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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
让城市与青年“同频共振”
文  陆杰华  张依芸

2022 年 4 月，中央宣传部、共青团中央等十七部委联合印发《关于

开展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试点的意见》，提出“城市对青年更友好，青年

在城市更有为”的城市发展理念。新时代青年是党和国家一切事业的继承

者，是实现政治使命的重要主体。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不仅激励青年个

体奋斗成长，亦强调动员广大青年投身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是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重要思想的重要举措。然而，随着城市的转

型和升级，城市与青年的可持续发展均面临着严峻挑战，诸如住房、就业、

婚恋等压力导致青年身心“过劳”；产业升级转型发展，导致城市非常态

竞争加剧；区域发展不平衡亦导致青年在获取教育、就业等资源方面存在

巨大差异。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与数智化社会为青年与城市发展一方面带来

种种机遇，同时伴随着众多不确定性风险。由此，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

需要让城市与青年“同频共振”，让青年有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才

能全身心地投入于奋斗事业中；实现区域协调发展，以促进城市与青年的

可持续发展。

一、现阶段我国青年群体人口的主要特征

（一）青年人口结构变化

2017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
2025 年）》，将青年的年龄区间确定为 14 ～ 35 岁。根据第六次、第七

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计算可知，我国青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正在降低，

在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中占比 34.46%，在 2020 年第七次全国人

口普查中占比 33.03%。其中，从“六普到“七普”，城市中青年人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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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从 40.22% 下降至 33.03%。值

得注意的是，伴随着城市化水平的

提高，少儿人口在城镇的比例上升，

预示着未来青年人口增长的潜力将

在城、镇显现。就“全国”层面而

言，在“六普”与“七普”结果中，

青年人口在“城市”中占比最高，

“镇”次之，在“乡村”中占比最低；

而镇与乡村中的少儿人口占比均较

城市更高，未来青年人口发展以村、

镇为中心。由此可知，青年人口城

镇化率较高、城市对青年有着较大

的吸引力。推动青年和城市融合发

展，是党和政府鲜明的政策导向，

亦是契合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的

重要举措。

（二）青年人口流动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年鉴

数据可知，2020 年全国青年人口迁

移的主要原因为工作就业与学习培训，两种原因在城市、镇、乡村的不同

范围上有着显著差异。其中，城市和乡村的青年因工作就业因素迁移的比

例较高，且两者水平接近，高达 49.42% 与 45.77%。因学习培训而迁移的

青年在“镇”一层次呈现最高水平。因此，城市工作需要监测在城市、镇、

乡村不同范围中青年迁移原因的异质性，关注青年在流动过程中对就业与

教育资源获得的差异化需求。

在流动方向上，青年人口倾向于向城市群核心城市与省会城市流动，

同时在各大城市迁入户籍意愿在不同城市间存在显著差异。北京市与上海

市作为全国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户籍所能提供的社会福利与公共服务对

青年有着较大吸引力，是流动人才落户意愿最高的城市。相较于广州市与

深圳市，在生活成本较低、教育资源丰富的天津市，青年人才落户的意愿

同样较高。成都市与杭州市历年来以“最具幸福感城市排名”靠前而闻

名，丰富的文娱活动、浓郁的文化氛围契合青年对新鲜体验的追求，亦展

现着个体发展的多元可能。由此可见，青年人口在进行流动城市决策时，

会综合考量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在城市中预期收入与成本、生活幸福感

等因素。

二、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机遇和挑战

现今，数智化、多元化社会为实现城市赋能、个体自由发展创造有利

表 1  第六次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年龄比较（%）

时间 范围 0 ～ 13 岁 14 ～ 35 岁 36 ～ 64 岁 65 岁及以上 合计

2010

城市 11.34 40.22 40.76   7.68 100

镇 15.66 35.46 40.89   8.00 100

乡村 17.93 30.52 41.43 10.12 100

全国 15.47 34.46 41.11   8.95 100

2020

城市 14.80 33.03 41.40 10.77 100

镇 18.67 28.82 40.71 11.81 100

乡村 17.93 22.72 41.62 17.72 100

全国 16.83 28.33 41.32 13.52 100
数据来源：根据第六次和第七次中国人口普查年鉴相关数据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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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正在向城市和青年释放无限

机遇。随着以互联网、大数据、人

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数智化技术的普

及与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年轻人获

得充分和体面工作有了更多可能。

对多元化人才的迫切需要促进新兴

职业的衍生，青年人口的就业选择

与就业态度产生巨大分化。在高度

市场化的互联网行业，青年劳动者

在企业间的流动已成常态，自主创

业亦屡见不鲜。青年对就业的态度

亦不受“社会时钟”的约束，即不

再满足于对单一职业的事业追求，

而是选择多元尝试、大胆创新，由

此，青年的职业发展走向“斜杠”

状态，即选择拥有多个职业和身份

的多元生活群体。同时，在流动社

会的背景下，数字经济、智能媒介

技术与便利交通推动“数字游牧”

成为个体生活方式的新选择：在具

备随时随地可以工作的硬性条件下

能够保持移动，超越地理空间的限

制。然而，社会生产力的迅猛发展

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使得竞争成为社会发展的底层逻

辑，“内卷”化浪潮、碎片化社交

让青年变得消极又疏离。乡村与城

市、陌生与熟悉环境的鸿沟亦让青

年面临着城市疏离与文化脱嵌的尴

尬处境。

（一）社会：“内卷”过度的

社会环境

社会“内卷化”使得青年的生

活节奏加快，若不进步，便只能在

“内卷”的浪潮中退步。于青年而言，

工作与生活的边界逐渐模糊，在生活的巨大压力下人们转而寻求情感支持，

传统的长期社交已无法适应快节奏的生活，短、频、快且能够适应多元特

殊需求的“搭子社交”形成，加速了社会的原子化，青年与青年、与社会

愈发疏离。青年的成就感与获得感因“付出却没有收获成效”的内卷中趋

于消解，极大程度上打压青年为个体发展而奋斗、为社会做贡献的积极性。

（二）城市：青年的城市疏离与文化脱嵌

农村青年进入城市后，理性意识先行的文化观念、以正式制度为底色

的人情交往与既有的认识框架产生强烈冲突；生活成本高、城市的制度性

排斥可能会使青年陷入“孤独化”的处境。城市青年在进入一个全新的城

市后，因社会资本的缺乏与户籍状态的限制，导致青年获取城市中教育、

经济等资源支持在一定时期内“空窗”而受阻，对青年人才扶持的制度并

未能真正惠及青年流动人口。

青年就业的种种新面向展现了新型产业的兴起与就业结构的转型，在

被“内卷”裹挟与城市疏离的境遇中，青年的新型情感诉求与社交需求产

生。城市工作需适应时代之变，关注青年生活态度与个体发展预期的变化，

将政策扶持与服务青年发展以新的“等时性”接轨，让城市对青年更友好。

如此，青年得以没有后顾之忧地立足于新形势，继续保有积极进取、不懈

奋斗的精神、发挥创新活力，让青年在城市更有为。

三、城市与青年：同频共振、协调发展

（一）青年的发展：安居乐业、年轻有为

城市为青年发展提供了重要平台，服务青年发展、促进青年安居是建

设青年发展型城市的重要内容。在数智化、多元化社会背景下，城市工作

需要顺应社会发展新形势、青年工作新期待，夯实青年的社会经济保障，

让青年先“安居”而后“乐业”。

城市社会质量与青年获得感高度关联，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城市需

保障青年高质量的经济生活与住房品质，减少青年发展的后顾之忧，促进

其生成积极的情感体验，追求更高品质的生活。在住房上，需要优化对青

年的住房补贴制度、强化对“长租公寓”的管理监管，保障人才差异化的

住房福利需求。在医疗保障方面，需要优化卫生政策环境、扩大青年医疗

保障的时空覆盖面，减少流动青年在医疗保障上的“空窗期”。电商、智

慧物流等新兴服务逐渐成为高品质生活的象征，在满足青年日益增长对美

好生活需要的背景下，城市需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资源的公共服

务化，提升青年的生活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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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城市的策略：因地制宜、

因材施教

随着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劳

动力市场日趋紧缩，2017 年全国主

要城市打响“抢人大战”，实施多

种人才政策，如“零门槛落户”及

家属随迁、租房购房补贴和优惠贷

款等，争夺青年人才资源。青年施

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因此，建

设青年发展型城市，城市需结合城

市定位与资源禀赋给予合宜的承诺

条件，因地制宜、因材施教，才能

从“抢人”到真正稳定地“留人”。

1. 要因地制宜，给予青年人

才合宜的承诺条件。城市之间的经

济发展水平与政策环境的异质性较

强，青年在不同城市中的生活成本

与收入预期亦有显著差异。因此，

城市因根据相应的工资水平、购房

比例、教育资源数量优化其相应领

域的补贴政策，使之合乎青年在城

市中的平均收入、支出水平与生活

水平，在差异化的城市中相应实现

物质资源的公平配置。在数智化背

景下，积极推进产业转型与城市功

能相融合，推动产业与就业相互促

进。城市工作应基于其产业结构与

规模，对青年提供相应良好的商业

环境和政策支持，打造网络商业新

业态，鼓励青年人才创新创业。

2. 要因材施教，满足青年人才

不同的发展需求。在新型社会价值

观形成的进程中，城市应持有尊重、

包容的态度，才能让青年的创新潜

力迸发而不受约束。在社会包容的

态度中，青年会遵循城市的底色选

择不同的职业发展路径，由此，城市需结合自身的经济、文化等资源禀赋，

关注青年就业发展中的异质性，针对性地优化就业政策环境，全面促进、

提升青年就业能力，激励创业、拓展多元职业选择，为青年施展才干提供

开放空间与物质基础，鼓励青年发挥积极奋斗、勇于创新等独特优势，为

城市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三）城市与青年：同频共振、协调发展

1. 城市与青年需时空同频。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城市发展需与青年

个人发展阶段相契合、为青年迁移过程提供相应地域的政策支持与资源供

给，真正实现青年人才与城市发展接轨。青年人才在城市中主要有学习培

训的需要与就业发展的诉求，城市工作应高度重视青年人才在发展中的困

惑和需求痛点，遵循其成才的“生命周期”提供相应的技能提升、职业培

训等活动。青年人口亦面临着婚恋、生育等生活中的重大命题，城市工作

应注重对青年不同生活阶段的平滑接轨。例如，消除对适婚适育群体的就

业歧视、促进就业公平；完善生育支持体系，扩大生育保险中医疗待遇和

产假津贴的范围，让适婚、适育的青年男性与女性得以无忧就业、无忧流动。

2. 青年在城市中社会融入。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需要关注青年社

交与文化交流等侧面，帮助青年人才更好地融入当地生活。经由业缘、趣

缘建立的社会支持网络、与本地居民的互动是青年进入城市后完成“市民

化”的重要方式。因此，推进青年在城市的社会融入能够激发青年对本地

的身份认同，有助于其社会支持网络的形成，促进青年获得感的生成。同

时，城市在社会包容与社会赋权的背景下，注重培育青年的“主人翁意识”，

引导青年积极与城市融合，推动高水平共治，由此得以增加青年与城市的

粘度，步入双方协同发展的良性循环。

3. 城市与青年同区域协调。乡村振兴、数字乡村建设战略的顺利实施，

使得社会城镇化速率加快。城市作为人才、信息流与金融资本集聚的中枢，

是带动城市以外区域协同发展的核心动力。青年发展长期以来是党和国家

事业的关键所在，是建设城市的中坚力量。城市应积极践行青年优先发展

的理念，继续扎实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以中心城市为引领、

青年为实践主体，从青年视角补齐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短板，积极投入城

市产业升级与结构转型，提升城市群功能，形成可持续、高质量的区域协

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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