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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和扩大党执政的
青年群众基础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
青年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邓希泉

当前应科学把握新兴青年群体的发展特征和主要问题，以新兴青

年群体职业身份、社会身份的确认为抓手，打造新兴青年群体的

青年榜样引领群体发展路径，积极推进新兴青年群体平等融入社

会和有序有效参与，不断巩固党执政的青年群众基础

近日，共青团中央印发《关于切实做好新兴青年群体工作的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对做好新兴青年群体工作的重要意义以

及工作理念、主要目标、重点内容和工作机制、载体方法等进行了整

体系统规划部署。《意见》指出，做好新时代新兴青年群体工作，是

党交给共青团的重要政治任务，是深化共青团改革、进一步提升团

的组织力，不断巩固和扩大党执政的青年群众基础的重要要求。新

兴青年群体是一个较为庞大且增长迅速的群体，主体是新兴职业青

年群体，主要聚集于第三产业尤其是与文化休闲和生活质量相关的

服务行业。新兴青年群体是社会结构发展创新的力量，是青年实现

向上社会流动的表现，为打破青年发展阶层固化现象提供了新的流

动途径和发展空间。社会变迁、高科技、新媒体等加速发展既使社

会结构尤其是社会群体继续分化，又促进社会优质岗位不断生产

创造，从而为新时代青年职业发展提供了更多机遇和空间。新兴青

年群体的出现既是经济社会发

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社会发展

的一种必然趋势。

新兴青年群体的整体素质

高于青年总体的平均水平，经济

收入的平均水平也比同龄人中

文化程度和基本能力相仿的职

业青年要高。这主要是因为新

兴行业形成的服务业比传统服

务业提高了行业进入门槛，同时

又能提供较高的服务附加值或

行业利润。从内部差异看，新兴

青年群体阶层覆盖范围广，利益

诉求多元，彼此之间并未形成共

同的社会身份认同。

新兴青年群体虽然有较高

的经济收 入，但由于尚未明确

社会身份和职业身份，以及处于

社会结构的边缘地带等社会特

征，使他们面临三个方面的发

展困难。

一是较大的发展风险。新

兴青年群体的发展风险分为内

部风险和外部风险。内部风险

主要表现为职业发展路径不清

晰，职业未来预期不明确，职业

生涯规划缺乏抓手与平台，职业

发展的不确定风险比传统行业

或已成熟行业要大。外部风险

主要表现为职业身份和社会身

份的社会认同有待深化，与社

会结构的有机联系有待强化，

社会融入和社会参与的社会有

色眼镜、社会偏见、社会误解

有待进一步减少消除，进一步营

造公平正义的发展环境。

二 是 较 大 的 发 展 诱 惑。

新兴青年群体主要是新职业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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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他们属于从社会结构中创

造出来的新行业、新技术、新要

求、新规范，意味着新兴青年

群体处在行业规则尚未有效建

立、行业组织尚未有效成立运

行的真空地带，缺乏有效的行

业规制和职业规范，相比传统

行业或已成熟行业更需要这些

青年有更高的职业道德和更强

的职业自律。但新兴行业处在

社会控制和社会规范的模糊地

带，致使这些行业拥有了更多的

利润空间或寻租机会。因破坏

职业底线或社会伦理而带来的

暴利有可能使一些新兴青年铤

而走险，出现职业失范或道德

失范现象。

三是较大的发展焦虑。新

兴青年群体具有较高的工作自

由度和灵活的生存发展空间，对

单位组织的依赖性比较弱，相

伴随的就是新兴青年群体缺乏

组织归属感，缺少正式组织与

制度有效的托底保障。新兴行

业的竞争更为激烈，存活率相

对更低，身处其中的新兴青年群

体遭遇失业的可能性更大，由

此形成的工作压力、职业压力、

发展压力、生活压力等压力累积

的程度更大，且压力化解的方

式相对单一，主要依靠新兴青

年群体的个体去承担。

当前应科学把握新兴青年

群体的发展特征和主要问题，

以新兴青年群体职业身份、社

会身份的确认为抓手，打造新

兴青年群体的青年榜样引领群

体发展路径，积极推进新兴青

年群体平等融入社会和有序有

效参与，不断巩固党执政的青年

工作基础。

一 是 确 认 新 兴 青 年 群 体

的职业身份并提升职业地位。

从政策和相关措施方面对新兴

青年群体所从事的职业给予制

度认可和结构确认，确保他们

获得公平公正的职业荣誉感、

职业获得感和职业发展空间。

相关政府部门要积极推动职业

标准和职业规范建设，推动行

业类社会组织的建设以促进行

业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发

展，形成整合力大、认同度强、

归属度高的行业组织。

二 是 确 认 新 兴 青 年 群 体

的社会身份并提升社会地位。

明确新兴 青年群 体 的社 会属

性，公平公正地评估其社会结

构的层次水平。2015年9月，《中

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

行）》把“新的社会阶层人士”

单列为统战工作对象，是对该

群体社会身份的基本确认。在

保持统战部门对新兴社会群体

尤其是新兴青年群体加强联系

的基础上，通过在各级人大、

政协、党代表、团代表、青联等

为新兴社会群体尤其是新兴青

年群体提供特定席位，强化新

兴青年群体与社会结构的紧密

联系。

三 是 构 建 新 兴 青 年 群 体

的榜 样塑 造 通 道和人才培养

体系。整合社会资源加大对新

兴行业职业发展趋势的研究，

为新兴青年群体的职业生涯发

展提供大致框架和参考路径。

要积极挖掘、发现、培养、选树

新兴青年群体中涌现出来的带

有一定普遍性和规律性特征的

青年典型，提升新兴青年群体

的明确职业预期和职业发展的

稳定心态。要把新兴青年群体

中的积极力量和优秀代表纳入

从国家到地方的青年人才培养

体系，比如共青团开展的面向

新兴青年群体的“筑梦计划”，

与“青年大学习”“青年岗位立

功”等青年工作品牌活动紧密

结合，既激励新兴青年在各行

各业成长成才，又促进不同阶

层、领域的青年相互交流、理

解、认同、包容。

四是 充分 利用青 年 政 策

的红利并对新兴青年群体进

行科学分类、引导发展。中共

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长期青

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

是推动新兴青年群体发展的基

本政策保障，要把该规划的政

策红利最充分惠及每一位新兴

青年。在惠及整体和促进整体

发展的同时，以共青团为主导的

青年组织应充分关注具体亚群

体的思想动态、生存状况、成长

需求、聚集方式等特点和实际，

确定有针对性的工作目标、优先

内容、适当方式、有效载体，采

取分类施策、精准发力的工作

方法，承担起促进新兴青年群

体有序有效参与和积极发展的

工作职责，切实推进新兴青年

群体的发展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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