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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高学历青年眼中的西方国家 

（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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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7月，北京广播学院调研所在北京市进行了一项关于对西方主要国家认识的调查，调查对象为

20-35岁，文化程度为大学本科及以上的年轻人。调查采用配额抽样的方式，问卷面访共200人。其中男

性101人，女性99人；本科学历（含本科生）99人；硕士（含硕士生）63有，博士及博士生38人；目前已

经参加工作116人，在校学生94人。十年、二十年后这些人或许会成为中国社会的中坚力量，了解他们目

前对西方国家的认识和评价是有意义的。为此，本次调查内容涉及他们对美、日、英、法、德等国的了

解程度和喜欢程度。 

 

对美、日、英、法、德的了解程度 

 

在问卷调查中，把“几乎不了解”看成得1分，“只了解一点”看成得2分，“相当了解”看成得3

分，“非常了解”看成得4分，由被访对象判断自己的了解程度。调查结果发现，美国被了解的程度最

高，平均为2.87分；其次为日本，平均为2.66分；然后依次是英国（2.31分）、法国（2.09分）和德国

（2.06分）。 

对于美国，有14.5%的人表示“非常了解”，有近60%的人表示“相当了解”，有25%的人表示“只了

解一点”，只有2个人表示“几乎不了解”。 

对于日本，有6%的人表示“非常了解”，有55%的人表示“相当了解”，有近38%的人表示“只了解

一点”，只有3个人表示“几乎不了解”。 

对于英国，有3个人表示“非常了解”，有近36%的人表示“相当了解”，有近56%的表示“只了解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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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有7.5%的人表示“几乎不了解”。 

对于法国，只有1个人表示“非常了解”，有近18%的人表示“相当了解”，有72%的人表示“只了解

一点”，有10%的人表示“几乎不了解”。 

对于德国，有2个人表示“非常了解”，有17%的人表示“相当了解”，有69%的人“只了解一点”，

有13%的人“几乎不了解”。 

调查还显示：性别差异导致对德国的了解程度存在差异，男性（2.16分）比女性（1.96分）更了解

德国。而不同性别的高学历青年对美、日、英、法的了解程度不存在差异；不同学历（本科、硕士、博

士）的青年对美、日、英、法、德的了解程度不存在差异；已经参加工作的和在校学习的高学历青年对

美、日、英、法、德的了解程度不存在差异。 

 

对美、日、英、法、德的喜欢程度 

 

对于表示“只了解一点”、“相当了解”、“非常了解”的高学历青年，调查询问了他们对美、

日、英、法、德的喜欢程度。询问采用五级利克特量表，用5表示“非常喜欢”，4表示“比较喜欢”，3

表示“说不清”，2表示“比较不喜欢”，1表示“非常不喜欢”。调查发现，高学历青年最喜欢的国家

是法国（平均得分为3.97分），其次为德国（3.41分）、美国（3.35分）和英国（3.2分），最不喜欢的

国家是日本（1.82分）。 

对于美国，有7.1%的人表示“非常喜欢”，有54%的人“比较喜欢”，有17.2%的人“说不清”，有

10.1%的人回答“比较不喜欢”，有11.6%的人“非常不喜欢”。 

对于日本，没有人表示，“非常喜欢”，有5.1%的人表示“比较喜欢”，有12.2%的人“说不清”，

有42.1%的人“比较不喜欢”有40.6%的人“非常不喜欢”。 

对于英国，有2.2%的人表示，“非常喜欢”，有47.6%的人“比较喜欢”，有23.8%的人“说不

清”，有21.1%的人“比较不喜欢”有5.4%的人“非常不喜欢”。 

对于法国，有17.2%的人表示，“非常喜欢”，有65%的人“比较喜欢”，有15.6%的人“说不清”，

有16.1%的人“比较不喜欢”有1个人表示“非常不喜欢”。 

对于德国，有6.9%的人表示，“非常喜欢”，有48.3%的人“比较喜欢”，有26.4%的人“说不

清”，有16.1%的人“比较不喜欢”有4个人表示“非常不喜欢”。 

另外，不同性别的高学历青年对美国的喜欢程度存在差异，女性（3.56分）比男性（3.11分）更喜

欢美国；不同性别的高学历青年对日、英、法、德的喜欢程度不存在差异；博士（3.45分）、硕士

（3.44分）比本科生（3.22分）更喜欢美国；不同学历的青年对日、英、法、德的喜欢程度不存在差

异；已经参加工作的（3.2分）比在校学生（2.93分）更喜欢美国；是否参加工作并不影响高学历青年对

日、英、法、德的喜欢程度。 

通过相关分析发现，越了解法国的高学历青年越喜欢法国，越了解英国的高学历青年越喜欢英国，

越了解美国的高学历青年越喜欢美国，而对于德国和日本，这种越了解越喜欢的关系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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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中国青年研究》2000年第4期） 

 

 

肖明：北京广播学院新闻传播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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