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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80 后青年本应是家庭的经济支柱，却靠父母接济，变为家庭的负担，这有可能

会加速家庭的经济危机，导致家庭贫困问题的出现；对个人成长形成阻碍；对社会造成危害；

对传统文化造成冲击。因此，要从社会工作的不同领域展开介入，建立相应的社会支持网络，

协助啃老族解决在职业准备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困难。  

  [关键词] 啃老族； 80 后； 社会工作； 社会支持  

 

  一、啃老族的社会现状  

  1、啃老族的涵义及类型  

  “啃老族”一词是舶来品，又称尼特族，它是指一些不升学、不就业、不进修或参加就

业辅导，终日无所事事的族群。在学术界，一般认为，“啃老族”是指子女已经成年并有谋

生能力，但精神上仍未“断乳”，在经济上需要依靠父母帮助的年轻人，社会学家将他们称

为“新失业”群体，网民则形象称之为“啃老族”。  

  在中国，有调查显示，目前有七成青年靠父母抚养，成为家里寄生的“啃老”一族，其

中大多为 20—30 岁一辈，即指 1980-1989 年出生，年龄段在 20-29 岁的特殊群体，也就是

我们常说的“80 后”。笔者把 “80 后”啃老族概括为几种类型：  

  （1）完全型啃老族。这类啃老族一般家庭经济状况富裕，生活条件优越，但缺乏基本

的谋生知识和技能，长久安逸的成长环境，让他们养成了依赖的心理,是真正意义上的啃老

族。  

  （2）阶段型啃老族。他们拥有较高学历但却自恃身价，不愿意从事一些薪酬少、强度

大的工作，只好暂时呆在家中靠父母过活，如果找到合适的机会，大多数还是愿意出去工作

的，故称之为“阶段型啃老族”。  

  （3）资助型啃老族。这种啃老族多数有正当职业，收入基本能够满足个人生活所需。

但如果遇上结婚、买房等人生大事，还是需要父母予以资助，故称之为“资助型啃老族”。  

  （4）幻想型啃老族。他们倾向高风险的创业之路，渴望早日步入富有阶层，可他们缺

少社会经验，往往以惨败收场，不得不靠“啃老”接济生活。  

  （5）消费型啃老族。他们有稳定的工作，但却喜欢追求时尚，无法控制消费欲望，希

望早日拥有好房子、好车子，以维持体面的富贵生活，于是把求助的目光投向父母。  

无论是哪种类型的啃老族，都对个人和家庭生活带来一定的影响，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现象。  

  2、啃老带来的社会影响  

  （1）对个人成长的阻碍。80后啃老族长期赋闲在家，缺少与社会的接触，会导致个人

心理障碍的产生，不利于个人健康成长。而对社会就业群体的长期游离，会使自己边缘化，

钝化自身的生存能力，致使个人的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无法得到实现。 

（2）对家庭关系的影响。80后青年本应是家庭的经济支柱，却靠父母接济，变为家庭的负

担，这有可能会加速家庭的经济危机，导致家庭贫困问题的出现。闲赋在家的子女常常因为

和父母存在代沟又缺乏沟通，导致更多的家庭矛盾和冲突，家庭成员关系的和谐遭到破坏。  

  （3）对社会方面的危害。“80 后”群体本应是社会的生力军，是国家的栋梁，可是他们

却不能承担起自己应有的社会责任，无法成为社会的主人。他们可能因为无所事事，加之缺

少经济来源，在社会上制造事端，影响社会安定。啃老成员不积极就业，导致失业人口增加，

长此以往，整个国家的经济形势势必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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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对传统文化的冲击。中华民族以“勤劳勇敢”、“自强自立”的传统美德教育了一代

又一代青年，“啃老族”的出现使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受到了冲击。由于我国正处于急剧的社

会转型期，各种文化充斥着青年人的大脑，影响着青年人价值观的形成，使得 80后啃老族

更加注重自身利益，用“享乐主义”、“金钱主义”取代了“奉献主义”。随着“啃老族”的不断壮

大，我们的传统美德的继承与发扬将会陷入危险的境地，这不得不引起我们高度的警惕。   

  二、“80 后”啃老的成因分析  

  1、从人格特征分析  

  80 后是“吸吮着改革开放的乳汁长大的一代”，他们有着前辈不具备的优点，物质生活

充裕，富有激情，个性独立，有较强的法律、平等意识，对新事物敏锐，但同时他们自身的

人格特征上也存在着某些缺陷，缺乏对他人和社会应有的责任感，勤劳、勤俭意识较弱，精

神世界贫乏。  

  2、从家庭角度考察      

  80 后多数为独身子女或者双生子女，从小就受到父母的百般疼爱。而受传统观念的影

响，父母对孩子的过高期望，往往导致青少年在社会化过程中产生了偏差。父母在孩子的教

育过程中，往往更加重视子女的物质健康，忽视了子女各方面的能力培养，如独立性、责任

感、与人沟通合作的能力。  

  3、从社会角度透视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就业压力越来越大，但 80后啃老成员的

就业观念未作出及时调整，仍执著于热门行业和地区，同时我国不合理的教育体制，割裂了

教育和现实社会的联系，学生实际工作能力较差，常常陷入“高不成、低不就”的就业困惑。

社会道德的恶化也使得啃老现象有日益恶化的趋势。  

  4、从文化角度分析  

  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中存在着一些消极因素，如“在家靠父母，外出靠朋友”的“靠”的文

化，这折射出中国是一个非常讲究“关系”的社会。对刚踏进社会的年轻人来说，缺乏一张复

杂的“关系网”，使得子女渴望借助父母的人际关系资源来寻求工作，助长了子女的依赖心理。

此种文化导致年轻人独立意识和自立精神的缺失。  

  三、从社会工作角度介入的方法  

  社会工作作为现代社会的一种专业的科学助人活动，旨在帮助案主解决生活中的困惑，

克服生活中出现的危机，尤其注重帮助服务对象实现自身发展，助人自助。针对“80 后”啃

老成员出现的各种问题，可以从社会工作的不同领域展开介入，建立相应的社会支持网络，

协助啃老族解决在职业准备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困难。  

  1、开展家庭社会工作，建立家庭支持网络   

  开展家庭社会工作的目标在于协助家庭挖掘自身及社会资源，增强家庭功能，改善家庭

关系，解决家庭困难。针对啃老现象，主要是协助家庭开展子女教育，建立家庭支持网络，

包括情感支持与就业指导。 

父母在孩子的早期教育中，应有意识地培养其独立性、耐挫力、自信心、责任感和与人沟通

合作的能力。在子女的受教育过程中，父母应及时了解子女在各个阶段出现的身心变化，与

他们进行平等地沟通交流，协助他们克服成长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与困惑，尽量缩小彼此之间

的代沟。家长在空闲时间也应继续学习，可以进入家长学校，包括父母家长学校与隔代家长

学校，主要学习科学的育儿方法、家庭教育方法。[5]  

  在子女成人即将进入社会时，家庭成员应该给予他们情感上的支持，缓解他们的心理压

力，同时鼓励子女积极融入社会，摆脱对父母的依赖，从而保持个人能有积极健康的心态；

在进行职业选择时，父母可以凭借个人丰富的生活阅历和对子女比较了解的优势，给予子女

适当的指导和支持，协助子女确定适合自己的职业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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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开展学校社会工作，建立正规的专业支持网络   

  学校社会工作主要是运用家庭—学校—社区三方的专业支持网络，对处境困难的学生提

供专业服务，在这里主要是指为全体学生提供成长与发展服务，进行职业辅导。社会工作的

一项重要原则是强调“一起工作”，即学校社会工作者应利用教师与学生家长的重要资源，在

适当的时候，将其对学生问题评估与诊断的结果告诉教师与家长，以便一起为学生提供协助。

也可以采用小组工作的方法，与家长一起探讨孩子的未来，如就业的远景、为人父母的职责

等。同时学校社会工作者也必须与教师、行政人员及学校其他人员协力合作，对他们提供咨

询服务，从而达到学习教育的目的。此外，需要积极开发利用现有的社区资源，积极配合学

校的社会工作的开展，采用间接服务的方式协助服务对象。  

  3、开展社区社会工作，大力发展社区支持网络  

  社区社会工作则主要是指依托社区组织，运用社会工作的理论、方法和技巧，为全体社

区成员尤其是特殊困难群体提供的专业服务，在这里主要是指为待业青年提供社区服务与社

区教育。中国现在由街道办事处和社区居委会构成的社区组织网络，在对啃老族的社区教育

方面可以发挥很好的支持作用。要通过制度化的措施，使统一的社会保障机构及社区组织与

市场中介机构密切衔接，建立广泛的社区待业青年就业的社区支持网络，从而为社区待业青

年提供系统的专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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