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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后”青年的政治态度 

——目前中国大陆政治态度的代际比较 

 

范    雷 

 

摘要：政治态度是个人对政治的稳定的、有组织的心理状态。青年期是人生中政治态度

形成的关键时期。本文以 2008 年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的中国社会状况调查数据（CSS2008），

在代际比较的基础上对 80 后政治态度进行描述和分析。结果显示，60 后表现出较强的保守

特征，最为明显的是其在自我政治角色上的顺从权威倾向；70 后表现出过渡性特征，其与

80 后在部分指标上趋同，但程度上趋缓；80 后表现出一定的激进特征，现实生活压力及自

我政治角色的独立倾向，使其对未来社会冲突预期加剧；90 后表现出前喻的政治社会化进

行状态。 

关键词：80后    政治态度    代际差异 

 

青年与政治是一个含义丰富的话题。一方面，它涉及个体在其生命历程中的一个关键时

期，伴随自我独立意识的增强以及与社会的关系的确立，个人政治态度开始形成的过程及特

点；另一方面，它涉及社会发展中的一股新兴力量，这股力量一旦参与到现实的社会运动之

中，便具有了标定自身代际属性同时影响社会未来发展的能力；而在一个国家的特定发展阶

段，它又被作为有关该发展阶段的一个隐喻，人们对社会变革的期望和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均

在这一隐喻中，被表达得淋漓尽致。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改革开放历程，使青年与政治话

题中所包含的丰富意义得到充分展现。由此，人们对青年与政治的话题给予较大关注，分析

青年政治态度成为青年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在改革以来的青年研究中，有两代青年成为关注的热点：20世纪 80 年代的青年一代（即

60 后）因其激进的政治态度、积极的参与行为和强烈的社会变革预期影响了当时的社会发

展进程，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而目前已步入社会的青年一代（即 80后）因其出生于特殊

生育政策环境且完全成长于改革开放的大背景，自其降生之时便受到社会舆论的普遍关注。

时至今日，  80 后青年一代的政治态度有何特点，而改革初期青年一代的政治态度又有何变

化，目前政治态度的代际差异有何表现等，将是本文论述的重点。 

 

一、文献综述 

以年龄特征为核心进行的社会研究通常包含两个角度，一是生命历程研究，即以某个年

龄阶段人群为对象，描述和分析该年龄阶段人群的社会特征及其对社会变迁的影响；一是代

的研究，即以某一代人为对象，描述和分析他们与其他代人不同的社会特征及其对社会变迁

的影响。前者是实证主义者的观点，他们认为，特定的生命年龄对人的经历起着决定的作用，

社会的变革和历史的发展被认为是由人类的生命年轮造成的；而后者是浪漫—历史主义者的

观点，他们认为，文化和历史的因素将一代人联系在一起，并使其区别于其他代人。1 

有关政治态度的生命历程研究认为，青年期的认知变化促成了更强的政治意识和批判能

力，而中年期则处于青年的开放与老年的保守之间。但批评者认为，在因缺乏大规模的有关

整个生命过程中政治行为的纵向研究，而忽略了社会因素和历史环境的情况下，我们无法得

知老年的保守是由于生命发展所致，还是其在步出青年期后的社会因素变化所致。为此，代

政治学研究主张以文献研究，来反映群体政治态度和行为形成的社会和历史的条件，以分析

政治态度和行为的变化。他们假设并通过研究证明：“青年阶段所形成的政治态度和行为为

                                                              
1  理查德·布伦盖特、玛格丽特·布伦盖特：《生命过程与代政治学》，《当代青年研究》，1990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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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接下来发生的政治事件提供了基础，态度和行为并非随着年龄而明显地变化”。2 

在本文所涉及的政治态度代际差异研究中，不仅缺乏各代有关政治态度的纵向数据，同

时也缺乏代政治学研究所要求的完备的文献资料。我们仅可以在相关截面数据中，区分各代

目前的政治态度特征，或从以往文献中获得对各代在青年期时的政治态度研究资料，但对于

已步出青年期的各代，我们仍无法获得其政治态度变化的纵向数据及目前的政治态度研究文

献。尽管如此，本文以有限资料，尝试对目前中国大陆政治态度代际差异进行描述和分析。 

 

（一）20 世纪 80 年代的青年政治态度研究 

20 世纪 80 年代是中国改革开放风起云涌的时代。当时青年一代对自身历史使命感的认

识与代沟理论的引入共振，使文化反哺成为当时青年研究的基调，而关注社会现实并加以批

判反思成为青年政治态度的主要特点。而且，由于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同属一代，因此从很大

程度上说，此时的青年研究本身就是青年一代群体意识的觉醒和对自身政治态度的表达，当

时青年研究的文献成为此后人们解读这一代青年的文本。 

历史使命感与对历史及实现的批判是这一时期青年政治态度的基调。改革开放标志着一

个新的时代的开启，而在这一时代的初期，对以往历史阶段的评价和反思成为当时社会上下

的基本共识。而此时玛格丽特·米德的《文化与承诺》一书的翻译出版，使当时的青年一代

以历史的非亲历者身份而获得了作为历史批判者的合法性。米德从史前文化、有史时期的文

化和二次大战之后的当代文化的历史跨度，所总结出的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和后喻文化概念，

成为年轻的批判者们的武器。该书译者在译序中指出：“如果说在前喻文化（即传统社会）

中，社会化的对象是社会中尚未成年的个人，那么，借用社会学的术语，后喻文化则是一种

不折不扣的‘反向社会化’……以往，人们往往把代沟产生的原因仅仅归咎于年轻一代的‘反

叛’上，而米德却进一步把这种反叛归咎于老一代在新时代的落伍之上……当代世界独特的

文化传递方式（即后喻方式），决定了在这场对话中，虚心接受教益的应该是年长的一代。

这种经历或许是惨痛的，但却是无法回避的现实。”3 

在分析当时青年一代政治态度走向时，有研究者认为，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青年的

政治生涯始终处于压抑和开放、依附和自主的双重冲突之中，80 年代里后者逐渐占据上风，

五四道路在青年生活中再次延伸拓宽”，而走向叛逆、走向现代和走向成熟是青年政治生活

的三大走向。“从逻辑联系上看，‘走向叛逆’是青年关注并进入政治文化生活的开始；‘走

向现代’是青年参与社会政治活动的主体实现过程；‘走向成熟’则是青年在社会政治生活

中搏击风云、全面发展的必然结果”。4 

《第四代人》一书的出版标志着 60后群体自我独立意识的最终形成。作者以代沟理论

为基础，首次将 60 后一代视为独立的社会群体，论述了作为五四运动以来的第四代人的历

史责任和特征。在政治态度方面，作者一方面分析了改革初期重估历史所引发的第四代人普

遍的怀疑情绪，另一方面也直接论述了西方政治思想对第四代人的影响。“在他们的精神结

构中，西方文化起着重大的支撑作用。这种支撑作用表现在他们对传统和现实的评价上，也

表现在他们对未来的选择上。西方文化一贯强调的自由、平等、民主以及竞争等观念，在他

们的精神结构中占有突出地位。”5 

这种自认继承五四运动的历史使命感和基于代沟理论的批判意识构成了这一代青年的

政治态度基调。在当时的一项全国范围政治态度大型问卷调查中，60后青年的这一特点得

到体现：94.6%的 60 后认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高于大部分年龄群体；但在问及是否

                                                              
2  理查德·布伦盖特、玛格丽特·布伦盖特：《生命过程与代政治学》，《当代青年研究》，1990年第 5 期。 
3  玛格丽特·米德著，周晓虹、周怡译：《文化与承诺》，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 9‐12页。 
4  叶南客、唐仲勋：《论当代青年政治生活的三大走向》，《青年研究》，1989年第 6期。 
5  张永杰、程远忠：《第四代人》，东方出版社，1988年，第 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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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我所能有的一切都是政府给的”时，54.2%的 60 后表示不同意，远高于其他年龄群体；

62.38%的 60后对改革 10年来国家的政治形势满意，其满意度为各年龄群体最低；51.27%

的 60 后表示会参加游行活动，远高于其他年龄群体。6 

此后有关 20世纪 80 年代青年的政治态度研究寥寥无几。从零星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

到 80 后一代对于 60 后青年政治态度的解读：“这一时期青年的政治价值观既不同于‘文革’

期间的狂热与盲目，也摒弃了 70 年代末批判、反思后的悲观和失望，而是从悲观失望的政

治情绪转向以独立思考和追求为基调的政治新思维……他们的政治责任感逐步增强，不愿意

只做改革的旁观者……然而青年的这种政治激情在西方政治思潮的影响下，转化为对西方政

治体制和西式民主的顶礼膜拜，进而渴望用西方的政治制度来完全代替中国的政治制度……

他们的政治价值观逐渐偏离了社会主导政治价值观，也超出了体制所能容纳的极限”。7在代

际对话中，60 后青年一代所乐道的后喻方式最终转变为前喻方式。 

 

（二）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青年政治态度研究 

对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青年政治态度的研究相对较少。一方面，在经历了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的国际国内政治动荡后，人们对于政治的关注程度有所下降；另一方面，市场经济

体制改革的推进，使人们开始注意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事物。同时，政府加大了思想政治

教育的力度，从 1994 年起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学科列入了国家高等教育专业目录。这就使此

后的有关青年政治态度的研究呈现出以下新的特点。 

首先，研究者虽仍以青年为主，但更多集中在以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为主的教师及学生范

围内。这一方面使青年政治态度研究在公众对政治关注度下降的背景下得以延续，另一方面

也使此类研究被置于一个独特的学科框架内，而服从于该学科的固有逻辑。 

其次，研究对象以大学生群体为主，包括 80 后和 90 后青年学生。随着量化研究方法的

广泛采用，从研究成本及便利性考虑，大学生群体越来越多地成为青年政治态度的研究对象。 

第三，研究风格的学术化。此时的青年政治态度研究已没有 20世纪 80 年代青年群体政

治宣言的特征，严谨规范的学术性得到强化。在相关研究中，以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为基础，

对政治态度概念加以操作化定义，实施测量并进行分析，成为基本的方法。 

第四，研究领域相对集中。从现有文献看，青年的政治社会化成为研究相对集中的领域。

在大多数研究者看来，青年学生是国家的未来，面对国际国内的复杂形势，如何分析青年学

生政治态度特点并加以教育引导是一个关键问题。因此，研究青年政治态度是研究青年政治

社会化问题中的一个环节，而针对青年学生的政治态度特点加强学校政治思想教育成为主要

的对策建议。 

第五，研究结论相对趋同。大多数研究均表明，当代青年大学生对现实政治具有较高认

同，表现为对执政党和政府给予较高信任、对主流意识形态和现实政治制度给予较高肯定、

对政府重大政策给予较高支持、对国内外重大政治事件给予较高关注。但同时，青年大学生

的政治态度也存在一些问题。就群体内部分化而言，有的研究将大学生依政治态度倾向进行

分类，认为政治热衷型占 2%，政治关心型占 55%，政治旁观型占 35%，政治冷漠型占 8%。
8就群体自身冲突而言，有的研究指出了大学生政治态度的矛盾性，如政治价值取向上自主

意识增强，但又存在政治功利化倾向；政治参与行为积极、健康，但又部分存在政治冷漠现

象；日益重视社会实践，但又存在忽视政治理论学习的倾向；民主意识增强，但民主素质较

差；思想解放，富有开拓精神，但部分学生民族精神淡漠。9总之，在对青年学生的政治态

                                                              
6  闵琦：《中国政治文化》，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 27、70、78、185页。 
7  董翔：《改革开放以来青年政治价值观变迁研究》，天津商业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 
8  周威：《大学生政治态度及其政治教育研究》，河海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 
9  岳宗德：《大学生政治社会化问题研究》，河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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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研究中，积极肯定其对现实政治要素的高度认同，同时指出其在其他方面的不足，成为普

遍的结论模式。这种将现实的社会政治态度方面的矛盾冲突内化为青年群体自身的内在矛盾

冲突的研究思路，与 20世纪 80 年代将青年政治态度方面的内在矛盾冲突外化为现实的代际

冲突的研究思路有着明显的不同。 

 

二、分析框架 

政治态度是个人对政治的稳定的、有组织的心理状态。它从社会心理的角度反映了社会

政治领域的基本关系，即个人与政治的关系，包括：社会成员对于国家、社会制度的认同，

对政府的评价，以及对其自身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政治学研究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它一反早期政治学以国家政治制

度为研究重点、以历史分析为主要研究方法的传统，把政治现实中可以实际观察的行为作为

研究重点，将自然科学以及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统计学等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引入

政治学，从而产生了一批新的政治学研究课题。“政治态度”便是其中之一。 

20 世纪 50 年代初，西方政治态度研究主要关注人格与政治态度的关系，其选题围绕政

治人格展开，如：“权威性人格”、“开放与封闭心态”、“政治疏离感”等。20 世纪 50 年代

中期，以选举研究及民意测验为中心，建立政治态度量表，主要研究“政治功效意识”、“公

民责任感”、“民主与反民主量表”。到 20 世纪 60 年代，政治态度研究出现较大发展，以跨

文化研究为特点的“政治文化”研究最终奠定了政治态度研究的基础。正是因为“政治文化”

概念的出现，使政治态度研究脱离了人格心理学层面对个体政治行为特殊性及个体间政治行

为差异性的关注，从而转向社会心理学层面对群体政治行为特殊性及群体间政治行为差异性

的关注。 

尽管在1956年，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就提出“政治文化”概念，但系统、全面、实证

地论述政治文化的著作应属1963年出版的《公民文化》一书。在该书中，阿尔蒙德认为：“当

我们提到一个社会的政治文化时，我们所指的是在其国民的认知、情感和评价中被内化了的

政治制度”，“因此，‘政治文化’一词代表着特定的政治取向——对于政治制度及其各个部

分的态度，对于自己在这种政治制度中的作用的态度”。10而当我们不以跨文化比较作为研

究目的，而仅考察某一民族在特定时期所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情感时，“政治文化

基本等于政治态度”。11 

为以量化研究方式描述和分析政治态度，阿尔蒙德从政治取向模式和政治目标分类两个

方面对政治态度概念进行了操作化定义。就政治取向模式而言，包括认知取向、情感取向和

评价取向；就政治目标分类而言，包括政治体系（即特定角色和结构及角色承担者等）、输

入目标（即公众对政治体系的政策诉求）、输出目标（即政策贯彻和实施的结果）和自我政

治角色（即个体作为政治制度中的一员而对自身的理解）。在此后与鲍威尔合著的《比较政

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一书中，阿尔蒙德再次整合了政治文化的含义，将对政治体系的

取向称为体系文化；将自我政治角色的取向称为过程文化；将输入、输出目标的取向合称为

政策文化。 

本文以 2008年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的中国社会状况调查数据（CSS2008）12，依照上述

政治态度分析框架，对相关变量进行整合。为了解人们对未来政治稳定性预期，我们还加入

了社会冲突预期指标。每个政治态度指标包含若干项目，采用李克特量表计分方法，每个指

                                                              
10 布里埃尔﹒阿尔蒙德和西德尼﹒维尔巴著，徐湘林译：《公民文化》，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15页。 
11  转引自潘一禾：《观念与体制——政治文化的比较研究》，学林出版社，2002年，第 24 页。 
12
 2008年中国社会状况调查（CSS2008）以第五次人口普查所提供的区市县统计资料为基础进行抽样框设

计，采用分层多阶段抽样方法，覆盖全国28个省市区130个县(市、区〕、260个乡(镇、街道)、520个村/

居委会的7200个家庭户。并通过户内抽样的办法得到有效问卷7139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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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得分为其所包含项目得分加总并除以项目数。 

表 1：政治态度指标、项目及赋值 

政治目标

分类 

政治态度 

指标 
项目 赋值 

政治体系 

政府满意度 

您对现住地的地方政府的下列方面是否满意？

A.提供好的医疗卫生服务;B.为群众提供普遍

的社会保障;C.提供优质的基础教育;D.保护环

境，治理污染;E.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F.

廉洁奉公，惩治腐败;G.依法办事，执法公平;H.

发展经济，增加人们的收入;I.为中低收入者提

供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J.扩大就业，增加就业

机会;K.政府信息公开，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

很不满意(-2 分)，不大满

意（-1 分），不清楚（0分），

比较满意（1分），很满意

（2分） 

官员信任度 

您在多大程度上同意下列说法？A.现在一心为

老百姓着想的干部不多了;B.很多发了财的老

板，都是靠政府官员的帮助 

很同意(-2 分)，比较同意

（-1 分），不清楚（0分），

不大同意（1分），很不同

意（2分） 

输入目标 公平效率倾向 

您在多大程度上同意下列说法？A.让少数人先

富起来对社会没什么好处;B.应该从有钱人那

里征收更多的税来帮助穷人 

很不同意(-2 分)，不大同

意（-1 分），不清楚（0分），

比较同意（1分），很同意

（2分） 

输出目标 

生活安全感 

您觉得当前社会中以下方面的安全程度如何？

A.个人和家庭财产安全;B.人身安全;C.交通安

全;D.医疗安全;E.食品安全;F.劳动安全;G.个

人信息、隐私安全 

很不安全(-2 分)，不大安

全（-1 分），不清楚（0分），

比较安全（1分），很安全

（2分） 

社会公平感 

您觉得在当前社会中以下各方面的公平程度如

何？A.收入差距;B.工作与就业机会;C.高考制

度;D.选拔党政干部;E.公共医疗;F.义务教

育;G.公民实际享有的政治权利;H.司法与执

法;I.不同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J.不同行业之

间的待遇差距;K.城乡居民之间享有的权利、待

遇的差距;L.养老等社会保障待遇 

很不公平（-2 分)，不大公

平（-1 分)，不清楚（0分)，

比较公平（1分)，很公平

（2分) 

 

自我政治

角色 
政治责任意识 

您在多大程度上同意下列说法？A.政府搞建设

要拆迁居民住房，老百姓应该搬走;B. 老百姓

应该听从政府的，下级应该听从上级的;C.民主

就是政府为人民做主;D.国家大事有政府来管，

老百姓不必过多考虑 

很同意(-2 分)，比较同意

（-1 分），不清楚（0分），

不大同意（1分），很不同

意（2分） 

社会冲突预期 

您认为我国现在是否存在着社会群体之间的利

益冲突？ 

有严重冲突（2分），有较

大冲突（1分），说不清（0

分），有一点冲突（-1 分），

没有冲突（-2 分） 

您认为今后我国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会激

化吗？ 

绝对会激化（2分），可能

会激化（1分），说不清（0

分），不太可能激化（-1分），

绝对不会激化（-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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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据分析 

（一）80 后群体的基本特点 

80 后群体自其产生以来就一直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究其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首先，80 后群体是计划生育政策严格实施后出生的第一代人，围绕独生子女家庭可能产生

的“养尊处优”、“有求必应”等教育问题及其对独生子女未来人格发展的影响，人们从一开

始就对 80 后群体的心理健康、社会交往能力、社会责任感等方面持怀疑和批判态度。其次，

80 后群体是完全在改革开放年代成长起来的第一代人。伴随物质资料生产的日益丰富和大

众消费时代的到来，社会价值观念发生了与以往不同的变化，崇尚物质需要的满足而轻视社

会关怀、追求个人自我价值的实现而轻视对国家和社会利益的奉献。这些社会环境变化使人

们担心 80 后群体形成功利性价值观念。第三，80 后群体中最先亮相于社会的一批文学青年

所表现出的叛逆精神，也令人震惊。他们以自己的作品展示了颠覆传统、颠覆权威、颠覆主

流的个性，而被社会贴上了“垮掉的一代”的标签。 

事实上，此前有关 80 后的种种评价都是人们在 80 后尚未正式踏入社会时所作的推测。

直至 2000 年以后，80 后群体才相继完成学业而真正步入社会，开始向人们现实地展现其不

同于以往各代的特点。因此，我们在分析其政治态度之前，有必要描述其现实的社会特征。 

为更好地描述现阶段 80后群体的社会特点，我们将 2006 年和 2008 年中国社会状况调

查（CSS2006，CSS2008）中的相关变量加以合并分析。13结果显示： 

1.与其他各代相比，80 后的受教育程度较高。数据显示，80后群体中大专及以上学历

者占 17.9%。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推行，社会成员的受教育程度稳步提

高。而 1990年代末期以后的高等教育扩大招生，又使 80 后群体成为最直接的受益者。这就

使 80 后群体的整体受教育程度明显高于其他各代。 

                                表 2：出生年代与受教育程度                                单位：% 

 出生年代 

 1940 年代 

（N=1966） 

1950 年代 

（N=2798） 

1960 年代 

(N=3469) 

1970 年代 

(N=3373) 

1980 年代 

(N=2279) 

未受正式教育 24.8 15.7 6.1 3.4 0.9 

小学 45.3 35.9 26.6 21.3 9.6 

初中 19.5 30.7 44.2 46.8 46.5 

高中 3.3 11.8 14.3 9.8 16.8 

技校/职高/中专 1.8 1.2 1.4 3.8 8.0 

大专 2.8 2.6 3.1 5.3 6.9 

本科 1.5 1.6 2.8 6.3 7.1 

研究生 0.5 0.4 1.4 2.9 3.9 

其他 0.3 0.0 0.1 0.4 0.2 

合计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2.与其他各代相比，就业人群中，80 后群体在非公机构中的就业比例较高。改革开放以

后，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发展格局，极大地促进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发

展，使非公有制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不断增加，为社会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在这一背景下，80 后群体的就业状况发生了与以往各代不同的变化，一是农业就业比例大

幅下降，数据显示，80 后就业人群中从事农村家庭经营的比例为 27.7%，远远低于其他各代；

二是非公有制机构就业比例大幅上升，数据显示，80 后就业人群中，在私营企业就业的占

                                                              
13  2006 年中国社会状况调查（CSS2006）与 2008 年中国社会状况调查（CSS2008）采用相同的抽样框设计，

共得到有效问卷 7014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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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在三资企业中就业的占 5.4%，自己作为个体工商户或受雇于个体工商户的占 17.8%，

合计约有 55.7%的 80 后就业人员在非公机构工作。 

                                表 3：出生年代与就业单位类型                                单位：% 

单位类型 

出生年代 

1950 年代 

（N=2553） 

1960 年代 

（N=2944） 

1970 年代 

（N=2805） 

1980 年代 

（N=1502） 

农村家庭经营 67.1 50.0 38.7 27.7 

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军队 1.3 1.7 1.7 1.5 

国有企业及国有控股企业 3.9 6.1 7.6 4.6 

国有/集体事业单位 4.2 5.6 5.7 5.7 

集体企业 1.7 2.4 2.6 1.2 

私营企业 5.6 10.2 16.2 32.5 

三资企业 0.3 0.6 2.5 5.4 

个体工商户 11.2 16.5 21.2 17.8 

社会团体及自治组织 1.5 1.8 0.8 0.6 

其他 0.3 0.8 0.5 0.7 

没有单位 2.9 4.2 2.5 2.1 

不清楚 0.0 0.2 0.1 0.3 

总计 100.0  100.0  100.0  100.0 

 

3.与其他各代相比，80 后群体中流动人口比例相对较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

体制的逐步建立，以市场机制合理配置劳动力资源成为现实。尤其是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

发展，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重要社会

现象。但受制于户籍制度等制度、政策因素，目前更多的表现为人口流动而非人口迁移。因

此，流动人口比例不断上升。以离开户籍地半年以上为流动人口的统计口径，就 80 后群体

而言，数据显示，目前在区县内流动的比例为 11.2%，在省内流动的比例为 7.4%，在省际流

动的比例为 12.4%，合计 80 后群体中约有 31%的流动人口，远远高于其他各代。 

                                表 4：出生年代与流动状况                                单位：% 

户口所在地 

出生年代 

1950 年代 

（N=2798） 

1960 年代 

(N=3469) 

1970 年代 

(N=3373) 

1980 年代 

(N=2279) 

调查点所在的乡/镇/街道 88.4 86.6 78.3 68.9 

调查点所在的区/县/县级市 7.7 8.7 10.4 11.2 

调查点所在的省/自治区/直辖市 2.7 2.8 4.9 7.4 

调查点以外的省/自治区/直辖市 1.0 1.8 6.2 12.4 

不清楚 0.0 0.0 0.0 0.1 

总计 100.0 100.0 100.0 100.0 

 

4.与其他各代相比，80 后群体中使用互联网的比例较高。互联网的出现拓展了人们获得

信息的渠道，同时也改变了人们表达意见和社会交往的方式。数据显示，80 后群体在使用

互联网方面的比例高于其他各代，不使用互联网浏览信息的不足半数，而几乎每天浏览互联

网的占 19.2%，一周多次浏览互联网的占 11.8%，因此经常浏览互联网的比例合计约为 31%。

这一比例远远高于其他各代。 

 



8 
 

                                表 5：出生年代与互联网使用*                                单位：% 

浏览互联网 

出生年代 

1950 年代 

（N=1363） 

1960 年代 

(N=1702) 

1970 年代 

(N=1522) 

1980 年代 

(N=1309) 

从不 93.8 87.5 74.1 48.3 

一年几次 0.4 0.9 2.5 4.4 

一月至少一次 0.5 0.9 2.7 6.8 

一周至少一次 1.1 2.3 3.6 9.4 

一周多次 1.2 2.7 5.3 11.8 

几乎每天 3.0 5.8 11.9 19.2 

*本表采用 2008年中国社会状况调查数据（CSS2008）。 

 

综上所述，21 世纪以来，80 后从长辈的标签化和自身文学小群体所标记的叛逆形象中，

现实地步入社会。与前几代人相比，他们拥有更高的教育程度、更多的人在非公机构就业并

处于流动状态、更擅长使用互联网获取和交流信息。这些特点不仅使 80 后群体与其他各代

相区别，同时也影响着其政治态度。 

 

（二）政治态度指标的描述 

为分析 80 后群体政治态度并进行代际比较，本文采用 7 个线性回归模型，每个模型针

对一个政治态度指标。模型的因变量为政府满意度、官员信任度、公平‐效率倾向、生活安

全感、社会公平感、政治责任意识和社会冲突预期等 7 个政治态度指标；模型的自变量分别

出生于 1959年以前、1960 年代、1970年代、1980年代、1990年代群体，其中以出生于 1959

年以前群体为参照组；模型的控制变量包括性别（以男性为参照组）、教育年限、所在地区

（分为东、中、西部，以西部地区为参照组）、户籍（以农业户籍为参照组）、就业类别（以

在公有制机构就业为参照组）、流动状况（以非流动人口为参照组）、互联网使用状况（以不

经常浏览互联网为参照组）。 

表 6：分析变量的描述性统计（N=7014）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哑变量女性 0.5031 0.50003 

教育年限 8.4985 3.35489 

哑变量东部地区 0.3657 0.48166 

哑变量中部地区 0.4001 0.48996 

哑变量非农户口 0.3528 0.47789 

哑变量非公就业 0.2384 0.42615 

哑变量流动状况 0.1497 0.35682 

哑变量互联网使用 0.1326 0.33911 

哑变量 60 后 0.2427 0.42873 

哑变量 70 后 0.2174 0.41252 

哑变量 80 后 0.1867 0.38966 

哑变量 90 后 0.0271 0.1624 

 

从表 7 可以看出，就总体而言，目前公众政治态度指标呈现：政治体系取向方面，对政

府满意度略高而对官员信任度较低；输入目标取向方面，公平诉求的倾向明显；输出目标取

向方面，个人生活安全感较高而社会公平感相对较低；自我政治角色取向方面，公民意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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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政治责任感较低；社会冲突预期方面，冲突预期较低，对社会保持稳定的预期较高。表

明目前人们对政府具有信任，相关政策结果也给人们的个人生活产生较为积极的影响，社会

稳定是目前的基本共识，但就对个人在政治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看，人们均较少意识到自身

应有的公民责任，习惯于服从政治权威，而仅以对官员个人的激烈批评的方式表达政治意愿。 

 

表 7：政治态度指标平均得分* 

出生年代 
政府 

满意度 

官员 

信任度 

公平效率

倾向 

生活 

安全感 

社会 

公平感 

政治责任

意识 

社会冲突

预期 

1950年代及以前 .3680 -.7527 .5523 .7359 .1698 -.5034 -.3721 

1960年代 .3631 -.7570 .5026 .6872 .1575 -.4164 -.3522 

1970年代 .3388 -.7212 .3467 .6408 .1352 -.2458 -.3610 

1980年代 .2905 -.6700 .1790 .5309 .1118 -.0697 -.1960 

1990年代 .4395 -.4934 .2183 .6222 .2100 -.2207 -.3924 

总体 .3479 -.7244 .4168 .6620 .1496 -.3376 -.3325 

*各项政治态度指标得分范围在-2分到2分之间。 

 

表 8 列出了各项政治态度指标的线性回归模型系数，以帮助我们在控制相关变量后，更

为深入地分析 80 后政治态度及其与其他各代的差异。 

 

1.政府满意度方面 

在政府满意度方面，代际的差异不显著，而教育年限、所在地区、户籍、就业类别等因

素的影响则较为显著。非农户籍人口较农业户籍人口，对政府满意度较低；东中部经济较发

达地区较西部地区，对政府满意度较低；非公机构就业人群的政府满意度较低；受教育程度

越高，对政府满意度评价越低。从政府满意度指标所涉及的具体项目看，主要侧重于对地方

政府提供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基础教育、环境保护等与基本公共服务有关的方面的评价。

表明经过 30多年改革开放，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公众对政府认同的标准正在悄然发生变

化。一方面，人们依然将经济是否得到发展作为政府满意度评价的标准；而另一方面，在部

分人群中，人们对政府的认同开始越来越多地取决于政府公共职能发挥的程度，而非单纯的

经济规模增长。因此，地方政府尤其是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能否实现由地区经济发展的大力

推动者向辖区公共服务的积极提供者的角色转变，就成为能否提升人们的政府满意度的关

键。而这一点对于不同代际的人群而言则是相同的。 

2.官员信任度方面 

在官员信任度方面，代际差异显著。尽管社会公众总体上对官员的信任程度较低，但

90 后、80 后对官员信任度高于其他各代。就各年龄段而言，呈现出年龄越高，对官员信任

度越低的特点。非农户籍人口较之农业户籍人口对官员的信任度低，中部地区较之西部地区

对官员的信任度低，但东部地区则相反对官员的信任度高于中、西部地区。 

3.公平效率倾向方面 

就公平效率倾向方面而言，总体表现出倾向公平的政策诉求，而代际间在这方面又存在

显著差异，其中，80 后、90 后和 70后均在强调公平倾向的同时，也表现出对效率的追求。

相对于 60 后及以上的群体，青年一代更注重公平与效率的兼顾。中部地区较东西部地区更

为注重公平；非农户籍人口较农业户籍人口更注重公平；而教育程度越高，越倾向公平与效

率兼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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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线性回归模型系数（非标准化回归系数） 

  模型 1： 

政府满意度 

模型 2： 

官员信任度

模型 3： 

公平效率倾向

模型 4： 

生活安全感

模型 5： 

社会公平感 

模型 6： 

政治责任意识 

模型 7： 

社会冲突预期

哑变量女性 -.028 

(.018) 

.017 

(.023) 

.002 

(.021) 

-.038* 

(.016) 

-.059** 

(.016) 

.054** 

(.021) 

-.004 

(.022) 

教育年限 -.013** 

(.003) 

.000 

(.004) 

-.009* 

(.004) 

-.012** 

(.003) 

-.012** 

(.003) 

.028** 

(.004) 

-.003 

(.004) 

哑变量东部地区 -.106** 

(.024) 

.095** 

(.031) 

.013 

(.029) 

-.047* 

(.022) 

-.009 

(.021) 

.081** 

(.028) 

.049 

(.030) 

哑变量中部地区 -.114** 

(.023) 

-.100** 

(.029) 

.139** 

(.027) 

.009 

(.021) 

-.010 

(.020) 

-.052* 

(.026) 

-.139** 

(.029) 

哑变量非农户口 -.131** 

(.021) 

-.133** 

(.027) 

.073** 

(.025) 

-.196** 

(.019) 

-.126** 

(.018) 

.169** 

(.024) 

.136** 

(.026) 

哑变量非公就业 -.075** 

(.022) 

-.045 

(.029) 

-.004 

(.027) 

-.020 

(.021) 

-.018 

(.020) 

.030 

(.026) 

.046 

(.028) 

哑变量流动状况 -.050 

(.027) 

.002 

(.034) 

.024 

(.032) 

-.063 

(.025) 

-.117** 

(.024) 

.071* 

(.031) 

.006 

(.034) 

哑变量互联网使用 .004 

(.029) 

.004 

(.037) 

-.016 

(.035) 

-.015* 

(.027) 

.010 

(.026) 

.127** 

(.034) 

.171** 

(.037) 

哑变量 60 后 .026 

(.024) 

.010 

(.031) 

-.034 

(.029) 

-.025 

(.022) 

.015 

(.021) 

.027 

(.028) 

.018 

(.031) 

哑变量 70 后 .021 

(.026) 

.044 

(.033) 

-.180** 

(.031) 

-.053* 

(.024) 

.010 

(.023) 

.156** 

(.030) 

-.017 

(.033) 

哑变量 80 后 -.009 

(.029) 

.077* 

(.037) 

-.332** 

(.035) 

-.150** 

(.027) 

.006 

(.026) 

.281** 

(.034) 

.124** 

(.037) 

哑变量 90 后 .094 

(.056) 

.239** 

(.072) 

-.288** 

(.067) 

-.096 

(.052) 

.073 

(.050) 

.187** 

(.065) 

-.039 

(.071) 

常数项 .614** 

(.031) 

-.704** 

(.040) 

.524** 

(.038) 

.926** 

(.029) 

.344** 

(.028) 

-.804** 

(.037) 

-.369** 

(.040) 

调整后的 R2 .024 .013 .031 .045 .023 .078 .025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P≤.01；*P≤.05。各模型样本量均为 7014。 

 

4.生活安全感方面 

在生活安全感方面，总体上公众的评价较高。但就代际而言，80 后和 70 后与其他各代

相比，其生活安全感略低一些，且差异显著。非农户籍、东部地区、女性、互联网使用者以

及受教育年限越高的人，其个人的生活安全感略低。这一方面与城镇、发达地区等的交通安

全、食品安全问题高发有关，同时也与上述人群较高的安全意识有关。而互联网使用者则对

于个人信息隐私安全的关注程度更高一些。 

5.社会公平感方面 

公众总体的社会公平感趋于中性，即没有表现出很公平的评价，也没有表现出很不公平

的评价。改革至今，一方面人们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分配不公问题较为突出；但另一方面，

个人回归其经济行为主体地位后，人们的自由发展空间也较以往有了较大的扩展。正是在这

一背景下，公众不满现实的收入分配不公，但在对个人事业成功的归因方面又较注重勤奋努

力、受到良好教育等个人因素，因此在社会公平感上表现出中性的态度特征。在这方面，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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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差异不显著。而非农户籍人口、流动人口、女性及受教育程度高的人群，其社会公平感相

对较低。 

6.政治责任意识方面 

服从权威而自身参与意识薄弱是目前公众政治责任意识的主要特征。尽管如此，从 70

后到 90 后群体均表现出了高于其他各代的政治责任意识，尤其是 80 后，其政治责任意识又

高于 70 后和 90 后，且差异显著。非农户籍人口、互联网使用者、东部地区居民、流动人口、

女性及受教育程度高者的政治责任意识也略高于相应人群。而中部地区居民的政治责任意识

则低于东、西部地区。 

7.社会冲突预期方面 

公众对社会冲突预期总体平稳，但从代际看，80 后的社会冲突预期略高于其他各代，

且差异显著。互联网使用者及非农户籍人口的社会冲突预期高于相应群体，而中部地区居民

的社会冲突预期低于东、西部地区。 

 

四、讨论 

（一）公众政治态度分析 

基于政治文化研究而展开的政治态度研究，其最终目的是对某一地区特定阶段的政治文

化特征进行概括。阿尔蒙德在《公民文化》以跨文化视角对政治文化类型作出了基本分类：

地域型、依附型和参与型。同时他也认为，这三种基本分类并非相互排斥的，而是结合、溶

合及混合的。甚至以参与型文化为主导的政治系统，也包含着地域型或依附型政治文化。为

此，他继续区分了三种混合型的政治文化：地域—依附型文化、依附—参与型文化以及地域

—参与型文化。其中，在依附—参与型文化中，一部分国民取得了专门的输入取向和活跃的

自我取向，但大多数国民则仍适应于一种政府结构而依然保持着相对消极的自我取向。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的中国政治文化研究中，研究者确认了当时中国政治文化的这一特征：即

参与观念开始萌芽，中国的政治文化正处于由臣属文化向参与文化的过渡之中。14 

以目前的政治态度总体看，就公众的政治责任意识而言，的确表现出顺从权威的特点；

而就公众的官员信任度而言，又表现出激烈的否定特征。顺从依附于权力、权威，但又激烈

否定拥有权力、权威的群体，表现出目前公众政治态度极具传统性的一面：即将道德政治化，

强调执政者个人的道德自觉，在放弃自身应有的政治参与权利的同时，保留了对官员进行道

德批判的权力。因此，就中国政治文化而言仍需要经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 

而从具体的政治态度指标看，短期内又面临着两个积极的变化。其一，在对政府满意度

评价方面所表现出的，由政府推动经济规模增长标准向政府公共职能发挥程度标准的转变，

表明社会公众的利益诉求开始从单纯经济利益转向社会民生利益。这一转变，不仅使社会公

众的利益更加现实化、具体化，同时也为社会公众影响及参与公共政策制定提供了条件。其

二，在对社会公平感评价方面所表现出中性的态度特征，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公众对于个人在

社会中的自由发展空间的认可。在 2008 年中国社会状况调查（CSS2008）中，当问及是否同

意“在我们这个社会，工人和农民的孩子与其他人的孩子一样，都能成为有钱有地位的人”

时，有 63.3%的人表示很同意或比较同意。而在 2011 年中国社会状况调查（CSS2011）中，

这一比例上升到 72.7%。人们对个人自由发展空间的认可，有助于全社会在一个新的公平公

正的起点达成共识，以重新整合因单纯追求经济规模增长所造成的社会分化。 

 
（二）公众政治态度影响因素分析 

从政治态度指标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两个群体可能成为影响今后政治态度发展走向

的关键。一个是以非农户籍变量所表示的城镇人口，另一个是以互联网使用变量所代表资深

                                                              
14  闵琦：《中国政治文化》，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 237‐2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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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民群体。 

就非农户籍群体而言，与农业户籍群体相比，其在政府满意度、官员信任度、生活安全

感、社会公平感等指标上评价偏低，同时在公平效率倾向上更强调公平，在政治责任意识上

具有较高独立性，在社会冲突预期方面又表现出显著的冲突预期。改革以来，在城市化进程

得到推进的同时，与之相伴的城市社会问题也日益突出。目前公众反应强烈的物价、住房、

交通、就业、医疗、教育、治安等社会问题，无一不与城市居民生活密切相关。而城市规模

的不断扩大与城市管理理念、手段的相对滞后，使这些社会问题成为顽疾。城市居民较高的

独立意识又进一步增强了其对现实的不满情绪，也加剧了其对未来发生社会冲突的预期。 

就资深网民群体而言，与非资深网民群体相比，其在政治责任意识上表现出更高的独立

性，同时在对社会冲突预期方面有着更强的冲突预期，而在其他政治态度指标上则没有显著

差异。这表明互联网正在以虚拟方式现实地改变着人们的政治参与方式：海量的信息提供了

人们丰富的消息来源，便捷的联络扩展了人们的交往范围，共同的话题聚合了各类团体，匿

名发表言论降低了相关风险，实时的传播又极易在短时间内形成民意。相比现实社会中的政

治参与，互联网在表达民众意见、形成社会舆论、影响政府决策方面有着极为明显的作用。

因此，互联网使用因素仅在促进政治责任意识和强化社会冲突预期方面作用显著，正说明互

联网在今后人们的政治态度发展中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三）政治态度的代际差异分析 

就政治态度的各项指标而言，各代在总体趋向上是基本一致的。表明在当前并不存在像

20 世纪 80 年代那种较为明显的代际冲突。在社会政治环境较为稳定的背景下，各代依据自

身的社会经验和生活阅历，调整着各自对政治的看法，从而在具体政治态度指标方面表现出

循序的差异。 

 

表 9：政治态度的代际差异示意 

政治态度指向 政治态度指标 60 后 70 后 80 后 90 后 

政治体系 
政府满意度 略高 略高 略高 较高 

官员信任度 很低 很低 很低 较低* 

输入目标 公平效率倾向 倾向公平 倾向公平* 公平效率兼顾* 公平效率兼顾*

输出目标 
生活安全感 较高 略低* 略低* 较高 

社会公平感 一般 一般 一般 略高 

自我政治角色 政治责任意识 趋向顺从 趋向独立* 独立* 趋向独立* 

社会冲突预期 趋向缓和 趋向缓和 趋向冲突* 趋向缓和 

*为线性回归系数差异显著 

 

90 后是正在成长的一代，尽管其同样具有 80 后所为世人关注的各种理由，但因其并非

第一代而较少被人们所议论。有研究者在检索“90 后”关键词后描述说：2008 年 12 月，在

中国知网搜索，题名输入“90  后”共 39 篇文章，其中，2005  年及之前无相关论文，2006 

年 8 篇，2007 年 9 篇，2008 年 22 篇。2009年 10 月，在中国知网搜索，题名输入“90  后”，

共  108  篇文章。15这与 80后自一开始就受到社会关注形成鲜明对比。该作者指出了“90

后”不同于“80 后”的两个社会背景因素，一是“90 后”成长于经济发展黄金期与社会矛

盾凸显期并存的社会环境中；二是“90 后”成长环境的网络化。就政治态度而言，90 后在

多数指标方面较其他各代显得积极。尽管在政府满意度、生活安全感、社会公平感、社会冲

                                                              
15  苏明明：《“90 后”大学生的职业期待视野研究》，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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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预期等指标上与其他各代差异不显著，但从均值看大多较其他各代略为积极；而在官员信

任度方面略高于各代且差异显著。目前 90 后中的一小部分已步入社会16，但其绝大部分则

正在就学，因此，90 后的政治态度基本反映出前喻的政治社会化进行状态。值得肯定的是，

在政治责任意识上 90 后所表现出的显著的趋向独立倾向，体现了自我独立意识与政治态度

同步形成中的青春期特点。 

80 后已正式步入社会。在以往描述 80 后成长的特殊社会环境时，人们较少提及一个特

点，即 80 后是第一代在完全没有计划体制保护下，需要依靠自己努力立足的一代。高等教

育收费并轨、高等教育扩招后的就业竞争压力、半数以上的人就业于非公机构、相当比例的

人处于流动就业状态、步入婚龄却要面对高企的房价等等，均是 80 后一代需要面对的问题。

在失去计划体制的保护下，家庭背景成为唯一的重要保障。因此，在政治态度各项指标方面，

从均值看，80 后在政府满意度、生活安全感、社会公平感等方面的评价为各代中最低。而

互联网使用经历也促进了 80 后的政治责任意识，表现出显著的独立特征，同时在社会冲突

预期方面也更趋向于冲突。与本文在综述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青年学生政治态度研究文献中

所描述的情况不同，当时以政治社会化为线索的，突出政治认同特征的 80 后政治态度，在

目前已发生较大变化。生活压力过大及自身社会经验的逐渐丰富，使 80 后对现实的批判色

彩增加，但又绝非叛逆。 

70 后是跨时代的一代，成长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之际。因此，在政治态度的具

体指标方面既有与 80 后一致的部分，又有与 60 后一致的部分。如在生活安全感方面，其与

80 后一样面临压力；在政治责任意识方面，表现出趋向独立的倾向。而在公平效率倾向方

面，则更趋向公平；在社会冲突预期方面，则与 60 后均值近似，表现较为缓和。可以说，

温和的独立倾向是 70 后政治态度的主要特点。 

60 后在政治态度的具体指标方面，已与 50 后一致。政治责任意识上的顺从权威与官员

信任度上的激烈评价，表现出传统政治文化的深刻影响。较高的生活安全感和较低的社会冲

突预期也使 60 后没有了其青年时期政治态度的鲜明特征。 

曾以激进方式展现自身历史使命感的 60 后一代终归于保守，而刚步出前喻政治社会化

阶段的 80 后则表现出鲜明的独立倾向。正如实证主义所言：特定的生命年龄对人的经历起

着决定的作用。群体生命历程中政治态度由开放向保守的变化轨迹，凸显了青春期政治态度

的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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