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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21世纪是网络化的时代，网络成为最主要的传

播与生活方式，青年的价值观自然会受到影响和改

变。然而，学界对网络化背景下90后群体价值观的

研究已较为丰富，而针对与网络一起长大的当代青

年群体00后的价值观的相关研究却付之阙如。不可

否认，与新世纪同龄的青年群体00后已逐渐进入社

会公众的视野，而其诸如二次元、吐槽、戏谑等种种

社会行为表现也不可避免地成为广受讨论的社会现

象。可以说，伴随着互联网一起长大的青年群体从

思想、行为到日常生活都已经嵌入互联网时代的互

动逻辑体系及其情境中。①因而，对于已完全置身于

网络建构的虚拟环境之中的青年群体，如何引导其

树立积极健康的价值观已成为社会必须重视的新问

题。因此，本文以网络化时代的青年群体：00后的个

体价值观作为研究的立足点，把握其个人价值观的

特征及代际新变化，探究网络化生存对青年群体价

值观的影响，进而讨论网络化时代青年群体价值观

变化背后的文化因素。

分析现有的网络化背景下 90后价值观的研究，

发现90后个人价值观呈现出的新特征主要表现在：

与 70后、80后不同，多元性、多样性、多变性成为 90
后更突出的行为表现，其中，“主体意识”或“自主意

识”是90后最本质的群体特征。②也就是说，随着社

会经济的发展，90后的价值观开始逐渐从对物质财

富的追求转向对个人主观幸福、自我表现、政治参与

的追求。对90后青年精神世界的研究表明，90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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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在当下”的一代，金钱和财富不再作为其衡量个

人价值的主要标准，他们更普遍关注当下的生活体

验和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受。③英格尔哈特关于物质

主义价值观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转型曾提出一个关

键的文化维度作为划分依据，即生活价值观由生存

价值观向幸福价值观转变。可见，90后“活在当下”

的生活理念反映了其价值观从物质主义价值观向后

物质主义价值观的转变。

如果说，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只是作为亚文化现

象在90后群体中的一部分人身上得以体现，是作为

价值观转型的萌芽而出现的，尚未成为社会中占据

主导优势的优先价值观。④那么，作为与网络共同成

长的00后，这种个体价值观是否已经成为00后的主

导性价值观，还是与90后存在着差异呢？这是本研

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现如今社会公众对 00后的评价及大众媒介对

00后形象的传播中包括任性、现实、多元等特征，这

与当初对90后所贴的标签极其相似。这在反映社会

对00后群体普遍印象的同时，也揭示了大众对该群

体可能所抱有的某种偏见和刻板印象。因此，00后
群体的价值观是否完全等同于大众媒介所塑造的形

象？这同样需要通过实证数据予以验证。

作为与网络共同成长的一代，网络已经成为 00
后成长过程的一部分。传播学中的涵化理论认为我

们接触媒介的时间越长，就越容易把媒介中所表现

的世界当作是真实的世界，模糊了媒介真实与现实

真实之间的界限。⑤但是，涵化分析的研究主要集中

在电视媒体对受众现实感知的影响，对于网络涵化

效应的研究在国内尚不多。而00后，作为与网络共

同成长的第一代，对于网络涵化效应研究而言，是最

为合适的对象。因而，通过调查数据探讨网络化生

存是否存在涵化效应，即对00后的价值观是否会产

生影响也成为本研究的重要目的。

因此，本研究通过对00后个人价值观的研究，可

以在有效把握00后价值观面貌的基础上，检验00后
价值观表现出的代际新变化及代际差异，进而发现

网络是否对00后的价值观产生影响，是否存在着网

络涵化效应。在此基础上，探索00后价值观变化背

后的社会与文化结构性因素。

二、个体独立、个体成就与亚文化认同：网络化

时代青年的个体价值观

本次研究对象沿袭代际划分的学术传统，选取

的是 2000-2010年出生的群体。本次调查主要依托

于腾讯网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社会学研究所联合开

展的关于“00后”个人价值观及生活方式调查数据。

调查采用自填式问卷的方式进行，通过在网上发放

调查问卷，被调查者用电脑或手机填写问卷。调查

共回收问卷 13855份，按照年龄的调查要求，得到有

效问卷 10211份，回收数据导入 SPSS 19.0进行统计

分析。其中，男生人数为 4726人，占比 46.3%，女生

人数为 5485人，占比 53.7%；出生年份主要集中在

2000-2005年，占比87.1%，而2006-2010年出生的样

本仅占12.9%。

(一)研究假设的确定

根据本研究的目的，首先考察网络化背景下 00
后的价值观现状、验证00后是否延续了90后的自我

独立意识和个体意识，探究00后群体个人价值观的

新变化及其代际差异，从而对前述的社会优先价值

观由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转型的变化趋势进行检

验。邓希泉指出，00后是互联网全面创新的一代，而

90后则是互联网全面嵌入生活的时代；这意味着00
后与90后在很多方面出现相对明显的区别，将会是

将其特性全面展现的一代，会在90后的基础上跃上

新台阶。⑥因而据此推测，00后在个体意识层面将会

比90后具有更为明显的表现。根据研究需要，将这

种个体意识主要操作为自我独立倾向、个人成就意

识两个维度。通过数据来验证00后的个体价值观是

否存在这两个维度的变化。

其次，90后已经出现了对“小团体”的认同，90后
对群体的外显认同程度较高，对群体存在积极的内

隐认同。⑦在网络化生存的当下，00后对于自身群体

文化的认同应该更为强烈。因此推测00后的亚文化

群体认同更为强烈。

最后，探究网络涵化效应，即探讨网络化生存对

00后价值观塑造的影响。涵化效果最初是以“涵化

差异”的形式来体现的。从自变量来看，其中收视时

长是影响涵化效果的重要指标。看电视愈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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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世界观与电视内容所呈现的答案愈一致。但用唯

一指标来考证涵化效果所得出的结论遭到质疑。综

合来看，后来学者的指标，包括收视时长、认知真实、

收视动机、个人直接经验、节目内容和社会结构等。⑧

随着社会的发展及媒介的革新，涵化理论被用到新

媒介中。目前国内网络媒介的涵化分析主要集中在

对暴力、治安、犯罪上，其次是价值认同、身份认同等

方面。⑨根据研究需要，结合涵化分析的操作化惯

例，本研究将网络化生存操作为上网时间与首次“触

网”年龄两个维度，来探讨网络对于该群体价值观的

影响，从而验证是否存在着网络涵化效应。根据文

献，涵化效果则可操作化为对暴力的态度、疏离感、

政治效能感及生活满意度等，⑩本研究操作化为对

“网红”的内化程度。

基于以上认识，本研究做如下假设：假设一，00
后呈现出明显的自我独立倾向；假设二，00后具有较

强的个人成就意识；假设三，00后亚文化群体认同倾

向明显；假设四，00后网络化生存与价值观存在相关

性，即存在涵化效果。

(二)网络化时代青年个人价值观现状的调查结

果与数据分析

依研究问题的需要，本研究在借鉴中国青少年

消费者生活方式和价值观量表的基础上对该量表的

题项进行了适当的删减，以此来展开对00后价值观

和生活方式的调查。

为检验量表的建构效度，本研究采用了因素分

析检验。KMO是Kaiser-Meyer-Olkin的取样适当性

量数，当KMO值越大时(愈接近 1时)，表示变量间的

共同因素愈多，愈适合进行因素分析。此处的KMO
值为 0.838，呈现的性质为“良好的”标准，表示变量

间具有共同因素存在，变量适合进行因素分析，同

时球形检验的(Chi-Square)值达到显著，代表总体的

相关矩阵间有共同因素存在，适合进行因素分析。

通过主轴因子萃取法共抽取三个共同因素，三

个因素转轴后的特征值分别为 2.720、2.087、1.937，
三个因素构念解释个别的变异量分别为 20.925%、

16.053%、14.898%，联合解释变异量为51.876%。(因
素分析时，如果萃取后的联合解释变异量为 50%以

上。则萃取的因素也可以接受。此处的联合解释

变异量已达到50%，因而保留三个因素是合适的。)
以0.4作为选取因素条目的标准，根据各因素构

念包含的题项变量特性，因素一命名为“自我独立倾

向因子”，因素二命名为“亚文化群体认同倾向因

子”，因素三命名为“成就意识因子”。

然后进行了量表各层面与总量表的信度检验。

其信度分析结果如下：个人价值观与生活方式总量

表的信度系数为0.814，各层面构念的内部一致性系

数分别为0.72、0.741、0.645。因此，量表的总信度与

各层面的内部一致性信度较佳。说明本研究使用的

量表具有相当的信度。

统计结果显示，00后是对个人成功非常渴望的

一代，八成被调查者认为自己至少是对渴求成功这

一描述比较符合的，而超一半的调查对象则认为该

描述非常符合其实际情况(52.2%)。主张个性自由也

是此次调查得出的 00后价值观的特征之一，66.3%
的调查对象觉得自己符合一直在追求独立风格这一

描述；但是，主张个性自由的00后却又很难不考虑别

人对自己的评价，调查中仅有34.7%的调查对象认为

自己不介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00后中的大多数未

能做到完全的自我独立；00后的职业价值观则表现

的相对包容，无论是从事诸如教师或医生这样的传

统的、稳定的职业还是选择进入演艺圈这样的娱乐

行业，00后对此并无明显的偏好倾向，两类职业的选

择比大致相同。这说明00后的个体价值观是后物质

主义价值观，追求个人幸福而非单纯的财富和金钱。

此次调查发现，00后的群体特征(群体画像)大致

如下：追求时髦流行(符合：43.7%、不符合：24.8%)、喜
欢挑战(符合：54.8%、不符合：14.7%)、喜欢丰富多彩

的生活(符合：52.4%、不符合：24.5%)；相反，社会舆论

持有的00后特征的刻板印象并不符合本次调查的结

果：不切实际(符合：30.1%、不符合：44.9%)、考虑成为

网红(符合：22.1%、不符合：62.2%)从自我报告来看，

这两者都不占多数，可见，媒介所塑造的00后的刻板

印象并不真实。

值得提及的是，00后在非常符合追赶潮流和考

虑过成为网红这两项指标上的占比都明显高于90后
群体。对90后的研究指出，有9.9%的90后大学生认

为，他们是赶潮流的，只要有新的电子设备面世，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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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就会去抢先购买；而对于网络红人的认识，绝大

多数90后的认识是理性的，只有4.5%的90后对网络

红人现象持肯定态度。因此，若从这两项指标来比

较90后和00后群体的代际价值观差异，00后对于时

尚、潮流的追逐以及对于网络红人的认可显然要比

90后更为强烈，这是00后价值观内容中呈现出的一

个代际新变化。

综合观之，00后有强烈的个人成就动机，但并没

有不切实际；个体独立意识明显，却又在意别人的评

价；崇尚丰富多彩、时尚、刺激的生活方式；认可网红

的00后并不普遍，但有代际增强的趋势。

此外，综观各层面的项目平均数，观察值在“自

我独立倾向”层面的平均数为 3.030，同比其他层面

得分最高(此量表的赋分为 5分制，从非常符合到非

常不符合的赋分依次升高)，即00后的崇尚自我的意

识并非如研究前所推测的那样，比90后有着突破性

的发展。调查数据显示，00后对个性的强调和与众

不同的推崇程度只是处于一般水平。因而假设一不

成立，即00后的自我独立倾向并不显著；相反，00后
在“成就意识”层面的单题平均数为2.054，同比其他

层面得分最低，对描述的符合程度最高。因而，假设

二成立，即从普遍意义上来讲，00后的个人成就意识

已接近于非常强烈的程度，其敢于挑战自我、努力发

展自我的倾向非常明显。最后，亚文化群体认同倾

向也是00后呈现出的较为明显的特征，调查数据显

示，2.700的项目平均值处于比较符合这一特征的层

面，因此，假设三成立，00后具有较为明显的亚文化

群体认同倾向。

如果结合西方的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内涵，

即强调个人的独立性和自主意识，主张个人按照自

己的意愿和理想取得成就，来对比此处的00后个人

价值观的因子分析结果，会发现，00后对于西方的个

体主义价值观的认可度总体处于较高水平，尤其以

追求个人成就最受00后所热衷。但是，西方个体主

义对于个人成就的追求强调的往往是以个人独立为

优先，反对任何形式的外来压力，无论是集体的还是

社会的。由此处自我独立层面的观察值可以发现00
后颠覆传统、崇尚自我的倾向并不强烈；与之相反，

00后对亚文化群体的认同则处于较高水平，因而，此

处00后所呈现出的较强的个体价值观不可与西方个

体主义价值观所等同。

00后对亚文化群体的认同与依赖也从侧面反

映了该群体的集体意识。00后对亚文化的推崇伴

随“同伴文化”而带有集体性的特征，他们通过与群

体中的同伴互动、交流，从而建立自我。这也是中

国式的个体独立与西方个体主义价值观的显著区

别所在。

依据西方个体主义价值观所强调的个性、独立、

自主、权力、竞争以及个人成就，那么，00后个体意识

的进一步凸显是毋庸置疑的，且有相当一部分的 00
后对个体主义的内涵表示认可，但是，00后的个体意

识如前所述，又呈现出与西方个体主义价值观不同

的内涵。其个体价值观处于西方的个体主义与中国

传统的集体主义之间，呈现出与西方个体主义价值

观不同的个体意识：既独立，又依赖。

三、网络化生存：网络涵化效应对网络化时代青

年价值观的影响

(一)与网络共同成长的价值观

网络不仅作为一种技术形态，更因为其文化形

态与传播特性和年轻人的心理诉求不谋而合。然

而，网络对青少年价值观的培育也具有双面效应，尤

其是网络创造的虚拟环境给青少年的价值评判带来

的困难，更引起很多研究者的担忧。

本次 00后的调查表明，休闲娱乐、浏览信息是

00后上网的主要目的。其中，听歌、看影视剧/动画

片，选择人次达 6213，占比 60.8%，打游戏的选择人

次达 4295，占比 45.1%，而有 42.1%的 00后上网主要

是为了浏览信息。

如果说，90后是伴随着网络、移动通信等现代传

媒成长起来的一代，那么00后作为与新世纪相伴而

生的新一代，他们自出生起便体验着网络创造的虚

拟世界。本次调查显示，83.2%的 00后已拥有属于

自己的电子产品；而从首次“触网”的年龄来看，

57.5%的被调查者首次触网的年龄分布在9岁之前，

其中，5岁之前已经上网的00后有9.9%，首次触网年

龄为 7—9岁的 00后最为常见，占比 25.9%，而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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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前已接触到互联网的00后则达80.1%。若以五年

为限对 00后群体作更加细致的划分，其中，05后

(2006-2010年出生)较00后(2000-2005年出生)而言，

其首次“触网”年龄提前大约 2年，05后 5—7岁最普

遍，00后 7—9岁则更常见。显然，首次“触网”年龄

逐渐低龄化的趋势难以避免。

值得注意的是，网络是西方国家向青少年传播

价值观的主要场所，通过电影、评论等灌输西方的价

值观念。

(二)网络化生存对00后价值观的影响分析

每天上网的时长与首次“触网”年龄是衡量上网

情况的两个重要指标。要了解网络化生存对00后价

值观的影响，我们可以从每天上网时长与首次“触

网”年龄两个维度来探讨00后上网情况与该群体价

值观形成的关系。

由前所述，00后对网络红人的认可显著高于 90
后，这是价值观内容中呈现出的一个新变化。而网

络红人则是依托互联网，因为其一些网络行为或某

种特征而引发关注，“一夜成名”。然而，网络红人受

到关注甚至吹捧，反映了社会心态的浮躁与公众审

美标准的扭曲，反映了公众价值观的评判标准出现

偏差。也就是说，网络红人是网络现实中的特有现

象，而非真实现实。因而，如果触网年龄越低、上网

时间越长的00后，对于网络红人认可度高，说明网络

现实已经被00后接受为真实现实，网络对00后产生

了涵化效应。

因此，将变量每天上网时长、首次“触网”年龄纳

入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考察其对网红的认可程度

的影响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预测上网情况对 00
后价值观的影响，特别是可以测量网络对00后的涵

化效应是否存在。

通过回归分析(见表 1)可以发现，“每天上网时

长”“首次触网年龄”两个自变量，对是否认可网红组

别预测的回归模型的整体模型显著性检验的卡方值

为 302.358(p=0.000<0.05)，达到 0.05显著水平，说明

所投入的自变量中至少有一个自变量能有效预测样

本在因变量上的概率；再从个别参数的显著性指标

来看，每天上网时长、首次触网年龄两个自变量的

Wald指标分别为 273.228、33.143，均达 0.05显著水

平，即每天上网时长、首次触网年龄两个自变量与是

否认可网红组别间有显著关联，这两个变量可以有

效预测与解释是否认可网红组别。两变量的胜算比

分别为：0.709、1.117，表示样本在每天上网时长测量

值增高 1分，不认可网红比认可网红的概率就减少

0.291(29.1%)；样本在首次触网年龄测量值增高1分，

不认可网红比认可网红的概率就增加0.117(11.7%)。
即00后每天上网时间越长，其对网红的认可度越高；

00后首次触网年龄越小，其对网红的认可度越高。

基于上面的回归模型分析，变量每天上网时长

与首次“触网”年龄对是否认可网红具有尚佳的预测

力，且随着00后每天上网时间的延长，他们对网红的

认可程度随之提高；首次“触网”年龄越小的00后，考

虑成为网红的概率越大。因此，假设四成立，上网情

况与 00后价值观的形成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相关

性，即网络化生存状况对00后价值观的塑造产生影

响，网络化生存程度对于00后产生了涵化效应。

四、后物质主义、水平集体主义与网络涵化效应

通过上述的数据挖掘，可以初步发现：

(一)后物质主义价值观逐渐成为优先价值观

王欢、邓希泉等人的研究认为：90后区别于以往

的世代，推动着社会价值观的转型，使得后物质主义

表1 整体模型的适配度检验及个别参数显著性的检验摘要表

投入变量名称

每天上网的时长

首次“触网”年龄

常量

整体模型适配度检验

B
-.344
.111
1.809

Omnibus检验值=302.358***

S.E.
.021
.019
.096

Wald
273.228
33.143
357.567

df
1
1
1

sig.
.000
.000
.000

Exp(B)
.709
1.117
6.105

注：*P<0.05，***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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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逐渐成为社会的优先价值观。但是，由于社

会环境等的限制，90后并没有完成这一历史使命。

00后将延续90后群体的这一使命，继续践行社会优

先价值观的转型，即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取代物质主

义价值观，并在个体意识张扬层面将比90后有着突

破性的发展。

本次研究发现，一方面，00后主张个性自由、追

求个人成就，但另一方面，其个体倾向又表现出与西

方个体主义不同的面向，并未如学者所推论的明显

区别于90后。00后的心理表现出复杂性，虽然主张

个性自由却又重视他人对自我的评价，呈现出既独

立，又依赖的个体意识。

如果说，90后开始注重个体独立意识和自我意

识，那么，00后确实继承了 90后的这一新价值观。

00后较强的个人成就意识以及其对物质财富追求的

代际递减的趋势，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后物质主

义价值观逐渐成为社会的优先价值观。但00后的个

体价值观并未发展成为西方的个体主义价值观，而

是呈现出矛盾性的特点，处于西方个体主义价值观

与东方集体主义价值观之间。既重视个体成就、个

体自由，又依赖他人，认同群体。从这个意义上来

说，00后的个体价值观明显受到了网络中的西方个

体主义价值观和现实中的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双重影

响，呈现出与西方个体主义价值观既有联系，但又有

本质区分的矛盾性特征。

(二)水平集体主义：网络化时代青年个体价值观

的集体主义基础

00后的个体价值观中最让人迷惑的就是其矛盾

性：既有西方个体主义的一面，又有集体主义的一

面，依赖他人，认同亚文化群体。展现出游离于中国

传统的集体主义和西方个体主义之间的矛盾面向。

如何理解这一价值观的矛盾性呢？

学者黄任之曾根据 Triandis等(1995)编制的个

人主义和集体主义量表对中国青少年的社会文化

价值观进行了考察。研究表明，中国青少年对水平

集体主义最为认同，即认为集体中的成员应该是身

份平等的，彼此之间可以相互依赖，承认个体的差异

性，寻求成员之间个性的互补。其次，中国青少年较

为认同的是水平的个人主义，同样是对个体身份的

平等性原则的强调，但也突出了个体自治的思想。

由此可以发现，中国的青少年在社会文化价值

观的选择上出现了将个体幸福与集体发展结合起来

的现象，垂直的个体主义或集体主义价值观都较少

获得该群体的接纳，而水平的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

则得到了该群体的认同。根据这一理论，本次调查

中所发现的00后个体价值观的新变化就可以得到一

定程度的解释。首先，00后有崇尚个体自由、个体成

就的一面，这反映了社会优先价值观的变化，也体现

了00后对水平个体主义的认同。在价值取向多元化

的社会中，青少年的自我独立意识和自我成就意识

一方面得到凸显，但另一方面同中国传统的集体主

义价值观存在着冲突性和矛盾性，这种自我独立意

识和自我成就意识很难通过传统的集体主义得以实

现，而相对平等的水平集体主义则为水平的个体主

义提供了存在和发展的土壤，对水平集体主义的认

同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00后对他人评价的在意和对

亚文化群体的认同与依赖。因此，对亚文化群体的

认同，事实上是这种水平集体主义的体现，成为青少

年的首选价值观。因此，00后的个体价值观不同于

西方的个体主义价值观，是建立在水平集体主义基

础上的个体价值观。

(三)网络涵化效应开始显现

涵化理论，又称培养理论，最早由格伯纳提出。

涵化理论认为，媒介对受众有涵化效果，媒介的变化

会涵化社会环境，社会环境又会涵化个体行为。同

时媒介本身的内容也会涵化个体行为。在本研究

中，这种涵化效应就体现在00后对“网红”这种一夜

成名的现象的价值判断上。在现实中，青少年在看

待网络“一夜爆红”的现象时本应给予理性的认识，

“一夜成名”不应该成为青少年追捧的价值导向。但

从本次的调查结果来看，00后对网红的态度虽然表

现为理性看待的居多，其对“一夜爆红”现象的认可

度约两成，若从代际差异上来看，考虑过成为网红的

00后比90后要显著增多，这一比例的变化存在代际

增强的趋势。而从前述的上网年龄和上网时长与对

网红认可程度的回归分析结果来看，符合涵化理论

的假设。即越是重度上网者，受到网络虚拟现实影

响越大。可以说，对于网络红人的认可在一定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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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反映了重度上网的00后受到网络化生活的影响，

价值观开始趋同于网络现实，网络对00后的价值观

的涵化效应开始显现。

五、集体主义与参与文化的合流：对网络化时代

青年个体价值观的反思

在传统的研究范式中，中国人一直被视为是集

体主义的。这以帕森斯的模式变量最为著名。帕森

斯基于他的行动者理论，提出了情境规范和社会价

值观(社会规范)给行动者提供的理念型意义的二分

选择，一共五项。其中第二项即为自我取向-集体取

向。虽然帕森斯并不是针对中美文化差异而是基

于行动者的情境规范选择提出的，同时这种二分也

是理念型意义的，但是由于其解释力，很快就被跨文

化心理学广泛运用并被用于解释中国人与美国人的

文化与价值观差异。这一维度被Hofstede的个人主

义/集体主义价值观量表予以实际的操作化定义后，

成为测量和解释中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差异的主流范

式。在这个量表中，Hofstede列出了十个题项来测

量集体主义，主要涉及个体具体的行为和规范。这

个量表对四十个国家进行了测量，发现以中国人为

主的社会，集体主义得分均很高，而美、英、澳洲等社

会，偏在“个人主义”这一端。后来Triandis给集体主

义下了一个相对简洁的操作性定义。1.着重内圈子

整体对事物的看法、需要及目标超过自己的。2.着
重内圈子决定的社会规范及责任多于出自自己的喜

好。3.着重与内圈子共同拥有的信念，多于着重自

己与内圈子不同的信念。4.着重与内圈子采取合作

的态度。之后的各种操作性定义中，对他人(内群

体)的重视、允许其参与自己的生活，与他人分享成

为集体主义价值观在个体层面的主要指标。而个体

主义根据Waterman的操作性定义，个体通过自由选

择来追求自我目标，承担个体责任，但是必须尊重任

何他人的尊严，给予他人同等的权利。帕森斯认为，

自我奋斗和自我成就是美国式个体主义的核心特

征。从这个角度来看，00后的价值观确实已经有了

美国式个体主义的表面特征，强调自我成就，但是美

国式个人主义的前提是自由选择和自我奋斗，强调个

体-他人关系中个体的自主性，这一点和中国的00后
之间构成了根本的差异。按照Kashima的观点，个人

主义和集体主义之间最重要的差别在于：两者对于

“人”的看法不同，个人主义是以人的实质来看人，而

集体主义是以人与人的关系来看人。从调查结果来

看，00后普遍重视他人对自己的看法，重视群体关

系，因而，从关系取向来看，00后又是集体主义的。

如前所述，集体主义按照 Triandis的测量，可以

分为垂直集体主义和水平集体主义，中国的青少年

更偏向水平集体主义，即强调成员之间的相对平等

性。这和本研究的发现相似，按照集体主义/个体主

义的维度，00后介于水平集体主义和水平个体主义

之间，具备了某些个体主义的特征，强调个人成就，

但本质上是集体主义的。但这种集体主义和典型的

集体主义(垂直集体主义)相比，又强调内群体成员之

间的相对平等性。然而，结合本次调查的其他发现，

如对于亚文化群体的认同和依赖，对于网红的欣赏

甚至崇拜，单单用水平集体主义中对群体的认同无

法完全解释这一现象。有必要引入新的解释工具。

集体主义/个体主义虽然是一个被广泛用于讨

论跨文化差异的二元分析框架，但是研究者也早就

指出这是一个理念型，并不是西方就都是个体主义

的，而东方都是集体主义的，任何社会中都存在着个

体主义和集体主义，从本质上来说，Triandis的四分

法虽然沿用了集体主义/个人主义的二元框架，但是

已经有了连续统的想法。我们可以把垂直个人主义

和垂直集体主义视为对立的两极，而水平个人主义

和水平集体主义则处于两级的中间，构成了一个渐

变的连续统。任何社会中的成员都可能处于这个连

续统的某一点上。因此，西方社会并不如这个分析

框架所展示的，是典型的个人主义，而是处于这个连

续统的某一点上，同样的，中国社会中的成员，特别

是00后，也不一定是典型的集体主义，同样可能处于

这个连续统的某一点上。

那么，有什么样的概念可以更为准确的描述 00
后价值观无法被水平集体主义涵盖的那部分呢？00
后之所以重要，如前所述，就在于他们/她们是网络

中成长的一代人，是中国网络化社会的原住民。网

络构成了他们社会交往，联系朋友，构建趣缘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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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成员资格和偶像崇拜的主要场所。而正是在网

络参与中，他们/她们获得了一种与个体主义强调个

人至上、个人奋斗不同的文化和社会化经历，这种经

历就是詹金斯所说的参与文化或参与式文化。参与

式文化是詹金斯在他的名著《文本盗猎者：电视粉丝

与参与式文化》中针对粉丝群体的互动、讨论从而生

产文化的现象提出的阐释性概念，这个概念在其《直

面参与式文化的挑战：21世纪的媒介教育》中得到了

明确的界定。主要包括1.对于艺术家式的表达和公

民参与较低的门槛。2.对于创造、和他人分享创意

产品予以强有力的支持。3.非正式的在某些方面最

有经验的导师能够将其经验传授给新手们。4.认为

他们的贡献很重要的成员。5.与其他人有某种程度

社会联系的成员(至少，他们在意别人对他们创造物

的评价)。可见，成员的相对平等性、作品的分享性

和协同创造，通过创造获得群体内成员的尊重和承

认是参与式文化的核心特征。而这与本次调查中00
后崇尚平等、个人成就和他人认可相当的吻合，可以

说，00后的个人价值观是在网络参与式文化中逐步

社会化形成的。表面看，他们认可网红，但这和单纯

的偶像崇拜不太一样。首先，对网红的认可更多的

是认可草根性的网红，是对个人成就的认可；其次，

网红都离不开粉丝的参与、互动，对网红的认可，是

这种参与式文化的认同，对参与式文化中的成员平

等、分享和协同的认同。

因此，00后价值观的变化，是水平集体主义和参

与式文化的共同结果。如果说垂直集体主义向水平

集体主义的转型折射了中国社会的剧烈变迁，新一

代青年群体对于传统价值观呈现出既继承又有变化

的一面，那么，参与式文化作为一种网络体验和网络

社会化，对于新一代青年群体的影响无疑是复杂

的。一方面，网络的去中心化和参与式文化的扁平

式社群结构，让他们体验和逐渐认同成员间的平等

性，个体创造的乐趣，这相对于传统价值观而言是一

种价值观的变化，呈现出水平集体主义甚至个体主

义的一面；另一方面，参与式文化对于与他人分享的

强调，与他人协作的重要性，这又与中国集体主义价

值观的一部分重合，但是对于00后这样的独生子女，

在其现实的社会化过程中，由于其物质的相对丰富

性和家庭资源指向的唯一性，又很难在现实中扮演

和体验。而通过网络中的参与式文化，新一代青年

群体体验和认同了分享、对他人的依赖、协作这些传

统的集体主义价值观的部分，并扩展、调整、整合为

自身的价值观。因此，参与式文化对于集体主义价

值观而言，又有恢复传统的这一面。

因而，当从参与式文化的角度来考虑本次调查，

我们发现，00后所代表的网络化时代的青年群体，是

处于集体主义-个人主义连续统中比较偏向水平集

体主义的某一点上。而网络化生存或者说参与式文

化，并不一定意味着是价值观的混乱或个人主义盛

行，通过本次研究发现，参与式文化对于集体主义价

值观而言，有着纠偏西方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合流

的这个面向的潜能。当然，这需要今后进行进一步

的数据搜集和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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