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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題

廣州市處於中國改革開放前沿地區，是最早
捲入全球化的中國城市之一。但至今在廣州
市沒有發生青年運動，與香港、臺灣等地區
比較，可以瞭解廣州青年處境變化及其應對
策略的特點。



一、全球化與區域化中

一般論述：

全球化導致的新社會不平等格局在各國之
間重構，深化了國內的社會不平等時，青
年往往首當其衝、成為新社會不平等的受
害者。

城市捲入越深、對青年羣體的衝擊越大；

青年對全球化不同的方面採取吸收、抗拒、
轉化適應三種不同態度。青年運動通常是
第二種策略的表現。



二、廣州青年處境

城市的位置：

在全球城市體系中，廣州大致屬於第二層次
的門戶城市。

廣州的城市增長在全國一直居於領先地位，
各層次產業的成長和轉變迅速，民營企業成
長快、數量大，對全國新生勞動力來說是最
具吸引力的勞動市場。



青年羣體特徵與處境：
1.人口規模越來越大，但所占比重不穩定。

15-34歲 1990 2000 2010

青年人口（萬人） 256.01 471.09 552.11

占總人口比例% 40.64 47.38 43.47

表2. 1990-2010廣州市青年人口變化

數據來源：廣東省人口普查資料彙編（廣州卷）中國統計出版社2000、2010年版



2. 外來人口迅速增加，廣州青年面對越來越強的競爭；

1990 2000 2010

非本市戶籍青年人口
（萬）

34.59 247.98 345.97

占廣州青年人口比例% 13.51 52.64 62.66

占全市非本市戶籍人口
比例%

71.03 74.85 56.28

數據來源：第四、五、六次全國人口普查廣州市數據。

外來青年人口大量進入廣州，使“廣州青年”難以定義，
也使青年整體的就業、置業競爭大大增加。



3.勞動市場需求轉變，對青年的技能要求上升

青年勞動人口的職位構成變化（%）

中高級行
政

專業人
員

文員 商業服務業
人員

生產工人 農業人員

1990 1.03 10.11 4.27 16.7 38.45 29.44

2000 2.10 9.52 7.06 23.25 45.91 12.15

2010 2.80 12.11 10.32 31.83 38.39 3 .55

數據來源：第四、五、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廣州市數據



4. 收入有所提高，但生活壓力仍較大。

表7 . 廣州青年平均月收入變化

2009年 2012年

收入組（元） 樣本（861） 有效% 收入組（元） 樣本（914 ） 有效%

低於1000 81 9.4

1001-2000 293 34.0 <2000 70 7.6

2001-3000 231 26.8 2001-4000 573 62.7

3001-4000 123 14.3 4001-6000 198 21.7

4001-5000 68 7.9 6001-8000 42 4.6

>5000 65 7.5 >8000 31 3.4

平均值 3163.45 平均值 3369.8

資料來源：涂敏霞等主編《廣州青年發展報告2009》第196頁，
魏國華等主編《廣州青年發展報告2012-2013》第216頁。



三、應對全球化挑戰的策略

1.官方及組織治理策略：制度化應對方式

 責任組織：共青團、政府勞動部門、高校、非政
府組織

 互相捆綁的效率指標

 就業與創業專項政策



2.個人策略

升學：大專以上教育程度青年的比例2010年是1990年的6倍，
本科的比例上升近5倍。

表8. 廣州青年教育程度變化

% 1990 2000 2010

未上學 0.64 0.03 0.13

小學 17.64 10.25 3.37

初中 41.45 51.56 36.82

高中 32.59 24.92 29.01

大專 3.95 7.28 14.58

本科 3.77 5.25 14.28

研究生 0.44 1.81

數據來源：第四、五、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廣州市數據。



問卷調查結果顯示，許多在職青年傾向於選擇“學習深造、提升自己能
力”的方法來改善當前的工作狀態。部分反映出勞動市場的一個特點是：
進入職場之後學歷變得重要。

廣州青年對教育的自我期望

學歷
比例%

中學生 大學生 在職青年 總體

高中（含中
專、中技）

4.3 1.6 2.0

大專 27.0 2.2 6.8 10.7

大學本科 40.0 39.3 31.9 35.0

碩士及以上 19.0 50.7 41.6 37.9

其他 1.2 0.3 1.2 1.1

數據來源：魏國華等主編《廣州青年發展報告2014-2015》社科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第25 頁。

然而，真實的勞動市場卻存在“高學歷陷阱”，2013全年本省高校畢業
生工作簽約率只有五成左右



出國：
2000年全市出國學習工作的人口爲14278人，2010年增加

到43039人。廣州市內有30多所高中舉辦國際班，有針對性地
提早訓練高中生具備海外高校學習的條件。

針對“海歸”有一系列的學歷認證、職稱認定、子女安置等
特別政策和制度設置，還有資助回國服務或創業的專項資金、
高層次人才選拔、就業、創業和置業資助計劃等。

創業：
 2014年的調查結果是50%以上的青年受訪者明確表示願意

自主創業，這個比例與2010、2012兩次調查結果一致。

 本地出生的廣州青年創業意願比非本地出生的青年更強。

廣州青年認爲“正確的投資方向”是影響創業成功最重要
的因素，其他重要因素依次是資金、經驗和人脈關係。



總結
 在全球化和區域化的大背景下，具有不同功能角色的城市其

經濟特徵與發展空間不同。身處其中的青年其處境與適應策
略也不同。

 對廣州青年來說，當前生存的壓力主要來自國家內部，來自
新舊移民之間，這種特徵使青年難以成為一個邊界清晰的意
識形態群體。

 雖然生存壓力越來越大，但廣州青年似乎依然傾向樂觀，感
覺憑籍個人努力仍然有改善工作生活狀態、即實現向上社會
流動的可能性。這種樂觀的期望也使廣州青年通常選擇做出
更加艱辛的個人努力而不是集體對抗行動。

 國家制度和地方政府對區域範圍內的社會群體和產業結構仍
然發揮著及其重要的型構作用，進而對青年群體的構成和認
同的形成也產生重要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