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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国家的希望在青年，民族的未来在

青年。当前，部分青年群体表示，他们面临着生活、职场和家庭等方面的压力，但困难和压

力并不能阻碍青年群体展现属于自己的一面：他们的生活丰富多彩，衣食住行等方面的

消费理念更理性，文化生活上追求国潮，工作上成为“中坚力量”，也更注重家庭与工作的

平衡，娱乐休闲上“花样更多”，展现出“�+�”的多面生活。

青年群体的多面生活值得关注和研究，人民数据研究院在调研后发现，鉴于 �� 后、��

后青年群体的生活情况具有典型性，能够较为全面、直观地了解当代青年群体多面生活的

特点，本文中的青年群体主要指 �� 后、�� 后的人群。

为此，人民数据研究院开展 �� 后、�� 后青年群体的多面生活分析，探寻相关原因，展

现青年群体的未来期待。

时代造就青年，盛世成就青年。青年群体的生活更加多元，且呈现出多面性的特征。他

们的消费理念更加成熟，文化追求凸显个性，更注重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娱乐休闲更加丰

富，也更加看重家庭关系。

住得舒适
穿出
自我

行得
便捷

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青年群体的消费观念发生变化，他们不再盲目追求品牌，而是

强调品质化生活，寻求性价比和精致化。青年群体的消费方式个性化，热衷于穿出自我、吃

出健康、住得舒适、行得便捷，享受多面的生活。

（一）物质条件丰富，青年群体消费理念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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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青年群体的多面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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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显示，���� 年，��.�% 的青年群体表示，购买商品更注重实用性，在消费上更加

“精明”和谨慎，“买得值、花得对”。《���� 年年轻人消费行为大调查》报告显示，有 ��.�%

的受访人追求品质，��.�% 的受访人希望彰显个性。这表明，青年群体的消费理念凸显理

性且多元。

1 消费理念成熟，储蓄意识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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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年青年群体购买商品时主要考虑的因素
数据来源：《���� 年年轻人消费行为大调查》

同时，青年群体的“存钱”观念更加强烈。中青报社会调查数据显示，���� 年，��.�%

的受访人理财观念增强，��.�% 的受访人意识到“月光”不可取，并开始攒钱或计划攒钱。

图 �：���� 年青年群体消费观念改变的原因
数据来源：中青报社会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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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群体的穿着更注重彰显个性，表达自我认同。《���� 当代青年时尚生活趋势白皮

书》显示，���� 年，��% 的青年群体认同审美应该多元、不刻板。在穿搭上，青年群体平均

尝试过 �.� 种不同的风格，运用 �.� 种不同的元素。同时，青年群体也喜欢国潮服饰，数据

显示，���� 年，��.�% 的受访群体喜欢国潮风格，��.�% 的受访群体买过国潮物品。其中，

服饰是人们买的最多的国潮物品，占比为 ��.�%。

２ 追求多元审美，穿搭方式百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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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年青年群体购买过的国潮物品情况
数据来源：人民数据研究院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

��.�％ ��.�％
��.�％

服饰 美妆 潮玩 美食 生活用品

��.�％

青年群体的餐桌文化发生了改变，随着年龄、阅历以及社会需求的增加，他们更赞同

节约粮食、拒绝浪费的观念。中青报社会调查数据显示，����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食品

浪费法》颁布之后，��.�% 的受访人“反食品浪费的意识有所提高”，��.�% 的受访人外出

就餐会打包剩饭菜，��.�% 的受访人会积极践行“光盘行动”。

3 拒绝食物浪费，追求膳食养生

图 �：���� 年青年群体的反食品浪费意识情况
数据来源：中青报社会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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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青年群体的健康意识和养生意识不断增强。数据显示，���� 年，��.�% 的受访

群体认同膳食养生的必要性。

当前，青年群体的住房压力和购房压力大，但这不能妨碍他们追求品质，体验生活。

《���� 新青年居住消费报告》的数据显示，���� 年，��-�� 岁的人购房意愿高于租房，

��.�% 的青年群体不接受长期租房，其中女性占比更高。��.�% 的青年群体表示目前是独

居状态，其中，��.�% 的青年群体未来倾向于购房独居。他们希望在享受自由和清静的同

时，又能获得归属感和安全感。

图 �：���� 年青年群体居住状态和期望的居住方式
数据来源：《���� 新青年居住消费报告》

4 倾向购房独居，愿为品质付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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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必要。无论年龄，每个人都应该去践行膳食养生

看情况。根据个人身体情况而定

无所谓。每个人有权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

没必要。年轻人不用膳食养生，吃自己爱吃的最重要

图 �：���� 年青年群体膳食养生的态度
数据来源：人民数据研究院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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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群体追求低碳生活理念，倡导绿色健康出行。他们的出行更便捷、体验更美好。

《低碳出行让生活更美好—共享电单车社会价值报告》的数据显示，���� 年，��% 的共享

电单车出行替代以小汽车（网约车、私家车、共享汽车 / 租车）和摩托车为主的高碳出行。

其中，��.�% 的共享电单车用户为 �� 后、�� 后群体。青年群体成为骑行主力。

5 提倡低碳生活，践行绿色出行

红色旅游越来越受青年群体的喜爱。据携程《���� 上半年红色旅游大数据报告》数

据，红色旅游用户年龄主要以 �� 后、�� 后为主，分别占比 ��% 和 ��%。�� 后人数相对

���� 年上半年增长近 ��%。随着年轻人的爱国热忱不断高涨，青年群体参加红色旅游的

人数显著增长。同程平台的相关消费预订数据显示，红色旅游的青年消费群体主要来自北

京、广州、上海、苏州、大连、杭州、海口、成都、南昌等。

6 钟情红色旅游，传承红色基因

图 �：���� 年共享电单车用户年龄层
数据来源：《低碳出行让生活更美好—共享电单车社会价值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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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年上半年红色景区游览客群的年龄分布
数据来源：《���� 上半年红色旅游大数据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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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群体涉猎广泛、积极参与文化生活。中华传统文化元素逐渐与现代生活交融，青

年群体更乐于传播传统文化、体验文化活动、消费文化产品，彰显青年群体文化自信的一

面。数字时代下，青年群体更欢迎新技术催生的各类文化新品，显示出较强的适应能力。

（二）文化活动多元，青年群体彰显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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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旅游研究院 (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 ) 的《���� 年全国文化消费数据报告》数

据，���� 年，我国居民更多关注身边的文化消费场景。其中，���� 年上半年，各年龄段群

体文化消费时长主要集中在 �-� 小时和 �-� 小时。超五成 ��-�� 岁和 ��-�� 岁群体文化

消费时长在 �-� 小时。这表明，青年群体愿意花费更多时间在文化生活上。

1 文化消费旺，时间投入更多

<� 小时 �-� 小时�-� 小时 �-� 小时 >� 小时

��-�� 岁

��-�� 岁

��-�� 岁

��-�� 岁

�� 岁以上

6%

3%

3%

7%

4%

44%

42%

45%

59%

69%

36%

42%

38%

26%

21%

11%

11%

12%

5%

4%

2%

2%

2%

2%

2%

表 �：���� 年 �-� 月年龄段文化消费时长占比

数据来源：中国旅游研究院 (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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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潮热度的不断升级，青年群体爱上国潮等传统文化，喜欢华服、IP 联名文创等带有

中华传统文化元素的国潮产品。《���� 多多新国潮消费报告》的数据显示，���� 年，新国

货的消费群体中，�� 后占比 ��%，�� 后占比 ��%。据人民数据研究院《中国华服市场研究

报告（����）》数据，���� 年，��.�% 的华服爱好者为 ��-�� 岁之间的青年群体，也有部分

�� 岁以上群体喜欢华服，占比 �.�%。

2 迎接新浪潮，国潮消费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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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岁以下

��-�� 岁

��-�� 岁

��-�� 岁

��.�％

��.�％

��.�％

��.�％

�.�%
�� 岁以上

图 �：���� 年华服爱好者年龄段分布
数据来源：《中国华服市场研究报告（����）》

青年网民数量众多，总数接近 � 亿人。据《第 ��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显示，截至 ���� 年 �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 亿人，其中，��-�� 岁网民占 ��.�%，

��-�� 岁网民占 ��.�%。数字时代下，青年群体的文化学习方式也发生变化，用新技术手

段来“充电”。《���� 年度中国数字阅读报告》数据显示，���� 年，数字阅读用户年龄分布

上，��-�� 岁的人群占比 ��.�%，�� 岁以上的人群占比 �.�%。

3 拥抱新场景，数字读书“充电”

拿纸质书阅读

网络在线阅读

电子阅读器上阅读

听书 视频讲书

手机上阅读

图 ��：���� 年 � 月成年国民倾向的阅读方式分布
数据来源：《���� 年度中国数字阅读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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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群体的职业选择更加多元，对新职业的选择更加普遍。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 年，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已达 � 亿人，其中 �� 后成灵活就业的主要群体。互联网行业

最受该群体青睐，短视频制作、直播带货等成为不少青年群体的选择。《���� 年春招市场

行情周报（第四期）》数据显示，���� 年，灵活就业的群体中，��.�% 的人认为“工作时间和

地点灵活”；��.�% 的人认为“在工作外增加一份收入”，可以让工作与生活更加平衡。

2 选择多元化，倾向灵活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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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工作与生活更平衡，青年群体希望职场从容

青年群体是职场的“中坚力量”，他们中大部分工作节奏快，也普遍面临较大的职场

压力。其中，据《当代年轻职场人现状洞察报告》数据显示，�� 后面临较大的职场压力，

超八成一线城市 �� 后职场人群经常加班，超七成新一线城市与二线城市 �� 后职场人群

也面临同样的工作环境。在面临巨大工作压力之下，青年群体更注重工作与生活的平衡。

青年群体更倾向于通过寻找兴趣、增加社交等方式平衡压力。据《当代年轻人“精神消

费”现状调研》数据显示，���� 年，超六成 ��-�� 岁群体选择通过参与精神活动达到释放

压力，近六成 ��-�� 岁群体通过精神消费释放压力、维系话题和寻找圈层，以平衡工作与

生活。

1 适应快节奏，舒缓工作压力

图 ��：���� 年 ��-�� 岁、��-�� 岁、Z 时代的精神消费活动的动机分布
数据来源：《当代年轻人“精神消费”现状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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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群体在应对工作压力之时，仍然坚持奋斗。《中国青年网民社会心态调查报告

（����-����）》对微博平台 ����-���� 年的活跃青年网民分析发现，“奋斗”是当代青年群

体的主旋律。数据显示，��.�% 的人群拥有积极的奋斗目标，努力拼搏，不愿“躺平”。

3 奋斗主旋律，积极应对压力

— 9 —

青年群体的娱乐休闲生活更加丰富，爱好内容广泛、兴趣圈种类繁多，呈现越来越

“野”的生活状态。从传统的看电影打发时间，到 DIY 手工坊、VR 等，青年群体的娱乐休闲

生活更加惬意，爱好和兴趣的“花样”越来越多。

（四）娱乐休闲不重样，青年群体兴趣“更野”

青年群体的娱乐活动多样，刷短视频、看综艺、看电影等都是他们休闲的方式。其中，

���� 年，城市院线观影总人次 ��.�� 亿，青年群体为之“贡献”最高。《���� 中国电影观众

调查报告》数据显示，���� 年，��-�� 岁的电影观众比例为 ��.�%，其中，��-�� 岁的比例

为 ��.�%，��-�� 岁的比例为 ��.�%，��-�� 岁的比例为 ��.�%。

1 活动多样，近七成爱看电影

图 ��：���� 年看电影的年龄构成
数据来源：《���� 中国电影观众调查报告》

5.8％

23.1％

20.5％

��.�％

��.�％
��.�％

�� 岁及以下 ��-�� 岁 ��-�� 岁 ��-�� 岁 ��-�� 岁 �� 岁及以上

人

民

数

据

研

究

院

出

品



— 10 —

北京冬奥会的成功举办，带动青年群体对冰雪运动的热爱。据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

《“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统计调查报告》显示，��-�� 岁居民冰雪运动参与率最高，为

��.��%，参与人数为 �.�� 亿人。娱乐休闲是青年群体参与冰雪运动的最主要目的，��-��

岁的受访群众比重最高，为 ��.��%，该群体参与冰雪运动的意愿合计最高，为 ��.��%。

从主动参与度看，��-�� 岁的受访群众“个人自发参与”的比重最高，为 ��.��%。

2 自发参与，热衷玩冰雪运动

露营、潮玩、剧本杀、DIY 手工坊、舞蹈、VR……青年群体的娱乐休闲方式不再追求

“走马观花”，而是更注重沉浸式体验。《美团：���� 实体剧本杀消费洞察报告》数据显示，

���� 年，参加剧本杀的群体中，��-�� 岁的群体占比最高，为 ��%；�� 岁及以上的群体也

有一定的爱好者，占比 �%。另据美团 APP 搜索数据显示，���� 年国庆期间，青年群体的

瑜伽和 DIY 手工坊订单量同比增速分别达到 ���% 和 ���%，这表明青年群体休闲时享

受难得的“慢生活”。同时，《����“微度假”风行报告》数据显示，���� 年，�� 后和 �� 后是

“微度假”的主力人群，占比均超过 ��%。这表明，青年群体愿意尝试参与感强的新兴娱乐

方式。

3 沉浸体验，探索新玩乐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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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科技发展迅速，加上疫情等因素，很多青年群体有更多机会居家办公，与家人的

相处时间更长，更加体谅家人，也更加注重平衡生活与职场。数据显示，���� 年，��.�% 的

受访人意识到要多体谅家人；��.�% 的受访人表示要重视心态乐观平和；也有 ��.�%

的受访人注重平衡职场与生活。

1 体谅家人，注重平衡生活与职场

青年群体与家人、父母的沟通交流增多。中青报社会调查数据显示，����年，通过了解

父母的短视频偏好，��.�% 的青年群体认为可以增加与父母的交流互动，减少代沟；��.�%

的青年群体觉得可以加强对父母情感需求的关注，了解他们的想法。青年群体通过了解父母

的喜好，增加彼此之间的共同话题，更加了解父母的想法，体会到与父母互动的乐趣。

2 了解喜好，增加与家人交流互动

（五）关爱家庭关系，青年群体越加关心家人

图 ��：新冠疫情发生后青年群体心态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人民数据研究院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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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很多青年群体“上有老、下有小”，承受着赡养老人、养育子女的压力。面对压力，

青年群体更渴望与家人、朋友保持亲密和谐的关系。更多青年人对家的观念越来越看中，

他们希望投入更多时间经营家庭生活。

意识到要多体谅家人，收敛脾气性子

重视心态乐观平和，不畏难不焦虑

开始重视健康，不再做口头养生族

注重平衡职场与生活，劳逸结合

感到要心胸格局放大，不庸人自扰

增加与父母的交流互动，减少代沟

加强对父母情感需求的关注，了解他们的想法

多加提醒，防止父母过于沉迷短视频

及时引导，以免父母被短视频内容误导

图 ��：���� 年青年群体了解父母看短视频偏好的益处
数据来源：中青报社会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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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群体更加愿意在育儿、子女教育方面花费时间，夫妻双方共同参与度有所提升。一

方面，男性陪产假的延长，提升父亲在育儿中参与度的基础，增进夫妻感情，减轻家庭育儿

压力。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青年“宝爸”开启“带娃模式”与“宝妈”共同抚养子女。《中国理

想生活母婴趋势》的数据显示，���� 年，除睡觉时间外，每天陪伴宝宝时间超过 � 小时的“宝

爸”占比 ��.�%。越来越多的“宝爸”愿意花更多时间陪伴子女，这些父母也愿意花费更多时

间陪伴子女出游和学习。《中国居民家庭亲子游消费报告 ����》显示，�� 后和 �� 后父母成

“亲子游”消费主力，其中，�� 后父母占比 ��.�%，�� 至 �� 岁的“�� 后”父母占比 ��.�%。

青年群体表示越长大越重视给父母过生日。中青报社会调查数据显示，���� 年，

��.�% 的受访人曾给父母过生日，其中 ��.�% 每年都会。同时，��.�% 的受访人表示父母

需要这种仪式感。在父母过生日时，��.�% 的受访人会回家陪伴，��.�% 的受访人会带父

母出门放松。青年群体越来越重视陪伴父母，关心他们。

3 共同抚养，愿花更多时间陪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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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青年群体给父母过生日的情况
数据来源：中青报社会调查

图 ��：亲子游消费者年龄层分布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居民家庭亲子游消费报告 ����》

不记得父母生日 没有给父母过过生日 有时会给父母过生日 每年都会给父母过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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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多重因素开启青年群体多面生活

随着我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跨越，青年群体获

得了更多的发展机遇，实现人生出彩的舞台越来越宽阔。生逢中华民族发展的最好时期，

青年群体拥有丰富的物质条件、富足的精神生活、多元的职业选择，发展基础日益厚实，底

气越来越足。

我国经济规模持续提高，包括青年群体的全体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升。根据国家统

计局的数据，���� 年全年 GDP 突破 ��� 万亿元，人均 GDP 突破 �.� 万美元，接近高收入

国家门槛。数字经济的稳步发展，数字技术的应用提高青年群体的工作效率，新业态也给

青年群体提供更多就业机会，选择更多。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也奠定青年群体发展

的物质基础。《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指出，超过 ���� 万贫困青年彻底摆脱贫困，中国青年共

同迈向更高水平的小康生活。青年群体的生活水平实现了质的跃升，高质量发展有了更加

丰盈、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

（一）物质条件更加优渥，收入起点上限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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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年我国贫困人口趋势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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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群体的身体更加健康。社会保障制度更健全，���� 年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

数达 ��.� 亿人，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 ��.� 亿人，参保率稳定在 ��% 以上。医疗

资源供给持续增加，���� 年，我国医院数量升为 �.� 万个，为青年群体的健康保驾护航。

图 ��：����-���� 年全国基本养老等保险参保情况
数据来源：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青年群体的文化素质不断提高，受教育水平大幅提升。���� 年，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

育年限达 ��.� 年，比十年前提高 �.� 年；大学专科以上在职青年占同等文化程度就业总

人口比例超过 ��%，比在职青年占就业总人口比例高约 ��%。

青年群体的精神成长空间也更为富足。青年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精神生活的多姿多

彩。数据显示，全国公共图书馆、美术馆和博物馆数量逐年增长。截至 ���� 年，全国共有公

共图书馆 ���� 个、美术馆 ��� 个、博物馆 ���� 个，青年群体享受的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显

著提高，逐渐从“去哪儿都新鲜”转变为“去哪儿都习以为常”，精神品位不断提升。

（二）文化生活更加多彩，精神追求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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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年我国公共文化设施数量
数据来源：文化和旅游部

经济的发展、数字技术的进步，青年群体的职业选择丰富多样，日益市场化、多元化、

自主化。第三产业成为吸纳青年群体就业的重要领域。���� 年所有就业人员中，第三产业

就业占比 ��.�%。此外，新产业、新业态催生了大量新职业，出现大量灵活就业青年，“斜杠

青年”（指那些不满足于单一职业，为追求个性发展从事多种职业的人）也不再新奇。

互联网催生新兴青年群体，数据显示，我国网民规模稳步提升。截至 ���� 年 �� 月，

我国网民规模为 ��.�� 亿，较 ���� 年 �� 月新增网民 �.�� 亿，互联网普及率达 ��.�%。

互联网的崛起及平台的发展，延伸了工作场域，引发了新兴知识和服务业的浪潮，以弹性

和灵活的工作方式吸引了大批青年进入新兴行业。直播带货、网络作家、视频制作等为青

年群体提供了更多元的工作，快递、外卖等也为青年群体提供了大量灵活就业的机会。

（三）职业选择更加多元，灵活就业机会增多

互联网的发展，催生了云直播、云演出等新兴演出形态，突破线下演出的时空局限和

容量限制，更拓宽了观众群体的年龄与地域范围，不断满足青年群体的多样化、个性化、高

品质观赏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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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年网民规模和互联网普及率
数据来源：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 ��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新时代中国青年争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积极推动者、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积极

参与者、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积极创造者、社会文明进步的积极实践者、美丽中国的

积极建设者。青年群体在未来大有可为，对未来的工作和生活充满期待。

坚守“永久奋斗”光荣传统，青年群体把平凡的岗位作为成就人生的舞台，展现出对未

来的积极态度，也以更包容的方式面临可能出现的困难。《中国青年网民社会心态调查报

（一）奋斗奉献，靠努力实现美好人生

三  |  青年群体对未来充满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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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群体在激烈的职场竞争和工作压力背景下，对未来的发展前景与期待更加具体。

《���� 青年求职行为洞察报告》数据显示，���� 年，青年群体在求职时，��.�% 的青年群

体看重“成长，个人能力的快速提升”，��.�% 的青年群体认同“价值观，让我感受到工作的

意义”。这表明，青年群体“向前看”的人生观较为普遍。也有不少青年群体承压增大，期待

工作与生活更加平衡，向往“舒展自在的生活”。数据显示，���� 年，超五成的 �� 后、�� 后

群体最期待“轻松田园生活，舒展自在”的生活状态。

（二）希望成长，期待工作与生活平衡

图 ��：不同年龄层青年群体对向往生活的倾向分布
数据来源：人民数据研究院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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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数据显示，��.�% 的青年网民群体普遍相信“努力有用”，坚信依靠自身

努力能够实现更美好的人生。��.�% 的青年网民具有较高的发展效能感，折射出青年网民

群体对自身发展的信心与对未来的憧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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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群体期待幸福的人生，人生的成功不仅在于高度，也离不开宽度。西安工业大学

党委书记刘卫国表示，青年人在追求美好生活时，牢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做一个有宽

度的人。青年群体在平凡岗位上艰苦努力，在各行各业把平凡做成了不起、把不可能变成

可能，将奋斗精神印刻在一个个普通岗位中。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人生的高度可以追寻，

人生的宽度也可以拓展。

（三）多元人生，寻求高度也看重宽度

青年群体不畏难、不惧苦，乐于挑战自我，不断突破自我，追求极致人生。越来越多青

年群体热衷创造新事物、热衷解决难题、热衷把被人忽略的细节做到极致，中青报社会调

查数据显示，��.�% 的青年群体钦佩“能在某个领域做到极致的人”。青年群体看待“极致

人生”的态度也发生一些变化，更加多元，想要拥抱不同的生活方式。

青年群体中，有的人追求极致的人生体验，期待工作与生活更平衡；有的人希望发展

自己的爱好和兴趣，对生活更包容；有的人希望有时间了解世界，追求人生高度的同时，

看重人生的宽度；有的人期待与家人的亲密关系，期待与家人、朋友的关系更加和谐，这

些构成了当代青年人“�+�”的多面又精彩的生活，也蕴含了他们对极致的体验。

（四）追求极致，借挑战自我实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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