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友沙龙第十五期 社会转型背景下的当代青年 

 

2017年 3月 25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第十五期院友沙龙在学院二楼咖啡厅举办。

本期沙龙的主讲人廉思院友是“蚁族”概念首创者，也是“工蜂”、“洄游”新含义提出

者，现任对外经贸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外经济贸易大学深圳研究院院长。沙龙由对外经

贸大学全球化与中国现代化问题所所长王志民教授主持。来自北京市教委高校毕业生就业指

导中心、北京市委社会工委、保利集团投资管理部、北京市国有文化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

人保财险、新华出版社、人民网、中国质量认证中心、北京爱科维特语言服务公司、北京衡

堂国际品牌管理公司、北京元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单位的院友及部分在校生参加了本次活

动。 

 



  廉思院友首先向大家介绍了他长期以来从事青年问题研究的一些成果。关于“蚁族”的

调查和研究，是廉思院友在北大国关从事博士后研究期间完成的。为了完成这份报告，他把

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放在了实地考察和体验之中，这份报告最终也引起了相当大的社会反响。

虽然当时作为研究对象的唐家岭现在已不复存在，但是青年问题最终被人所重视，也算是这

份研究报告的价值得以实现。之后廉思院友与他的团队出版了“工蜂”和“返乡洄游青年”

系列研究报告，虽然被笑称作是“新中国青年动物园”的研究，但是在他看来，这些反映青

年人生活境况的研究，无疑是具有深重意义的。这几年中，廉思院友也受有关部门的委托做

过有关青年租房、婚恋乃至罢工问题的研究，过程曲折艰难自不必说，但是其中最困难也最

重要的莫过于与人的交往。“无论问卷设计多么精巧，都不能替代真实的情感交流，实地调

查是非常重要的。” 

  廉思院友的团队成员大多并非来自高校，反而是一些企业的年轻员工更多些。这些人往

往更加敏锐，更懂得把握事情的关键，更重要的是，他们懂得与年轻人沟通的方法。在他看

来，青年群体是特殊的，他们具有强大的能量，也具有强大的破坏力。他们聪明、与时代紧

密相连、满腔热血，同时也小心翼翼地回避风险，想要在他们这里获取信息总是困难的。因

此，年轻人来研究年轻人是最好的选择。团队的成员大多是自愿参与进来的，白天各自从事

自己的本职工作，晚上聚在一起讨论、分析。虽然成员们也有各自的烦恼，有人离开有人加

入，但是这份对于群体的关注和热情依然支撑着廉思和他的团队走到今天，成果丰硕。 

  谈到中国的几个流动和几个变化时，廉思院友主要介绍了几个特殊的群体。就城市新移

民这个群体来讲，他们既具备移民的特质，同时又带有青年的本质，这种人员的流动本身具

有非常深刻的含义。对于在城市务工的年轻工人来说，中国压缩式的发展导致青年人在城市

中打拼但无法被城市接纳，劳资关系无法受到妥善保护，可是他们在这一过程中依然在不断

地自我学习和积累经验。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技术手段的进步，他们尝试用法律的手段捍卫自

己的利益，开始要求分享企业发展的成果，这是值得全社会关注的问题。 

  如果说工人还在进行集体维权的尝试，那么“蚁族”主要表现出在职贫困的特征。在中

国，对于住房的需求消解掉了所有社会学关于阶层的划分标准，有房和没房就是衡量一个人

的根本社会地位指标。中国的年轻人不敢花钱，焦虑感在一点点累积，即使是精英群体也是

如此。年轻人在生活中的自我压抑导致了很多后续的问题，他们在承担着家庭的压力的同

时，也在面对不断老去的自己。在廉思院友看来，从某种程度而言，“蚁族”聚居的城中村



其实是城市的发动机，因为很多年轻人在这里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这些潜在的中产阶级正

是在这种环境中完成着自我的蜕变。相对以上两种群体而言，白领群体主要追求同城待遇，

渴求户口和子女入学的资格，这是城市新移民的主要诉求。我们的核心观点是要少部分人融

入有机会，大部分人提高技能，最重要的是要实现生活有尊严。虽然很多城市都在政策上有

所尝试，但是效果仍不理想。 

  那些离开大城市返乡洄游的青年则呈现出另一种情况。这个群体的规模在扩大，人数在

增多，在带来一些积极效果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隐患。一方面，这些年轻人有知识、懂技

术，在大城市开阔了眼界，有很多新的想法。他们返乡后给家乡的经济结构和产业发展带来

了深刻的影响，同时也带来了地方在传统习俗上的深刻变革。二三线城市的洄游青年是二三

线城市发展的动力，体现了知识的真正价值。但是另一方面，这些年轻人对于城市的依恋使

得他们无法回归乡村，长此以往，中国的城乡差距将被进一步拉大。从这一点来看，大分化

的时代即将到来。 

 

  最后，廉思院友在以下几个方面对于青年的未来做出了大致的判断。第一是整体上年轻

人焦虑感的上升，第二个是意义感的消失，年轻人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面充满了孤独感。年

轻人个体化的进程在加剧，企业文化构建的手段直接面向市场，对青年人意识形态的塑造作



用也非常大。与此同时，年轻人对于传统的权威和道德的观念正在消亡，对同一个问题的价

值判断正在崩塌，阶层的差距正在拉大。但他同时强调这些只是非常笼统的概括，毕竟对于

青年这样一个多元的群体来说，任何问题的具体分析都会呈现出不同的结论，拐点一代的青

年未来仍旧充满了未知数。 

  廉思院友生动而不失风趣的讲座给现场院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交流环节中，几位院

友也都结合自身工作的经历跟大家分享了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