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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韩三国中青年未来意识调查分析

何 培 忠

19 9 4 年 9 月
,

中国
、

日本和韩国的有关研究部门合作完成了一项
“

中 日韩三 国

青年未来意识
”

的调查
,

对 2 1 世纪 的主人—
目前的中青年人的未来意识进行了

比较分析
。

本文是首次在国内发表的该调查结果及分析报告
。

作者
: 何培忠

,

男
,

1 9 5 2 年生
,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 副研究员
。

一
、

调查的目的
、

方法及概要

同西方缓慢发展的经济相比
,

亚太地区迅速发展

的经济正呈现出勃勃生机和广阔的前景
。

世界上不

少专家学者指出
:
21 世纪

,

世界经济发展的中心将移

向亚太地区
。

中日韩三国同处东亚地区
,

虽然各自经历了不同

的发展道路
,

但同属儒教文化圈
,

有相似的文化背景
。

二次大战后
,

在亚洲
,

日本经济率先获得奇迹般的成

功
,

紧接着
,

韩国经济迅速掘起
,

80 年以后
,

中国实行

改革开放政策
,

在世界不景气的经济之中一花独秀
,

接连创出年增长率世界最高纪录
,

成了世人瞩 目的对

象
。

21 世纪是亚洲的世纪
,

而东亚三国在亚洲又有

其突出的地位和重要作用
。

目前
,

距进入 21 世纪还

有短短的五年
,

处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
,

探讨

2 1 世纪的主人公— 今 日的中青年的未来意识
,

无

论是对展望这一地区的前景
、

制定本国的相关政策
,

还是对加强中日韩三国的关系
,

都是十分有意义的
。

另外
,

此次调查的结果
,

还可以作为分析三国 中

青年的价值观及对社会各领域态度的参考数据
,

并为

中日韩之间开展青年比较研究打下基础
。

此次的三国调查首先于 1 993 年 10 月在韩国和

日本进行
。

中国方面的调查以 日韩间卷为基础
,

并略

加修改
,

于 19 94 年 9 月展开调查
。

日本方面主持这

次调查的是 日本电通株式会社综合研究所
,

韩国方面

主持这次调查的是韩国汉白研究财团
,

中国方面主持

这次调查的是中国未来研究会未来研究所和郑州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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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集团
。

调查的对象是 25 岁至 45 岁的中青年
,

调查

地区限定在三国的首都
,

即东京
、

汉城和北京
,

调查样

本按非随机判断抽样方式
,

三国样本均为 300 份
,

并

由调查员持问卷访问调查对象
,

由调查员填写间卷
,

完成调查
。

三国被调查对象的男女构成比例是
,

日本

方面 男性 52
.

3 %
,

女 性 47
.

7 % ; 韩 国方 面 男性

5 0
.

3 %
,

女生 4 9
.

7 % ; 中国方面男性 57
.

7 % %
,

女性

42
.

3 %
。

从男女构成比例上看
,

中国方面男性所占比

例略高于 日本和韩国
。

从年龄层上看
,

25 岁至 34 岁的年龄层
,

日本方

面 4 0
.

7 %
,

韩国方面 56
.

7 %
,

中国方面 60
.

7 %
。

35

岁至 4 5 岁 的年龄层
,

日本方面 59
.

3 %
,

韩国方面

4 3
.

3 %
,

中国方面 39
.

4%
。

从婚姻状况上看
,

日本方面已婚者占 81
.

3 %
,

未

婚者占 18
.

7 % ;韩国方面已婚者占 ”
.

0 %
,

未婚者占

23
.

0 %
,

中国方 面 已 婚者 占 6 9
.

7 %
,

未 婚者占

2 6
.

7 %
。

从学历上看
,

中学毕业生
,

日本方面占 0
.

3 %
,

韩

国方面占 0
.

7 %
,

中国方面占 1
.

3 %
。

高中毕业生 (含

高中肄业
、

中专生等 )
,

日本方面占 59
.

7 %
,

韩国方面

占 62
.

7 %
,

中国方面占 22
.

8 %
。

大学以上学历毕业

生
,

日本方面占 38
.

4%
,

韩国方面占 36
.

4 %
,

中国方

面占 71
.

0 %
。

综合上述几点
,

此次调查对象中方较之日韩两方

在年龄方面略低
,

在学历方面较高 ; 日本方面 35 岁以

上者超过半数
,

已婚者的比例在三个国家中也是最高



的
。

此次调查的项 目有
:

三国青年的基本价值观
、

归

属意识
、

社会意识
、

政治意识
、

经济意识
、

国家观念
、

家

庭观念
、

企业观念等
。

以下
,

分几个方面分析这次调

查的结果
。

二
、

有关个人
、

家庭
、

社会方面的

调查结果分析

1
.

基本价值观

△人生应当重视什么 ?

人生应当重视什么是有关人的基本价值观
、

人生

观的间题
,

为了解中
、

日
、

韩三国中青年人的基本生活

态度
,

此次调查问卷中设计了有关个人生活的十二个

方面
,

它们是
“

健康
” “

钱财
” “

精神的充裕
” “

充裕的时

间
” “

方便的生活
” “

人际关系
” “

宗教
” “

温暖的家庭
”

“

丰富的知识
” “

能力
” “

被人理解
” “

为他人活着
” ,

让调

查对象从中选择认为是最重要的三项以及对今后生

活最重要的三项
。

表 1为调查结果
。

衰 1 生活中的盆要率项 %

间间
:
人生最重要要要 问

:

今后
,

人生最最

的的是什么 ????? 重要的是什么 ???

中中国
}
日本
{
韩国国国 中

司
日本
}
韩国国

7772
.

444 8 8
.

000 8 3
.

333 健 康康 69
.

444 86
.

777 7 1
.

333

4446
.

666 50
.

777 5 8
.

333 温暖的家庭庭 4 6
.

666 4 7
.

333 4 3
.

000

444 5
.

ddd 56 333 50
.

333 钱 财财 卜2
.

333 60
.

777 33
.

333

333 1
.

444 7
.

333 16
.

777 能 力力 3 5
.

777
’

7
.

000 19
.

333

3330
.

州州3 6
.

333 2 1
.

777 精神的充裕裕 18
.

666 39
.

777 37
.

000

222 2
.

777
’

2 5
.

777 16
.

777 人际关系
...

2 5
.

333 22
.

333 20
.

333

222 0
.

777
’

5
.

333 4
.

777 丰富的知识
「「

2 3
.

111 5
.

333 8
.

333

1117
.

333 2
.

000 11
.

000 被人理解解 9
.

000 2
.

000 10
.

333

666
.

777 5
.

000 13
.

777 方便的生活活 1 1
.

333 4
.

333 19
.

333

333
.

666 15
.

000 12
.

777 充裕的时间间 7
.

333 15
.

333 20
.

777

111
.

000 4
.

000 2 333 为他人活着着 1 000 4
.

000 7
.

333

000
.

666 4
.

333 8
.

000 宗 教教 0
.

777 4
.

000 9
.

333

庭
” ,

后是
“

钱财
” .

在这一点上
,

中韩两国与日本的稍

微有所差别
。

当间题转到
“

对今后个人生活来说
,

最重要的是

什么 ?
”

时
,

中日韩三国仍把
“

健康
”

排在第一位
,

日本

仍把
“

钱财
”

排在第二位
,

显示出日本方面对经济稳定

的重视
。

而韩国除了仍然把
“

温暖的家庭
”

排在第二

位外
,

第三位已不是
“

钱财
” ,

而日
“

精神上的充裕
” ,

这

反映出韩国快速的经济增长
,

紧张的生活节奏
,

已使

人们产生很大精神压力
,

人们渴望在今后的生活中精

神上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放松
。

与此对比
,

中国方面的调查结果也显示出一些变

化
,

原来排在第二位的
“

温暖的家庭
”

降到第三位
,

而

原来排在第三位的
“

钱财
”

上升到第二位
。

这样
,

人生

中最重要的前三项内容的排列顺序就同日本完全一

致了
。

这可以说显示 了一种更注重经济的价值观的

出现
,

而这种价值观或许是与今后中国经济增长的大

趋势相互呼应的价值观
。

另外
,

从其他几个问题的统计结果上也看得出中

国青年价值观变化的这种趋向
。

例如
,

人们认为
,

在

今后的生活中
, “

能力
” “

人际关系
” “

知识
” “

方便的生

活
”

等
,

其重要性在增加
” ; 而

“

精神的充裕
” “

被人理

解
”

等项则不像现在这样重要
。

至于宗教
,

中国方面

仅有 0
.

7 % 的人认为重要
,

日本方面有 4 % 的人认为

重要
,

而韩国有近 1 / 10 的人认为重要
。

对于宗教
,

中

国青年的淡漠与韩国青年的重视
,

形成鲜明的对比
。

2
.

个人与社会

△优先参加什么活动

当几项活动的时间发生冲突时
,

从优先考虑参加

哪项活动中可以看出个人与社会组织的关系
,

从而看

出被调查者的归属意识
。

表 2 为调查结果
。

裹 2 优先参加何种集会的选择 %

(重要
十
第二重要 十第三重要 )

表中的数值是最重要的加上第二重要再加上第

三重要的合计
,

从调查结果上看
,

中日韩三国均认为
“

健康
”

是人生最重要的东西 (中国 72
.

4
,

日本 88
.

0,

韩国 8 3
.

3 )
。

除健康之外
,

另两项最重要的事项三国也取得一

致看法
,

其中一项是
“

温睦的家庭
” ,

另一项是
“

钱财
” 。

但从排列顺序来看
,

日本方面认为是先
“

钱财
”

后
“

温

暇的家庭
” ,

而中国和韩国方面认为先是
“

温暖的家

中中中国国 日本本 韩国国

业业余爱好者的集会会 2 0
.

777 30
.

999 1 4
.

444

单单位的文体小组活动动 1 6
.

555 23
.

555 13
.

666

同同 学 会会 17 444 18
.

888 37
.

333

工工 会会 1 0
.

777 10 111 2
.

555

公公 益 活 动动 10
.

777 4
.

000 7
.

666

保保护消费者活动动 2
.

999 0
.

77777

调查结果表明
,

中国和 日本选择
“

业余爱好者的

集会
”

的人最多
,

韩国是
“

同学会
”

占第一位
。

从传统文化上看
,

中国人例来重视 日常生活中的

娱乐活动
,

尤其是朋友之间的往来
,

为了朋友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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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会
,

有时甚至会设法躲开工作岗位上的活动
。

在表

l 的数据中
,

中国青年 目前对
“

精神充裕
”

和
“

人际关

系
”

的重视
,

也反映了这一倾向
。

表 2 统计的结果
,

可

以说反映了中国青年注重人际关系
、

注重朋友往来
、

注重娱乐活动的倾向
。

日本对
“

业余爱好者的集会
”

的重视
,

在中日韩三

国中表现最突出
,

比中国高出 10 个百分点
,

比韩国高

出 1 7 个百分点
。

这是因为
,

日本经济高度发达
,

在紧

张的工作之余
,

人们有经济实力更好地安排 自己的个

人生活
,

尤其是青年人
.

同老一代人相比
,

工作观已有

了巨大的转变
,

不再信奉
“

休息是为了工作 的传统工

作观
,

而是主张
“

工作是为了休息
” 。

另一方面
,

这一

结果也可以看做是 日本社会
“

内向型
”

生活方式的反

映
,

即二次大战之后
,

许多 日本人
,

尤其是青年一 代
,

不再对国际事务关心
,

而把精力花费到小团体内部的

娱乐活动之中
。

韩国方面最重视的是
“

同学会
” ,

其次才是各种娱

乐活动
,

这一点与中 日两国不同
。

在韩国
,

等级观念

很强
,

共同的经历会在社会交往 中形成牢固的纽带
,

因而
“

同学会
”

受到高度重视
,

对行业内的
“

工会
”

活

动
,

则反映平平
。

△归属意识

为更深入一步了解三国青年人的归属意识
,

在调

查了优先参加集体活动的选择之后
,

间卷中进一步设

计了
“

家庭
” “

工作 岗位
” “

地方社会
” “

市
” “

国家
” “

世

界
”

等几个选择方案
,

让年轻人标出与 自己关系最密

切的的一个方面
。

表 3 为调查结果
。

·

表 3 与自己关系 . 密切的是什么 %

为强制推行军国主义
、

国粹主义的逆反结果
,

国家的

概念在 日本年轻人中越来越淡化
,

被人称作
“

无关心
”

的一代
。

此次调查结果
,

证明日本的这一现象依然存

在
。

△好的领导

对于工作岗位上什么样的人物是年轻人 心目中

的好领导
,

从中可以看出青年人的工作观以及青年人

对工作与人际关系的看法等
。

在调查中
,

我们设计了

八种类型的领导
: “

无条件地宽容部下的过失
” “

有困

难时能给予物质上的帮助
” “

参加聚会多
” “

参加宴请

多
” “

电话多
” “

关心部下个人问题
” . `

有间题时能出现

在身边的人
” “

部下工作干不完时能过来帮忙
” 。

表 4

为选择人数较集中的前四项
。

表 4 什么样的人是好领导 %

中中中国国 日本本 韩国国

有有问题时能出现在身边边 6 0
.

777 3 6
.

000 7 4
.

000

关关心部下个 人问题题 56
.

777 1 8
.

333 76
.

333

部部下工作干不完能帮忙忙 4 0
.

777 3 4 333 3 1
.

777

有有因难时能给予物质帮助助 38
.

777 19
.

333 3 9 000

中中中国国 日本本 韩国国

家家 庭庭 8 8
.

000 80
.

777 9 6
.

777

工工作岗位位 8 5
.

000 63
.

333 5 7
.

000

地地方社会会 2 5
.

000 4 1
.

333 4 7
.

333

市市市 2 1
.

000 8
.

000 2 1
.

000

国国 家家 4 8
.

333 10
.

000 5 3
.

333

世世 界界 17
.

000 5
.

333 1 9
.

777

调查结果表明
,

中国青年认为家庭
、

工作岗位和

国家同自己的关系最密切 ; 日本青年认为家庭
、

工作

岗位和地方社会与自己关系密切
,

韩国青年几乎百分

之百的人认为家庭最为重要
,

其次是工作岗位和国

家
。

从三国调查结果的比较上看
,

中国和韩国青年的

国家意识较强
,

日本的国家意识较为谈漠
,

只有 1八O

的青年认为国家同自己关系密切
。

二次大战以后
,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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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统计结果上看
,

韩国青年最喜欢关心部下个人

间题的领导
,

而恰恰在这一点上
,

日本青年的评价不

高
。

在 日本的教育中
,

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较深
,

上级

过问部下的个人间题
,

往往被认为是干涉私生活
。

中

国青年则把在工作中给予关心鼓励的领导排在第一

位
,

把关心部下生活的领导排在第二位
。

由此可以得

出这样一个印象
,

中国青年喜欢
“

工作 十 生活
”

型的领

导 ; 日本青年喜欢
“

工作 十 工作
”

型的领导
,

韩国青年

喜欢
“

生活 + 工作
”

型的领导
。

对无条件宽容部下过

失
,

忙于开会赴宴的领导
,

三国青年的评价均不高
。

△人际关系

对人际关系所持的态度
,

实际上从一个侧面反映

出了该社会的行为规范
,

道德标准和社会风 尚
。

表 5

为中日韩三国年轻人对人际关系的基本看法
。

在有关人际关系的调查中
,

中日韩三国反映出很

大的共性
。

首先
.

三 国青年同意
“

要建立良好的人际

关系
,

开诚布公地谈出自己的想法是重要的
”

的人数

均超过了 80 %
。

对于
“

为了集体的利益
,

个人即使受

损失也要合作
”

的赞成率
,

也在 70 % 以上
。

日本青年

虽然赞成
“

对别人基本信任
”

的人数比中韩两国少
,

但

也超过了半数 ( 6 1
.

0 )
。

而在
“

即使在困难情况下也应

独立解决间题
”

上
,

日韩两国赞成人数均未超过半数
,

中国青年赞成的高达 67 %
。

由此看来
,

三国青年都主



对人际关系的基本看法

韩国

1 7
.

6

1 9
.

7

8 2
.

7

4 5
.

0

不同意

日本 韩国

对别人基本可以信任3 8
.

3 }6 2
.

7

要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开诚

布公谈出自己的想法是重要的

为了集体个人

受损失也要合作

即使在困难情况下也
应该独立解决问题

中国

3 7

1 3
.

3

1 5
.

6

2 9
.

6

1 4
.

7} 7
.

3

5 2
.

0 }1 3
.

7

71
.

7}54
.

3

一体一0 1 . 一0 4 . 一0 4 . 一. 3 5

5一
·

一国一. 7一0 . 一. 7一0 . 友一一中一 8 9一4 8一 77一 6 7

张待人坦诚
,

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发生冲突时
,

主 门组成的
,

这些团体
、

组织及部门在青年人中的印象

张以集体利益为重
。

所不同的是
,

在遇到间题时
,

中 如何
,

反映了这些团体部门在社会中的威望
。

表 6 为

国青年更崇尚独立解决问题
,

而日韩年轻人赞成靠集 调查结果
。

由于中日韩三国的社会制度不同
,

社会组

体的力量
。 一

织不同
,

因而中方的问卷同日韩两国有所不同
,

表 6

△对团体组织部门的看法 为三国相同部门的调查结果
。

社会是由发挥不同的职能作用的团体
、

组织及部

表 6 对社会团体组织部门的印象 %

人人人大大 公安安 新闻闻 宗教教 法院院 教育育 群众众

(((((议会 ))) (警察 ))) 媒介介 团体体体 部门门 团体体

对对社会贡献献 20
.

777 4
.

777 3
.

000 0
.

777 1
.

777 3 4
.

333 1
.

777

最最大的团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
55555

.

333 7
.

777 6
.

333 1
.

333 1
.

333 1 3
.

000 8
.

000

44444
.

000 7
.

000 8
.

777 7
.

777 2
.

000 12
.

333 2 6
.

000

希希望子女就就 2
.

333 4
.

333 30
.

333 1
.

000 6
.

777 10
.

333 1
.

333

职职的团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
33333

.

000 2
.

777 6
.

777 1
.

777 4
.

777 2 5
.

333 2
.

000

00000 33333 16
.

000 6
.

000 1 1
.

000 36
.

000 5
.

000

最最信赖的的 1 3
.

000 2
.

333 1
.

777 9
.

777 6
.

777 1 4
.

000 6
.

333

团团 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
22222

·

777 6
.

777 2
.

777 2
.

333 3 ]
.

777 8
.

333 6
.

333

11111
.

00000 7 000 18 000 9
.

000 2 2
.

000 24
`

000

最最不信赖赖 2 000 7
.

000 16
.

333 1 0
.

777 2
.

000 1
.

000 4
.

777

的的团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
333339

.

333 2
.

000 7
.

000 3 4
.

333 0
.

333 0 777 2
.

000

555553
.

333 8
.

333 2
.

777 4
.

000 2 000 0
.

777 0
.

333

今今后作用会会 16
.

777 4
.

777 1 1
.

777 2
.

333 12
.

777 14 333 5
.

777

加加强的团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
333334

.

000 0
.

333 3
.

333 1
.

777 1
.

333 3
.

000 1 1
.

333

222229
.

777 0
.

333 3 333 3
.

333 2
.

777 8
.

777 13
、

333

从调查结果上看
,

中国的青年认为对社会贡献最

大的部门是教育部门
,

这反映出教育的地位在中国得

到了提高
。

日本青年认为企业 (表中未列入 )对社会

(表中最上一行为中国
,

第二行为 日本
,

第三行为韩国 )

的贡献最大 ( 27
.

7)
,

这反映出人们对企业在经济增长

过程中的作用充分肯定
。

韩 国青年认为群众团体运

动对社会贡献最大
,

这可以看出韩国社会中的市民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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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运动对韩国的巨大的影响
。

此外
,

中国青年对人民 自己的子女能在
“

教育部门
”

中工作
,

而中国青年虽承

代表大会的评价也很高 ; 日本对替察的评价突出
。

认
“

教育部门
”

对社会的贡献
,

却不希望 自己的子女在

从信赖度上看
,

中国青年对
“

教育部门
”

和
“

人大
”

教育部门工作
,

这确是一个令人深思的观象
。

的信赖度最高
。

日本对
“

法院
”

的信赖度提高
,

反映了 对今后团体作用的估计
,

中国青年首先认为
“

人

日本法院在人们心中的威望和人们的法制观念
。

韩 民代表大会
”

的作用会加强
,

其次是
“

教育部门
” “

法

国的
“

市民运动团体
” 、 “

教育部门
”

和
“

宗教团体
”

在人 院
” “

新闻媒介
”

等
,

这是中国青年对今后中国社会发

们心目中的地位较高
。

展的希望和估价
。

日韩两国青年也估计议会在今后

对子女就职行业的肯定
,

中国青年希望自己的子 两国的发展中会加强作用
。

女在
“

新闻媒介
”

中工作的人数最多
,

其次是
“

党政机 3
.

家庭

构
” ,

希望子女在
“

教育部门
”

中工作的人数不过 11/ 0
。

中日韩三国同属儒教文化圈
,

有相似的传统的家

认为教育部门对社会贡献最大却不希望 自己的子女 庭伦理观
,

经济的发达和社会的发展
,

使这三个国家

在教育部门工作
,

恐怕与教育部门的待遇还不尽人意 的传统家庭观都发生了一些变化
。

此次调查中
,

了解

有关
。

日本的青年希望自己的子女在
“

企业
”

和
“

教育 了目前中日韩三国青年对传统家庭观
、

家庭与工作的

部门
”

中工作的人数最多
,

韩国是
“

教育部门
”

和
“

新闻 关系
、

家庭与地方社会的关系等几个方面的间题
。

以

媒介
”

方面最多
。

由此看来
,

日韩两国的青年均希望 下为这几个方面的调查结果
。

裹 7 对与父母同居的着法 %

中中中 国国 日 本本 韩 国国

赞赞赞成成 反对对 赞成成 反对对 赞成成 反对对

长长子夫妇应与父母同居居 1 9
.

333 70
.

444 32
.

777 65
.

000 50
.

444 4 9
.

666

女女子结婚应与公婆住一起起 13
.

777 7 7
.

444 2 1
.

000 7 4
.

777 36
.

777 62
.

000

表 8 对家庭生活的盆视

中中中 国国 日 本本 韩 国国

赞赞赞成成 反对对 赞成成
.

反对对 赞成成 反对对

应应为家庭留出更多时间间 70
.

777 25
.

333 3 5
.

333 63
.

000 77
.

444 22
.

333

应应为自己留出更多时间间 4 1
.

777 4 7
.

444 1 9
.

000 79
.

333 54
.

444 4 5
.

444

表 9 家庭生活与工作发生冲突时的选择

遵遵守约定定 工作优先先 根据情况选择择

中中国国 日本本 韩国国 中国国 日本本 韩国国 中国国 日本本 韩国国

1116
.

777 2 2
.

777 18
.

333 1 9
.

000 4 9
.

333 3 3
.

333 6 2
.

000 2 5
.

777 4 7 333

表 10 家庭活动与居委会时间冲突时的选择

韩韩韩国国 中国国 日本本

遵遵守同家人的约定定 17
.

000 4 1
.

777 3 9
.

333

出出席居委会会 2 1
.

000 2 3
.

000 1 8
.

333

根根据情况定定 60
.

000 3 3
.

333 4 1
.

333

综合分析以上调查结果可以看出
,

中日韩这三个

儒教文化圈中的国家
,

其传统的家庭观都发生了动

摇
。

中国和日本的青年既不赞成长子夫妇应同父母

住在一起
,

也不赞成女子结婚后应住在公婆家
。

从中

日之间统计的数字上看
,

中国反对长子夫妇应同父母

同居和女子婚后应同公婆居住在一起的传统儒教观

点人数
,

比提倡
“

脱亚入欧
”

长达一百多年的日本还

多
。

在 日本
,

尽管西方文化对青年人的影响很大
,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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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子夫妇同父母居住在一起的还是居多
,

长子继承制 9
、

10)
,

尤其是 日本青年
,

更明确地显示出以工作为主

和长子赡养父母的传统依然根深蒂固
。

而在中国
,

由 的倾向 (见表 9 )
,

说明日本传统的工作观仍在影响着

于居住条件
,

更重要的是由于观点的转变
,

青年人普 年轻一代
。

遍认为不一定由长子夫妇同父母住在一起
。

中 日韩 4
.

社会问题

三国相比
,

韩国方面在保留传统家庭意识方面显得突 青年是对社会问题反映敏感的群体
,

本次调查同

出一些
.

赞成与反对长子夫妇同父母住一起的人数基 样看出了青年人对社会间题的关心
。

在调查社会间

本上是各占一半
,

而认为女子婚后应同公婆住在一起 题方面
,

中方间卷中的问题与日韩稍有不同
,

中方问

的也同中日两国一样居少数
。

这就是说
,

三国的青年 卷调查的是
“

物价
” 、 “

吸烟的危害
” 、 “

教育
” 、 “

医疗费

人的小家庭意识正趋向强化
。

用
” 、 “

住宅价格上涨
” 、 “

交通
” 、 “

环境
” 、 “

高龄化的措

另外
,

以赞成与反对为家庭留出更多时间这一间 施
”

等问题
,

日韩间卷调查的是
“

吸毒
” 、 “

吸烟造成的

题上可以看出这一点
:

三国的青年人 (尤其是中国和 健康危害
” 、 “

青少年犯罪
” 、 “

爱滋病
” 、 “

住宅价格上

韩国 )大多主张应为家庭留出更多时间
。

但这决不意 涨
” 、 “

交通堵塞
” 、 “

环境破坏
” 、 “

高龄化措施
” 、 “

外籍

味着青年人主张放弃工作而过小家庭生活
,

而是采取 劳工措施
”

等
。

表 n 为中日韩三国共同间题的统计

灵活的态度
,

主张根据具体情况采取适合行动 (见表 结果
。

表 11 对社会问题的看法 %

严严严重重 不严重重

中中中国国 日本本 韩国国 中国国 日本本 韩国国

吸吸烟造成的健康危害害 64
.

333 56
.

000 87
.

777 30
.

000 4 3
.

777 11 000

住住宅价格上涨涨 69
.

666 83 777 82
.

777 3
.

666 16
.

333 14 000

交交通堵塞塞 85
.

000 90
.

777 9 9
.

000 13
.

777 8
.

777 0
.

666

环环境破坏坏 90
.

777 96
.

000 9 6
.

777 7 000 3
.

333 3
.

000

对对高龄化措施不足足 56
.

000 93
.

000 80
.

777 31
.

000 6
.

333 15
.

777

从调查结果上看
,

中国青年认为中国最严重的社

会问题是
“

物价问题
”

(95
.

0
,

表中未列入 )
,

其次是
“

环

境破坏
” 、 “

教育问题
” 、 “

交通堵塞
”

等
。

日本青年认为

日本最严重的社会问题是
“

环境破坏
” ,

其次是
“

对高

龄化措施不足
” 、 “

交通堵塞
”

等
。

韩国青年认为韩国

最严重的社会间题是
“

交通堵 塞
” ,

其次是
“

环境破

坏
” 、 “

住宅价格上涨
”

等
。

比较三国的基本情况
,

可以

看出中国所面临的是经济迅速发展中的间题
,

日本是

经济高度发展后的向题
,

韩国是经济的发展与社会机

制的协调间题
。

无论怎样
,

三国之间所面临的间题许

多都是共同的
,

这为三国之间开展共同研究展示了极

大的可能性
。

三
、

有关国家
、

政治
、

经济方面的

调变结果分析

1
.

国家

△深刻体会到
“

国家
”

的时刻

中日韩三国青年的国家意识如何
,

是一个令人十

分感兴趣的间题
,

在 日常生活中
,

人们往往意识不到

“

国家
”

和
“

国家的作用
” ,

因而在问卷中
,

设计了几种

场合
,

看人们在什么场合中最能意识到
“

国家
” 。

表

12 为调查统计结果
。

比较一下调查的结果
,

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
,

中

日韩三国的青年均是在奥运会上升国旗时会强烈产

生国家意识
。

由此看来
,

在重大国际项 目中夺金牌
、

升国旗
,

对加强青年的国家意识作用巨大
。

其次
,

国

民经济的强大
,

国力的增强也会使青年人对国家产生

自豪感 ;而国家在政治
、

经济上处于危机时
,

也会唤起

青年人的爱国热情
。

这两点
,

在中日青年之间表现得

突出一些
。

韩国青年认为
,

在外交上取得重大成果时

会产生强烈的国家意识
。

这与朝鲜半岛分裂
,

韩国极

力加强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有一定关系
。

△国际社会中的重要国家

为了解青年人对国际社会中重要国家的估价
,

在

此次间卷中设计了这样一个间题
:

在现在的国际社会

中
,

您认为地位最重要的是哪个国家? 并列举出
“

中

国
” 、 `

旧 本
” 、 “

韩国
” 、 “

美 国
” 、 “

英 国
” 、 “

德国
” 、 “

法

国
” 、 “

俄罗斯
” 、 “

中东国家
” 、 “

澳洲国家
”

等
,

供调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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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选择
。

表 1 3为调查结果
。

表 1 2 什么时候强烈愈识到国家

中中中国国 日本本 韩国国

奥奥运会上升国旗的时候候 34
.

777 2 9
.

000 36
.

333

在在外交上取得重大成果的时候候 1 1
.

777 1 1
.

2 333 5
.

000

经经济上比其他国家先进的时候候 2 5
.

777 1 6
.

000 11
.

777

人人民的福利设施充足的时候候 6
.

12 333
.

000 12
.

333

政政治经济处于危机的时候候 1 4
.

3331 3
.

1 1 333
.

777

表 1 3在国际社会中有盆要作用的国家 %表 1 5理想的国家

中中中国国 日本本 韩国国

中中 国国 12
.

000 1
.

777 5
,

777

日日 本本 2
.

333 2 3
.

333 2 1
.

000

美美 国国 8 2
.

777 7 0
.

333 lll

5555555550
.

000

俄俄罗斯斯 0
.

3333333

韩韩 国国国国 5
.

000

从调查结果上看
,

三国青年普遍认为在 目前的国

际事务中
,

美国的影响力最大
。

此外
,

中国青年认为

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有不容忽视的作用 ; 日本和韩国青

年对日本的作用给予较高的评价 ;韩国青年还对中国

和韩国的作用加 以肯定
。

△对重要国家重要度的认识

此问题仅限于中日韩之间的评价上
,

并未把其他

国家列入评价对象
,

评价的方法是把重要性分为 10

分
,

看这三个国家处在什么位置上
。

表 14 为调查结

果
。

表 14 中日韩三国的盆要度 %

中中中国国 日本本 韩国国

中中 国国 10
.

333 0
.

777 0
.

777

日日 本本 5
.

000 4 1
.

000 1 1
.

000

韩韩 国国 0
.

77777 5
.

777

美美 国国 2 8
.

333 4
.

333 15
.

777

瑞瑞 士士 25
.

777 2 1
.

000 14
.

777

新新 加 坡坡 1 1
.

000 0
.

333 1
.

000

澳澳大利亚亚 1
.

777 11
.

000 7
.

000

~~~

赢一巡彭塑塑
中国国 日本本 韩国国

中中 国国 6
.

222 5
.

666 6
.

333

日日 本本 6
.

000 7
.

888 7 000

韩韩 国国 5
.

222 5
.

222 5 888

从统计结果的比较上看
,

中国青年认为这三个国

家的顺序是中
、

日
、

韩 ;而 日本和韩国青年们认为这三

个国家的顺序是 日
、

中
、

韩
,

这显示出三国青年对此问

题的看法存在分歧
。

△青年人心目中的理想国家

在国际交往频繁
,

信息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中
,

一旦提起
“

理想的国家
”

时
,

青年人首先想到的是哪个

国家呢 ? 这是一个有关各国形象 比较的间题
,

表 巧

为调查结果
。

7 8

从调查结果上看
,

日本青年对 自己的国家最为满

意
,

将自己的国家视为
“

理想国家
”

的人数最多
,

其次

对瑞士和澳大利亚的评价也不错
,

对美国的评价则不

高
。

韩国青年认为美国和瑞士是
“

理想国家
”

的人较

多
,

其次是日本
、

澳大利亚
,

认为自己的国家应排在这

些国家之后
。

中国青年虽然同韩国青年有共同倾向
,

对美国和瑞士的评价最高
,

所不同的是
,

对新加坡和

中国自己的评价也较高
。

由此可以看出
,

新加坡的一

些治国措施和成效给中国青年以深刻印象
,

同时由于

中国改革政策的成功
,

也使中国青年对祖国的前途充

满信心
。

△对有关国家理想度的评价

为进一步了解中 日韩三国青年对本国及有关国

家理想度的评估
,

在间卷中列出八个国家
,

并把理想

度分 10 分
,

请青年们逐一打分评估
。

表 16 为统计结

果
。

对理想度的评估同对理想国家的评价一样
,

日本

青年依然对本国的评分最高
,

这一点同以往在日本青

年中做过的多次调查结果相同
,

说明了日本在经济高

速增长后
,

日本青年对本国情况的满足
。

韩国青年认

为瑞士是最理想的国家
,

其次是瑞典
,

反映了韩国青

年对福利社会
、

安稳社会的向往
。

中国青年认为目前

中国的理想度并不高
,

这说明中国青年对目前中国的



发展水平还不满意
,

可以说
,

这正是中国继续发展的

动力
。

那么 10 年之后
,

即到了下个世纪
,

中日韩三国

对 自己国家发展的前景是怎样估计的呢 ? 表 17 为这

一问题的调查结果
。

表 16 有关国家的理想度 %

一
~ ” ’

.l

一
” ’

一一
一 ~

} 革国丫泊苯刁 骊爵
.

表 17 10 年后中日韩三国理想度评估 %

从这个间题的调查结果上看
,

日本青年认为 10

年后 日本的理想度会降低
,

这表现了 日本青年对国家

前途的担优
。

而中国青年和韩国青年认为 10 年后 自

己的国家还会发展
,

尤其是中国青年
,

认为自己国家

的理想度会比现在大大提高
,

这充分说明中国青年对

自己国家的前途充满信心
。

△对目前国力的评估

对于国力的评估
,

问卷分
“

经济
” “

政治
” “

军事
”
三

个方面
,

请中日韩三国青年评出目前国际社会中有重

要地位的三个国家或集团
。

其调查结果是
:
日本青年

认为当前在经济方面
“

美国
”

( 87
.

3)
、 `

旧 本
”
( 80

.

3) 和
“

欧洲共同体
”

( 37
.

7) 的地位最重要 ; 在政治方面是
“

美国
”

( 90
.

0 )
、 `

旧 本
”

(4 4
.

0 )和
“

俄罗斯
”

( 39
.

3 )最重

要 ;在军事方面是
“

美国
”

( 85
.

0 )
、 “

俄罗斯
”

( 5 1
.

0 )和

“

中国
”

( 40
.

7 )最重要
。

韩国青年认为在经济方面是
`

旧 本
”

( 86
.

3 )
、 “

美

国
”

(82
.

7) 和
“

中国
”

( 2 4
.

0) 最重要 ;在政治方面是
“

美

国
”

( 7 3
.

3 )
、 “

俄罗斯
”

( 52
.

0 )和
`

旧 本
”

( 36
.

3 )最重要
,

在军事方面是
“

美国
”

( 89
.

3 )
、 “

俄罗斯
”

( 56
.

0 )和
“

中

国
”

( 39
.

0 )最重要
。

中国青年认为
,

目前在经济方面最重要的国家或

集团是
“

美 国
”

( 88
.

7 )
、 `

旧 本
”

( 79
.

7) 和
“

欧共体
”

( 4 9
,

7 ) ;在政治方面是
“

美国
”

( 92
.

0 )
、 “

中国
”

( 6 2
.

7 )

和
“

联合国
’

供 2
.

0) 最重要 ; 在军事方面是
` ’

美国
”

( 93
.

7 )
、 “

俄罗斯
”

( 65
.

0 )和
“

中国
”

( 50
.

7 )最重要
。

综上所述
.

中日韩三国青年共同认为
,

美国是 目

前经济
,

政抬和军事强国
,

日本是经济强国
,

中国是军

事强国
。

日韩青年认为日本也是政治强国
,

韩国青年

认为中国是经济强国
。

但中国青年不这么认为
,

他们

既不认为日本是当前国际社会中的政治强国
,

也不认

为中国是当前国际社会中的经济强国
。

△对 10 年后国力的评估

那么
,

对 10 年之后
,

即 2 00 5 年世界各国国力的

评估会是怎祥呢? 对此
,

日本青年认为
,

10 年之后
,

国际社会中在经济方面最重要的前三位国家或集团

是
`

旧 本
”

( 7 5
.

3 )
、 “

美国
”

( 72
.

0 )和
“

中国
”

( 4 2
.

0 ) ; 在

政治方面是
“

美国
”

( 82
.

3 )
、 “

中国
”

( 54
.

0) 和
“

俄罗斯
”

( 2 8
、

3 ) ;在军事方面是
“

美国
”

(7 6
.

0 )
、 “

中国
”

( 4 9
,

3 )

和
“

俄罗斯
”

( 38
.

0 )
。

韩国青年认为
,

到了 20 05 年
,

国际社会中在经济

方面实力最强的三个国家是
“

日本
”

( 85
.

0)
、 “

美国
”

(5 9 7) 和
“

中国
”

( 39
.

0) ;在政治方面实力最强的国家

是
“

美国
”

( 72
.

7 )
、 `

旧 本
”

( 5 8
.

0 )和
“

中国
”

( 36
.

7 ) ;在

军事方面实力最强的三个国家是
“

美国
”

( 72
.

7)
、 “

中

国
”

( 4 9
.

0 )和
`

旧 本
”

( 4 9
.

0 )
。

中国青年认为
,

到下个世纪初
,

中国在经济方面

的重要性
,

会居于世界第一位 ( 69
.

3)
,

其次是
“

美国
”

(6 6
.

3) 和
“

日本
”

(弘
.

3 ) ; 在政治方面
,

在国际事务 中

影响力最大的是
“

美国
”

〔81
.

7)
、 “

巾国
”
了51

.

3) 和
“

俄

罗斯
”

( 30
.

0 ) ; 在军事方面最强大的三个国家是
“

美

国
”

( 88
,

3 )
、 “

中国
”

( 62
.

0 )和
“

俄罗斯
”

( 37
.

7 )
。

由此可以看出
,

中日韩三国青年共同认为
,

到了

下个世纪
,

各国的国力会发生变化
,

一方面
,

美国还能

保持经济
、

政治
、

军事强国的地位
,

日本还能保持经济

强国的地位
,

俄罗斯还能保持军事强国的地位
,

而另

一方面
,

中国的国力会大大加强
,

无论在经济
、

政治还

是军事方面
,

都会跻身于世界之列
。

这说明
,

中国改

革开放政策的成功
,

经济的迅速发展
,

末仅使中国的

青年对国家的前途充满信心
,

也使其它国家的人士对

中国的前途刮目相待
。

2
.

政治意识

△治国策略

青年是未来社会的主人
,

青年人的抱负不仅孕育

着将来社会的雏型
,

也反映了他们对现代社会的某种

看法
。

本调查设计了如下问题
,

以了解中日韩三国青

年的未来意识
: “

如果您成为政治家
,

您打算实行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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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 国内政策是什么? 第二项政策是什么? 第三项

政策是什么? 结果如表8 1
。

表8 1当上政治家后在国内实行的政策 %

中中中国国 日本本 韩国国

振振 兴 经 济济 6 6
.

333 62
.

0005 6
.

777

清清 除 腐 败败 68
.

6663 3
.

4443 9
.

333

政政 治 改 革革3 1
.

6663 5
.

9998 1
.

000

消消灭贫富差别别 1 2
.

7779 1
.

7773 5
.

777

改改造国民意识识 18
.

000 21
.

333 4 1
.

777

维维 持 治 安安4 1
.

7778
.

5 000 2
.

333

提提高社会福利利8
.

333 5 9
.

3 3 777
.

777

发发展农村经济济9
.

0004
.

3 777 1
.

000

发发 展 教 育育5 2
,

000 3 4
.

333 3 2
.

000

推推 进 外 交交 4
.

111 1 6
.

777 2
.

333

意识感很强的国家
,

强烈的民族意识在推动韩国经济

的发展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

在亚洲时代即将来临之

际
,

韩国青年希望改变
,

国民意识
,

也许是为了获得更

大发展而进行的一种努力
。

△希望亚洲有什么样的集团

当前
,

世界各地出现了一些区域性合作集团
,

如

欧洲共同体
、

东南亚联盟等
,

呼吁东亚地区结成合作

关系的声音也很强烈
,

那么
,

中日韩三国青年对此有

什么看法呢 ? 表 19 为调查结果
。

表 19 希望亚洲有什么样的结合体 %

从共同关心的课题上讲
,

中日韩三国青年最重视

的是经济问题
,

东亚三国青年对经济间题的高度重视

是这一地区的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动力
,

也是三国

之间开展共同课题的基础
。

从三国青年政治抱负的

特点上看
,

中国青年主张首先应清除腐败的人数甚至

高于主张振兴经济的人
,

由此可以看出在经济迅速增

长
,

市场经济全面推进的形势下
,

中国青年对反腐败

问题的高度重视
。

此外
,

主张优先发展教育的人数
,

在中国青年中也占很大比例
,

这一点可以看出中国青

年对提高中国教育水平的强烈愿望
。

日本青年的政治抱负
,

除要振兴经济外
,

还把提

高社会福利放在突出地位
。

日本是个经济高度发达

的社会
,

但人们对老龄之后的生活十分担忧 (见 表

11)
,

认为应当大力加强社会福利
。

应当提出
,

这种愿

望
,

不仅是 日本青年的一种抱负
,

也是对 目前现实 日

本社会政策的一种批判
。

韩国青年的抱负与中日两国青年不同
,

他们把改

造国民意识提到很高的位置
,

其人数甚至稍稍超过在

现实社会中呼声很高的
“

清除腐败
” 。

韩国是个民族

中中中国国 日本本 韩国国

环环 太 平 洋 圈圈 3 5
.

000 50
.

777 47
.

777

东东 南 亚 联 盟盟 2 2
.

000 1 4
.

333 2 4
.

777

环环 日 本 海 圈圈 3
,

777 1 0
.

777 6
.

777

环环 黄 海 圈圈 8
.

000 5
.

777 1 6
.

777

不不应有什么集团团 19
.

000 1 0
.

000 4
.

000

从调查结果上看
,

中日韩三国青年希望亚洲能结

成
“

环太平洋圈
”

的人最多
,

这一愿望
,

既符合即将来

临的
“

亚太时代
” ,

也是下个世纪中日韩三国更好地相

互往来的基础
。

此外
,

中国不希望结成什么联盟的人

数高于 日韩两国
,

说明中国青年对本国的能力有足够

的信心 ;韩国青年希望建立
“

环黄海圈
”

的呼声高
,

反

映韩国青年建立地区性联系的强烈愿望
。

3
.

经济意识

△经济政策

日本经济在亚洲地区最先获得成功
,

目前产业结

构较为合理
,

技术力量雄厚
。

韩国经济在日本经济的

带动下迅速掘起
,

成了亚洲
“

四小龙
”

之一
。

中国经济

经历了几乎所有经济问题都由国家控制的计划经济

时代
,

80 年代实行改革开放后
, `

人们对市场经济有了

重新认识
。

那么
,

在中日韩三国青年的心 目中
,

赞成

什么样的经济政策呢 ? 本调查设计了
“

例如您来制定

国家经济政策
,

您认为什么政策最理想
”

这样一个间

题
。

表 20 为调查结果
。

表 2 0 希望实行什么经济政策

中中中国国 日本本 韩国国

国国家积极介入各类产业业 15
.

333 17
.

333 3
.

333

国国家仅介入战略产业部部 69
,

333 2 7
.

777 6 1
.

777

门门其余实行民间主导导导导导

国国家对各类产业均不介入入 5
.

000 4 0
.

333 27
.

777

不不 知 道道 10
.

333 14
.

333 7
.

333

8 0



从调查结果上看
,

日本青年多数人主张国家对各

类产业都不介入 ;多数中国青年和韩国青年主张国家

仅介入战略产业部门
,

其余应实行市场经济
。

在三国

之中
,

同意国家仅介入战略产业部门观点的人数属中

国最多
,

主张国家对各类产业均不介入的属 中国最

少
,

此现象表明中国青年对市场经济有了新的认识
,

但都反对国家对任何产业都不加以管理控制的政策
。

青年的这些认识
,

对中国推行合理的经济政策十分重

要
。

△经济发展的动力

在东亚地区
,

日本与韩国的经济先于中国发展起

来
,

三国青年对 日韩两国的经济发展动力的认识如

何
,

是此次调查的一个内容
。

表 21 为调查结果
。

裹 Z I B林两国经济发展的原因 %

从调查结果
_ _

七看
,

三国青年共同认为
,

日本经济

发展的动力是国民性和技术力量
,

除此之外
,

中国青

年认为经济制度是原因之一
,

日不青年认为工薪阶层

是原因之一
,

韩国青年认为企业经营者是原因之一
。

由此可知
,

中国青年对 日本经济制度的保障作用评价

较高
,

日本青年对 日本人的拼命工作精神给予足够肯

定
,

韩国青年认为 日本企业者的管理水平较为合理
。

对于韩国经济的成功
,

日韩青年一致认为首先应

当是
“
国民性

” ,

其次
,

日本青年认为是
“

政治指导
”

和
“

技术力 t
” ;韩国育年认为是

“

工薪阶层
”
和

“

技术力

量
” 。

中国青年认为首先应肯定
“

技术力量
” ,

其次是
“

经济制度
” 、 “

国民性
”

等
。

从 日韩的 比较上看
,

中国

青年认为政治指导在韩国的作用比 日本方面突出
。

日日日本本 韩国国

中中中国国 日本本 韩国国 中国国 日本本 韩国国

国国 民 性性 67
.

777 73
.

000 72
.

333 35
.

000 61
.

000 64
.

777

人人 口口 6
.

333 6
.

777 4
.

777 5
.

333 14
.

777 18
.

777

资资 源源 1
.

777 2
.

333 2
.

777 10
.

000 6
.

777 2
.

777

技技 术 力 量量 77
.

333 79
.

777 80
.

000 56
.

333 33
.

777 气, 飞飞

资资 本
’’

14
.

777 1 7
.

777 3 1
.

777 2 2
.

333 6
.

777 10
.

777

政政 治 指 导导 7
.

777 10
.

000 17
.

000 25
.

000 4 2
.

000 16
.

777

经经 济 制 度度 4 4
.

000 2 1
.

000 27
.

000 55
.

333 18
.

333 12
.

333

工工 薪 阶 层层 4
.

333 3 6 000 16
.

000 5
.

333 12
.

000 6 1
.

000

企企业经营者者 43
.

000 2 5
.

777 4 7
.

777 36
.

000 2 9
.

000 44
.

333

四
、

结束语

此次调查
,

在中 日韩青年之间是首次
,

调查的项

目也较广泛
。

从调查结果的初步分析上可以看出
,

中

日韩青年之间存在许多共同关心的问题
。

此次调查

的结果
,

无论是对于开展中国青年未来意识的研究
,

还是推进中外青少年的比较研究
,

都是十分有惫义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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