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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7年，在围绕青年研究的理论回顾和思考中，有两项重要的学术活动，将在青年学科史上留下
重要的一页。
一是《当代青年研究》杂志，从2007年第2期开始，隆重地开辟了“理论反思”专栏，“约请新老专家
、学者，对30年来的青少年研究进行总结反思，并就研究的发展前景与基础理论的建设各抒己见。
”该杂志编辑部精心组织刊发了一系列颇有份量的专题论文，气势大、影响大。
二是2007年4月25～26日，中国青年社会学研究会和《当代青年研究》杂志社，举办了青年研究及其基
础理论建设研讨会。
其间，青年研究的老一辈专家、学者所做的历史性回顾与总结，新一代青年学者所做的理论思考与探
讨，是本次研讨会的一大亮点，而且与《当代青年研究》开辟的青年研究“理论反思”专栏，密切呼
应，声势大，影响大。
这两项青年研究学术活动，使得2007年成为了青年研究理论回顾和思考年，对促进中国青年研究的理
论进步和升华，推动中国青年学科的构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尤其值得肯定的是，在充分反映了2007年中国青年研究理论成就的这两项学术活动中，《当代青
年研究》发挥了主导性的作用，为中国的青年研究学术刊物推动和促进理论探索与学科建设，作出了
带头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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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青年塑造未来》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青年研究的国际信息交流项目，自1990年起由中国社
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主持经办了10年，每年编制论文文摘进行内部交流，自2000年起由中国社会科
学院文献信息中心和共青团中央宣传部合办，公开出版发行《青年塑造未来》（上册·论文文摘、下
册·论文文丛）共三卷。
从上卷（2006年版）只出论文精选，并附录《中国青年研究论文索引》。
本卷精编2007年度的优秀论文，代表以下六个方面的重要研究成果：一、青年学科理论与方法研究；
二、青年文化与价值观研究；三、青年思想道德教育与建设研究；四、青年就业与失业研究；五、青
年工作与政策研究；六、青少年犯罪与预防研究。
　　《青年塑造未来》曾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会议上获得与会代表和专家学者一致好评。
2003年卷荣获共青团中央第七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图书类）。
《青年塑造未来》的出版对推动我国的青年学科研究、青年工作研究，对青年全面发展和青年塑造未
来，对青年参与和谐社会和小康社会建设都有一定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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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2007年中国青年研究的回顾和思考（代序）一、青年学科理论与方法研究青年研究：学科逻辑与
问题意识——论对改革开放以来青年研究的反思青年研究：回溯·对话·展望——“青年研究基础理
论建设研讨会”综述青年学：走向自我完善的新兴学科关于青年研究学科化的思考中国青年研究的发
展走向后现代方法与青年研究范式的转向田野、叙事和结构：青年研究的人类学进路——兼论青年研
究从对策性到解释性的转型青少年研究的生态学路径刍议“谁是青年”与“青年是谁”——关于青年
研究的几个问题未成年人研究的缺陷、意义与着力点二、青年文化与价值观研究青年亚文化的形成及
表现当代青年时尚文化的现实表达核心价值、信仰与青春偶像当代未成年人价值观的基本状况与原因
分析美国文化的冲击对中国青少年的影响及对策三、青年思想道德教育与建设研究青少年主体地位和
道德实践模式研究大众文化对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提出的新课题当代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的若干思考
从成年人角度反思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道德教育的可接受性比较首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现状实证研
究荣辱观：在理性与物性的天平上——当代未成年人荣辱知行现状四、青年就业与失业研究中国城市
青年就业类型的变化趋势青年白领的职业获得与职业流动——男性与女性的比较分析一项对新失业群
体的技术培训研究上海青年就业现状、问题与对策探讨借鉴国外经验构筑中国青年就业扶持体系美国
学校就业教育及其对我国的启示五、青年工作与政策研究E时代网络思想政治工作初探团员青年对团
组织的认知状况调查报告“大学生村官”现状调查与思考——以浙江省慈溪市为例新农村建设与共青
团工作内容的创新大学生就业与农村建设的人才滋补——新知青政策刍议公共政策创新：青少年问题
的解决路径六、青少年犯罪与预防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文化社会学研究法社会学视野下的青少年
高科技犯罪重新认识青少年犯罪研究中的因果关系工具性影响——互联网对上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
影响分析未成年犯义务教育的困境与出路2007年中国青年研究论文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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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青年在业人员工作时间长，工作强度大　　从调查前一周工作时间长度来看，全部劳动年龄人
口中，随着年龄的增长，每周工作48小时以上的人数不断减少，同时工作9－19小时、20－39小时的人
数不断增加，而各年龄段中大部分人员一周工作时间集中在40－44小时。
因此，可以这样认为，截至2005年底，16－34岁之间的青年一周工作5－6天的人员占到了50％以上，
这也可以说明青年在业人员的工作强度十分大，社会竞争压力和工作的难度导致他们工作负荷沉重。
　　3.上海本地户籍青年的就业率低于外来青年的就业率，两者之间差异很大　　从调查前一周的工
作情况来看，本地户籍青年中将近60％有工作，在职休假、学习或季节性歇业未工作和未做任何工作
的占到40％；而外来青年有工作的比例高达86％左右，在职休假、学习或季节性歇业未工作和未做任
何工作的合计占到不足15％。
这些数据充分反映出外省市青年的就业情况明显好于上海户籍青年，这说明外省市来沪青年的就业意
愿比上海本地青年强烈，对工作没有太高的要求，而许多上海户籍青年却因高不成低不就而导致未做
任何工作。
　　4.不同文化程度的青年就业率有明显差异，小学、初中以及研究生的就业率比较高　　从分教育
程度的青年调查前一周工作情况来看，小学、初中以及研究生的就业率比较高，而高中、大专、大学
本科以及未上过学的人员有工作的比例比较低。
这主要是因为外来青年大多是小学、初中文化程度，他们的就业率比较高，所以使得小学、初中文化
程度的青年整体的就业率比较高，而学历比较高的研究生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员是上海社会经济发展需
要的人才，因此他们就业也比较容易。
就业竞争最激烈的是中等文化程度的人员。
由于大学毕业生人数急速增加，近年来大学毕业生群体就业面临的形势很严峻。
未上过学的人数比较少，他们的就业情况对整个社会的影响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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