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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社交成本的特征及风险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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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青年社交成本的特征 

一是高回报性与高风险性并存。青年时期是人生的黄金阶段，也是个体事业的开拓期，它担负着为

实现辉煌的人生积累足够资本的任务。青年个体通过社会交往，可以获得自己发展所需的资源和资本。

因此，青年时期的个体社交“投资”具有较高的回报性，能够为以后的发展提高充分的帮助。但与此同

时，由于机会成本等因素的存在，青年也极可能因为社会交往而使自己受到不良的社会化，从而使自己

过早地失去发展的机会，具有较高的风险性。 

二是主体的可再生性与不可再生性并存。主体的可再生性是指青年在社会交往中所支付的经济成本

等要素，能够通过其他的方式在日后得到补给。青年在逐步走向独立时，其经济的独立性也得到加强，

他们能够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持续的经济来源，同时由于社会交往具有回报性，因此青年也必然会从中

获得部分的收益。经济对于青年来说是可再生的，而健康则是不可再生的。青年在社会交往互动中的酗

酒、抽烟等行为，容易使自己的身体受到永久性的伤害，这种伤害极可能伴随其一生。 

2．青年社会交往成本风险的应对 

（1）树立正确的社交观。社会交往是青年成长和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广泛的社会交往有助

于青年的成长和成才，但广泛的社交并不等于“滥交”，并不是什么样的人都交往。青年在选择交往对

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选择与自己志同道合或者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朋友。另外，社会交往可能离不开金

钱，但并不是只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才能够拥有广泛的社会交往网络。社会交往本质是交往的双方在交往

的过程中得到满足，这种满足不单单是物质上的，更重要的是精神上和心理上的。为此，青年在社会交

往中切忌互相攀比，需量力而行，要正确地认识金钱、感情以及兴趣在社会交往中的地位和作用。 

（2）加强心理的调节作用。不少人在一些社交场所不敢发言、讲话，内心对某些特殊的情境或场合

特别恐惧，害怕别人发现自己的错误，进而回避与别人的交流，害怕自己在别人面前出洋相，害怕被别

人观察，或者自己做出不适当的行为后产生过度的心理压力等等。对此，青年需要加强心理调节，客

观、乐观地面对社会交往中的互动，特别是他人对自己的意见和看法。 

（3）加强自我保护意识。烟文化和酒文化已经成为现代青年社会交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烟和酒对

青年身体的损害早为他们所熟知，但往往是身不由己。即便如此，青年在社交中也应当加强自我的保

护，不过度饮酒，减少烟的吸入量，尽可能地保护自己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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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该文节选自狄金华、杨柳撰写的《当代青年社会交往及成本研究》，发表于《中国青年研究》

2007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