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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青年对业余活动团体的认知与评价 

加入业余活动团体的青年是否继续留在该团体内，是否是积极主动地参加活动还是消极地配合，团

体对他们的影响力是什么样一种状态？这些都可以从青年对自己所在业余活动团体的评价中作一番考

察。 

 

表4.23  青年对有关业余活动团体说法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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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余活动团体这样的初级社会组织是否能给青年的生活增添色彩？有团体活动经验的受访者的回答

以肯定意见居多，明确表示同意或很同意的有50.6%，略微超过半数。否定意见的有14.3%，其中“很不

同意”的仅1.0%。不过，表示否定态度的比例以及30.4%的中性态度说明，由于个人原因、团体活动质量

的原因以及此类松散团体自身的缺陷，一些受访者并不认为团体会给他们的说带来兴趣。不过，这并不

能否定业余活动团体在青年文化中的价值。如果进行必要的引导，业余活动团体的质量会有不同程度的

提高，其给予成员的益处也会更多。 

“参加团体让我觉得自己并不孤独”。这个问题与前述结交朋友、休闲娱乐等加入业余团体的动机

类型是相辅相成的。对于这种看法，受访者的肯定意见占压倒性多数，有63.9%表示“很同意”或“同

意”。表示反对的有8.9%，其中“很不同意”的仅0.5%。这一组数据充分说明，寻求团体的归属、消除

青年期特有的心理孤独是青年加入业余活动团体的主要心理动因之一。无论发展何种社会组织，这一点

都不容忽视。 

如果将上一个问题再深化一些，就难免走到相反的道路上去。加入团体中，是为了消除孤独，那么

其内在机制是否因为团体成员比青年无法选择的首属群体——家庭、血缘群体更能够理解自己呢？的

确，有一部分受访者是这样认为的，26.9%表示了肯定态度。但是，更多的受访者并不这样认为。30.6%

的受访青年持否定态度，其中表示“同意”的占29.4%，表示“很不同意”的有1.2%。如此看来，青年通

过参加团体以消除孤独感的内在心理机制更为复杂，需要更加深入细致的研究。此时可以推测的是，青

年参加团体，需要的不仅是理解（理性地认识对方、容纳对方），而很可能更需要情感上的互动（往往

是非理性可以解释的）。尽管理智与情感密不可分，但是团体组织的形式和活动内容是更偏重理性层面

还是兼顾青年的情感需求，往往会决定团体活动的成效。 

“加入这些团体使我长见识，更加成熟”。这道题涉及的是理性层面，与前述青年参加团体的主要

动机——相互交流学习、锻炼处世能力是相一致的。青年参加业余活动团体，能够得到什么收获？受访

者的回答是相当明确的。他们通过参加团体获得了知识，同时也更加成熟。有67.8%的受访者持肯定意

见，仅有6.2%不这样认为。 

以上问题更侧重团体对受访者个体的影响。从参与者主观层面考察，他们针对团体以及团体内其他

成员的态度也值得研究。对于“我乐于帮助团体其他成员”，受访者的态度大多比较积极，认为自己乐

于帮助其他成员。有74.4%的受访者表示肯定，只有3.6%表示否定。尽管对自己团体行为的这种主观看法

并不能完全说明受访者的实际行为，但是通过这一问题的考察，我们能够更加明确：青年出于提高自

己、与同辈群体互动交流的目的参加团体，他们更倾向于以积极的态度融入团体之中。 

与此相关的是“比起工作学习，我对团体活动更有热情”。只不过，由于对工作、学习的重要性有

不同看法，受访者的情况趋于多样化。有23.8%的受访者表示“同意”，而21.3%表示“不同意”，并未

出现“一边倒”的情况。还有不少受访者（占39.0%）认为是“一般”情况。这恰恰可以说明，团体作为

学习交流、锻炼能力的一种途径，其功能与工作学习有所重合。 

最后是关于业余活动团体组织结构方面的问题。由于做出反应的受访者均参加了一个或一个以上的

团体，所以对“这些团体都很松散，不会维持很久”持否定观点的居多，有47.1%的受访者“不同意”或

比起工作学习，我对团体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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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很不同意”这一说法。 

 

青年群体对网上虚拟组织的认知与参与 

 

随着网络在中国的迅猛发展，当代青年有了一个新的无限广阔的交流互动空间——网上虚拟空间

（即Cyberspace，赛伯空间）。青年作为中国网络发展早期阶段最主要的使用者群体，以极大的热情投

入到网上的交流活动中去，因而形成了一种新型的准社会组织——网上虚拟组织。 

之所以称其为“组织”，是因为这样的虚拟交往群体往往有话题的发起人，有管理者、组织者（例

如站长、网管、斑竹、栏目/频道主持人等）。页面的版式结构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规范、组织讨论、聊

天内容的作用。此外，许多规模较大的虚拟社区都制定了规章制度。例如“色影无忌”网站（个人论坛

网站）就有多种措施，可以有效地制止恶意的人身攻击，违反法规的各种言论可以及时地由各地的“义

工”代为删除。对于积极热心的“泡菜”（只参加论坛并注册的网友）可以根据一定程序升任某一栏目

的管理人员，由站长赋予他删帖子、组织话题讨论的权限。 

之所以称其为“虚拟组织”是因为此类组织具有网上交往特有的虚拟性质，不同于现实社会中的社

会组织。网上虚拟组织不同于非政府组织以及业余活动团体，网上组织相对更松散一些，参与的主体往

往互不谋面，通过虚拟的身份进行交流。由于虚拟组织的注册相当随意甚至不进行任何形式的身份确

认，参加活动与否往往不具备长期稳定的特性。也因为这个原因，我们的调查以“特定人群在网上就相

对固定的话题进行交流”为标准，确定具体的一个个网上虚拟组织。 

 

一、青年对网上虚拟组织的参与状况 

根据初步统计，仅纳入搜狐系统（http://www.sohu.com）的国内个人网站（或主页）就多达28255

个（截止2002年4月8日）；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2002年1月的第九次全国调查也表明：11.8%的上网用户

经常使用免费个人主页空间的服务。更重要的是，这些数字还在高速增长。在这些枯燥的数字后面，是

形形色色的个人网站（或主页）提供给青年以展示才华的舞台。青年作为网上的传播者和网上话题的组

织者、参与者，客观上参与了网络虚拟空间中形形色色的虚拟组织。随着越来越多的青年上网，网上虚

拟组织对青年的影响力也在逐步增强。与此同时，各类专业网站的虚拟社区也在吸引越来越多的青年形

成或紧密或松散的虚拟组织。青年网上虚拟组织活动的现状如何？这里，研究者从虚拟组织参与者的角

度作一番探讨。 

统计数据表明，受访青年中，平时上网的有76.4%，不上网的仅占23.6%。上海青年上网的比例大大

高于全国平均比例。不过，本课题研究者关心的是上网的青年群体中有多大比例的人有可能参与到网上

虚拟组织的活动中去。按照目前网络各种服务功能以及青年网络使用行为的特点，虚拟组织最多的是在

网络聊天室和BBS（论坛）中形成的。 

 

表4.24  青年经常通过网络聊天或参与BBS（论坛）讨论的情况（%） 

选  项 比  例 

从不 14.7

很少 31.7

有时候 31.4



 

数据表明，经常通过网络聊天或参与BBS（论坛）讨论的青年占受访者的16.5%，“很频繁”的也有

5.8%。可以肯定，在有时候聊天或讨论的受访者中，如果在一段时期内基本保持比较固定的话题的话，

也可能处在某种虚拟组织内。由此看来，有相当一部分青年有成为网上虚拟组织成员的可能，尽管他们

不一定正式注册，尽管这一组织极为松散。 

 

表4.25  青年在网上交流有相对比较固定的话题或者交际圈的情况（%） 

注：数据缺失部分（534个样本，占25.9%）为非上网青年的跳答情况，不计在内。 

 

统计数据显示，在受访青年网民中（具体来说是在网上交往的那一部分青年网民），有44.5%明确表

示参与了1个以上相对固定的网上组织。其中，大多数（30.0%）的青年网民参加了2-4个网上群体。这与

研究者的个别访谈结果基本一致。例如，在个人网站“色影无忌”中，有不少活跃的网友（例如“眼

镜”、“Nikon_755”）同时也是旅游爱好者，经常参与一些旅游论坛的讨论，同旅游有关的野外用品论

坛也是他们经常光顾的地方。个别访谈也很大程度上解释了那表示说不清的17.4%。一位青年网友介绍自

己的情况时说：其实有时候有些兴趣爱好不大能分得清楚，比如收藏和集邮、运动和娱乐、电脑和学

习，等等。这位网友的兴趣广泛，经常在各种论坛里面，要么看看帖子，要么转载一些有意思的文章，

领域涉及电影、MUD游戏、军用刀械、山地车等等。他说：“我对很多东西都很迷，只要有时间，就在网

上到处乱逛，看看大家在讨论什么。” 

必要的交互分析有助于我们多侧面地理解青年的网上虚拟组织行为。 

网上组织的类型与现实生活中的业余活动团体之间存在着一些差别，这也是网络文化不同于传统青

年文化的地方。 

 

表4.26  青年参与网上组织类型与现实业余团体类型的比较（%） 

经常 16.5

很频繁 5.8

选  项 频  数 比  例 

没有 579 38.0

1个 95 6.2

2－4个 458 30.0

5－6个 127 8.3

说不清 266 17.4

总计 1525 100.0

选  项 网上虚拟组织 现实业余团体 

健身、旅游等娱乐休闲类 23.8 4.7



注：出于相互对比的可行性的考虑，此处的百分比采用实际百分比而非有效百分比。 

 

总体来说，参与网上虚拟组织的青年网民明显比参加现实业余组织的青年比例高很多。虽然现实生

活中有4.7%的青年参加了健身、旅游等娱乐休闲类组织活动，但是在网上参与同类虚拟组织的上网青年

有23.8%。 

现实中参与其他5种类型组织活动的都不到3.0%，而在网上，青年参与情感交流联谊类组织活动的有

25.4%。访谈中，多数受访者都参加了“校友录”，例如复旦一位研究生，她所参加的校友录有小学同学

的、中学同学的、大学同学的。即使还未毕业，她也在研究生班的专门页面上与同学联系。当然，这不

是严格意义上的“虚拟交往”，但是也说明网络给青年提供了交流的广泛空间。此外，参与网上教育学

习、发烧爱好类组织交往的比例也超过了一成（分别为15.8%和18.1%）。这一情况，很大程度上是由网

络虚拟组织的开放性、内容的广泛性和参与的便捷性所决定的。一位青年网友说自己兴趣广泛，但是上

网之前从未想到要参加什么组织。“多少会有约束，也不一定谈得来。而且，兴趣这东西也不能太认

真。要是参加了别人，就要迁就别人。”在网上就自由得多。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不想说了就到另一个

地方。目前，她常常去卡通社区和网友聊“樱桃小丸子”、转贴自己喜欢的动漫。 

此外，有2.4%的受访者（青年网民）参加了“其他”类型的网上虚拟组织，而现实生活中受访者参

加“其他”业余活动团体的比例仅为很小的0.1%。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网上虚拟组织的多样性和开放

性。调查表明，青年参与网上组织交往的目的也不同于现实组织交往。 

 

表4.27  青年参加网上虚拟组织的目的与参加现实业余组织目的比较（%） 

文学、收藏鉴赏等社会文化类 9.0 1.5

教育学习类 15.8 2.3

花鸟园艺、动植物等环境自然类 1.9 0.6

电脑、网络、音响、相机、车船等发烧爱好类 18.1 2.6

情感交流联谊类 25.4 1.9

其他类型 2.4 0.1

选  项 网上虚拟组织 现实业余团体 

寻求精神寄托 5.6 2.4

提高自己的声誉、地位 0.7 0.9

展示才华 3.1 2.9

加入有共同话题的组织 16.2 7.4

结交对自己有益的朋友 22.1 8.0

相互交流学习 20.0 8.3

锻炼处世能力 8.5 5.6

休闲娱乐 20.4 7.7



注：出于相互对比的可行性的考虑，此处的百分比采用实际百分比而非有效百分比。 

 

数据显示，青年参加网上虚拟组织的交往活动，主要的目的是“结交对自己有益的朋友”

（22.1%），其次是“休闲娱乐”（20.4%）、“相互交流学习”（20.0%），“加入有共同话题的群体”

（选择率16.2%），等等。“加入有共同话题的群体”无论是在现实群体交往还是在虚拟群体交往领域，

都是最突出的动机（16.2%、7.4%），恰好验证了美国传播学者唐纳德·肖等人提出的“议题融合”理

论。肖认为：“个人出于许多原因而寻求从属于群体。”而该理论的核心观点认为：在某种意义上，个

体是以加入议题的方式而加入群体的,群体的存在实质就是群体中成员共同的议题。这就道出了群体作为

形式与成员间的信息传播内容之间的关系。就青年网民的群体行为而言，他们往往是通过在网上社区找

到一种自己喜欢的、能够参与的话题来融入特定的组织、寻求归属的感觉。这一点也可以用网上交往注

重精神交流来加以解释。 

事实上，参与虚拟组织交往的青年网民同自己喜欢的社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联系。这一点从对“色

影无忌”的个案研究可以清楚地看到。2002年3月2日，色影无忌论坛出现无法排除的系统故障，站长

Xitek启动了临时论坛。本课题的研究者以“死硬分子”的注册名发表了“论坛维护暂时不能用，大家什

么感受”的主题，3天之内有20多个跟贴（大多数泡菜也在其他主题中表达心情，还有更多的泡菜只是失

望地离开）。几乎每个发贴的泡菜都表示了极度不安的心情。这使人想起唐纳德·肖对有关群体议题的

论述：每个人都要寻求归属于一定的群体，青年如果不归属于群体的话，就会感到不安。 

在经过4天的维修后，论坛回复正常。从3月5日12：47泡菜“足球”发了第一贴“太好了！坛子恢复

正常，俺真高兴！！”之后，到3月6日21：51，该主题一天多时间共有跟贴137个，泡菜们急切地表达自

己的兴奋心情。 

这一突发事件，足以表明网上群体与青年个体的特殊关系。为了进一步探讨这一问题，应该考察青

年网民在自己所属网上组织中的地位。 

 

表4.28  青年在自己所属的网上群体（以最主要的一个群体为准）中的地位（%） 

注：出于相互对比的可行性的考虑，此处的百分比采用实际百分比而非有效百分比。 

 

消磨时间 8.0 1.1

无明确目的 3.7 0.5

其他 0.5 0.2

选  项 网上虚拟组织 现实业余团体 

核心地位 1.1 1.7

活跃分子 10.9 5.9

一般，不太突出 21.1 9.3

若即若离 6.6 1.3

说不清 6.3 1.4



数据表明，青年群体中，认为自己在网上虚拟组织里处于核心地位的仅1.1%，而现实业余团体的比

例则为1.7%。差异并不显著。显著不同之处在于，有21.1%的受访者认为自己在网上虚拟组织中的地位是

“一般，不太突出”，而只有9.3%的受访者认为自己在现实业余团体中的状况是“一般，不太突出”。

对于“若即若离”这种状况，也是网上虚拟组织中的青年比例较现实业余团体的青年高。（分别是6.6%

和1.3%）。 

这里需要指出，网上成为虚拟组织的成员，基本上没有特别的壁垒，而现实中却存在种种条件限

制；但是同时，网上虚拟组织中的成员要成为核心人物却有一定的难度。例如谈吐、文章、观点要得到

完全公开的评判，公认有水平的才自然成为权威核心。有些时候还要受到斑竹、站长、网管的授权，并

不是随心所欲就可以成为核心人物。更何况，由于网上成员的平等性，一个人要出类拔萃更难，完全要

凭借真本事（在网上交往中主要是学识、机智、幽默等）。 

此外，有6.3%的受访者认为自己在网上虚拟组织中的地位“说不清”，这恰恰说明了网上虚拟组织

的复杂性。有时候，很难判断自己的位置。虽然有时候个人化很强，但是有时候网上受到的限制反而更

多。 

进一步的交互分析有助于我们深入把握青年受访者参与虚拟组织的情况。 

 

表4.29  不同教育程度青年在虚拟组织中所处的地位（%） 

 

从数据的基本面可以看出，高中、中专及以下学历的受访者、大学专科、大学本科学历层次的受访

者在对自己在网上虚拟组织中所处地位的看法上差异不是很大。相对而言，大学本科程度的青年中，处

于核心地位或者是活跃分子的比例较高一些，分别为3.1%和24.2%。大学本科受访者表示自己处于“若即

若离”状况的也比较多，达到16.1%，而高中、中专及以下层次的受访者中只有10.1%。大学专科也只有

13.8%。 

比较特殊的是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层次的青年。受访者中，认为自己处于核心地位的几乎没有，数据

为0.0%。有50.9%认为自己的状况是“一般，不太突出”，是各学历层次的青年中最高的。更鲜明的差异

是该群体青年中认为自己同网上虚拟组织“若即若离”的达到21.8%，比高中、中专及以下青年群体高出

一倍多。也比大学专科高8.0个百分点。看来研究生的情况应该专门考察。初步假设是该群体比较理性

（表示“说不清”的比例最小，仅3.6%），使用网络功能方面也以实用为主，较少深度介入聊天室之类

的网络空间领域。 

 

表4.30  不同单位性质的青年在虚拟组织中所处的地位（%） 

选  项 高中、中专及以下 大学专科 大学本科 研究生及以上 

核心地位 2.8 1.3 3.1 0.0

活跃分子 23.9 22.7 24.2 23.6

一般，不太突出 49.4 44.9 43.6 50.9

若即若离 10.1 13.8 16.1 21.8

说不清 13.8 17.3 13.0 3.6

机关、事业单位和社



 

与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群体相同的是，机关、事业单位及社会团体的受访者中，认为自己处于核心地

位的比例最低（0.0%），认为自己“若即若离”的比例（17.5%）则明显高于其他两种单位性质的受访者

群体（国有企业或集体企业为12.6%，非公有制企业为14.2%）。 

非公企业的受访青年中，仅39.6%表示自己在网上虚拟组织中所处地位“一般，不太突出”，而这一

比例在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青年中是47.5%，在国有企业集体企业青年中更高达50.2%。非公有制企

业的青年表示对这一问题“说不清”的最高，达到15.7%，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的青年中仅9.4%。 

 

表4.31  不同行业类型的青年在虚拟组织中所处的地位（%） 

 

行业类型同青年在虚拟组织中所处地位也具有某些相关关系。从事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工作的青年

受访者中，几乎没有人认为自己处于核心地位（0.0%），而第三产业的青年则有2.1%。不过，机关和社

会团体工作的青年中有25.0%认为自己属于活跃分子，从事第二产业的青年中只有20.7%这样认为。相应

地，从事第二产业工作的青年中，认为自己的地位“一般，不太突出”的达到53.6%，比第三产业的

（41.8%）高出11.8个百分点。也比科教文卫行业的青年高出10.1个百分点。从事机关和社会团体工作的

青年中，表示自己处于“若即若离”状态的有19.3%，明显高于第二产业的青年群体（11.4%），也比第

三产业的青年（13.8%）以及科教文卫体行业的青年（15.7%）要高出至少3个百分点。 

 

二、青年对网上虚拟组织的认知与评价 

青年网民对网上虚拟组织的认同情况对于我们理解青年与网上虚拟组织的关系问题很有价值，青年

认同什么、不认同什么，既取决于他们的心理需求，也取决于网上群体交往的优势和劣势。 

选  项 

会团体 

国有企业或集体企业 非公有制企业 

核心地位 0.0 0.7 5.2

活跃分子 25.6 20.8 25.4

一般，不太突出 47.5 50.2 39.6

若即若离 17.5 12.6 14.2

说不清 9.4 15.6 15.7

选  项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科教文卫体行业 
国家机关、党政机

关和社会团体 

核心地位 0.7 2.1 1.9 0.0

活跃分子 20.7 23.8 26.9 25.0

一般，不太突出 53.6 41.8 43.5 50.0

若即若离 11.4 13.8 15.7 19.3

说不清 13.6 18.5 12.0 5.7



 

表4.32  青年对网上群体交往特点的认同情况（%） 

注：数据缺失部分（1103个样本，占53.6%）为非上网青年的跳答及网民未答情况。 

 

前面的数据分析表明，参加现实群体活动的青年比例较低，为什么呢？从这里可以看到其中一个重

要原因。对于网上群体交往的诸多优势，青年最看重的是“自由发表观点”，选择这一项的比例

（40.6%）远远高于其他的选项（均未超过20.0%）。而在现实生活的各种群体中，由于存在表达权方面

的不平等，存在社会经济地位、以及心理因素等方面的障碍，青年不可能像在网上这样自由发表观点。

特别是，青年作为一个群体，处于亚文化的边缘地位，而大众传播媒介资源是代表社会主文化的阶层所

掌握的。尽管青年通过音乐、服饰、流行语甚至一些反文化的方式（如吸毒、犯罪）尽可能地表达自

己，使自己同其他人分离开来、得到自身群体的接受，但是相对于社会主文化来说，青年文化处于一种

“失语”状态。因此，网上群体交往中，“自由发表观点”显得尤为重要。 

对于“话题广泛而多样”、“无地域限制”等，也有相当一部分青年网民表示最为认同。而这些都

是网络传播最重要的一些特点，也与青年渴望表达的心理需求相一致。 

对于网上群体交往的一些弊端，受访青年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表4.33  青年对网上群体交往弊端的看法（%） 

选  项 频  数 比  例 

匿名交流、隐藏身份 111 11.6

无地域限制 116 12.1

无时间限制 20 2.1

话题广泛而多样 176 18.4

自由发表观点 388 40.6

参与的人多 17 1.8

交流方式灵活 100 10.5

其他 28 2.9

总计 956 100.0

选  项 频  数 比  例 

网上交流的内容肤浅，垃圾信息多 762 50.2

匿名造成各种不道德言行的产生 355 23.4

以打字方式交流很不方便 67 4.4

内容太多，看不过来，反而少有收获 59 3.9

面对显示器，缺乏人际沟通的魅力 87 5.7



注：数据缺失部分（542个样本，占26.3%）为非上网青年的跳答情况，不计在内。 

 

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到，对于通过打字交流造成的不便、人机界面以及内容太多的情况，很少有青年

表示特别不满（仅4.4%）。网瘾现象在目前还是少数，或者说青年当中即使因为网上群体交往影响了工

作学习，其程度并不深。所以只有不到一成的青年对此最不满。当然，这也可以解释为：身在病中，畏

疾忌医。在个别访谈中，“第三者效应”表现得也很突出――受访者大多认为网瘾问题困扰着不少青

年，但是自己只是受到轻微影响，如忍不住查收电子邮件、聊天时舍不得下网，等等。9.2%的比例反映

了这一情况。 

青年最感头疼的是网上群体交往中信息内容的弊端。“网上交流的内容肤浅，垃圾信息多”和“匿

名造成各种不道德言行的产生”都是网上信息内容的痼疾。有过半的受访青年（50.2%）对垃圾信息不

满，23.4%的受访青年对不道德言行深恶痛绝。个案研究中，研究者也发现，“色影无忌”的义工、版主

所关闭的主题、删除的帖子，绝大多数是对网友人身攻击的内容，那不可胜数的毫无意义的内容就无法

一一删除了。在一个文化共同体中，不道德言行是刺耳的不和谐音。垃圾信息也是如此，打开“色影无

忌”论坛的任何一个主题，大多数帖子毫无意义（从情感交流的角度来看是有作用的）。因此，泡菜对

版主提出的建议，绝大多数是要求整理相关帖子、把有价值的言论搜集存档，以便网友查阅。 

就网上交往的总体情况而言，上网青年与非上网青年的评价有没有区别呢？ 

 

表4.34  青年对网上群体交往的总体看法（%） 

 

统计检验表明，是否网民，与青年对网上群体交往的评价存在相关关系。从百分比的情况也可以看

出，青年网民更倾向于认同网上群体交往对于青年的意义。41.3%的青年网民认为“参与的人会越来越

多”，38.3%认为“这是青年喜欢的世界”，比例均高于非网民青年。值得注意的是，也许是因为对网上

虚拟群体交往中存在的问题有更多的了解，青年网民较之非网民更倾向于对网上虚拟群体交往“很快会

替代现实的社交、社团作用”的观点表现出保守的态度，仅3.6%的青年持赞同态度，而非网民的这一比

例是6.8%。这说明，对于没有上网经历的青年，也要教育他们对网上虚拟群体有一个客观、正确的认

识。 

容易造成网瘾，影响正常工作学习 140 9.2

其他 47 3.1

总计 1517 100.0

选  项 网  民 非网民 总  体 

永远只是少数人的事 13.6 13.9 13.5

参与的人会越来越多 41.3 38.2 40.0

这是青年人喜欢的世界 38.3 31.2 36.0

很快会替代现实的社交、社团作用 3.6 6.8 4.4

缺失 3.2 9.8 6.0



对于网上群体交往对自己的影响，受访青年的如下回答反映了他们的总体心态。 

 

表4.35  青年对有关网上群体交往说法的认识（%） 

 

从总体情况来看，青年对“在网上参与活动是很有意思的新体验”、“网友之间没有现实利益纷

争，更容易志趣相投”和“网友圈子让我觉得自己并不孤独”等说法的认同程度最高，表示肯定的比例

分别达到70.1%、45.8%和42.4%。这一情况同群体访谈、个别访谈的结果是一致的。首先，青年参与虚拟

交往（包括个人交往和群体交往），寻求新鲜体验是重要的动机；其次，“投缘”是虚拟交往得以维持

的主要因素；再次，消除青年期特有的孤独感，也是虚拟交往的心理要求。 

即使有46.8%的受访青年不同意“如果碰上问题，我会首先想到去网上找人帮忙”，但是这要看介入

网上群体的程度，还要看是何种领域的议题。BF4和BF5都是色影无忌的铁杆网友。只要是涉及摄影方面

的事情，他们都毫无例外要在网上向泡菜们请教。当然，如果是其他问题，即使色影无忌具有综合性的

特征，但是不见得一定要求教于无忌泡菜。 

从标准差来看，对于“网友之间没有现实利益纷争，更容易志趣相投”的看法分歧较大。从个别访

谈中可知，由于参与网上群体交往的目的不同，对“现实利益纷争”的理解也很不一样。个别访谈中，

BF4就明确表示：只要是聊天了，有了网友，那就不可能没有一点现实联系，如果他（她）骂你一句，你

能不在意吗？而且，BF4和BF5参与色影无忌的讨论交流，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提高摄影技艺，舒缓生活、

工作压力，这严格来说也是“现实利益”。至于更为细致的分析，只能在以后的进一步研究中解决。对

“网友圈子让我觉得自己并不孤独”这个说法，受访青年的态度分歧也比较大。不过，占多数的受访青

年认同这一说法，这与青年的特殊心理发展阶段特征有关。 

选  项 很同意 同意 无所谓 不同意 
很不 

同意 

说不清 

在网上参与活动是很有意思

的新体验 

18.7 51.4 25.2 2.6 0.5 1.4

网友圈子让我觉得自己并不

孤独 

9.5 32.9 40.3 13.1 1.1 3.0

网上朋友比生活中的朋友更

能理解我、帮助我 

4.5 10.3 38.1 38.9 5.8 2.5

网友之间没有现实利益纷

争，更容易志趣相投 

10.1 35.7 36.0 13.5 1.6 3.1

网友群体在我生活中有很重

要的地位或影响 

4.3 8.5 45.4 33.1 6.5 2.2

在网上交流中的地位让我感

到有成就感 

3.9 9.9 45.8 31.8 5.0 3.5

如果碰上问题，我会首先想

到去网上找人帮忙 

3.4 8.7 28.7 46.8 9.8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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