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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我国社会开始了个体化进程。特别是我国当代青年的生命历程几与我国的个体

化进程同步，在其社交方式中或许会体现出更为明显的个体化倾向。因此文章将青年群体作为研究对象，

基于个体化理论，通过对青年当下热衷的社交行为进行研究以探寻其在社交方式上展现出的新特征及其

成因。研究发现，相较于我国传统上“注重他人看法”的社交观，当代青年在社交上更加倾向于以“自

我”为中心，形成以“实用至上”、“自我定制”与“注重边界”为特征的新型社交方式。这既源于我

国社会环境的变化，也与青年自身价值取向的特点以及网络媒介的传播密切相关。总言之，当代青年群

体的社交方式体现出社会个体化进程对其的深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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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policy, our society has begun the process 
of individuation. In particular, the life course of our contemporary youth is almost synchronized 
with the process of individuation in our country, which may reflect a more obvious tendency of in-
dividuation in their social ways. Therefore, this paper takes the youth group as the research o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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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 on the individualization theory, through the research of the social behavior of the youth,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new characteristics and causes of their social styles. It is found that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social concept of “focusing on the views of others” in China, contemporary 
youth are more inclined to “self-centered” in social interaction, forming a new social mode cha-
racterized by “practicality first”, “self-customization” and “focusing on boundaries”. This is not 
only due to the change of China’s social environment, but also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youth’s own value orientation and the spread of network media. In a word, the social ways of 
contemporary youth groups reflect the profound influence of the process of social individ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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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个体化的研究由来已久。简言之，个体化理论是基于社会结构的现代化转型而对现代社会个体的生

存状态的一种理论描述，它的理论核心是现代社会下个人不断增长的对个性和自由的要求与仍然需要依

赖于复杂的社会制度之间的张力。乌尔里希·贝克认为，“现代社会的诞生使人们脱离了历史上所规定

的社会形式和义务，这也导致了与传统相关的实践知识、信仰以及安全感的丧失，最终取而代之的是一

种结构性的个人主义[1]。” 
改革开放后我国迎来巨大的社会变迁，政策在制度层面的“松绑”允许个人可以自由地从固定的区

域或组织中脱离，而经济的发展使得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不断加快，也由此进一步促进了人口的流动，

我国居民主动或被动的从固定的区域或既有的组织中脱离出来，成为“独立的个体”，我国的社会也随

之开始了快速的个体化进程[2]。社会个体化在我国的青年群体中的影响尤为明显，不仅源于我国青年是

完全成长在改革开放之后，是伴随我国社会个体化进程起步的“同龄群体”，还因为随着我国市场化改

革的深入推进、青年教育和素质水平的提升以及科技成果的普及运用，使得青年不仅熟知，也深度参与

到个体化的进程之中，在其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深受个体化的时代背景下所带来的诸多影响。 
胡小武教授在 2023 年开展的有关青年“断亲”现象的问卷结果显示，“绝大多数的‘90 后’及‘00

后’的年轻人，家里如果没有事情就几乎不与亲戚联系。这说明青年‘断亲’现象确实已经成为一种社

会常态[3]。”若把“断亲”现象看作是青年群体对“拒绝社交”做出的试探性尝试，那“搭子”则是青

年们“拥抱社交”的一种主动性选择。据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对千余名青年受访者进行的调查，

有 72.6%的受访者表示自己的生活里有“搭子”，68.9%的受访青年认为寻找“搭子”是踏出社交舒适圈，

寻求新型社交模式的勇敢一步[4]。 
“断亲”与“搭子”，两个大相径庭的社交选择，却是当代青年在其社交方式上达成的某种“共识

性”的尝试。青年群体作为社会群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社交方式的特征与成因无疑是对当今社会人

际关系现状的一种整体性的折射，也是生活方式外在化的情感性表达。同时，青年作为未来社会运行的

主力军，其在社交方式上所做出的选择也将深刻影响未来社会成员的社交取向和未来社交文化的趋向，

故而有着显著的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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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脱嵌：“他我”的弱化 

贝克认为，个体化一方面意味着既有社会形式的解体，比如阶级、社会地位、性别角色、家庭邻里

等范畴的日趋弱化；另一方面则指的是将现有社会新的要求、控制以及限制被强加给了个体。个体化首

先强调的就是人们与原有的社会整合机制之间的“脱嵌”过程，是个体与建立在阶层、种族、家庭、邻

里、职业等基础上的社会认同和自我认同矛盾的过程，“脱嵌”即是个体摆脱传统的社会结构的束缚，

从以往的权力关系的义务中解脱出来[1]。 
我国个体化的进程既有如贝克所说的个体化的一般特征，又由于我国自身的社会传统与社会制度有

着“中国式”的个体化特征。其中最显著的就是我国快速的个体化进程，西方的个体化是漫长的、逐步

的，是先从经济层面的个体化开始逐步影响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是渐进式的。而我国是快速的、全面的

个体化，是在制度层面的推动下开始的个体化，进而也决定了我国的个体化是不平衡的个体化[2]。不同

年龄的群体间的个体化程度会因各自所成长的社会环境而不同，青年群体的成长期与我国个体化进程几

乎同步，因此青年一代在生活方式上会体现出明显的个体化特征，此类特征在社交方式上的体现更加明

显，其中最先开始的即是青年从传统的社交方式中“脱嵌”的过程。 
这里所说的社交脱嵌，不仅指由于网络媒介的发展使得青年从传统的线下社交场域中脱嵌，也是指

青年的社交理念从我国传统的社交观念中的脱嵌。 
从传统意义的社交来看，人们的社会互动是嵌入在紧密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的，这一点在我国的社会

传统上体现的更加明显，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提出的“差序格局”即是对此的说明，传统社会

以宗法群体为本位，人们以己为中心逐渐向外扩散形成自己的交往圈层，是以亲属关系为主轴的网络关

系[5]。在传统的社交关系中，人们的社交中心由亲缘关系的远近展开，日常的社会交往涉及到生活中的

各个方面，社交的频率和深度会随着与自己亲缘关系的紧密程度而调整，体现出明显的“亲缘越近，交

往越密”的特征。 
青年在社交方式上的“脱嵌”是从疏远亲缘关系开始的，即是上文提及的“断亲”。青年开始选择

疏于同二代以内的亲戚进行互动和交往，但却也不是传统上正式声明式的断绝亲戚关系。传统的“断亲”

是被动的、显性的，而当今青年的“断亲”则是主动而隐性的，既是个体主动的自我选择，也很少会向

传统式“断亲”一样对外公开，表现出的是一种渐进式的疏远、一种选择性的互动。 
之所以是“选择性的互动”，是指青年的“断亲”并非完全的与亲属“断绝关系”，也不是与所有

的近亲都隔绝，而是青年会对亲属进行理性的评价，通过考虑该亲属与自我的相处是否融洽、双方的价

值理念是否相同以及与之的亲属交往能否给自身带来价值来评判是否选择“断亲”，体现出的是强烈的

个体观念。在社会交往中更加重视“自我”的地位，而非传统式的他人眼中对自己的设定和评判，是对

传统社交的“脱嵌”，是社交层面个体化的彰显。 

3. 再嵌入：“自我”的回归 

贝克将个体化进程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脱嵌、去传统化和再嵌入。贝克认为，在“脱嵌”之后，

个体面临着在原有行为规则的瓦解后，个体失去对传统的依赖，进而进入一种新旧交替的不稳定性及安

全感的丧失，这就是“去传统化”所带来的风险，而只有当个体再次融入一种新的社会结构的关系中，

重新选择或建构与之适应的行为范式才能化解“去传统化”给个体带来的诸多不利影响，而再次融入的

过程就是“再嵌入”[1]。 
青年在对传统社交“脱嵌”后，迎来了在社交上的个体化，但与之也陷入了“去传统化”后带来的

社交风险，青年既不愿按照传统的社交规则来进行社会交往，但人的社会性又决定了个体不能脱离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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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孤立生存，青年对社交的需要和个体化的影响促使青年开始将进行以“自我”为中心的社交选择来建

构与个体化社会结构中相适应的社交范式，以完成在社交个体化上的“再嵌入”，将之置于有代表性的

具体社交行为的开展上，即是“搭子”社交。 
“搭子”社交指有共同兴趣爱好的青年彼此间结成的社交关系，双方或多方结伴进行的一些特定或

规律性的社交活动。相比于传统的社交，其有以下的四个特征。首先就是需有明确的目的，“搭子”社

交是因有着共同的社交需要才会产生。不同于传统社交“先认识再熟悉然后交往”的漫长过程，“搭子”

是在明确彼此将进行社交活动的前提下才会相识，是与传统社交完全相反的过程；第二是有具体的条件，

“搭子”的结识需要双方均符合一定的条件，条件是具体化的，只有双方都具备“搭子招募方”所要求

的条件并得到对方的认可才能形成“搭子”关系；第三是有一定的时空界限，“搭子”社交是因特定目

的而形成的社交，当目的达成即代表着本次社交的结束，当然不排除会有继续长久的社交行为，但多数

情况下“搭子”只是暂时性的，即使双方再次或是多次进行社交，也是限定在和初次社交相同的领域内，

很少会拓宽社交的内容；第四是私密性较强，“搭子”双方因特定社交活动相识，彼此间的了解仅限于

社交“条件”的符合，双方不需也并不想有过多的了解，可见具有私密性的特征。 
“搭子”社交的兴起，是青年个体化在社交领域的“再嵌入”过程，可以看作是青年自我意识的“回

归”，是其在对传统社交的“脱嵌”后，在社交行为上做出的新选择。相较于传统式的长时间高频率的

“强联系”社交，“搭子”带有明显的“弱联系”属性[6]。“搭子”的互动频率低于传统式的“人情往

来”、情感的卷入程度近乎于无、未建立起亲密的关系并且互惠交换的次数少，是“轻社交”的代表。

但“搭子”所具备的高浓度的“自我”却是此前的社交方式从未有的，“搭子”社交体现出青年在社交

观上的由传统式的“他我”视角向“自我”视角转化的过程，是青年作为独立的“个体”在社交上的积

极行动，社交不是被动的、从属的，社交规则也不是既定的、他者的。而是由个体发起，有明确的目的

和特定的要求，是以自我需求为导向、基于自身“社交意愿”的社交。 

4. 社交个体化：社会与个体的互嵌 

4.1. 社交个体化的特征 

4.1.1. 实用至上 
目的导向是当今青年开展社交活动的基础。青年的社交行为不是无序的、随意的社交，而是有着鲜

明目的性和具体条件性的“实用社交”。 
随着社会个体化的进程，青年群体需要独立选择自我的人生路径和独自面对未知的社会风险。而群

体性的风险分解在个体身上即是繁重的社会压力和复杂的人际关系，持续的重负使青年逐渐疲于应对需

要过多“情感投入”和“精力维持”的社交关系，正如传统以宗族血缘关系为主轴的“人情交往”或是

亲密朋友间需以高频率的社交活动维持的“亲密无间”的友情都属此类。青年反感参与无意义无价值的

仅为“社交”而社交的无效社交活动，而乐于组织或参与目的明确的、能满足自身利益或需求同时能给

自己带来价值的社交。 

4.1.2. 自我定制 
自我意识是当今青年社交方式的核心。在个体化的影响下，青年社交活动的设计都首先围绕自我的

意愿展开，无论是选择社交活动的内容，还是挑选符合自我需要的社交对象，或是通过相互沟通确定互

动关系，青年都希望自己可以掌控社交活动的各个环节，若是难以掌控，最低限度也需是与社交对象之

间彼此认同的“平等合作”关系，总体上看，整个过程是在垂直细分领域下“自我定制”式的精准社交。 
“自我定制”式的社交选择同样是个体化的显著呈现。首先是个体自主性的彰显，个体开始作为社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4.135401


郭帅梁 
 

 

DOI: 10.12677/ass.2024.135401 356 社会科学前沿 
 

会实践的主体具有行动的自主性，在行动过程中能够发挥自觉意识和支配能力，对实践过程形成主导和

控制作用，并对所实施的自主行动后果承担责任；其次也是个体能动性的表现，个体在社交的过程中由

自我主导，自我选择，根据自己的状态或意愿进行能动地调整；最后也是创新性的鲜明体现，个体通过

对社交活动的积极建构，使自我的行动成为一种创新的过程。 

4.1.3. 注重边界 
边界感的有无是当今青年社交能否开展的前提条件。在社交领域而言，边界感即是人际边界，其是

意识到“自我”与“他人”的能力，是指个体能察觉出人际界限的感知力，标志着对社交边界的重视程

度[7]。 
在社会个体化的趋势下，个体自身的重要性不断得到强化。当代青年群体在营造自己内心世界的同

时也开始重视自我私人空间的保护，在内心设置与外部世界相分离的界限，以防止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

的过度重合而导致的外部世界对内心世界的过度干涉[8]。具体而言，社交边界主要有两方面：一是设立

个人的社交边界；二是不能侵犯他人的边界。既体现出个体化下青年社交生活的主体性，也反映出青年

的主体性不是对他人的管控和领导，而是在保有自己社交边界的同时也尊重他人的社交边界。 
可见相比于传统社交注重的空间身体距离，当今青年的社交活动更强调保有适当的心理距离，即保

持自我意识的纯粹性。此外，社交中的心理距离也不是统一固定的，其具体边界会根据与社交对象的情

感深度和密切程度而调整，但一定不会消失。 

4.2. 社交个体化的成因 

4.2.1. 社会环境 
近年来我国社会在个体化的趋势下迎来“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变，青年因此既拥有了

自我选择的广阔空间，也被裹挟于激烈的社会竞争之中。同时，生活空间的广阔也带来了人际交往的扩

大化，纷繁复杂的人际关系使得青年的社交生活呈现出过载的状态而使其疲于应对，由此青年希望能躲

避或切割和自己利益或需求无关的“无效社交”，给自己的生活留下自己配置的空间，而非成为被社交

异化的个体。传统的社交关系可以让个体在遇到困难时获得社会网络的支撑。但随着“陌生人社会”的

来临，过去人情交往下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已逐渐被社会分工所取代。长此以往，自然对传统的社交依

赖逐渐减弱。 
此外，文化传统也会影响社交方式的形成，不同的文化有着不同的社交传统。这是文化优势的体现，

但当大的社会变革来临时，文化传统也会迎来嬗变。不合时宜的传统会被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个体舍弃，

特别是完全是在现代社会成长的青年群体，传统社交显性或隐性的“规则”在其眼里是一种束缚，此时

的文化传统会引起青年“逆反”的心理。 
具体而言，第一，当下的青年群体大部分是独生子女，在其的成长过程中是缺乏过多社交机会的；

第二，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当下青年一代多数是在以“小家庭”为主的社会单元中长大，缺少对传

统社会交往中诸如亲戚、邻里关系的情感体验。同时教育的普及和教育程度的提升使得不同代际之间的

思维和认识的差异性正在快速扩大，从而导致与长辈间的隔阂不断加大，种种因素使得青年群体难以理

解传统式的“人情交往”，对于传统社交规则也显现出明显的抵触感；第三，与成长过程中单薄的人际

交往体验相伴的，是互联网时代给社会交往带来的根本性变化，功能性的社交逐渐占据了社交的大部分

份额，在型塑青年社交观的同时，也让青年感受到过重的社交压力，由此青年渴望逃离“无效社交”，

即一切与自身利益或需求不相符的社交都是可以避免的，这既是个体化社会下的最优解，也是减缓其社

交压力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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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价值取向 
个体化背景下使得社会在价值取向上呈现出由“集体导向”到“个体导向”的取向趋势，青年群体

也体现出个体首位和自由取向的价值特点。此外，繁重的生活压力和激烈的人际竞争也使青年养成了实

用主义和功利化的价值理念。 
两者的叠加使得青年在社交方式的形成上体现出明显的价值取向影响，即青年一方面主张社交的主

体性，注重自我实现和个人成长，强调自我体验和个性表达，在社交的全过程中都表现出强烈的自我意

识，拒绝与自我价值观不符的对象进行社交而乐于和价值观一直或契合的社交对象进行社交活动。 
另一方面，在实用主义和功利化的价值理念的影响下，青年在社交方式上也形成务实的特征，注重

社交的实用性，而不是以漫无目的、消磨时间为主题的社会交往，不愿进行与自身利益和需求无关的或

是难以给自身带来任何价值的社交活动，而主张进行目的明确的实用型社交。 

4.2.3. 网络媒介 
科技的发展带来了科技成果在日常生活中的普及运用，也提升了网络媒介在社交中日益重要的地位。

青年群体成长于网络时代，互联网的便利性使得青年消耗大量的时间选择在网络里进行购物、娱乐、学

习等日常活动，网络的生活化大量占用了青年在社交方面的时间，使得青年越来越淡漠于传统的社交活

动。与此同时，借助于各种社交软件与现实或虚拟的朋友沟通，并在线上开展社交活动，使得青年借此

突破了传统社交的时空壁垒，可以脱离线下的社交场域进行实时社交，从而加速了对传统社交的“脱嵌”。 
与此同时，科技的日益进步也带来了社交软件的持续更新，移动网络和智能手机的普及使青年在社

交方式和内容的选择上更加多样。同时，各种垂直细分的社交软件的也让青年可以快速地结识有共同兴

趣的社交对象，既扩大了社交对象的范围，也让青年线下社交的意愿更为减少。 
但一体两面，网络媒介对日常生活的过度深入，青年在使用社交软件的过程中开始产生一种倦怠情

绪，即是虚拟社交的倦怠感，这种网络带来的社交倦怠也使得人们对于网络以外的真实社交再一次产生

渴望，线下交往开始回温[9]。当然，大数据的发展也为青年的社交选择提供了便捷的检索工具，青年开

始用网络检索符合自身兴趣的社交对象，从而“定制”自我精准化的线下社交。 

5. 结语 

个体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进程，社会的个体化影响着社会成员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青年作为深受

个体化影响的群体，在其社交方面表现出明显的个体化趋势，既有对传统社交的“脱嵌”，又有着自我

意识主体性在社交领域的“再嵌入”，其在社交方式上做出的种种选择，都可看作是个体化在社交上的

折射，同时也可通过青年社交方式上呈现出的新特征来进一步看出个体化未来的发展趋向。 
青年的主观认知在个体化的影响下迎来从“为他人而活”到“为自己而活”的转变，在社交方式上

逐渐树立起“自我中心”的社交选择，此种选择一方面使得青年的独立性与自我感得到强化，一方面也

使青年承担着愈加沉重的社交压力，青年群体难以负重需要过多投入精力来维持的社交关系，从而更偏

向于以目的为导向的“轻社交”，同时为彼此的社交关系设立明显的边界以维护自己私人的空间，形成

以“实用至上”、“自我定制”与“注重边界”为特征的新型社交方式。这既源于我国的社会环境的变

化，也与价值取向的转变和网络媒介的普及密切相关。总体而言，青年社交方式的变化是个体与社会两

者间相互作用的结果，是个体化在社会交往上的折射，是社交的个体化，其既是对现代社会关系变化的

反映，也将在未来影响着我国社交文化的发展。 
本文从个体化的视角对青年群体的社交方式进行研究，既有助于更好地阐释社会个体化进程中个体

的社交方式的变化，将青年群体社交认知的转变置于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考察；同时也为分析青年社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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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的特征及其成因拓展新的理论视角。但本文仍有不足之处，本文将青年群体整体作为研究对象分析，

但青年群体内部仍可以根据不同的个体特征继续进行分类，而不同类别的异质性是否会导致不同青年的

社交方式“脱嵌”与“再嵌入”的程度相同？其中的哪些特征又是尤为显著？将是留待未来继续思考的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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