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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城市青年作为城市发展进步的新生代力量,其价值观现状和发展趋势对于我国未来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作用。青年这

一概念我们通常认为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出生的年轻群体,在这其中尤其是 85 后,他们在成长过程中所拥有的相应物质基

础和社会环境等因素都与之前出生的人们不尽相同,所以其价值观形成和价值观走向也具有一定的特色性,并且在分析过程总

我们可以明确了解到当前城市青年的基础价值观具有一定的矛盾性,具体表现在对诸多日常生活中面对的事项的矛盾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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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发展对于新生代的影响是巨大的,社会环境对于

价值观的形成是具有很强的导向性的,在当代城市青年的基

础价值观中,很多思维和想法就非常契合于当前他们所面临

的社会生活现状。由于经济发展从爆发式的增长逐渐过渡到

平稳向前推进的阶段,所以很多生活工作以及学习等方面的

事项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而在这样的变化之中,城市青年

的价值观念和对社会的具体认知也产生了改变,很多年轻人

的价值观念变得矛盾而消沉并且在物质基础尚可的情况下

对自身拼搏奋斗、努力前行的意义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质疑,

但是这并不代表我国当前城市青年的价值观出现了严重问

题,我们应该明确一个观点,人的价值观形成,尤其是整个对

应群体的价值观如果统一呈现一定的发展趋势,那么一定是

社会环境和社会整体发展出现了新的变化。 

1 城市青年基础价值观特征 

以施瓦茨人类基础价值关理论为依据,我们对某城市18

至 35 岁青年进行了随机抽样调查,并对施瓦茨理论中的四

种价值维度进行了占比排名,从由高到低的顺序进行排列它

们分别是：自我超越、中庸保守、开放自主、自我增能。从

施瓦茨理论中我们能够将四种价值维度进行细化分类,其中

自我超越包含的动机类别有普世关怀及仁爱。中庸保守包括

安全、传统和遵从[1]。开放自主包括享乐、自主和刺激。自

我增能包括成功和财富。 

1.1 鲜明的社会导向和他人导向 

如果将四种价值维度的得分分别换算成 100 分制,那么,

调查数据得分分别是这样的,自我超越 73.8 分、中庸保守

73.4 分、开放自主 67.4 分、自我增能 58.7 分。从这样的

的分钟我们可以看出,自我超越和中庸保守具有明显的得分

优势性,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四种价值维度中包含的具体动

机类别来进行有效的价值观特征分析。从得分上来看,自我

超越和中庸保守得分非常接近,同时得分比较高具有明显的

价值观特征代表意义,从两者具体的动机类别内容上进行分

析我们就能够了解到这个方向上的城市青年基础价值观特

征 ,首先,我们可以根据具体的动机类别具体指标陈述进行

概括说明,其中,自我超越价值维度中的普世关怀动机类别

具体指保护世界缓解节约世界能源维持全国乃至全球的长

期可持续发展,这是明显的普世价值思维。而仁爱动机类别

中的具体陈述指标为“认为帮助他人非常重要,我们应该互

相关注每个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存质量”这凸显了人性中的仁

爱部分。另一部分中,在中庸保守价值维度中,其具体动机类

别中的安全具体是指“认为生活在安全的基础环境下非常重

要,我们要尽可能避免生活中给我们带来危险的那一部分”

这是非常正常的对生存安全的重视,而具体动机类别中的传

统具体是指“我国优秀传统头其实优秀的文化传统需要我们

去继承和发扬”这也表明了我国城市青年认同我国优秀传统

尤其是文化传统的观念[2]。在遵从这一动机类别中受访者的

具体指标陈述为“认为举止得当非常重要,我们不能做传统

观念上会被人认为是错的的事”。从以上分析中我们能够了

解到,当前我国城市青年基础价值观中他们更加强调代表了

个人与他们关系的中庸保守和自我超越,而对代表了个人利

益和个人性格特征的自我增能及开放自主价值维度的强调

程度则明显弱化,这说明了当前我国城市青年更加重视代表

了集体利益的社会利益,对于个人利益的追求则放在较低的

层次中,其价值观特征呈现鲜明的社会导向和他人导向,有

研究结果证实,这样的的基础价值观特征有利于青年人在我

国社会现状下顺利向成年人社会角色转变,同时,强调集体利

益的价值观特征能够有效保障我国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因

为强调机体利益的价值观特征让他们更加看重稳定和安全。 

1.2 强调当下生活的个人快乐 

从上文的分析中我们能够了解到施瓦茨提出的人类基

础价值观理论中包含了十种价值观动机类别,根据对某城市

的适应调查群体调查结果统计来看,这十种价值动机类别认

同感排名中认同感最强的就是“享乐”而享乐的具体指标陈

述就是“生活的快乐最为重要,我们要让自己过得好一点过

得快乐一点”其实这种普遍感受来源于很多方面的影响,由

于我们进行调研的城市为我国大型发达城市,所以其生活压

力相较于我国城市生活压力均值来说是比较大的,那么在这

种较大的生活压力下,人们往往会产生身体和心理上的疲倦

感,而更加重视当前生活中的个人快乐正是他们想要降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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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压力寻求生活中的各种美好的一种期盼。其实我们可以将

十种具体价值动机类别的排名进行梯队排名,其中,第一梯

队是享乐、普世关怀和传统,而遵从、安全以及仁爱排在第

二梯队,自主和成就排在第三梯队,最后才是财富和刺激。从

这样的价值动机类别认同感排名中我们其实可以看出当前

城市青年对于个人快乐的重视,当然,我们也能够通过与国

外相应排名数据进行对比得到一些具有对照参考作用的信

息,在西方国家的调查数据中,我们可以发现如下三种差异

性,首先就是享乐,在我们的调查结果中,青年人明显更加重

视享乐,认为让自己快乐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其次是自主观

念的重视程度比较弱排名比较靠后,最后就是对于传统的重

视程度明显高于西方国家,从这三种差异中,我们了解到,我

们进行调查研究的城市中,城市青年的形象可以被刻画为保

守快乐主义者,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我认为是多方面的,

城市发展程度高,经济压力大,竞争激烈,自身发展安全感低

等一系列因素都是造成这种基础价值观特征的原因[3]。 

2 影响城市青年基础价值观特征的因素 

其实影响城市青年基础价值观特征的因素非常多,从个

人因素到社会发展因素等方方面面面都会对其产生一定影

响,根据我们的调研结果,我国城市青年基础价值观特征呈

现鲜明的社会导向和他人导向,同时又重视自身生活的快乐

这些与社会环境因素和自身成长过程中的家庭状况及个人

经历等都有明显的关联,下面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简单

的分析。首先是社会环境因素,谈及社会环境,那么就必须要

谈到我国快速的经济发展状况,我们认为 18-35 周岁这个年

龄区间的人群属于青年,那么这个年龄阶段的人群都出生于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属于 85 后范畴,在这个时间轴区间

内,我国的经济发展呈现爆发式的增长,社会物质环境极大

丰富,人民生活水平快速提升,这也就导致了在这一时间段

内成长的孩子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与上一时间段内的人有

明显差别,这也是导致当前城市青年基础价值观呈现如此特

征的重要原因。其次家庭状况因素也是重要的影响内容,这

一代人从出生就拥有较好的家庭生活条件,在成长过程中多

数并不会遭遇过大的挫折和苦难,并且接受了良好的家庭教

育和学校教育,所以他们在成年后对自身快乐的追求和普世

价值的理解都是非常深刻的。从个人因素上来讲,由于受教

育程度比较高,自身思维与国内国际实况相连接,所以多数

人会呈现出既带有中国传统特色所推崇的价值观又拥有现

代化社会所造就的价值观的“矛盾现象”。当然,价值观影响

因素远不止这些,身份因素、信仰因素、价值创造能力因素

等等都会对城市青年基础价值观产生深远影响[4]。 

3 结束语 

从当前实际调研结果来看,我国城市青年的基础价值观

特征有一定的矛盾现象,造成这些情况的原因需要从多方面

进行分析和研究,就个人发展而言,这样的价值观特征有利

于其发展道路上的心态及情绪调节,同时也能有效维持社会

关怀,对国家发展而言,这样的价值观特征有利于国家的安

全稳定发展。当然想要完全了解城市青年价值观特征仅靠这

样的数据还远远不够,我们应对该问题进行持续深入的调研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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