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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的孩子们：

中国新生代与中国发展新时代

李春玲

提要：改革开放后出生的中国新生代，是深受重大社会历史变迁影响又

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社会代”。高速经济增长、独生子女政策、教育扩

张、互联网兴起、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以及全球化和中国崛起等一系列重

大历史事件交织于他们的个体生命历程中，在他们成长的每个阶段影响着他

们的生存机遇，形塑了他们的代际特征，凸显了他们与前辈群体的代际差异。

但与此同时，新生代的代际共性未能突破社会结构的制约，代际认同也没能

消解代际内部的社会经济差异。相反，市场化推进导致的社会分化强化了阶

层地位代际传递效应，“二代”现象也成为新生代无法回避的代际面貌之一。

当今中国的发展进入了新时代，青年的发展也迈入了新时期，均衡发展是新

生代在新时代面临的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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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１８日，《人民日报》为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而发表
的社论把改革开放称为“新的伟大革命”，认为其“书写了一个国家繁

荣发展的壮丽史诗，激荡起一个民族生机勃勃的复兴气象，不仅深刻改

变了中国，也深刻影响了世界”。① 在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中国新

生代”，②既受这一历史性巨变的影响而形成独特的社会性格，也因成

为这一历史性巨变的推动者、引领者而在这一过程中被打下代际烙印。

“８０后”青年在改革开放政策开始实施之后出生，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
化进程成长，既受益于经济社会迅猛发展带来的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

也承受着市场化全面推进带来的前所未有的竞争压力。同时，他们作

为使用互联网的先锋群体，充分展示出与前辈群体不同的态度与行为

倾向；他们通过互联网及各种新媒体发声，代表着中国新生代的崛起。

随之而来的“９０后”，是在更加富裕、丰富的生活环境和更加宽容、自由
的社会氛围中成长的真正的“互联网的一代”，他们的成长历程伴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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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社论：《在新时代创造新的更大奇迹———庆祝改革开放４０周年》，２０１８年１２
月１８日头版头条。
“中国新生代”是指１９８０年之后出生的人，其主要人群是“８０后”和“９０后”。



中国全面融入全球化和“中国崛起”的步伐。在视野更开阔、更自信、

取向更多元的９０后逐步取代８０后成为中国新生代主流的同时，“００
后”也在追随着９０后的步伐迈入新生代大潮。虽然他们中的多数人
还未离开学校走向社会，但是他们所创造的青少年文化已经成为社会、

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重要的创新源泉。改革开放造就了中国新生代，

中国新生代也是改革开放的生力军和先锋队。

一、改革开放大潮下形成的“社会代”

由德国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等人提出的“社会代”（ｓｏｃｉａｌｃｏ
ｈｏｒｔｓ）是代际社会学（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ｓ）的核心概念（Ｍａｎｎｈｅｉｍ，
１９５２）。区别于以生理年龄或父代—子代血缘关系为基础定义的代际
概念，“社会代”是因重大历史事件影响而形成独特社会性格并对后续

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同龄群体。按照曼海姆的说法，“社会代”是这样

的一群同龄人，他们深受青少年时期特殊社会历史环境（特别是与他

们息息相关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影响，基于共同的社会经历而产生强

烈的代际认同，形成与前辈极为不同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倾向（Ｐｉｌｃｈｅｒ，
１９９４）。“社会代”往往产生于重大的社会历史变迁时期，同时又在重大
的社会历史变迁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改革开放后出生的中国新生代，

正是深受重大社会历史变迁影响又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社会代”。

（一）在日渐富裕的生活中成长的独生子女一代
说到中国新生代，不论是８０后、９０后还是００后，人们最常给予他

们的特征标签都是“独生子女”，而且是生活于富裕环境中、在父母和

祖父母宠爱下的独生子女。的确，独生子女现象与新生代的代际特征

密不可分，倡导“一个家庭生育一胎”的计划生育政策是影响中国新生

代的重大历史事件，而这一政策与经济的高速增长相结合，对新生代的

成长历程产生了重要影响。

改革开放带给中国持续几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人们的收入水平

快速提高，物质生活极大丰富。在改革开放初期的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
８８３％的中国人处于贫困之中；而在三十多年之后的２０１３年，中国的
贫困发生率下降到１９％，约８５３亿人脱贫。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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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从１９７８年到２０１７年增长了２２８倍（国家统计局，２０１８ａ，２０１８ｂ），中
国从最贫穷的低收入国家一跃成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中国新生代

正是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中度过了他们的青少年时期。与此同时，

也是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开始推行对新生代产生重大影响的独生子

女政策，家庭“小型化”和“少子化”趋势快速发展，新生代独生子女比

例不断提高。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２０１７年中国社会状
况调查数据（参见图１），“６０后”和“７０后”人群中独生子女比例极低
（分别为４３％和６８％），８０后和９０后独生子女比例则较高（分别为
１９％和３２％），００后人群中的独生子女比例更是高达６０％以上（国家
统计局，２０１８ａ，２０１８ｂ）。虽然多数来自农村家庭的８０后和９０后并非
独生子女，但少子化现象已十分普及，８０后和９０后中的独生子女和
“二孩”合计占比分别达到了６１１％和８１６％。总体而言，多数来自城
市家庭的新生代是独生子女，多数来自农村家庭的新生代是二孩。

图１　独生子女比例与独生子女及二孩合计比例的代际差异

独生子女及少子化现象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家庭结构、家庭关系

及子女养育方式，也深深影响了中国新生代在幼儿期及青少年期的生

活境遇。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独生子女政策使日渐富裕的中国家庭有越

来越多的资源投入子女的养育，父母们对他们仅有的一个孩子或仅有

的少数子女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这使得新生代青少年享有的物质

生活条件和营养健康水平远远高于其父辈青少年时期的状况，这一变

化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中国新生代的身体素质得到了极大改善。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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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调查统计数据，从１９８７年至２０１３年，中国５岁以下儿童
发育迟缓患病率从３８２％下降到８１％，５岁以下儿童体重过轻比例
从１８７％下降到２４％。与此同时，新生代青少年身高水平也在不断
增长。不论是城市还是农村，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青少年身高体重都

显著增长（中国学生体质与健康研究组，２０１４），特别是农村地区青少
年身体健康水平的提升更加明显（高迪等，２０１８）。威胁青少年成长的
最主要因素不再是饥饿、贫穷和营养不良，而是在部分青少年中显现的

肥胖症、营养过剩等“富贵病”。

身体素质的变化仅是独生子女现象的一个方面，人们更加关注的

是独生子女现象对于新生代的心理、行为、价值观念的影响，并担忧８０
后和９０后独生子女成为“依赖”、“任性”、“娇惯”、“自我中心”、“缺乏
社会责任感”的“垮掉的一代”（包蕾萍，２０１１）。然而，随着新生代的成
长，一系列实证研究发现，独生子女现象并不会带来心理、人格上的负

面影响，反而由于独生子女受到父母更多的关注、拥有更加亲密的亲子

关系，其心理健康水平表现更优（詹启生等，２０１７；张驰等，２０１５；张小
远等，２００７；郝克明，２０１０）。

独生子女现象的影响不仅在于新生代个体的生理、心理素质，还经

由个体、家庭层面渗透于社会的各个方面。家庭小型化和少子化趋势

改变了传统中国家庭的代际关系和子女养育方式，父母与子女之间更

加亲密与平等（阎云翔、杨雯琦，２０１７；原新、穆滢潭，２０１４；穆滢潭、原
新，２０１６），子女的个性需求和自主意识得到更多的尊重，亲子关系经
历颠覆与重构（周晓虹，２０１５）；这种家庭内代际关系的变化逐步蔓延
于整个社会，随着新生代步入社会，自信、自主、开放的理念与行为也在

改变整个社会的代际关系。青年人不再仅仅是被动顺从的被教化者，

老一代人也不再是拥有绝对权威的教化者。更加平等、宽容、相互尊

重、共融和谐的代际关系给予新生代更大的社会空间以展现个性、张扬

自我、创新求变，这也成为社会经济发展、不断提高创新能力的重要

动力。

（二）在教育扩张潮流中成长为高文化素质的一代
改革开放不仅造就了高身体素质的新生代，还造就了高文化素质

的新生代。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高速增长促进了社会领域的多方面发

展，教育事业突飞猛进正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成就之一。中国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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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成长期正好撞上了中国教育的大扩张时代，８０后要进大学校门的
时候赶上了“大学扩招”，９０后上中学的时候赶上了“九年义务教育普
及”。１９９９年中国政府开始实施“大学扩招”政策，由此开启了中国高
等教育大众化的步伐。这项政策实施之前的１９９８年，中国大学毛入学
率仅为６％，即１００个适龄青年中有６人能上大学。而随着大学扩招
政策开启的高等教育扩张则使大学毛入学率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到

２０１６年，大学毛入学率已达到４８４％，即大约半数的适龄青年有机会
接受高等教育。根据２０１７年中国社会状况调查数据（参见图２），８０
后成为大学扩招政策的最大受益者，与前辈相比，他们接受高等教育的

机会大幅上升，其比例（２８３％）分别是 ７０后（１３８％）和 ６０后
（６１％）的两倍多和四倍多。９０后进一步享受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成
果，他们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在８０后的基础上又提高了近１９个百分
点，达到４７％。００后在２０１８年开始迈入大学校园，他们中拥有大学文
凭的人将会更加普遍。

图２　中、高等教育机会和受教育年限的代际差异

在高等教育大众化推进的过程中，还有约六成的新生代成员没能

迈入大学校门，但教育扩张浪潮也使他们极大受益。自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末开始，政府加大力度推进九年制义务教育，到２０１１年全面完成普
及，这使新生代的中等教育完成率极大提高。根据２０１７年中国社会状
况调查数据（参见图２），８０后和９０后接受过初中教育和高中教育的
比例增长幅度较之前明显加快，８０后中有 ８５７％接受了初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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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６％接受了高中教育；９０后中有９５８％接受了初中教育，７３８％接
受了高中教育，两者的比例都远远高于前辈群体。

由“大学扩招”和“九年义务教育普及”等一系列教育发展战略所

构成的教育扩张大潮，成为对中国新生代生命历程产生重大影响的历

史事件，使中国新生代的教育水平相较于前辈有极大幅度的提高。在

教育扩张浪潮推动下，中国新生代成为有知识、有文化、有技能的一代，

为我国劳动力市场提供了高质量的人力资源，确保了经济增长的可持

续性，提升了国际竞争力。更为重要的是，教育水平普遍提高，代表了

人的全面发展。教育不仅使中国新生代拥有知识和技能，而且也使他

们具有开阔的眼界、独立的思考、理性的判断、创新的能力、文明的品

德、强烈的进取心以及自信心。在竞争激烈的劳动力市场中，他们比年

长群体更有竞争力；面对高新科技发展、产业转型、新经济兴起，他们的

学习能力、接受能力、创新能力更强；在快速流变的文化潮流中，他们成

为时尚的引领者；面对剧烈的社会变迁，他们的适应能力更强。所有这

一切，为他们在父辈面前赢得了前所未有的代际平等地位，冲击了传统

上“论资排辈”的代际格局，使其作为新生代的社会地位和作用突显。

（三）在人口流动大潮中成为流动迁徙的一代
改革开放带来了我国经济的市场化转型，同时也加快了工业化和

城镇化进程，由此导致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中国新生代正是在这一

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在改革开放之前，除了一些政策因素（如三线建

设等）导致的人口迁徙，绝大多数人出生、上学、就业和结婚生子都居

于一地。但是，市场化、工业化和城镇化引发的人口流动大潮使许多新

生代在幼年时期就随父母流动迁徙，更多的新生代成员离开出生地、离

开父母去外地上学和就业。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流动人口规模不断增长，流动人口数量从

１９８２年的６５７万人持续增长到２０１５年最高峰的２４７亿人，相当于每
６个人中就有１人在流动。２０１５年后流动人口数量开始缓慢下降，但
２０１８年其数量仍保持在２４１亿（肖子华主编，２０１９）。在这些流动人
口中，新生代流动人口所占比重为 ６５１％。其中，３５５％是 ８０后，
２４３％是９０后，１９３％是００后，２０９％是“１０后”（国家卫生健康委员
会，２０１８）。２０１７年中国社会状况调查数据和２０１６年北京、上海、广州
三城市６０００户居民抽样调查数据显示（见表１），越年轻的代际群体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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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迁徙比例越高，而新生代人群的流动迁徙比例较之前几代人有更大

幅度的跃升。大量的新生代向城市迁徙，特别是涌向了“北上广”等超

大城市。在城镇地区，４５％的新生代非本地“土著”，而是由其他地区
迁徙而来，在北上广等超大城市，大约半数新生代不是本地土著。

　表１ 　　不同代际群体的流动迁徙人口比例 （％）
北京 上海 广州 全国城镇 全国

４０后 ２３５ １４５ ２３５ ３５３ ２５７
５０后 １７８ １３１ ２３２ ２８６ ２２７
６０后 ２０３ １９７ ２７４ ３２２ ２６１
７０后 ３６９ ３０１ ４４９ ３６１ ２９６
８０后 ４７１ ３８４ ５８１ ４５１ ３６６
９０后 ５３８ ４３４ ６１３ ４５４ ３６８

　　注：流动迁徙人口指现居住地不是其出生地（市／县）。

新生代与前辈流动人口的构成有所不同，“５０后”、“６０后”和“７０
后”流动迁徙者绝大多数是来自贫困落后乡村的低文化水平打工者，

即所谓的第一代农民工，他们大多在贫困乡村中长大成人，与城市居民

之间存在文化隔阂，在行为观念上也有明显差异。新生代流动迁徙者

的构成则较为多元化，不仅包括新生代农民工，还包括许多接受了高等

教育的大学毕业生；不仅有来自贫困乡村的打工者，也有来自其他城市

和小城镇的寻梦者。２０１７年中国社会状况调查数据显示，在８０后迁
徙者中，４２６％拥有非农户口，３８６％接受了高等教育；９０后迁徙者
中，３３３％拥有非农户口，４７１％接受了高等教育。城镇中的新生代迁
徙者拥有大学或大专文凭的比例更高，４５７％的 ８０后迁徙者和
５３６％的９０后迁徙者接受了高等教育。即使来自贫困落后乡村的新
生代农民工，他们中的多数也是在城市或小城镇接受中小学教育，早早

就离开乡土融入城市生活。新生代流动迁徙者与本地土著之间的文化

隔阂与行为观念差异日益淡化，虽然在一些大城市还存在着因户籍制

度而导致的对外来者的排斥和歧视（如子女入学等），但总体而言，在

新生代中本地土著与非土著之间的隔离正在消除，取而代之的是社会

经济地位和教育水平等因素而导致的分化。流动迁徙对新生代来说是

一种生活的常态，随父母迁徙、因教育而流动以及异地就业谋生成为新

生代成长经历的一个部分，他们的流动迁徙范围不仅跨越了省市，也跃

出了国界。改革开放之初的１９７８年，我国出国留学生只有８６０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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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回国者２４８人；而２０１６年，我国出国留学人数达到５４４５万人，同年
回国留学生人数为４３２５万人（刘宏森，２０１８）；不到４０年间，我国出国
留学人数增长６００多倍。流动迁徙不仅仅增长了阅历，也开阔了新生
代的眼界，创造了发展机遇，激励了追求成功的欲望。在流动迁徙大潮

中成长的中国新生代勤奋向上、努力拼搏，而这种拼搏精神是中国经济

奇迹的动力源泉。

（四）互联网兴起与智能手机快速普及培养的互联网一代
中国新生代的另一个代际标签是“互联网的一代”。改革开放带

来了中国科学技术和新兴经济的快速发展，在部分领域，中国几乎与发

达国家同步发展，甚至实现“弯道超车”而居于领先地位。互联网就是

其中之一，这也是成就中国新生代的重要契机。中国新生代的崛起与

互联网的普及几乎同步，作为新生代先行者的８０后青春文学写手正是
借由互联网兴起而引领８０后闯入公共视野。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互
联网造就了８０后，并彻底改变了社会领域原有的代际关系格局，使新
生代的社会、文化、经济影响力急速扩张（李春玲、施芸卿主编，２０１３；
李春玲，２０１３ａ）。更为重要的是，在互联网普及的同时，智能手机快速
普及，并使触网变得更加便利、快捷和低成本。上网不再局限于发达地

区、城市、富裕家庭、高文化水平的青年群体，而是普及于整个青年群

体。这极大地缩小了青年群体内部在信息获取与沟通等方面的阶层、

文化水平和地区之间的差距，强化了青年群体的代际认同以及价值观

念和行为取向的趋同，从而使新生代作为一个整体在公共领域发出越

来越大的声音，在社会的各个领域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力。

互联网与智能手机快速普及在增强新生代群体认同的同时，也令

代际之间出现“数字鸿沟”，拉大了青年群体与老一代群体之间在价值

观、生活态度、人生视野、参与能力甚至生存机会等方面的差异（周晓

虹，２０１６）。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ＣＮＮＩＣ）发布的《中国互联网
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２０１８年６月３０日，我国网民规模达８０２
亿，互联网普及率为５７７％（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２０１８），而青少年
群体的互联网普及率在２０１５年就达到了８５３％，其中９０％通过手机
上网（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中国社会状况调查数据
显示（见表２），越年轻的群体互联网参与率越高，而８０后和９０后在互
联网参与的各个方面都比前几代人有大幅度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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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２ 　　网络行为的代际差异：“每天或每周多次”从事下列行为 （％）

上网
上网浏览

政治新闻

上网浏览

娱乐新闻

上网聊天

交友

上网玩

网络游戏

上网听音乐／
看视频／读小说

上网

查找资料

４０后 ７６ ５７ ２９ ５２ １０ ３８ １９

５０后 １１９ ９ ４ ６６ １６ ６７ ３

６０后 ２６９ １８６ ９１ １４３ ２９ １３４ ８

７０后 ４８１ ３２３ １８９ ２９９ ５８ ２８５ ２１９

８０后 ７２５ ４６１ ３８６ ５５８ １７３ ５３９ ４２３

９０后 ８６４ ４９４ ５５３ ７４６ ３６７ ７３９ ５３４

很明显，新生代在互联网使用和信息获取方面大大超前于老一代

人，特别是在互联网使用的新兴领域有着突破陈规、创新创业的更大空

间。伴随着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的兴起，新生代的互联网优势突显了

他们在经济领域的竞争优势，加速了代际更迭。在快速发展的互联网

经济及其他新兴领域，８０后正在占据主流位置，９０后成为创新主力，共
同为我国经济发展和创新提供了动力源泉。

互联网还为新生代提供了一个发展其独特的青少年文化的平台。

尽管人们对于蓬勃发展的青少年文化评议不一，但无可怀疑的是，新生

代的青少年文化对于中国社会价值观念演变产生了重大影响，并且发

挥了许多正能量。传统的青少年文化常常被认为是“越轨”、“反叛”、

“不满”的“亚文化”以及与主流文化相对抗的底层文化，这主要是由于

青少年在传统社会中缺乏话语权、处于被管制教育的社会边缘地位

（马中红、杨长征主编，２０１６）。而当今的互联网社会则使青少年从社
会边缘位置走向社会中心位置，从单向的被管制教育者演变为新技术、

新事物的传播者和教导者，从主流文化的反叛者变为文化变迁潮流的

引领者（黄洪基，２０１７）。互联网改变了青少年文化的地位，视野开阔、
不墨守成规的新生代通过青少年文化体现他们的自主性与创造性，为

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提供新的元素，激发创新动能。

二、价值观代际更迭中的潮流引领者

改革开放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存机遇，也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念

与行为模式。伴随改革开放成长的中国新生代，共同经历了上述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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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重大社会变迁，不可避免地在其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等方面与前

辈群体产生差异。罗纳德·英格尔哈特（ＲｏｎａｌｄＩｎｇｌｅｈａｒｔ）在其产生广
泛影响的代际价值观演变理论中提出了“社会化假设”，指出青少年时

期的生存环境和成长经历决定了一个人的基本价值观，这些基本价值

观在成年以后不易发生大的改变，不同代际因成长环境不同而导致了

价值观念的代际差异，代际更替使青年一代的价值观念逐步取代老一

代的价值观念，推动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转变。英格尔哈特把这种代

际价值观演变称为“静悄悄的革命”（ｔｈｅｓｉｌｅｎｔ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ｎｇｌｅｈａｒｔ
１９７７，１９９０；英格尔哈特，２０１３），他对欧洲社会和所有发达工业化社会
的价值观研究以及随后对全球４３个国家的世界价值观调查①证实，在
当今世界上的所有社会，人们的价值观都在随着工业化推进和经济增

长以及代际更迭而发生着“静悄悄的革命”。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年，

中国的经济社会变迁跨越了其他国家历经百年的变化，生活水平的快

速提高加上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教育的迅猛扩张、互联网普及和人口

流动大潮，使中国新生代的成长环境有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也因此导致

新生代与前辈群体的价值观代际差异更加突显。中国新生代所引领的

价值观变迁不仅仅是渐进式的“静悄悄的革命”，更是一场声势浩大、

引人注目的变革，其变化速度常常令前辈群体瞠目结舌。虽然其中也

不乏因超前过激、异类越轨而引发老一代人担忧和指责的元素，但主流

趋势仍然朝向对社会进步、开放、创新、宽容、平等的推进。

（一）消费观念和行为的快速转变推进传统消费模式转型
中国新生代与前辈价值观及行为差异表现得最为突出也最引人争

议的一个方面是消费观念和行为。十几年前，当５０后、６０后和７０后
是消费主流人群时，中国家庭经济行为最突出的一个特征是因注重

“预防性储蓄”而约束当下消费（李辉、徐会奇，２０１１），以至于经济专家
们认为需要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当８０后进入消费市场时，则开始出
现“月光族”，贷款购房的“房奴”和贷款购车行为逐步流行；现今，９０

０１

社会学研究 　２０１９．３

① 世界价值观调查（ＷｏｒｌｄＶａｌｕｅｓＳｕｒｖｅｙ，简称ＷＶＳ）是一项旨在研究公众的价值取向、探索
其如何随时间与社会政策变迁而变化的全球性调查。ＷＶＳ最早由英格尔哈特等人发
起，后来发展为世界社会科学网络联盟成员单位共同协作执行的全球性调查项目，目前

覆盖了１００多个国家、９０％左右的全球人口。ＷＶＳ从１９８１年第一次调查开始至今已有
３７年的历史，目前正在实施第七轮调查。



后成为了消费市场的新宠儿，００后也正在消费市场中崛起，虽然大多
数９０后和００后还在上学读书没有收入，或即使打工挣钱也所获不多，
但他们的一些超前消费行为吸引着商家的眼球和大众媒体的热议。

８０后之前的几代人大多难以接受贷款消费，认为有钱才能消费，
甚至挣了钱先存钱再消费才是节俭持家的良好品德。新生代所崇尚的

则是先消费再挣钱还债的消费模式。贷款购房是 ８０后的普遍选择
（虽然这在某种意义上是投资行为而非单纯的消费行为），随后，采用

分期付款方式购买汽车等大件昂贵耐用品的行为逐步盛行；９０后和００
后则开始把贷款消费和分期付款运用于日常消费。中国社会科学院社

会学研究所２０１７年中国大学生就业、生活及价值观追踪调查数据显
示，２０４％的大学在校生在日常消费中使用过贷款或分期付款，其中，
７７１％是在网购平台上使用贷款或分期付款，３８７％最近一年中使用
过一次贷款或分期付款，４０７％使用过２－５次，９３％使用过６－１０
次，１１３％使用过１０次以上。这些数据比例显示，超前消费在新生代
中的９０后和００后中蔓延，中国人从保守消费到超前消费的转变就发
生在十多年间的几代人身上。十年前经济专家认为中国人过高的储蓄

率和过低的消费率会降低经济增长动力，而现今人们则在担心青年群

体快速增长的消费率会导致过度消费和因个人及家庭负债率高而引发

金融风险（朱翠萍，２０１４）。
伴随经济增长、生活水平提高而来的消费社会兴起是促使超前消

费行为流行的一个重要动力，但同时，价值观念变迁是导致消费行为转

变的更深层次的原因。英格尔哈特认为，在物质匮乏环境中成长的老

一代人更注重追求经济安全保障，而在生活日渐富裕的环境中成长的

青年一代更注重主观幸福感和快乐体验。这种价值观转变体现在消费

方面，就是新生代的消费选择更倾向于“满足生活品质追求、情绪满

足、感官刺激、彰显个性等需求”（马执中，２０１７：２８６）。在满足基本生
存需求的同时，新生代更加注重休闲娱乐消费以及精神、文化层面的体

验。２０１７年中国社会状况调查有关家庭消费支出方面的数据反映了
这种变化趋势（见图３），８０后和９０后在文化、娱乐、旅游支出和衣着
支出上大大高于７０后、６０后和５０后，同时在通讯支出上也远多于前
辈群体。在物质生活日渐富裕的环境中成长的新生代对于生活有了更

多元化的、非物质性的追求，这也成为我国消费需求升级、产业结构转

型的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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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家庭消费支出的代际差异

（二）社会宽容度的明显提高推动新婚恋观兴起
改革开放不仅使人们的经济行为和消费观念发生变化，同时也松

动了传统的社会伦理规范。中国社会在开放的过程中变得更加多元

化，个人自主选择的空间逐步扩大，一些新的社会现象和小众群体的另

类行为开始出现，常常引发社会争议，甚至导致矛盾冲突。这是所有现

代社会所不能避免的，尤其是在社会快速变迁的时期，新事物、新观念、

新行为层出不穷，而人们对新事物特别是异类行为的宽容度也体现了

价值观变迁。在英格尔哈特的价值观代际转变理论中，社会宽容度是

测量传统价值观向现代价值观演变的一个重要指标（英格尔哈特，

２０１３）。所谓社会宽容，主要指对较为反常的、背离于一般社会规范
（但未违反法律、不损害他人利益）的某种社会现象是否宽容。缺乏宽

容的社会往往会陷入各种宗教的、文化的、社会的以及政治的冲突中，

而适度的社会宽容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进步（马得勇，２００８）。传统
的、封闭的社会往往要求人们遵守极为严格的社会规范，对少数群体的

异类行为容忍度较低；现代的、开放的社会则因广泛的文化融合和大范

围的社会交往使人们的观念和行为趋于多元化，社会宽容度较高，个体

的自主性得到更多尊重。

改革开放大潮给中国社会带来许多新生事物，其中不乏一些与传

统伦理规范相左、在以往被人们认为大逆不道的行为和观念；相较于前

辈群体，新生代成员对这类社会现象表现出更高的宽容度。２０１７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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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社会状况调查数据显示（见图４），社会宽容度总体变化趋势呈现为
越年轻的代际群体宽容度越高，８０后和９０后的社会宽容度增长更是
明显，如对于婚前同居和同性恋的宽容度提高幅度特别大，９０后则对
艾滋病患者和不同宗教信仰者的宽容度上升幅度较大。社会宽容度的

提高为个人生活的选择创造了自由空间，给予新生代成员尝试新的行

为方式、新的生活理念的机会，同时也推进了社会伦理观念的变迁。在

这一方面，新生代的迈进速度最快、也最让老一代人瞠目结舌的行为表

现在婚恋和性观念领域（李春玲，２０１７ａ，２０１８）。改革开放前，甚至在
改革开放的最初二十年，婚前性行为和婚前同居都被认为是不能接受

的羞耻行为，即使现今也只有约３０％的４０后和５０后以及约４０％的６０
后能接受婚前同居，而８０后和９０后中则有７０％的人接受婚前同居，
婚前性行为更是被普遍认同。婚恋和性观念的代际差异经常引发青年

一代与老一代人的矛盾冲突，“剩女”现象以及不断增长的大龄青年

“不婚”现象让父母们担忧（张巍，２０１４；孙沛东，２０１３），而“父母逼婚”
又导致了青年人的“婚恋焦虑”（杨佳佳，２０１４）。生育观念的转变速度
同样让人吃惊，传统中国的生育观是多子多福，为此，政府实施计划生

育政策以控制人口增长，但“独生子女”政策改为“二孩”政策后，人们

却发现８０后和９０后大多不愿意生育二孩。综而言之，新生代所推动
的社会宽容度增长和新婚恋观的兴起，代表着中国社会日益走向开放、

自由，个人的自主性得到更多的尊重。

图４　社会宽容度的代际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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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会参与的逐步增长促进社会共治共享
英格尔哈特的代际价值观演变理论认为，从物质主义价值观向后

物质主义价值观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人们的社会参与意愿增强、社

会参与行为增多。秉持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人群最为关注的是个人的物

质需求和经济利益保障；但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基本物质需求得到保

障，人们转而越来越关注社会公共事务，随着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兴起，

社会参与普遍提高。作为互联网的一代和高文化素质的一代，中国新

生代的社会参与意愿明显高于前辈群体（李春玲，２０１３ｂ；刘宏森，
２０１８；董小苹，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中国社会状况调查数据也充分反映了这
一点（见表３）：新生代对社会政治事务的关注度明显高于前辈群体，８０
后和９０后中“经常浏览网上政治新闻”者的比例较之７０后及之前的
代际群体有大幅度提升，９０后“与他人或网友讨论政治问题”的比例则
上升幅度惊人；同时，新生代参与社会公益活动和志愿者活动的比例较

之前辈也有明显提高，特别是９０后的参与度提升较大。目前，我国社
会组织的参与度普遍不高，但９０后人群参与“文体娱乐等联谊组织”
和“民间社团”的比例较之前辈群体有明显提高。新生代对于文化类

社会组织或非正式组织的参与热情不断高涨，９０后和００后青少年的
文化参与几乎“撑起中国文化市场的半壁江山”（刘宏森，２０１８）。

　表３ 　　社会参与的代际差异 （％）

经常浏览

网上政治

新闻

与他人或

网友讨论

政治问题

参加政府／单
位／学校组织
的志愿活动

参加自发

组织的社

会公益活动

参加文体

娱乐等

联谊组织

参加民

间社团

参加职

业团体

参加校

友会

４０后 ５７ ８１ ２８ ５３ ４９ ２９ １１ ５０
５０后 ９ ８２ ３６ ９３ ４３ ２５ １６ ９
６０后 １８６ ８６ ６２ １４２ ３８ ３６ ３２ １５１
７０后 ３２３ １２２ ８７ １６８ ４３ ５３ ６ ２３６
８０后 ４６１ １７５ １１ １７９ ４３ ６ ８３ ３３８
９０后 ４９４ ２７８ ２２７ ２２１ １３５ １２ ９ ４６９

由于互联网在新生代群体中高度普及并在其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

来越重要的作用，新生代的社会参与往往与社交媒体紧密联系。一些

基于社交媒体而形成的特定人群、特定关注点的网上社交圈，实际上成

为了新型的、低成本的、非正式的社会组织，为新生代提供了社会参与

的平台，比如校友群、家长群和同行／同事群等。越来越多的８０后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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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０后上了大学，大学校友微信群和朋友圈在新生代中十分活跃、普及
率较高，成为青年人社会交往、互通信息的重要渠道，同时也为他们提

供了共议公共事务、参与社会事务的非正式渠道。同行／同事微信群和
朋友圈也发挥着同样的作用，虽然主要是服务于工作业务，但也强化了

人际互动、信息传播，成为社会参与的辅助渠道。近年来，随着大多数

８０后成为父母，９０后也开始生儿育女，８０后和９０后的家长微信群、朋
友圈十分活跃，在涉及教育和青少年成长环境等公共事务方面发出不

同声音，成为提升社会治理水平、改进公共服务质量的有效推动力量。

改革开放为新生代创造了越来越多的社会参与机会，而新生代不

断提高的社会参与意识也有助于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时昱、沈德赛，

２０１８）。党和政府提出的“共建共享”社会治理的发展目标需要广泛的
社会民众，特别是青年群体的参与。２０１７年国家颁布的《中长期青年
发展规划（２０１６－２０２５年）》将青年的社会融入与社会参与作为十个重
要的青年发展领域之一（中共中央、国务院，２０１７），这将进一步提高新
生代的社会参与意愿，拓展青年的社会参与内容与途径，使青年人在社

会发展与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四）在中国崛起、走向世界的进程中提升文化自信
在中国新生代的成长历程中，全球化与中国崛起也是产生深远影

响的重大历史事件，并因此而形成了他们的“家国情怀”。改革开放４０
年使中国脱离了贫穷、落后国家的行列，成为快速发展的新兴经济体大

国，经济体量排名世界第二，国家位置从世界的边陲走向了世界的核

心。中国的新生代见证了这一过程，或者说他们随着这一过程成长，并

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他们对世界的看法和对中国的定位。对于新生代

来说，有两个标志性事件对他们的世界观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是２００１
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二是２００８年在北京举办奥运会。中国加入
世界贸易组织开启了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中国制造走向世界，

中国的经济成就引人注目，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在世界上崛起，刚刚

进入就业领域的８０后赶上了“与国际接轨”的浪潮，世界的大门向他
们开启。２００８年北京奥运会则是快速发展的中国向世界展现成就的
舞台，８０后作为其中的主要参与者切身感受到了祖国的兴旺发达，“光
荣与梦想”、“自豪与信念”是许多参与其中的８０后的感悟体验，中国
新生代的大国心态由此而生。随后９０后新生代的全球化历程不仅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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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制造走向世界，而且开始了中国留学生、中国游客、中国消费

者和中国投资者的走向世界，中国成为了真正的世界大国，新生代的大

国心态进一步发展。

伴随全球化与中国崛起而成长的中国新生代形成了更加开放和自

信的世界价值观。２０１５年中国大学生就业、生活及价值观追踪调查中
有一个提问：“身为一个中国人，您感到自豪吗？”９０后大学生的回答充
分体现了他们的自豪感，４１１％和４３５％的大学生选择了“非常自豪”
和“自豪”，１４３％感觉“一般”，仅有０８％和０３％选择“不自豪”和
“非常不自豪”。这种自豪感最强烈地表现在文化方面，图５显示，９０
后大学生对于国家成就最自豪的方面是“悠久的中国历史”及“文化和

艺术”，其次是“经济成就”和“科学成就”。

图５　中国大学生对国家成就的评价（选两项）

国家自豪感和文化自信激励起中国新生代的“民族复兴大任”。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目标，并在十

九大报告中要求“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中国新生代

正在成为实现“中国梦”的担当者。中国新生代的“中国梦”不仅仅是

“个人发展与生活幸福”，他们所追求的“中国梦”最核心的内涵是国家

富强与民族复兴（吴倩，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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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城乡二元结构作用下形成的代内分化

改革开放中成长的新生代在多重交叠的社会、经济、文化巨变中度

过了他们的青少年时期。经济高速增长、独生子女政策实施、教育扩

张、互联网兴起、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以及全球化和中国崛起等一系

列重大历史事件交织于他们的个体生命历程，在他们成长的每个阶段

影响着他们的生存机遇，形塑了他们的代际特征。共同的代际体验强

化了他们的代际认同，也凸显了他们与老一代的价值观差异。然而，新

生代的代际共性并不能掩盖代际内的差异，新生代成员的前进步伐并

非完全一致。城乡差异和阶层差异导致了新生代的分化，当都市中层

家庭的独生子女新生代涌入精英大学或留学海外、而后成为白领精英

在各行各业大展宏图之时，另外一批来自农村经济贫困家庭的孩子则

成为教育竞争中的失败者，过早进入劳动力市场，成为了农民工（李春

玲，２０１７ｂ）。城乡差异和阶层差异导致了新生代发展的不均衡，一部
分人抓住了时代发展的机遇，而另一部分人被时代发展抛在了后面。

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城乡差异对新生代的成长产生了极大影响，

导致出生于城市与出生于乡村的青少年在生存境遇和发展机遇方面出

现明显差异。大量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城乡出身背景影响了青少年

的教育机会，导致了城市与乡村青少年之间的教育不平等（李春玲，

２０１４；吴愈晓，２０１３），而教育机会的差异进一步造成了未来的发展机
遇的差异（文东茅，２００５）。本世纪初，最初引起社会关注的８０后青年
实际上是一批城市家庭出身、父母有较高文化水平、本人也有较高文化

素养的都市文学青年，这些８０后的代表和旗手以及他们所创造的８０
后代际文化，与占８０后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工青年无甚关联。８０后农
民工成为了沉默的大多数，直到数年之后，８０后农民工因其与老一代
农民工极为不同的工作态度和生活追求才被企业老板和农民工研究者

发现，并称其为新生代农民工。然而，在８０后人群中，有较高文化水平
的都市青年与新生代农民工仍是差异鲜明的人群，其代内分化并不弱

于他们与老一代的差异。在高等教育迅速扩张、互联网及智能手机普

及和城镇化浪潮的影响下，农村家庭出生的９０后有较多机会接触城市
文化，许多人在城市读书、生活，也有越来越多的机会进入大学校园学

习，城乡鸿沟有所弱化。但尽管如此，城乡差异和阶层差异所导致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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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依旧存在。

接受了高等教育的都市家庭出身的青年（都市白领的主体人群）

与未能上大学的农村家庭出身的青年（新生代农民工）是新生代中阶

层分化的两端，前者是典型的城二代，后者是典型的农二代。２０１７年
中国社会状况调查数据显示，城二代在新生代中所占比例为２０８％，
农二代所占比例为５２４％，这两个群体是新生代中两个人数最多的群
体，共占新生代人口的７３２％，其余不到３０％是中间群体（逆袭者和滞
留者）。高等教育扩张使越来越多的农村家庭子女有机会通过上大学

突破城乡差异导致的阶层分化，他们被称为逆袭者，在新生代中的比例

为１６３％。与此同时，城市家庭出生的青年也有部分未能搭上高等教
育扩张的列车，成为滞留者，他们大多出身于城市中下阶层家庭，在新

生代中的比例为１０５％。城二代、农二代以及逆袭者和滞留者构成了
新生代内部的社会经济分化图景，展现于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

领域。

　表４ 　　新生代的社会经济分化（回归分析结果）

收入与就业 消费

因变量
年收入

（元）
就业率

未来６个月
失业风险

衣着支出

（元）

文化娱乐

支出（元）

通讯支出

（元）

常数／农二代 ２７４２３１ １０９６ ０ １５２８４ ３３０５ ６６７５

城二代 ２７４６２９ ２４０２ －７８３ ２３４２８ １７８０６ ３８２４

逆袭者 １５９０２９ １９０４ －３４１ ９６３６ ８８７７ １９４１

滞留者 ６２２４９ １４７３ －６０１ ７１９７ ５７９１ ２４２５

Ｒ２／－２ＬＬ ００６２ ４６１４３ １２３２ ００６１ ００４９ ００１４

样本数 ４０７８ ４０７８ ４０７８ ４０７８ ４０７８ ４０７８

社会参与

因变量
浏览网上

政治新闻

与他人或

网友讨论

政治问题

参加政府／单
位／学校组织
的志愿者活动

参加自发

组织的社会

公益活动

参加文体

娱乐等联

谊组织

参加民

间社团

常数／农二代 ０５７６ ０１６３ ００８５ ０１６９ ００５１ ００５１

城二代 ３６７０ ３６７３ ５４００ ２６４６ ３４７５ ３４１９

逆袭者 ２５７２ ３０８２ ４９７７ ２２７５ ３２８８ ３６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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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４

社会参与

因变量
浏览网上

政治新闻

与他人或

网友讨论

政治问题

参加政府／单
位／学校组织
的志愿者活动

参加自发

组织的社会

公益活动

参加文体

娱乐等联

谊组织

参加民

间社团

滞留者 １３６２ １２９２ １３４１ ０８５４ １２８１ １２８９

－２ＬＬ ５３５４１ ４０８６２ ３３１４６ ３９２１５ ２２８８６ ２３２１７

样本数 ４０７８ ４０７８ ４０７８ ４０７８ ４０７８ ４０７８

　　注：（１）“年收入”“衣着支出”“文化娱乐支出”“通讯支出”为线性回归系数；“未来６
个月失业风险”为有序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系数；“就业率”“经常浏览网上政治新闻”“与他人
或网友讨论政治问题”“参加政府／单位／学校组织的志愿者活动”“参加自发组织的社
会公益活动”“参加文体娱乐等联谊组织”“参加民间社团”为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优势比。
（２）ｐ＝０００５。

（一）收入与就业的分化
新生代内部分化的基础层面体现在经济收入与就业机会方面。表

４采用２０１７年中国社会状况调查数据所做的回归分析显示了城二代
与农二代在经济方面的差异，反映出新生代内部明显的阶层分化界线，

同时，作为中间群体的逆袭者和滞留者与城二代和农二代也有所差异。

在经济收入方面，城二代就业者的年收入是农二代就业者的两倍，比农

二代高出２７４６２９元。逆袭者比农二代高１５９０２９元，这表明农村家
庭出身的青年在接受了高等教育后，经济收益会有很大提高。但是，与

同样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城二代相比，逆袭者年收入明显偏低（低１１５６０
元），这主要是由于逆袭者的大学文凭含金量较低，他们大多毕业于高

职院校或二本、三本类高校。此外，滞留者虽然没有大学文凭，但他们

的收入比农二代高６２２４９元。在就业机会方面，城二代的就业率优势
比远远高于农二代，失业风险则远远低于农二代。模型常数项

（１０９６）显示，农二代的就业率相当低，离开校园的农二代接近半数处
于不工作状态，而绝大多数离开校园的城二代（超过７０％）都有工作。
逆袭者和滞留者的就业率优势比高于农二代但低于城二代，失业风险

高于城二代但低于农二代。不过，逆袭者虽然就业率优势比高于滞留

者，但失业风险也高于滞留者，这说明城市家庭出身在就业方面具有某

种优势。滞留者虽然没有大学文凭，但其就业稳定性高于有大学文凭

的逆袭者，而滞留者就业率比逆袭者低，只不过说明滞留者比逆袭者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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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条件“啃老”。收入与就业方面的差距显示出新生代不同群体在未

来发展机遇上潜在的分化。

（二）消费与生活方式的差异
新生代的内部分化也体现在日常生活领域。虽然与老一代相比，

新生代的生活水平有较大幅度提高，生活方式更加丰富多元，但在其内

部城二代与农二代在消费与生活方式上的差异十分突出。在基本生存

需求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当代青年对生活有更多方面的追求，时尚服饰

是青年人体现个性、自信、审美趣味和地位身份的象征，文化娱乐是青

年人所追求的生活方式中不可缺少的元素，互联网及其手机等通讯设

备更是青少年每时每刻都离不开的东西。然而，由于经济条件和生存

环境的差异，不同背景出身的青年生活状态存在极大不同。２０１７年中
国社会状况调查数据显示的服饰衣着支出、文化娱乐支出和通讯支出

等各项消费支出，反映了新生代不同群体在消费与生活方式方面的差

异。表４数据显示，城二代的服饰衣着支出是农二代的２５倍，城二代
的文化娱乐支出是农二代的６４倍，两者的通讯支出差异虽略小，但农
二代的通讯支出只是城二代的六成，逆袭者和滞留者在上述项目上的

消费水平介于城二代与农二代之间。这些消费支出数据反映了新生代

内部不同群体在消费实践活动方面的差异，而消费实践活动与人们的

生活状态紧密相关，共同导致了阶层边界的明晰化，成为阶层分化的一

种动力机制。

（三）社会参与程度的差距
新生代的内部分化同样也体现在社会公共生活领域。虽然普遍来

说新生代的社会参与意愿高于前辈群体，但２０１７年中国社会状况调查
数据反映出新生代内部不同群体社会参与度的明显差异，特别是城二

代与农二代的社会参与度存在巨大鸿沟。表４数据显示，新生代不同
群体对于政治问题的关注度、社会公益活动的参与度和社会组织的参

与度有极大差异。农二代对政治问题的关注度远远低于城二代，农二

代中只有约１／３的人经常浏览网上政治新闻，约１／１０会与他人或网友
讨论政治问题，而城二代在这两个问题上的优势比是农二代的３６７
倍。农二代参与公益活动的比值也极低，特别是参与政府、单位、学校

组织的志愿者活动的机会很少，仅有约８％的农二代参加过这类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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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活动，农二代参与自发组织的社会公益活动的比例也只有约１５％，
而城二代参与过这两类活动的优势比是农二代的５４倍和２６５倍。
农二代社会组织参与度同样低于城二代，参加过文体娱乐等联谊组织

和民间社团的农二代比例只有约５％，城二代参与过这两类组织的优
势比是农二代的３４８倍和３４２倍。城二代与农二代之间社会参与度
的鸿沟显示出新生代内部的社会屏障，虽然许多农二代生活于城市之

中，但实际上他们被排斥在城市公共领域之外，未能真正获得市民

身份。

四、结语：均衡发展是新生代在新时代面临的新挑战

改革开放是造就中国新生代的重大历史事件，而这一重大历史事

件又是由一系列对新生代成长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事件推动的，这些

重要事件包括：高速经济增长带来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独生子女政策

改变的家庭结构和子女养育方式，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与大学扩招使青

少年教育机会和教育质量普遍提升，互联网兴起、智能手机快速普及带

来的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市场化、城镇化、工业化快速推进创造的众

多发展机遇和同时带来的前所未遇的竞争压力，以及中国崛起走向世

界、全面融入全球化带来的文化自信和文化冲突，等等。这一系列重要

事件的交错叠加所导致的经济、社会、文化巨变形塑了中国新生代的社

会性格，造就了他们与前辈群体不同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激发了他

们的创新变革动力。中国的新生代在巨变中成长，同时也在影响巨变

的速度和方向，宏观层面的社会变迁与新生代个体的成长历程交织成

的画面，成为改革开放这一“新的伟大革命”卷轴中最为生动的一幕。

中国新生代的成长历程不仅打上了代际效应的烙印，同时也打上

了城乡差异和阶层分化的烙印。新生代的代际共性未能突破社会结构

的制约，代际认同也没能消解代际内部的社会经济差异。相反，市场化

推进导致的社会分化强化了阶层地位代际传递效应，二代现象（城二

代与农二代、富二代与穷二代）也成为新生代无法回避的代际面貌之

一。新生代发展的不均衡既是青年问题也是社会问题，既影响青年发

展也影响社会发展。当今中国发展进入了新时代，青年的发展也迈入

了新时期，均衡发展是新生代在新时代面临的新挑战。２０１７年国家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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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２０１６－２０２５年）》指出：“党和国家事业要
发展，青年首先要发展。必须清醒认识到，青年发展事业与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的新要求、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广大青年的新期待相比，

还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２０１７）。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

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习近平，２０１７）。新时代给新生代
提出了新挑战，民族复兴大业任重而道远，新生代的个人发展道路也将

进入新的轨道。新生代中的８０后多已为人父母，迈向中年人群，他们
在以新的理念养育第二代独生子女的“新新人类”，并在抉择要不要生

育二孩；９０后已成为新生代的主力，在国内经济增速放缓和国际竞争
激化的环境中，他们必将面临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压力，但蓬勃发展的

互联网经济又为他们打开了创新创业的新空间；００后们大多还未离开
校园，正在互联网世界中创新他们的青少年文化，他们虽然还未走向社

会，但已作为一股消费势力在社会经济领域中崛起，引领着消费趋势和

文化时尚。国家发展的新时代与社会、经济、文化变迁的新浪潮在形塑

着新时代的新生代，加速的代际更迭推动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生于

大变革时代的改革开放的孩子们，在新时代还将大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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