，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仍然是大学生毕业后工作的

首选地域，所占比例最高，为３４.５％；其次是二线 



第 6 版 当代大学生生活观念和社会态度调查报告 

发达城市，有３０.１％的大学生选择了该选项。此外，

还有１５.８％的大学生选择了二线中等城市。除了上

述三项选择外，其他选项占比都比较低（见图２）。对

比２０１６年和２０１３年两个年份的数据可以发现，

大学生在就业地点的选择上总体上维持不变，大学生

主要倾向于在经济较为发达的一、二线城市工作，而

不希望去经济欠发达的二线城市、三四线城市以及小

县城、乡镇、农村等地区工作。 

图１ 大学生就业单位类型选择 

 
图２ 大学生就业单位地点选择 

 
（二）大学生创业理想难敌现实，创业意愿不高，创

业最大动机来自成功榜样的激励，高校创业教育体系

亟待健全 

    调查显示，当前大学生的创业意愿依然不高，在

被调查的大学生中，虽然有超过七成（７２.３％）的

大学生表示可能会去创业，但是表示肯定会创业的大

约只占７％（６.７％），更有约两成（２１.０％）的

大学生表示自己肯定不会去创业。 

在选择创业的最主要动机上，排名第一的是“成

功榜样的激励”（３４.０％），其次是“获得更多的财

富”（２６.０％），来自亲友的影响超过了１／４，只 

有极少数的人（２.０％）表示是因为不好找工作，无

奈之下才选择创业的。由此可见，当代大学生创业行

为是一种主动性的选择，他们的创业驱动力既有内在

的个人需求，也有外部环境如家人潜移默化的影响和

亲友的鼓励。 

大学生创业最可能遇到哪些障碍？在被调查的大

学生中，有意向创业的大学生中有８４.２％的人认为

创业最可能遇到的困难是缺少“相关领域的工作经验、

资源和人脉”。排在第二位的创业障碍是缺少创业资金，

约为１２.４％。由于面临这些困难，在创业最佳时间

的选择上，超过七成的大学生认为创业需要准备和积

累。其中，３３.７％的人选择在毕业后１～３年内创

业，超过两成认为最好在毕业后３年以上，２３.１％

的人认为创业“准备好随时都可以”（见图 3）。尽管赞

成在读书期间创业的占比相对较低，但仍有超过两成

的学生选择本科期间（１０.１％）和研究生期间（１

１.８％）创业。创业绝非易事，大学生创业需要做好

多方面的准备，比如具备创业经验、人脉资源、启动

资金等，这样才有可能提高创业成功的可能性。 

图 3 大学生最佳创业时间的选择 

 

在大学生群体中培养创新创业人才，需要从完善

创新创业教育教学体系入手。接受实用、有针对性的

创业培训，对于创业经验不足的大学生来说显得尤其

重要。国家高度重视高校的创新创业教育，２０１４

年开始实施的 “大学生创业引领计划”明确提出推动

高校普及创业教育，但是目前来看高校的创业教育体

系还亟待完善。调查显示，有７５.２％的在校大学生

认为 “创业咨询和创业培训”是最需要学校提供的创

业教育服务，同时还有１２.４％的大学生选择了学校

应该“设立创新创业课程”，这说明大学生目前还比较

缺乏有效的创业指导。 

二、消费观 

（一）理性消费特征明显，在合理消费的范围内追求

消费品位，“AA”制在大学校园较为流行 

９０后、９５后在大众认知中，被普遍认为是在 

“温室”里长大的一代，在物质消费上通常被贴上了

花钱大手大脚、好攀比、爱面子等“负面标签”。但是

“大学生调查”数据显示这些消极评价显然言过其实。

虽然９０后、９５后大学生生活条件变得更加优越，

但他们并不是盲目的消费者。以手机消费为例，在对 

大学生购买手机的动机进行分析之后发现，质量和功

能实用（４５.４％）、符合年轻人的品位（１５.４％）

和性价比比较适合我（１４.８％）是大学生购买手机

的三个最主要动机，选择“拿出来用比较有面子”的

比例仅为３.２％，由于一时冲动购买手机的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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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比还不足２％。对手机产品实用价值、性价比的重

视凸显了大学生理性消费的特征，而对设计理念的看

重则体现出大学生对品位的追求。 

再以聚餐消费为例。在聚餐地点的选择上，有８

１.８％的人同意“去一家环境好点的餐馆以适合大家

聊天”，有８１.５％的人也同意“去一家有特色的餐

馆，玩得开心很重要”，有８３.２％的人认同“去一

家好吃的餐馆即美食很重要”，有９２.６％的人同意

“去一家性价比合适的餐馆，大家都不会有经济负担”。

大学生对于聚餐地点的选择同样显示出他们对于合理

消费和消费品质的追求。在聚餐的付款方式上，无论

是８０后、９０后还是９５后大学生，大部分人都愿

意选择ＡＡ制。而随着年龄的减小，大学生倾向于Ａ

Ａ制的比例越多。在９５后大学生群体中，即使是与

恋人吃饭，仍然有约三成的人会选择ＡＡ制，而亲密

的好友一起吃饭，也有四成多的人会选择ＡＡ制。 

（二）传统的住房观念在淡化，越年轻的大学生，

越不愿意成为房奴 

对于比较注重家庭观念的中国人来说，房子承载

着特殊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家的象征。调

查显示，在“有自己的房子才有家的感觉”、“有自己

的房子是结婚的必要条件”、“有自己的房子是养育孩

子的必要条件”和“有自己的房子才感到是这个城市

／社区的成员”等这些传统的住房观念上，无论是８

０后、９０后，还是９５后大学生，他们中的大部分

人仍然表示认同，把房子视作安身立命的根基，但是

相较于８０后，９０后和９５后大学生选择同意和比

较同意以上观点的比例逐渐在降低。对于“有自己的

房子才有家的感觉”的观点，８０后大学生选择非常

同意和比较同意的比例高达９６.８％，９０后和９５

后则分别降到８８.２％和８５.４％。 

住房观念的变化很大程度上与当前的高房价有关

系。很多人为了买房而背负沉重的房贷，对于这一行

为，六成多的８０后大学生选择了支持，但是有一半

多的９０后大学生、约六成的９５后大学生均表示不

赞成。调查显式生活方式，有４４.７％的９０后大学

生和９％的９５后大学生更愿意把钱花在享受生活上，

而８０后大学生认同此种，相比于８０后的“房奴”

式生活方式，有 44.7%的 90 后大学生和 45.9%的 95后

大学生更愿意把钱花在享受生活上，而 80后大学生认

同此种生活方式的比例仅三成。 

 

三、网络参与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统计，截至２０１６年

１２月，我国网民规模达７.３１亿，网络普及率达到

５３.２％，超过全球平均水平３.１个百分点。大学

生是网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生调查”显示，大学

生平均每天的上网时间超过了４.５小时。在网络参与

逐渐成为大学生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同时，

互联网也在影响着大学生的行为模式和价值观念。 

（一）网络社交、获取新闻资讯、休闲娱乐是大

学生网络活动的三个主要内容 

通过对大学生各项网络活动频繁程度的统计发现，

“通过网络（如微信／ＱＱ／陌陌／人人网等）保持

和朋友的联系或认识新的朋友”、“浏览新闻，了解社

会动态，获得资讯”和“通过网络（如网络视频、网

络音乐、网络游戏）来进行休闲娱乐”是大学生网络

活动的主要内容，大学生通过互联网经常从事上述三

项活动的频率分别达到了５５.３％、４４.９％和４

０.６％。 

大学生是网络舆论的受众，也是网络舆论的传播

者，但是调查显示，大部分大学生并不喜欢在网络上

发表对社会公共事件的看法，仅有１４.６％的大学生

表示会经常通过网络来发表自己对时事或社会事件的

看法，有超过两成的大学生表示从不做此类事情。由

此看来，“网络水军”“键盘侠”等在大学生中还只占

少数。此外，仅有三成的大学生把互联网作为经常学

习的工具。 

（二）微信取代微博，成为大学生最常使用的社

交软件 

微博和微信是自媒体时代最常用的两类社交工具，

尤其是近几年微信成为快速发展的新生力量。调查数

据显示，２７.８％的被调查者经常使用微博，从不使

用的大约占到１／５，偶尔使用的用户占比最高。相

比之下，大学生在微博上的活跃度远不及微信。５６.

２％的被调查大学生表示会经常使用微信，从不使用

微信的不足４％，偶尔使用的比例为２１.９％，有时

候使用的比例为１８.３％。从两组使用频率的数据可

以看出，虽然微博产生时间更早，但是其目前的普及

率和使用率已远不及微信。微信和微博是两类不同的

社交软件，如果从强关系和弱关系的角度去阐释，大

部分大学生更愿意使用能体现“强关系”的微信，而

主要体现“弱关系”的微博则不再那么受青睐。 

微信不仅仅是社交软件，也是大学生获取社会信

息的重要工具。调查发现，大部分大学生对于微信在

网络舆论中发挥的巨大影响力表示肯定。约七成的大

学生认同“微信已成为目前最具影响力的传播媒体”

的说法，也有超过六成的大学生认为微信“有助于推

进舆论对政府及官员的监督”。而对于“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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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已成为社会事件的舆论源头”和“微信加剧了不同

网民群体之间、网民与政府之间对立情绪”等负面看

法，大部分大学生并不赞同。但是有一半多的大学生

赞同“微信上谣言滋生，大大降低了互联网信息的真

实性”的观点。微信朋友圈的“熟人社会”属性，以

及信息传播的机制，更容易使谣言盛行。不过从调查

结果来看，大学生对于微信保持了理性审慎的态度，

能够清楚看到微信带来的负面效应。当然对于网络舆

论的引导，还需要政府相关部门加大互联网信息监管

力度，营造良好的网络环境。 

（三）手机上网为大学生的日常生活提供了便利，

但也造成了“手机依赖” 

智能手机的流行大大促进了移动互联网的发展。

手机上网不断嵌入大学生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调查

发现，超过半数的大学生均认为使用手机对强化或者

拓展社会交往网络有帮助。但手机上网也是一把“双

刃剑”，大学生对手机的过度使用也会产生很多消极后

果，“手机依赖症”是其中之一。有八成多的大学生认

为自己“出门忘带手机感到很不习惯”，有七成多的大

学生会认为自己对于“手机无法接入互联网感到焦虑”，

接近八成的大学生“日程安排、学习娱乐都离不开手

机”。调查样本中“出门忘带手机感到很不习惯”的比

例由２０１３年的８０.７％上升到２０１６年的８

６.８％，“手机无法接入互联网感到焦虑”和“日程

安排、学习娱乐都离不开手机”的比例则分别由２０

１３年的５８.８％和５９.３％跃升到２０１６年的

７５.８％和７８.３％。 

四、社会态度 

（一）大学生社会信任水平较高，但低于社会民众的

平均信任水平；大学生政治信任程度较高，对地方政

府的信任水平相对较低 

    信任是一种社会心态的反映。随着中国社会经济

快速转型，传统的信任模式不断受到冲击，很多人认

为中国出现了“信任危机”。但是从２０１４年世界价

值观调查的数据看，６４.４％的中国人认为社会上多

数人可信，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２５.４％）。２

０１５年“中国大学生及毕业生就业、生活和价值观

追踪调查”的数据显示，４７.５％的大学生认为“社

会上多数人都可以信任”。这一比例要低于中国民众的

平均信任水平，但要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政治信任能够衡量民众对政府治理的认可程度，

也能够反映民众心目中的政府形象。２０１５年“中

国大学生及毕业生就业、生活和价值观追踪调查”的

数据表明，大学生对政府机构的信任程度普遍比较高，

而且政府机构的层级越高，大学生的信任程度也越高，

其中对党组织、中央政府和军队的信任程度最高，分

别达到了７４.７％、７８.６％和７９.５％（见图 4）。 

图 4 大学生对于不同政府机构的信任程度（２０１

５年） 

 

（二）大学生对于社会冲突的感知较为敏锐，社会冲

突意识明显 

    我国当前正处于快速的经济和社会转型过程之中，

利益分化加剧，而由利益分化引发的不同群体间的社

会矛盾和社会冲突也在加剧。大学生是如何感知这些

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呢？２０１５年“中国大学生

及毕业生就业、生活和价值观追踪调查”设置了六组

不同群体之间的社会冲突，让大学生受访者对这些社

会冲突的严重程度进行评判。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

对于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表现出不同的心理

感受。总体上看，“穷人与富人之间”、“官员与老百姓

之间”和“老板与员工之间”的冲突是大学生反映较

多的社会矛盾，而“不同种族／民族群体之间”、“不

同宗教信仰群体之间”和“本地人与外地人之间”的

冲突在大学生眼中相对没有那么严重。 

    大学生将贫富差距问题列为最突出的社会矛盾，

约有６２.７％的大学生认为“穷人与富人之间”的冲

突“比较严重”和“非常严重”。另外，约５６.７％

的大学生认为“官员与老百姓之间”的冲突“比较严

重”和“非常严重”，这说明在大学生心目中对政府官

员的评价不高，政府形象和公信力亟待提升。 

五、结语 

    大学生在生活观念和社会态度上表现出来的新特

征和新变化，是转型时期多元力量形塑的结果。在他

们身上所体现的，既有社会共同体的共享价值观，又

有校园亚文化的元素，既有传统历史的积淀，又有当

下新环境新思潮的影响，既有代际的传承，又有该年

龄群体独特的价值与行为模式。 

    每一代青年都有自己的际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

评价当代大学生：“朝气蓬勃、好学上进、视野宽广、

开放自信，是可爱、可信、可为的一代。”这一评价既

是信任，也是期许。希望大学生们能够树立正确的价

值取向，促进快乐健康成长。 

注：本报告来自《皮书数据库》，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版权所有，天津商业大学下载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