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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青年亲缘关系现状及趋势
风笑天

【摘要】从社会变迁角度看，城市化快速发展、社会流动增加、生育政策实施、家庭

规模缩小等因素，都会影响和削弱青年与亲戚之间的交往和互动。社会结构因素推动

着青年的亲缘关系不断发生变迁，原来的亲缘互动方式逐渐被冲击、被淡化、被消解，

而新的业缘关系、学缘关系、地缘关系、趣缘关系等将会成为青年人际交往的重要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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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一些青年与亲戚之间不互动、不交往，其亲

缘关系呈现出越来越淡的趋势。学术界有学者注

意到这一现象并进行了专门研究，网络上与此相关的讨

论和传播也层出不穷，引起了一定的社会关注。

当代青年亲缘关系状况及学者、媒体对此的讨论

目前，多数媒体和学者针对当代青年亲缘关系变化

的表述，主要分为两种状况 ：一是表述当今的农村社会

中少有以往那种亲戚之间在日常生活中频繁往来、过年

过节走亲访友、老少几代人互动交往、热闹非凡的景象；

二是表述许多从小生长于农村，而目前在城市学习、工作、

生活和定居的中青年及其家庭，与其在家乡的上一代以

及同代亲戚之间缺乏联系、缺少互动、感情逐渐疏远的

现象。这其实是两种虽有一定联系但却并不相同的状况。

一种反映的是当前农村社区生活中亲戚

关系发生变化的情况 ；另一种反映的

则是生活在城市社区中的人们与家

乡亲戚关系的变化情况。因此，不

应将它们混为一谈。

实际上，近来学者们所关注的主

要是后一种情况，并且将这种现象更

多地认定在了以“90 后”“00 后”为

代表的青年身上，甚至形成了有关青

年“断亲”的看法和认识。相应的担忧也主要集中于此。

有学者认为，所谓“‘断亲’主要表现为懒于、疏于、不

屑于同二代以内的亲戚互动和交往的一种现象，简单讲

就是基本不走亲戚，而不是一种正式声明的断绝亲戚关

系。”①然而，值得思考的问题是 ：用“断亲”来描述当

代青年亲缘关系现状是否准确？青年“断亲”的现象是

否真的存在？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和看待当代青年亲缘关

系的现状及趋势？关于这一概念的界定，实际上包含了

三个不同层次，或者说包含了三种不同的类型。其中，“疏

于”所指称的主要是一种客观的状态，或者说是这种行

为的结果。具有这种行为的人在主观上比较看重亲戚之

间的交往和互动，只是由于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才导致

了较少互动和交往的结果。而“懒于”特别是“不屑于”

则主要指的是一种主观状态。反映的是人们从思想上、

认识上对亲戚关系以及对与亲戚交往和互动的某种轻视

态度。其中，“懒于”的轻视程度相对较低，主要反映

出对亲戚之间交往互动的重视程度不够。而“不

屑于”的轻视程度则相对较高，且主观意志

的表现更强。这三者的性质不同，背后的

原因也不同。从这个意义上说，对所谓

“断亲”现象的关注和

探讨，应该对此有所区

分。实际上，青年并不

具有与中老年人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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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亲戚交往联系的条件、需求以及客观机会。因此，“断

亲”概念的这种使用既不准确，也不合适。

从人的生命历程视角分析当代青年的亲缘关系

目前无论是网络媒体中，还是研究者的文章中，都

普遍认为“90 后”，特别是“00 后”青年群体亲缘关系

淡漠已成为越来越普遍的现象。这里有两个虽有联系但

却性质不同的问题 ：一个是有关客观事实的问题。即当

代青年亲缘关系淡漠了吗？另一个则是有关主观价值的

问题。即亲缘关系淡漠是不好的现象吗？值得深思吗？

不可否认的是，在网络媒体所列举的例子中，或者

在我们每个人身边的朋友中，甚至在我们自身的生活经

历中，都会看到一些青年亲缘关系淡漠的现象。但是，

如果真的要对当代青年亲缘关系的现状作出“断亲”这

样的结论，则似乎过于轻率。从目前来看，唯一提供了

经验证据的是一位研究者依据 2022 年做的一项调查所

发表的论文。在这项研究中，研究者通过网络对 1200

名回乡过年的不同年龄对象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在

六个年龄组的对象中，与亲戚交往互动的比例各不相同，

年龄越大，与亲戚的联系程度越频繁。

虽然研究者得到的人们与亲戚交往互动频率的百分

比分布，或许的确反映的是一种现实 ：即不同年龄段人

们与亲戚的联系的确呈现出年龄越大越频繁的状况。

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从这样的结果中得出青

年“断亲”的结论。因为这种简单的百分比比较的方

式，实际上包含着这样一个潜在的前提，这就是，各

个年龄段的人所具有的与亲戚联系交往的条件、需求

以及机会等都是相同的。即正常情况下他们与亲戚之

间交往互动的状况应该是一样的。如果在这个前提下，

不同年龄的人在与亲戚交往互动的频率上得出了不同

的百分比，通过直接比较自然也可以得出某种结论。

然而现实是，不同年龄段的人与亲戚联系交往的条件、

需求、机会等都不同。这也即是说，进行百分比直接

比较的前提是并不存在的。因此，简单比较他们与亲

戚之间交往频率的百分比，并不能得出某些人比另一

些人亲缘关系更淡漠的结论。

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人的生命历程视角来进行

客观分析和评判。事实上，不同年龄段的人，在社会中

扮演的角色不同，人生阶段的首要任务不同，日常生活

的重心也都不同。这些不同不仅决定了他们的生活内容

不同、交往互动对象不同，也决定了他们与不同对象交

往互动的条件、需求、机会、频率等的不同。18 岁以下

的群体尚未成年，他们通常在城市的中学读书，绝大部

分与父母生活在一起。他们“基本上不与亲戚联系和交

往”可以说是比较正常的现象。18—30 岁的青年，要么

在上大学，要么已经参加工作。他们的生活重心或者是

在大学学习，或者是在职场工作，有的已经有了下一代，

处于“上有老、下有小”的人生阶段，他们平时与亲戚

之间只是“偶有联系”应该是一种正常现象。而 40—50

岁的人，虽然依然处于“上有老、下有小”的阶段，但

此时他们的孩子大部分已经上高中、大学甚至已经毕业

参加工作。而他们的父母则已经处于老年阶段。因此，

他们生活的重心可能开始向父母养老方面转移，因而他

们与亲属之间经常联系的比例最高也是可以理解的。至

于 50 岁以上的群体此时已经接近退休或已经退休，子

女多半已经建立小家庭且有了孙辈。他们中一部分人与

亲戚之间交往互动十分紧密，另一部分人却十分疏远的

结果，正是这种特定阶段生活内容和交往对象变化的一

种反映。

以上分析表明，处于人生不同阶段的个体，不仅其

社会角色不同，生活的主要内容、生活重心也各不相同，

其主要交往对象也不同。不同年龄段的人更可能与哪些

人交往互动、不太可能与哪些人交往互动 ；与哪些人联

系频繁、与哪些人联系较少等，都有着一定的客观规律。

所以，我们不能不切实际地用同样的标准来衡量处于不

同人生阶段的人们的行为。现有的这种调查结果，所反

映的或许是现实中不同年龄段的人与亲戚联系频率的正

常分布，因而并不能用它来说明青年“断亲”。从现有的

经验研究结果中，尚无法得出青年与亲戚之间关系明显

淡化的结论。特别是考虑到现有的调查结果并不能区分

和确定这些青年不与亲戚联系交往究竟是因为客观的“疏

于”，还是因为主观的“懒于”甚至“不屑于”，所以同

样不能用它来说明青年“断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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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变迁的角度认识青年亲缘关系的现状和趋势

无论是网络媒体中对青年亲缘关系淡漠现象的议论，

还是一些研究者对青年亲缘关系淡漠的认定，在很大程

度上都是来源于将今天社会中亲戚关系的现实与几十年

前我国社会、特别是农村社会中亲戚关系状况的对比。

特别是对青年亲缘关系淡漠的感叹，则更是将自己年轻

时的经历和经验与当今社会的“90 后”“00 后”的行

为进行比较的结果。即用目前 40—50 岁的人年轻时与

亲戚交往互动状况来证明目前的年轻人亲缘关系淡漠。

但是，时过境迁。即使那时的年轻人的确比目前的年轻

人与亲戚联系更多，也不能证明目前的年轻人亲缘关系

淡漠。

因为今天的中国社会与几十年前的中国社会相比，

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意味着当年的他们与今天的年

轻人实际上生活在两个不同的社会环境中。著名社会学

家米尔斯指出，“无论是个人生活还是社会历史，不同时

了解这二者，就不能了解其中之一。”而且人们在各种局

部环境里所经历的各种事情常常是由社会变化所引起的。

所以，我们在看待社会现象时，要将个人生活经历与社

会历史的发展变化结合起来进行分析。特别是应该从社

会变迁的角度来看待人们亲缘关系的变化。

建立在血缘和姻缘关系基础上的亲缘关系是紧密或

是松散，会受到两个重要因素的影响。一个重要因素是

血缘、姻缘关系的规模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亲戚之间的

地域范围。而几十年来我国社会的发展，恰恰在这两个

方面发生了重大变迁，从而极大地影响，特别是削弱、

淡化了亲缘关系。

一方面，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以及与之伴随的社

会流动的大幅增加，将数以亿计的农村青年人口引入城

市。人口流动趋势更加明显，流动人口规模进一步扩

大。根据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全国人户分离人口

为 49276 万人，其中，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为 11694

万人，流动人口为 37582 万人，其中，跨省流动人口

为 12484 万 人。 与 2010 年 相 比， 人 户 分 离 人 口 增 长

88.52%，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增长 192.66%，流动人

口增长 69.73%。②这一巨大的社会变迁不仅在空间上影

响了进入城市的青年与原有农村社区中亲戚之间的互动

和交往。同时，他们在城市中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改变，

也进一步从交往对象、交往时间上限制了亲戚之间互动

和交往发生的频率。

另一方面，我国家庭规模和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

家庭户是指以家庭成员关系为主、居住一处共同生活的

人组成的户。随着生育率的降低、家庭中子女数量的减

少，家庭户规模呈持续下降态势，回顾历次全国人口普

查数据，家庭户的规模从 1982 年普查的 4.41 人，逐渐

下降到 1990 年普查的 3.96 人，2000 年普查的 3.44 人，

2010 年普查的 3.10 人，2020 年普查的 2.62 人，中国

家庭户平均规模已降至 3 人以下。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它会对家庭的亲戚关系产生明显影响。

正是在上述两方面因素和其他因素的共同影响下，

原来那种以“走亲戚”为主要特征的亲缘互动方式逐渐

被冲击、被淡化、被消解。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青

年的亲缘关系可能还会进一步淡化。而新的业缘关系、

学缘关系、地缘关系、趣缘关系等将会成为青年人际交

往的重要补充。因此，对于随着社会发展人们的亲缘关

系逐渐变淡的现实，不能过度解读。特别是不宜采用相

对极端的概念来概括和描述青年亲缘关系状况，也不用

因此而担忧，甚至呼吁进行深思。应该充分认识到现代

化过程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并理性面对亲缘关系所发生

的变迁。  

（作者为广西师范大学讲席教授，南京大学特聘教授、博导）

【注 ：本文系 2021 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后独生子女时代中的独

生子女问题研究”（项目编号 ：21BSH009）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胡小武、韩天泽：《青年“断亲”：何以发生？何去何从？》，《中

国青年研究》，2022 年第 5 期。

②《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情况》，国家统计局网站，

2021 年 5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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