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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与儿童、少年时期相比，青年的社会交往具有其独特性。青年的社会交往虽然具有诸多的正

功能，但其也必须承担包括经济成本、心理成本、机会成本和健康成本在内的诸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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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交往是人类相互之间沟通的基本行为方式，它是现实社会生活中每个人都不可能缺少的一种活

动。青年期作为人生成长的主要时期，社会交往对年轻人来说尤为重要。 

一、青年社会交往的特点 

青年人的社会交往活动，与儿童、少年时期的社会交往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呈现出自己的独特性。 

1．青年社会交往由注重纵向交往活动向拓展并深化横向活动发展 

在儿童和少年时期，个体主要是与老师、家长等长辈进行交往，在这些交往中，主要是被动型的交

往。而随着个体的成熟，他们越来越希望能够摆脱与“权威者”之间的这种被动的交往，转而向互动型

的交往发展。在青年时期，成员们开始逐渐走上独立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之路，他们不再围着家长和老

师转，不再以家庭、学校和单位作为主要的思想情感依托。笔者对大学生情感支持网的调查结果显示，

大学生情感支持网中，年龄趋同性（正负五岁以内）为0的仅占5.3%，趋同性在1-50之间的占16.4%，在

51-99之间的占7.1%，趋同性为100，即与被调查者的年龄完全趋同的占56.6%；而大学生情感支持网的职

业趋同性显示，趋同性为0的仅占7.3%，趋同性在1-50之间的占20.8%，在51-99之间的占20.8%，趋同性

为100，即与被调查者的职业完全趋同的占51.1%。这说明大学生的情感互动主要是以同龄的学习伙伴为

主。 

已成年的青年如果还是围绕着家庭、老师打转，而不融入到同辈群体中，他们则容易被同辈群体取

笑，或者被看不起。另外，代际之间的隔阂以及长辈的约束和规范，也使得青年更倾向于与同辈群体接

触和交往。在与同龄群体的交往活动中，共同的文化使得青年容易获得较高的自我认同。 

2．青年人际交际对象由血缘关系向非血缘关系转变 

在儿童和少年时期，个体交往的对象多是以家庭为主的具有血缘关系的成员。随着青年的成长和成

熟，青年开始脱离家庭。在这一过程中，青年人际交往的对象也逐渐由血缘关系向非血缘关系转变。特

别是在当今的现代社会，青年在成年以后有更多的机会能够走出家庭，或是在大学学习，或是走上工作

岗位，他们能够接触到更多的非血缘群体，为交往对象的转变提供了可能。笔者所调查的大学生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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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网结果显示：在大学生情感支持网中，非亲属的比例大于亲属的比例。在被调查对象中，有47.5%的

人至少提到了一名亲属，而有90.5%的人至少提到了一名非亲属；有33.3%的人提到了父母；有16.9%的人

提到了兄弟姐妹；有68.9%的人提到了同学；有31.8%的人提到了朋友。按照百分比的大小，大学生情感

支持网中主要的几种关系是：同学、父母、朋友、兄弟姐妹、其它亲属、恋人、老乡、老师、网友。大

学生情感支持网中有68.9%的人至少提到了一位同学，这个数值是在没有考虑重复的情况下得到的(在调

查过程中同学关系在同一个情感支持网中是可以重复提到的)，如果考虑重复情况，那么学生情感支持网

的构成中平均每一个网就有一个同学。通过与农民（平均年龄为38.9岁）情感支持网的对比研究发现，

“以血缘和婚姻联系起来的亲缘关系在农村情感支持网中依然占据着最重要的位置”，而青年大学生的

情感支持网则呈现出亲缘关系低比例化的特征，存在业缘关系的同辈群体在大学生的情感支持网中比例

尤为突出。这表明，当代青年在人际交往中，其交往对象由血缘关系开始向非血缘关系转变。 

 3．青年人际交往活动由情感型向理智型转变 

在儿童和少年时期，个体交往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情感性行为，即主要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情感需要。在

这一时期，儿童和少年渴望友情，期望能够得到理解和尊重。这种情感性的交往中较容易出现“一见如

故”、“一见钟情”、结交几天就“打得火热”、“如胶似漆”的场景。到了青年阶段，青年的社会经

验越来越丰富，生活阅历也越来越多，他们的交往虽然还带有很强的感情色彩，但他们不再受情绪所支

配，他们的交往活动除了考虑情感因素之外，更多地考虑到物质等方面。他们一方面控制自己的情绪，

珍惜自己感情的给予，与此同时也理性地权衡交往的利弊。 

二、青年社会交往的成本分析 

社会交往作为一种主体性行动，它是在特定的场境中产生的，而这个场境除了我们通常所说的环境以

外，还包括社会交往的收益与成本。青年的社会交往在促进其成长和成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青年也

为其社会交往支付了相应的成本。 

1．经济成本 

社会交往并不单单是口头的互动，特别是在崇尚物质利益的今天，“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的观

念已是“昨日黄花”。遇上亲朋好友、同学老乡的喜庆或婚丧嫁娶，人们一般要送礼以表示祝贺或慰

问，而礼金和礼物的贵重程度也已经成为衡量双方关系亲疏的重要标准。在这种情况下，青年的社会交

往已经成为了其巨大的经济负担。 

浙江团省委2005年组织的一次关于青年文化的大型调查显示，在浙江青年的消费结构中，除了生活必

需品60%以外，位于第一位的是教育消费12.5%，其次就是应酬交际，占到了8.1%，而事实上这并没有涵

盖通讯费用。在通讯费用中，年消费在600-1200元的浙江青年人数比例相对较高。该调查也显示，浙江

青年的手机拥有率达到了74.9%，手机的年消费能力超过1000元的占到了79.0%。而据华南高等教育研究

所的一项调查显示，大学生的消费结构中日常消费所占的比例在下降，用于人际交往的费用在不断上

升，甚至每月消费额的三分之一左右被人际交往所消耗，这其中包括通讯费用、人情应酬等等。也有调

查显示，有近七成的大学生都有“人际交往方面的消费”，约30%左右的学生每月人情消费超过120元，

甚至有的人仅通讯费用一项就超过100元。 

除了上述一般的社会交往花费之外，恋爱也是青年社会交往中的一个重要支出。远东零点调查公司在

甬城的调查发现，学生平均每月日常的恋爱开支约623元，其中男生平均每月925元，女生321元；已经参

加工作的青年恋爱成本更高，特别是男性的支出明显提高，男性每月的恋爱开支更是达到了1756元。比

如，王姓青年作为一家公司的普通职员，月收入大约3000元左右，而他每月与女朋友吃饭要花掉500元，



泡吧用掉200元，来回交通费用也要100多元，周末有时看电影也要花费200元左右，每月一次户外游支出

200多元，偶尔还要送送女朋友一些小礼物100元，不见面的时候打电话100元，这样下来平均每个月需要

花费1400元来维系恋爱关系。被调查的男青年虽然普遍渴望爱情，但认为若没有一定的资金来支撑，总

觉得底气不足。 

如果说上述花费是青年社会交往的直接花费，那么除此之外，青年为了社会交往进行的间接消费也有

不少。为了使自己在交际中不“掉面子”，青年往往会消费一些高档商品，以显示自己的“身份”或

“品位”，这在无形之中也加重了青年的经济负担，增加了其社会交往的经济成本。 

2．心理成本 

戈夫曼的戏剧理论认为，社会就是一个大舞台，每个人都在这个舞台上扮演一定的角色。在这种表演

中，每一个人都非常关心和试图控制自己留给他人的印象，每个人通过言语、姿态、手势等表现来控制

他人形成自己所希望的印象。要做到这一点，人们就必须把自己为他人所不能接受的方面隐藏在“后

台”，以便把一个为他人乐于接受的形象呈现在“前台”。青年在与他人进行交往的时候，为了给交往

者留下良好而深刻的影响，他们总是处处小心注意自己的行动，时时设法塑造自己的好形象。在这种情

况下，青年往往会觉得自己按照他人的意愿在塑造自我，而缺乏自我认同感，容易产生心理疾病。 

日前，广州发生的“枕头大战”也正说明了日常的社会交往给白领所带来的心理压力。所谓的“枕头

大战”就是参战的“战士”人手一个枕头，互相大打出手，大家不分阵营，战役也不分胜负；作为武器

的枕头都开有一个小口，很容易被打破，棉絮到处乱飞，就像雪花满天飞舞……平时斯文、端庄的白领

们，此刻疯狂无比，毫不客气地把周围的陌生人作为“进攻目标”，抡着手中“武器”——枕头劈头盖

脸地打过去。在混战中，人们尖叫着、嬉笑着，瞅见谁就冷不丁地给他（她）一枕头，然后迅速溜到一

旁窃喜。 

在“枕头大战”中，人与人之间可以互相攻击，能够开怀大笑，这为处于紧张状态的人们提供了一种

发泄渠道，从侧面也再次印证了青年社会交往的心理成本。 

3．机会成本 

社会交往的机会成本主要是指青年因为社会交往而使自己受到不良的社会化。青年的成长和发展与其

同伴群体有密切的关系，与同伴群体的交往是青年完成社会化的一个重要途径。“蓬生麻中，不扶而

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当青年处于“麻”中，自然能够规范自我，促使自己向好的方面发展；相

反，则容易使自己沦落。 

青年正处在人生阶段的独立期，在由家庭血缘群体向非血缘群体的交往中，其容易受“江湖义气”的

影响，认为“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多个朋友多条路”。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青年往往简单

地认为人义气高于是非，“为朋友两肋插刀才是真汉子”，这也是青年团伙犯罪的原因之一。另外，一

些青年为了维持自己在朋友圈中的“高品位”形象而追求高消费，但由于经济基础薄弱，使自己陷入经

济困境。为了不失面子，会抱着侥幸心理，不顾一切去诈骗、盗窃、抢劫；也有大学生为买两瓶酒、一

条烟，作为送给女友父母的节日礼物，就冒险去抢钱。一些平时表现安分的青年这时也会一反常态，用

违反社会行为来满足社会交往的需要，从而堕人违法犯罪泥坑。 

4．健康成本 

社交的健康成本特指因为社会交往活动而使个体身体和健康受到的损伤。青年的部分社交活动事实上

对青年的身体健康产生了极为负面的影响。 



从上个世纪70年代初起，青年的饮酒问题已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各国开始进行调查对青少年饮酒做出

研究报告或发出警报。目前，养成饮酒习惯已经是青年社会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部分，部分青年将饮酒

视为他们踏进人生道路的重要一步。于是，在社会交往中他们往往以“醉得一塌糊涂”来表示对对方的

情谊，这种肤浅化的认知使得青年只能将自己的健康“献给”自己的社交活动。据报道，南京每年至少

发生5万人次酒精中毒，一个普通的医院几乎每天都会收治三四位酒精中毒患者，而节假日则会激增。 

与酒一样，烟也是青年社交中的一个重要载体。很多青年本身也认识到吸烟有害健康，但他们还是认

为在社交中不吸烟会让人看不起，特别是与吸烟的同伴们在一起，总有一种被排斥的感觉。与饮酒一

样，吸烟也严重损害了青年的健康。研究表明，吸烟对青年的循环内皮细胞、胃及十二指肠粘膜等都具

有损害作用。 

除了烟酒之外，青年为了在社交中获得一个好的印象，而对自己的身体提出“苛刻”的要求，这种苛

刻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也损害了青年的身心健康。有调查显示，大学生的身体意象与抑郁、社会回避、

苦恼三者存在显著相关，BMI属于正常范围的大学生有40.8%的女性认为自己偏胖；而男性则有50.2%的认

为自己偏瘦，只有30.0%左右的大学生认为自己体重正常。大学生的身体意象直接影响到了其行为，或是

“求瘦”，或是“求胖”。以“求瘦”为例，较低的身体评价和较高的肥胖焦虑导致了大学生的“求

瘦”行为，19.9%的男性大学生有不同程度的“求瘦”行为，而女性大学生中具有“求瘦”行为比例则高

达41.8%。虽然这些被调查者的求瘦手段和程度不同，但其为了能够在社交中给对方留下好印象而付出的

健康代价却是令人吃惊的，特别是部分女生为了瘦身而不惜牺牲自己健康的饮食。 

三、青年社交成本的特征及风险应对 

青年社会交往的特点，决定了其社交成本具有如下的特征。 

一是高回报性与高风险性并存。青年时期是人生的黄金阶段，也是个体事业的开拓期，它担负着为实

现辉煌的人生积累足够资本的任务。青年个体通过社会交往，可以获得自己发展所需的资源和资本。因

此，青年时期的个体社交“投资”具有较高的回报性，能够为以后的发展提高充分的帮助。但与此同

时，由于机会成本等因素的存在，青年也极可能因为社会交往而使自己受到不良的社会化，从而使自己

过早地失去发展的机会，具有较高的风险性。 

二是主体的可再生性与不可再生性并存。主体的可再生性是指青年在社会交往中所支付的经济成本等

要素，能够通过其他的方式在日后得到补给。青年在逐步走向独立时，其经济的独立性也得到加强，他

们能够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持续的经济来源，同时由于社会交往具有回报性，因此青年也必然会从中获

得部分的收益。经济对于青年来说是可再生的，而健康则是不可再生的。青年在社会交往互动中的酗

酒、抽烟等行为，容易使自己的身体受到永久性的伤害，这种伤害极可能伴随其一生。 

青年的社会交往既有诸多的正功能，同时也必须承担诸多的成本与风险。如何规避社交带来的风险，

降低社交成本，本文有如下建议： 

1．树立正确的社交观 

社会交往是青年成长和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广泛的社会交往有助于青年的成长和成才，但广

泛的社交并不等于“滥交”，并不是什么样的人都交往。青年在选择交往对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选择与

自己志同道合或者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朋友。另外，社会交往可能离不开金钱，但并不是只有雄厚的经济

实力才能够拥有广泛的社会交往网络。社会交往本质是交往的双方在交往的过程中得到满足，这种满足

不单单是物质上的，更重要的是精神上和心理上的。为此，青年在社会交往中切忌互相攀比，需量力而

行，要正确地认识金钱、感情以及兴趣在社会交往中的地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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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强心理的调节作用 

不少人在一些社交场所不敢发言、讲话，内心对某些特殊的情境或场合特别恐惧，害怕别人发现自己

的错误，进而回避与别人的交流，害怕自己在别人面前出洋相，害怕被别人观察，或者自己做出不适当

的行为后产生过度的心理压力等等。对此，青年需要加强心理调节，客观、乐观地面对社会交往中的互

动，特别是他人对自己的意见和看法。 

3．加强自我保护意识 

烟文化和酒文化已经成为现代青年社会交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烟和酒对青年身体的损害早为他们所

熟知，但往往是身不由己。即便如此，青年在社交中也应当加强自我的保护，不过度饮酒，减少烟的吸

入量，尽可能地保护自己的身体。 

总之，青年的成长与成熟离不开社会交往，通过与其他人的互动和交往，青年能够找到自我、实现自

我的社会化、促使自己身心的健康发展。青年的社会交往虽然具有诸多的正功能，但其也必须承担诸多

的成本。能否正确地认知这些成本，规避社交带来的负面影响，是青年成长成才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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