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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成年之旅: 当代青年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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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阿奈特提出的“成年形成期”概念对于当代青年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变化与探索是青年成年之旅所具有

的典型特征。目前，中国国内有关青年成年之旅的研究十分匮乏。青年的成年标准问题，是青年成年之旅研究的基

本前提。“成年形成期”中的重要生活事件与青年对成年经历的自我认知是青年成年之旅研究的两个重要方面。

要将对青年成年之旅的客观描述与青年对自身成年的主观认知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既要详细描述当代中国青年成

年之旅的现实状况与变迁，又要分析和解读社会结构与文化因素对青年成年之旅的影响，同时还要特别注重从青年

自身的视角来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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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生的发展过程中，青年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阶段。在青年期这个相对较长的阶段中，青年的成年，或

者说从青少年成长为成年人，是人生发展历程中一个意义突出的关键转变。正是这种发生在青年期的“向成

年转变”所具有的重要的发展特征、特定的发展任务和显著的发展结果，引起了社会学家、心理学家、教育学家

的普遍关注。特别是自国际上对这一问题研究较早且影响较大的美国发展心理学家阿奈特( Arnett，J．J) 于

2000 年发表《成年形成期①: 从青少年晚期到 20 多岁的发展理论》一文以来，学者们更是纷纷聚焦于青年人生

发展的这个关键转变过程。而“成年形成期”“向成年转变”“走向成年之旅”“向成年过渡”等等，则很快成为

概括这一重要议题的关键词。
在 20 世纪的中国社会中，随着“90 后”“00 后”等新一代青年一批批长大成人，其成人之旅已成为一个值

得中国学术界积极关注和深入探讨的新议题。应该如何理解和认识“走向成年之旅”在青年研究领域中所具

有的重要意义? 中国国内学术界目前对青年成年之旅的研究现状如何? 青年成年之旅研究的基本前提是什

么? 有哪些与青年成年相关的现象特别值得重视和研究? 以上这些就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主要问题。

一、青年的成年之旅及其意义

( 一) 成年是青年发展过程中的最重要转变

青年期是人生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它包含着相对较长的年龄范围。这一范围通常涵及 14—30 岁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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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对于这一概念的翻译情况，需稍作说明。阿奈特原文中使用的 Emerging adulthood 直译过来是“新兴的成年”“正在出现的成年”或者“正

在显露的成年”“正在形成的成年”的意思。中国国内现有的文献中，分别将其译作“成人初显期”“成年初显期”或者“初显成年期”等。这些翻译

虽然都没有错，但笔者觉得，“正在形成的成年”更接近阿奈特原文中所强调的成年是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的观点。因此，将其译作“成年形成期”

或许可以更准确地反映阿奈特这一概念的内涵，同时也更符合中文理解和表达的习惯。



35 岁。比如，联合国在“国际青年年”的介绍中，将青年的年龄范围界定为 15—24 岁①;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在其章程中将青年的年龄范围界定为 14—28 岁②。而中共中央、国务院于 2017 年 4 月发布的中国首部《中长

期青年发展规划( 2016—2025 年)》中，则将青年的年龄范围界定在 14—35 周岁之间。③ 这一界定，实际上是

根据中国青年发展的现状以及青年研究的状况所作出的。
如同作为整体的青年实际上是由具有不同性别、不同职业、不同阶层等属性的青年群体所组成的一样，作

为整体的青年期实际上也是由具有不同发展特征、不同发展任务、不同发展结果的多个年龄段所组成的。例

如，常见的划分有 14—18 岁的青年初期、19—24 岁的青年中期、25—30 岁或者到 35 岁的青年后期等。尽管在

不同国家、不同社会以及不同学科、不同研究领域对青年年龄范围的界定会有所不同，所划分出的青年阶段也

会有所不同，但 18—25 岁这样一个年龄范围基本上都会包含在各种对青年的界定之中，而且这一年龄段也是

各种青年阶段划分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阶段。阿奈特所提出的“成年形成期”概念所指称的也正是这一年龄阶

段。
阿奈特之所以将青少年末期到 20 多岁，特别是 18—25 岁的这个阶段作为人们生命历程中一个既不同于

青春期又不同于成年期的特殊阶段，是因为这一成长阶段对于青年来说，“是具有深刻变化和重要性的年份”。
此时，青年已“离开了童年期和青春期的依赖性，但还没有进入承担持久责任的成年时期。他们常常在爱情、
工作和世界观中探索各种可能的生活方向。成年形成期是人生中许多不同的方向都有可能、未来还没有确定

的时期。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一时期独立探索生命可能性的范围比生命历程中任何其他时期都要大”④。
正是在这一成长阶段，青少年一方面会结束正规教育，告别校园，还有可能会离开父母，开始独立生活; 另

一方面则会第一次进入劳动力市场，成为某种职业领域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同时，他们还会遇到浪漫爱情，会

走入婚姻、组建家庭和生儿育女。他们的自我认知和世界观也会在这一时期经历复杂多变以及不断探索的过

程。不仅儿童时期的无忧无虑早已不见踪影，青春期的年少轻狂也开始慢慢沉淀。这一阶段所具有的意义已

经“不仅仅是向成人角色的短暂过渡，而是生命历程的一个独特时期，其特征是改变和探索可能的生活方向”，
“到这一时期结束时，即到 20 多岁的末期，大多数人都做出了具有持久影响的生活选择”⑤。

这一现实状况说明，“成年是一件真实而重要的事”⑥。它在青年成长和发展的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

用。在中国，虽然从法律上说，青少年一达到 18 周岁就意味着其成年，但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人们的成年不会

是如此简单地“一蹴而就”，而是一个必须经历一段时间和一系列重要生活事件才能完成的过程。正是在这样

一个既介于青少年与成年之间，同时又连接着青春期和成年期的独立的阶段中，青年开启了走向成年之旅，并

在不断遭遇和经历人生重要生活事件、不断增强自我认知的过程中，逐渐成长，不断成熟，一步步从青少年，从

生理和法律上的成年人转变为社会意义上的成年人。
( 二) 成年: 从生活事件到自我认知

如同“青年是工业化社会的产物”，“是随着社会的工业化、现代化发展而逐渐‘被发现的’”⑦一样，“成

年形成期”这个阶段在过去的历史上是不曾具有的，“它是过去半个多世纪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变迁的产

物”⑧。事实上，西方学者最初对青少年成年问题的研究，主要是从 1960 年代才开始的。在这一研究领域中，

早期的西方社会学家往往是将青少年完成某些特定的生活事件，比如学业、工作、结婚、生育等作为他们成年

的主要标志来进行研究。据有的学者介绍，“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的社会学家从群体的层面对这些问题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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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研究，研究焦点主要放在青少年走向成年的过程中各种生活事件的完成。这些事件包括完成学业，找到一

份工作，结婚生子等”。他们“关心的是青少年向成年过渡过程中的生活事件是怎样完成的，包括什么时候完

成，几项生活事件完成的先后顺序、持续时间等等”①。

从 1990 年代中期开始，发展心理学家阿奈特也集中研究了青年的成年问题，并首次提出了“成年形成期”

概念。更为重要的是，他开始从个体视角出发，注重的是年轻人的视角，关注的是青年自身，是年轻人心目中

的成年标准。他希望探讨和回答的问题是:“年轻人认为自己的成年标准是什么，长大成人的过程中年轻人都

发生了哪些变化，他们认为自己是什么年龄成年的，他们认为自己是以什么方式成年的，等等。”②显然，这种

视角所注重的是青年对于自己走向成年的自我认知。

无论是早期社会学者对青年成年之旅中重要生活事件的看重和探讨，还是后来心理学者对青年成年自我

认知的研究和关注，以及阿奈特所提出的“成年形成期”概念，都是基于当时美国以及西方发达社会中青年成

年过程的客观现实，同时也是基于这一阶段对于青年的人生发展以及对于青年研究所具有的特殊性和重要性

的深刻认知。西方学者的这一研究历程，很好地揭示出客观的生活事件与主观的自我认知，是青年成年之旅

研究中的两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
( 三) 成年之旅研究的意义

青年的成年之旅为什么值得研究? 或者说“成年形成期”概念的提出对于青年研究具有什么样的重要意

义呢?

首先，“成年形成期”概念的提出，将以年龄为主要标志的青年和青年期进行了一种特殊的细分，即突破

了以往仅从年龄、生理、心理和行为特征上对整体的青年进行区分的传统，第一次从青年人生发展过程中所经

历的一系列重要生活事件以及这些事件对青年自我认知的影响的角度，划分出了一个独立的、全新的阶段。

尽管这一阶段的长短( 即起止年龄范围) 在不同社会、不同时期甚至不同青年群体中可能会有所差别，但“成

年形成期”概念的提出，特别是对青年成年之旅的强调，无疑给当代青年研究领域的探索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和参考框架。

其次，青年的成年之旅是青年所经历的一段重要的生命历程。对人生具有持久影响的那些重要的生活事

件，几乎都是发生在这一时期。“这是一个以变化和探索为特征的时期。”③的确，变化和探索无疑是青年走向

成年的人生旅途中最重要的特征，也是“成年形成期”最显著的标志。所谓变化，主要指的是在这一段时期中，

青年在客观上所遭遇到的人生中重要的生活事件和所作出的人生选择往往是最多的。所谓探索，则指的是在

这一段时期中，青年在面对所遇到的各种重要的生活事件和所作出的各种选择时，主观上所进行的自我思考、

自我认知往往也是最多的。对于大多数青年来说，无论其是否愿意，客观上都会遭遇到这种不断出现的重大

事件所带来的生活变化; 也无论其是否意识到，主观上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对这种变化作出探索和回应。而

青年的成年之旅以及阿奈特的“成年形成期”概念，所凸显的正是人们从青少年向成年的重要转变以及“成年

之旅”在整个青年期中独具特色的变化与探索特征。

再次，“成年形成期”概念及理论的意义，一方面在于它强调了青年的成年不是一个时间点，即青年不会

在一夜之间长大成人，青年的成年始终是持续一段时期的过程。相对于法律意义上的 18 岁成年，心理学和社

会学中的“成年形成期”不仅更加重要，也更具合理性和现实性。实际上，法律意义上的成年、生理意义上的成

年以及社会意义上的成年，三者既相互联系又互不相同。法律意义上的成年最为简单明确，且可以确定在一

个具体的年龄点; 生理意义上的成年虽不能确定为某一个时间点，但其因为有相对客观的生理指标而不太复

杂; 但社会意义上的成年是一个比法律意义上的成年和生理意义上的成年要复杂得多、对青年的影响也重要

得多的现象。正是因为成年是一个年龄段，是一个时期，由此才有了从青少年向成年的过渡和转变，才有了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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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成年之旅; 也正因“成年形成期”问题域的提出，青年研究的视角和理论基础才可以逐渐从人的基本社会

化过程以及发展心理学的参考框架，进一步拓展到青年的继续社会化过程，聚焦到青年生命历程中的重大生

活事件及其影响上; 更为重要的是，有了“成年形成期”的理论框架，我们可以将以往相对独立、相对分散的青

年教育机会问题、青年就业问题、青年流动问题、青年婚姻家庭问题、青年生育问题等等，与青年对自身社会责

任、权利与义务等的认知，以及与青年关于成年的自我意识的发展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将青年在“成年形成期”
所遭遇的各种重要生活事件与青年在这些事件的实践中所具有的主观认知结合起来进行探讨。

当然，“成年形成期”作为一个新的概念、一种理论或者一种研究范式，只是为我们如何研究这一特定阶

段的青年及其相关现象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或框架。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利用这种新的视角或框架去研究急

剧变迁的当代中国社会青年成年过程以及与青年成年相关的现象。因为无论是理论也好，范式也罢，都只是

观察青年和青年现象的视角，它并不是、也不可能代替作为具体研究内容的青年成年现象。而相关文献回顾

的结果则表明，目前我们所缺乏的正是这种实质性的研究内容。

二、国内青年成年之旅研究的现状与不足

在阿奈特上述重要论文发表后不久的 2004 年，中国媒体人就注意到了这一现象。如中国新闻网报道了

西方国家的学者对成年形成期问题的最新研究成果: 在经济依赖方面，“独立性、是否工作以及是否结婚生子

等几个方面，生于上世纪 40 年代、50 年代和 60 年代的人要比 30 岁的人高出 70%”。另外，也介绍了美国社会

学家弗斯滕伯格的观点，“今后成年的定义有可能不再包括是否结婚以及是否有孩子，这两个方面也许不再是

衡量一个人是否成熟的标准”等。① 至 2007 年，中国学术界始有学者发表论文专门介绍阿奈特的“成年形成

期”概念和理论。但直到目前为止的整整 16 年中，中国学术界在这一领域中的研究却只有 11 篇相关论文发

表和两本著作出版。其中，有 3 篇论文主要是介绍和评价这一理论，有 2 篇论文分别是从法律和不同学科的

视角对成人标准的纯理论探讨，真正面向中国社会现实开展的青年成年问题的经验研究仅有 6 篇论文和两本

著作。
段鑫星等于 2007 年发表的论文主要是对阿奈特的“成年形成期”理论进行介绍。② 赵希、王宁的论文则

在介绍的同时，进一步探讨了该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问题。赵希认为:“就我国而言，我国年轻人是否普遍经

历了‘成人初显期’? 是否存在地域差异、性别差异、城乡差异? 我国青年在经历这一阶段时是否存在特定的

风险行为? 如何预防和减少这些行为? 这或许是‘成人初显期’理论给我们研究者带来的新命题。”③王宁同

样注意到中国国内“青年研究界对这一新兴的生命阶段的研究似乎还未展开”，因而其在论文中“首先介绍阿

奈特的‘成人初显期’理论，然后，试图在阿奈特的基础上，提出‘准成人期’的概念，并用以分析中国本土情境

下的‘准成人期’问题”④。他在赞同阿奈特成年形成期理论的同时，亦对其核心概念提出了不同看法。他从

社会年龄和生理年龄组合关系的角度分析了当代青年所出现的生理年龄与社会年龄的脱节现象及其原因，并

把这一个阶段称为“准成人期”。他认为:“处于这个阶段的人既是成年人( 生理意义上的成年人) ，又不是成

年人( 社会和文化意义上的成年人)。社会成人性和生理成人性的脱节和不一致，是‘准成人期’的根本特征，

而导致社会成人性和生理成人性断裂的根源，在于社会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宏观变迁。”⑤一方面，他的这一概

念及其分析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视角; 另一方面，他在分析中国的本土化情境与“准成人期”问题时过于偏重于

青年的“结婚生子”，特别是偏重于青年的“结婚年龄”这一个因素在其所说的社会年龄中的分量( 其所列举的

数据和分析基本上都是有关青年结婚年龄的，比如全国初婚年龄提高、晚婚比例增加、城市初婚年龄比农村

高、就业困难导致大学毕业生推迟婚龄，以及独生子女政策、男权主义、传统家族观念等文化因素助推了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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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龄的推迟等) ，而忽视了同样重要的其他因素，比如青年完成学业、离开父母、初入职场、初次生育等事件以

及青年自我认知等因素在这一问题中的分量。
柴英、廖小平等的论文则主要从法律专业的角度集中讨论了法律意义上儿童与成人、成年与未成年的界

限及其判定标准问题。① 这两篇论文虽涉及成人标准，但其主要的关注点和所探讨的内容只是儿童期的年龄

界定以及儿童与成人的区分标准，并未涉及作为成人的青年及与青年成年相关的现象。
在 6 篇经验研究论文中，有两篇主要围绕青年的成年标准问题展开研究。戚昕在山东调查了 450 名大学

生，以了解中国大学生对成年界定标准的认知评价，以及不同大学生群体间的差异，得出了“大学生对成年界

定的认知评价标准是多维的，心理的成熟是最重要的指标”的结论。② 王小璐则在南京市采用阿奈特所设计

的成年标志量表，对 634 名 18—35 岁在职青年的成年标志认同进行了测量，并同西方研究结果作了比较。其

研究结论是:“否定了西方研究者在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文化预设上对中国年轻人成年认知所作的判断。事

实表明，在当代中国的个体化进程中，不仅个体客观的成年历程发生了改变，他们对成年的主观认知也出现了

相应的变化。”③二者的研究结果，特别是后者的研究结果，对于了解当前中国青年人对成年标准的认知和看

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另一篇论文通过深度访谈 22 位 18—29 岁未婚青年，来研究成年形成期青年的闲暇

活动及动源因素。④ 由于闲暇活动并不是成年形成期青年的特定现象和重要主题，同时其有关动源因素的提

法也不规范，因而该研究的意义不大。
李颖、王樱洁、李蔓莉等于 2018 年在《中国青年研究》上发表的三篇论文，相对集中地研究了与成年形成

期相关的问题。她们均利用 2016 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 CLDS) 的数据，分别探讨了初职、初婚年龄以及教

育和迁移流动与中国青年进入成年形成期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这方面研究的初步尝试。但由于这三项研究

都是采用二手分析的方法，受原始调查数据的制约，在变量关系的设定、研究假设的提出等方面显得有些“削

足适履”“生搬硬套”。比如，李颖的研究将青年初职选择的“行业类型”作为自变量，来探讨其对青年初职年

龄( 因变量) 的影响。⑤ 这种变量关系设定并不科学，导致其研究结果的意义不大。又如，王樱洁等在探讨结

婚成本对青年初婚的影响时⑥，所设定的自变量( 结婚成本=结婚总消费) 与因变量( 初婚年龄) 之间的关系也

值得探讨。因为横截面调查得到的两变量相关的结果，并不能确定究竟是结婚总消费( 结婚成本) 的提高导致

了青年初婚年龄的推迟，还是由于青年初婚年龄的推迟，其所积累的资金就越多，从而导致结婚总消费( 结婚

成本) 的提高。同理，其得出的“长辈承担的结婚成本越多，男性的初婚年龄会有可能提早”的结果，也可以理

解成“男性初婚年龄越早，其所累积的资金就越少，所以依赖长辈的比重可能就会越大”。而李蔓莉的论文在

统计分析中，“将初婚、初职和初育作为‘初显成人期’中的重复事件看待”，并认为“结婚已经不再是长大成人

的标志”，因而“将‘初职’作为‘成家’的代理变量”⑦等不妥当做法，也明显削弱了该研究结果的说服力。
相比起来，两本相关的研究著作在探讨这一问题时则要全面和深入得多。吴波的著作《我们这样长大成

人———青年人的自我认知及社会因素的影响》是其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

上完成的成果。这是一项比较规范、深入的研究。作者同样以阿奈特所设计的成年标志量表为基础，通过在

兰州的焦点小组访谈，补充了若干新的标准; 然后对兰州一所大学的学生进行调查，分析了中国年轻人对成年

标准的认知，同时探讨了社会结构和文化因素对这种认知的影响。其研究结论也认为，“阿奈特成年初显期理

论只在某种程度上适用于中国年轻人”⑧。该研究的主要局限在于，其所研究的对象仅限于大学生群体，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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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更广泛的青年类型，且调查的样本又仅仅来自于兰州一所大专学校。研究对象和样本的局限性明显影响

了其研究结果对青年成年标准认知问题的推断能力。
而田丰的著作《从青年到成年: 社会转型、阶层分化与城市成年轨迹》则是基于人口普查数据和三种大型

调查数据资料，定量地探讨了“自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成年轨迹有哪些变化? 这些变化又是如何发生的?”
“制度变化如何影响人们的成年轨迹? 社会、历史、个人孰因孰果，它们之间又有怎样微妙的相互作用?”等主

要问题。① 作者探讨了城市青年的成年过程及其变迁，并探讨了社会结构、社会分层等因素对这一过程和变

迁的影响。可以说，这一研究是目前从相对宏观的角度探讨这一问题的最为全面深入的研究成果。其主要的

局限性，一方面在于作者仅以城市青年为对象，忽略了比例更大的农村青年; 另一方面其研究是以行为标准定

义成年，既缺少了青年对成年的主观认知的理解，也无法兼顾到从微观层面对这一过程和机制的深入观察与

把握。
从上述对现有相关研究现状的评述中可以看出，目前中国学术界已开始注意到青年的成年问题，对阿奈

特的“成年形成期”概念和理论已有了相对清晰的介绍，且讨论了其在中国社会的本土适用性问题。应该说，

这种介绍为了解、熟悉、认识“成年形成期”概念和理论打下了较好的基础。但相比而言，运用这一理论概念，

在这一概念框架下开展的、结合中国青年社会生活现实的经验研究则只是刚刚起步。虽然对成年标准问题作

了一定的探讨，但以上仅有的这三项研究显然还不足以全面反映当代中国青年对成年标准问题的认知。特别

是这些标准产生的社会原因及其与青年生命历程的关系，以及从多种角度对中国青年成年过程的深入解读等

等，都值得继续认真研究。从总体上看，目前这一领域的研究不仅数量很少，而且研究的主题也未能广泛展

开。尤其是缺乏针对当代青年成年形成期的各种现实问题、真正进入青年成年形成期各种重要生活事件的现

实过程和实践场景所进行的微观的经验研究。
因此，面对当代中国青年的成年问题，众多值得研究的现象都还无人问津，大量有价值、有意义的问题还

无人探讨。这种情况既是一种遗憾，也是本文提出并强调这一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虽然在中国青年

研究领域中有着大量的关于青年教育、青年就业、青年流动、青年婚姻、青年生育以及青年心理、青年自我认知

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但这些研究往往是将青年作为一个整体，或者是针对某一特定青年群体进行的。目前，除

了个别研究外，尚缺乏在“成年形成期”理论框架下，将青年的学业、职业、流动、婚姻等重大生活事件联系起

来，将这些重大生活事件与青年自身认知结合起来的研究。这是本文提出并强调这一议题的另一个重要原

因。

三、成年标准: 青年成年之旅研究的基本前提

开展青年成年之旅研究，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要有衡量和评价青年成年的标准，即我们用什么来衡量和

判断一个青年是否成年。这是一个看似简单，实际上却十分复杂的问题。要确立成年的标准，首先要明确成

年的内涵，即要界定青年的成年究竟意味着什么。
( 一) 成年的内涵

笔者认为，成年不仅仅意味着青年在生理上的发展成熟，也不仅仅意味着青年获得了法律认可的成年人

身份，更重要的是，它还应该具有成年的社会标志。这种成年的社会标志包含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 客观方

面，成年意味着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完成( 比如从学校毕业、参加工作、结婚成家等) ，以及开始获得成人特定的

社会身份、责任和权利( 比如法律权利、职业身份、家庭身份等) ，开始承担成人的社会责任，开始扮演成人的社

会角色( 比如生产者、夫妻等)。主观方面，它又意味着青年在思想上开始具有作为社会成员、承担社会职责、
扮演社会角色的相应的认知。比如，如何看待成年过程中的各种重大生活事件，如何调适自身的心理对这些

事件的反应，如何获得对这些事件、角色、职责、权利的正确认识，以更好地、更积极主动地指导和调整自己的

行为等。换句话说，青年的成年，实际上就是既要有已经作出或完成具有持久人生影响的生活选择( 比如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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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职业、婚姻等) 的行为，也要有确立了人生方向和世界观( 成为什么样的人，如何生活，追求什么等) 的思想

认知。而只有这种客观和主观两方面内涵的有机统一，才是相对完整意义上的社会成年。
( 二) 衡量成年的标准

在明确了成年的内涵之后，接下来的任务就是确立反映、衡量、评价这一内涵的标准。有关青年走向成

年、向成年转变的各种现象和问题的探讨，都基于这种标准，均与这种标准的界定紧密相关。
在关于成年标准的探讨中，青年的生理年龄是一个基本的条件。但更重要的是建立在这种生理年龄基础

之上的、具有各种社会和文化内涵的特征。青年的成年不仅仅是一个生理过程，也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法律

规定，它同时还是青年在走向成年过程中不断遭遇人生重要生活事件、不断完善自我认知的过程，也是青年与

现存社会结构、社会文化、社会生活频繁互动的实践过程。因此，我们既要探讨和分析青年完成学业、离开父

母、参加工作、结婚成家、生儿育女等重要生活事件在构成其成年标准中所具有的地位和作用，也要探讨和分

析处于这些重大事件过程中的青年对成年的自我认知，探讨和分析这些重大事件对其成年过程及自我认知的

影响。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青年的成年是人类社会中一个客观存在的现象，但判定和衡量青年是否成年始

终是一种主观的事物。即青年成年与否，有一个认定的过程。这种认定既有社会的标准和方式，同时又有青

年自身的标准和方式。社会的认定，指的是社会主流文化背景中所定义的成年标准; 而青年自身的认定，则指

的是青年人自己如何定义成年，如何评价自己是否成年。在不同的时代以及不同的社会中，社会认定的成年

标准与青年自身认定的成年标准之间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差别。
同时，由于前述的成年社会标志包含着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的内涵，因而从衡量的思路上看，也有客观标

准与主观标准之区分。在不同的领域中，判定青年成年所依据的标准会有所不同。比如，中国在法律上明确

规定青年 18 岁即成年，这是采用客观标准的典型例子。此外，西方社会学家早期对青年成年问题的研究也大

多采取这种思路。他们将青年在成年过程中所完成的某些重大生活事件，特别是青年的结婚成家作为其成年

的主要标志。当然，也有一些社会学家不同意仅仅将完成某些生活事件当作成年的标志的观点。他们提出，

“走向成年既是一个社会过程，也是一个心理过程”。因此，走向成年“应该被看作一个心理现象而不应仅是

所谓客观的一系列生活事件”;“应该被理解为一个包含年轻人主观努力的过程”①。以阿奈特为代表的心理

学家正是从主观上，特别是从青年自我认知的角度来确立青年成年的标准。阿奈特在研究中发展出由 43 条

项目构成的成年标准，并让青年进行评价，就是这种思路的代表。中国国内现有的几项关于成年标准的研究，

采用的也都是这种主观评价的方法。并且十分一致地是，这些研究都是从青年自身的视角来探讨不同社会背

景中青年所认同的成年标准问题。目前国内还没有从客观的角度，即以青年所完成的某种或某些重大生活事

件为标准的青年成年之旅研究。这或许同样是一种不足。
当然，青年的成年之判定还可以采用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标准。比如，在衡量青年成年的标准中，既包含

作为青年获得成人社会身份、扮演成人社会角色、承担成人社会责任依据的客观指标( 比如结婚、参加工作

等) ，也包含作为青年获得成年所具有的对社会身份、社会责任、成人角色相应认知的主观指标( 比如他们对经

济独立、持家能力、多为他人着想等问题的看法等)。而在实际研究中，就可以一方面测量青年完成重大生活

事件的客观状况，另一方面测量他们对自己是否成年以及对应该以什么标准衡量成年与否的主观认知。
( 三) 当代中国社会中的成年标准

由于青年的成年是一个随着时代和社会文化的不同而有所差别的现象，因此，无论是阿奈特等西方学者

所提出的成年标准，还是中国社会以往的成年标准，或许都不能很好地反映当代中国社会青年的成年现象。
同样的成年形成期界定，比如 18—25 岁，在不同的社会中，或者在同一个社会的不同历史时期中，也许会具有

不同的内涵。其实际发生的生活内容、青年所经历的重要生活事件，包括不同生活事件的发生顺序、持续时间

长短等等，也可能会与西方社会中的情况以及中国社会以往的情况有所不同。在国内现有的三项与成年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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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研究中，就已经显示出“中国的标准与阿奈特的西方的标准不同”的特征，还有学者的研究结果则进一

步揭示出在当前中国青年的成年标准认知中，存在着“多元化的成年标志”“碎片化的成年认知”的状况。并

且其认为，“现代社会中的人们会发现对成年做出清晰的界定正变得越来越困难”①。这些都是在讨论当代青

年成年标准时应注意的问题。
总之，除了要讨论在界定成年的生理标准、法律标准与社会标准之间、在由客观生活事件定义的成年标准

与由主观认知定义的成年标准之间、在社会主流文化定义的成年标准与青年个体自我认同的成年标准之间存

在哪些内在联系和显著差别以外，还要集中探索和认真研究当代中国社会中以“90 后”“00 后”为代表的新一

代青年的成年标准是怎样的、当代青年的成年标准与以往中国社会传统的成年标准有什么不同，以及如何建

立符合中国当前国情和文化传统、适应当代青年人生经历现状的成年标准等一系列重要问题。这也是探讨和

研究当代中国社会中青年成年问题的必要基础及前提。

四、当代青年成年之旅研究的若干主题

在明确了青年成年标准以及中国国内目前研究现状的基础上，积极关注当代青年成年之旅，系统深入地

开展对青年成年之旅的研究，既是正确认识和理解当代青年成年现象的需要，也是进一步拓展和完善青年研

究领域的内在要求。笔者认为，应该加强开展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当代中国青年成年之旅的研究和探讨:

( 一) 当代中国青年成年之旅的现状与变迁

深入中国社会的现实生活中，实地去考察当代青年的成年过程，了解青年向成年转变的现状、特征及趋

势，是认识和理解当代青年走向成年之旅的规律及其内在机制的基础。因为只有“弄清楚现实状况‘是什

么’，才有可能更好地理解和解释现实‘为什么’会是如此”②。要从社会的、宏观的视角，将青年的成年看作是

一种客观过程，通过深入实地，收集丰富的、多侧面的资料，去描述处于成年形成期的青年的社会生活和人生

经历，去探讨他们在走向成年的旅途中所面临的各种重大生活事件及其影响。
笔者认为，在当前的中国社会中，青年的成年之旅通常会遭遇并经历以下几件重要的生活事件。第一，是

结束正规教育，离开校园，走上社会。无论是高中毕业、中专毕业、大专毕业还是本科毕业、研究生毕业，对于

青年来说影响最大的，是从此告别校园，真正进入到社会中。这可以说是他们人生旅途的第一个重大的转折

点。理想化的、浪漫的校园生活与现实的、竞争残酷的社会生活之间有着巨大的落差，这种落差常常是青年在

成年路上遇到的第一波冲击。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青年的成年不可能在学校完成，而只能在社会中完

成。因而，青年离开校园进入社会后才是他们人生成年之旅的真正起点。
第二，是离开原生家庭、离开父母。对于同样年龄、同样生活环境的青年来说，是否离开家庭、离开父母，

对其成年进程发展的快慢有着重要影响。无论是因为求学或是工作，只要青年离开生活了约 20 年左右的原

生家庭，离开了每天相伴的父母，就会对其成年经历、心理和认知产生明显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仅体现在其

独立生活能力的增强，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其对父母的心理依赖开始减少。特别是对于那些到外地求学或工作

的青年来说，从离开家、离开父母的那一刻开始，也就在通往成年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效果显著的一步。
第三，是进入职场，成为社会生产者和劳动大军中的一员。初职和就业对于青年来说，其重要性不仅仅是

获得了一份有一定经济收入的工作和劳动岗位，使得其日常生活有了基本保障。更重要的是，它一方面在客

观上标志着青年由单纯的消费者、被抚养者，成为参与社会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且具有某种社会地位的生产

者和抚养者，成为正式的社会成员; 另一方面，它也极大地增强了青年自身对于自立、独立的主观意识和心理

认知。
第四，是结婚成家以及生儿育女。这可以说是青年在成年形成期所要经历的最后一件，同时也是带有某

种标志性的重大事件。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结婚彻底地改变了青年，使其由在社会中“飘浮”着的单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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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子”，“凝聚”成了构成社会结构的一个新的小“细胞”。结婚不仅使青年连接起双方的原生家庭，形成更

为扩大的亲属关系网络，更为重要的是，它还使得青年更强烈地意识到自身承担的职责和责任，并开始转变其

看待社会、看待他人、看待生活的视角。
正是随着这些重要的生活事件的经历和完成，青年一点点地褪掉了青春期特有的青涩和冲动，一点点地

增添了成年期的稳重和深沉，开始从青少年变为成人。而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去探讨的问题包括: 对于当前中

国社会中 18—25 岁( 或者 29 岁) 的青年来说，他们长大成人的真实图景究竟是怎样的? 比如，他们大部分人

通常是在多大年龄完成学业、离开校园? 在多大年龄离开原生家庭、离开父母? 又是在多大年龄进入职场、参
加工作? 在多大年龄结婚成家? 在多大年龄开始生儿育女? 他们完成这些重要生活事件的顺序如何? 这些

生活事件发生重叠的程度如何? 不同生活事件持续的时间长短如何? 特别是对于当前社会中不同性别、不同

阶层、不同地区的青年来说，这些重大生活事件发生的顺序有无不同? 有什么样的不同? 各种重要事件经历

与完成的时间有什么差别? 其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 如此等等。
我们还可以去探讨，相比于中国社会中其他时代的青年( 比如 50 后、60 后、70 后和 80 后) ，当代青年在完

成学业、进入职场、结婚成家等重要生活事件的发生时间上有什么变化? 这些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有什么变

化? 这些变化揭示了当代青年正经历着一种什么样的生命历程? 他们所走的又是一条怎样的成年之路? 他

们的成年之旅又具有哪些新的时代特色? 同时，这种变化趋势对于新一代青年走完成年之旅又具有什么样的

影响? 我们如何从理论上理解和阐释这种变化? 当代青年在经历和完成这些重大生活事件上的变化趋势又

如何反映出中国社会结构与文化的巨大变迁?

( 二) 社会结构与文化因素对当代青年成年之旅的影响

任何一代青年的成年过程始终是在其所生活的社会环境中实现和变化的。社会学想象力提醒我们，社会

历史的发展与个人的特定经历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社会结构与文化的因素始终是理解和解释当代

青年成年之旅的现状、特征及问题的重要变量。因此，在描述和探索当代青年成年之旅的过程中，应始终将他

们的行为、态度和认知与其所生活的中国社会联系起来，要把他们的成年之旅放到中国社会的结构和文化背

景中去分析和理解。要从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及其发展变化中去观察和认识新一代青年个体所经历的各种

各样的重要生活事件，去探讨宏观的社会结构因素与微观的青年个体走向成年的过程及其结果之间的内在关

系。
应该意识到，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中国社会的急剧变迁，极大地影响和制约着新一代青年遭遇成年过程中

各种重大事件的时间、空间、顺序、长短、特征、规律以及结果。特别是社会结构与文化的变迁对其成人过程中

所遭遇的完成学业、离开父母、进入职场、结婚成家、生儿育女等重要生活事件都会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比

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特别是 1999 年开始的高校扩招，青年进入大学的比例的提高，无

疑会对“80 后”“90 后”“00 后”中大批青年完成学业、走出校门的时间点产生影响和改变。而随着高校扩招的

连续实施，在后续的若干年中又会带来大学毕业生就业市场的显著变化，从而对一大批青年的初职经历和就

业效果产生影响。再如，中国社会从改革开放初期就开始实施的以“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为主要内容的

计划生育政策，在有效控制中国人口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新的人口现象。不仅独生子女青年群体

庞大，在一些农村地区的出生性别比偏高现象，也会对新一代青年进入婚姻市场时的择偶、婚配和生育产生影

响。
因此，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去深入探讨: 中国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巨大社会变迁，对当代青年的成年之旅具

有什么样的影响? 中国社会的宏观结构和社会变迁过程是如何冲击及改变着当代中国青年长大成人的经历

与过程的? 特别是中国教育体制的改革、高校的扩招等对当代青年完成学业有什么样的影响? 中国社会的城

乡二元结构、城镇化的发展、规模巨大的社会流动等因素对青年的求职与就业过程有什么样的影响? 中国的

社会文化、人口生育政策，甚至房地产市场的发展等因素对青年婚姻、生育过程又有什么样的影响? 宏观的社

会变迁又是如何影响和改变了当代青年对成年的定义以及对成年过程的认知? 特别是当代社会中以网络、智
能手机、微信、抖音等为代表的新的大众传播媒介，又会对青年的成年认知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等等。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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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同时还可以探讨，当今中国社会中新一代青年的成年过程及其变化，又会给中国社会的教育制度、就业制

度、婚育文化等带来什么样的启示。
( 三) 从青年的视角探索青年对成年之旅的认知

实际上，对于青年的成年之旅，在不同学科的理论视野中，往往关注的是不同的问题。例如，在社会学的

生命历程理论视野中，所关注的往往是青年走向成年之旅将经历的那些重要的生活事件，包括完成学业( 走出

校门)、离开父母( 走出家门)、参加工作( 进入职场)、结婚成家( 进入婚姻，自立门户)、生儿育女( 繁衍后代)

等，以及这一系列生活事件如何成为他们成年的标志和影响因素。换句话说，社会学的这种理论视角更加看

重青年成年的客观标志和结果; 而以阿奈特为代表的发展心理学家则更加看重从年轻人的视角、从青年自身

的认知来理解他们的成年过程及其衡量标准。其“成年形成期”理论也正是基于这一视角提出的。
从青年自身的角度，我们可以去探讨: 当代青年在评价成年的标准以及对自身是否成年的认知方面是怎

样的? 不同性别、不同阶层、不同社会属性的青年在这些自我认知方面有什么不同? 为什么会有这种不同?

我们又可以从哪些方面来解释这些不同? 社会结构、社会文化的因素以及个体成熟、认知发展的因素在这种

变化中都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处于成年形成期不同阶段以及经历过不同生活重大事件的青年( 比如，刚毕

业的、刚离开父母的、刚参加工作的、刚结婚的、刚生育的) 对成年的认知及其差别是怎样的? 不同时代的中国

青年是如何看待和评价自己的成年过程的? 他们心目中的成年标准是什么? 他们心目中的成年标准与社会

主流文化中所定义的标准有什么不同? 当代青年对成年的自我认知发生了哪些变化? 这些变化揭示出什么

样的理论内涵? 社会所定义的成年与青年人自己所认为的成年之间，存在什么差别? 不同年龄层、不同阶层

的青年的看法和标准有什么差别? 这种差别揭示出什么样的自我认知结构? 特别是在当今社会环境中，青年

走向成年之旅的社会内涵和个体意义是什么? 他们在走向成年的旅途中所遭遇的心理冲击和现实障碍又有

哪些? 如此等等。
当然，正如学者们都同意的那样，青年的自我认知因素和社会结构因素都会对其走向成年的过程产生影

响。因此，我们还需要将前述两种视角结合起来进行探讨。即将青年自身认知的视角与其所经历的客观生活

事件的视角结合起来，将青年长大成人的个体经历与中国社会经济变迁的大背景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

更好地探讨和回答上述问题，也才能更加有效地引导和帮助青年顺利完成成年之旅，成为符合社会文化要求、
能够承担社会责任与义务的合格社会成员。

The Journey to Adulthood: An Important Topic in Contemporary Youth Studies
FENG Xiao－Tian

( School of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Guilin 541001，China)

Abstract: The concept of“emerging adulthood”proposed by Arnet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contem-
porary youth research． Change and exploration are the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young adult journey．
There is a lack of research on the journey to adulthood in China． The question of adult standards is a bas-
ic premise for the study of the journey to adulthood． Important life events in the“emerging adulthood”
and youth self－perception of adult experiences are two important aspects of the study of the journey to a-
dulthood． The objective description of the journey to adulthood should be combined with the youth’s sub-
jective cognition of their own adulthood． It is necessary not only to describe the reality and changes of the
journey to adulthood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youth in detail，but also to analyze and interpret the influ-
ence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cultural factors on the journey to adulthood，and to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discuss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youth themselves．
Key Words: emerging adulthood，adult standard，youth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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