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注三湘都市报微信
看E报。

社交网络成为
“随身伴侣”

互联网和社交网络有着很强的
“工具性”特征，一旦人们将处于客
体地位的工具向主体进行转化，人
们就会依赖上工具而脱离人真正的
本质。换句话说，一旦社交网络成为
了人们生活的手段， 就不仅是一种
目的性的存在，而是日常生活的“随
身伴侣”。

对于青年人群体， 调查数据显
示，94%的人表示出门不带手机感
到很不习惯，86.8%的人无法适应
从智能手机换到普通手机，73%的
人通常每隔 15�分钟至少看一次微
信/QQ�等社交软件。

互联网
相关职业最受青睐

半数以上的人都愿意尝试在互
联网和社交网络上进行职业选择，
青年人在社交网络上职业选择倾向
现排名前三的职业分别为微商、公
众号写手、电子游戏玩家，其分别对
应的百分比为 30.3% 、18.6% 、
16.8%。可见，以一种虚拟网络平台
为基础构建起的新型就业模式，可
能在青年人中有一定的市场。

青年人在职场中更倾向使用微
信，70.4%的青年人表示其愿意在
工作中使用微信，23.4%的认为不
太愿意在工作中使用微信， 但由于
工作需要不得不使用微信， 仅有
6.2%的人认为确实不愿意在工作
中使用微信。 这种对社交网络的抗
拒态度实际上表达了对现实工作节

奏的不满， 青年人渴望独立的生活元
素在社交网络中被工作元素所贯通。

老年人
也使用社交网络

根据报告，浏览新闻（80.6%）、通
讯交流（69.4%）、关注微信/微博资讯
（62.4%）、搜索信息（61.6%�）以及娱
乐功能（59.9%）是老年人使用新媒
体的主要用途，而线上支付（网购、预
约等）的使用相对偏少。

从老年人所使用的微信诸多功能
来看， 调查中的全部老年人都使用语
音或者文字与他人进行人际沟通， 超
过半数的老人会使用视频聊天、 微信
群、朋友圈等功能，发红包等更新颖的
功能也在老年人使用范围内。

老年人的QQ�好友主要是家人和
亲戚，调查数据显示，家人和亲戚在老
年 QQ�用户好友中占比达到 100%。
血缘以外的社会关系如邻居、同事、同
学也占 60%-70%�左右的比例。虽然
使用的功能很广泛， 但是老年人使用
社交网络的主要目的仍是维系和加强
与亲人朋友等社会关系的沟通联络。

社交网络
改善了亲子关系

报告指出， 青年人在使用社交网
络时， 和父母的亲密关系得到稳定和
提升，但是，社交网络也可能增加了不
同群体间的代沟。

对于老年人来说， 社交网络增进
了老年人和同辈群体、 不同代际群体
之间的亲密关系。数据显示，所有被调

查的老年人qq好友中都有家人和亲
戚。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朱
迪指出，老年人和子女都认为，社交网
络的使用有助于维系和加强代际关
系。数据显示，35%的老年人认为使用
社交网络之后和子女的关系更加亲
近， 另有25%的中年子女认为跟父母
的关系更加亲近。

此次报告显示，70.8%的受访青
年人认为在社交网络上， 和父母之间
的沟通存在代沟，42.6%认为在聊天
语言的使用上存在代沟，37.3%的青
年人认为在网络表情的理解上存在代
沟。

此外，调查显示，75%的老年人表
示，是子女教会自己使用社交网络，而
使用了社交网络的被访老年人自己的
生活方式也可能被改变。

朱迪指出， 使用社交网络的老年
人获取生活服务的能力更高， 能够更
高比例地参与到社会活动中去。 大部
分不使用社交网络的老年人表示，对
网络消费的形式不是很习惯。 使用社
交网络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更高，比
例达74%。 尤其是离婚或丧偶的老年
人， 社交网络更能够明显改善他们的
主观福利。

■新闻多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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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成年轻人15分钟刷一次社交软件
老年人用社交网络生活满意度更高

手机、WIFI依赖症

临床表现： 出门没带手机就像是出门
忘记穿内裤一样不安。 出门时手机电量不
足就像忘系腰带一样不安。选择餐馆、酒店
时，Wifi具有一票否决权。 到餐馆坐下，第
一时间不是看菜单，而是问Wifi密码多少。

自拍强迫症

临床表现：无论何时何地，总是忍不住
拿出手机自拍。每天花费大量时间自拍，并
希望从大量的照片中找到自己最美的样
子，发在各种社交通讯工具上。

晚睡拖延症

临床表现： 无时无刻不在关注微博、微
信，看到提示有未读信息的红点就一定要点
开；对于别人的评论总是“秒回”；每晚睡觉
前， 总会对自己说再最后刷一遍朋友圈吧，
关掉手机的时候往往已是一个小时之后。

关闭推送通知

关闭所有非必要的推送通知。把手机
调成静音模式，也可以将我们从“一旦手
机响就要查看手机”的冲动中解放出来。

了解自己每天在手机上花多少
时间

如果你想通过刺激方式减少自己花
在手机上的时间，可能一些冷冰冰的统计
数据会管用。

设定每天的无手机时间段

你在吃饭、洗澡、看电影或者看书时根
本不需要手机。试着在一天之中设置几个
无手机的时间段吧，特别是当你忙着做一
件事情的时候。

别把手机当闹铃

别把手机当闹铃，最好也不要把手机
拿到卧室里。想想我们中有多少人因为要
用手机设置闹铃，结果在睡前就又开始看
手机了呢？我们中又有多少人在闹铃响了
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看手机呢？

■来源于人民网

日前，中国社
科院国情调查与
大数据研究中心
和腾讯互联网与
社会研究中心发
布《社交网络与赋
能研究报告》。此
次报告称，对于身
为互联网原住民
的青年人，94%的
人表示出门不带
手机感到很不习
惯，73%的人通常
每隔 15�分钟至少
看一次社交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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