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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化理论视域下空巢青年孤独
现象的形成与调适
——以安徽省合肥市H小区为例

何承圆，徐 华

摘要：空巢青年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应运而生的新群体，空巢青年群体的

研究对个体精进、社会发展、国家强盛都有重要现实意义。文章以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为基础，

构建“个体行动——社会结构——结构二重性”的分析框架，通过个体行动的例行化、区域化

与社会结构中资源（配置型资源与权威性资源）的缺失、规则（支配型规则与表意型规则）的

缺失以及相互作用解释空巢青年孤独现象的形成逻辑，并在此基础上从磨砺内力增强个体行动

能力、借助外力强化社会关联及社会工作介入的相互接力促进个体行动和社会结构的正向互动

三个方面尝试性提出调适孤独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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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概述

时下，现代性拓宽了客观文化的规模、程度、成分、内容，客观文化越来越难完全转变为主观文化，

现代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了传统社会秩序的轨道，形成了现代的生活形态[1]，空巢青年是由

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诞生的新群体，在数量上呈现持续上升趋势，根据《2017年中国空巢青

年图鉴》数据显示，空巢青年总数超过了5 000万，而在2021年已经增长到9 200万。这一“新群体”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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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了全方位的关注。第一，国家重视。国务院发表《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表示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

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国家的希望在青年，民族的未来在青年。第二，社会关心。杭州最大的养老院

住进了一批“空巢青年”，这实现了空巢青年与空巢老人情感共鸣，引起了社会的广泛讨论。第三，个体

相关。关于空巢青年的描述“一人独居、两眼惺忪、三餐外卖、四季淘宝、五谷不分”“无人问我粥可

温，无人与我立黄昏”等社会评价和自我评价中表现明显的孤独特征，唯物论认为意识反作用于物质，

孤独作为一种具有消极意义的意识不利于主体心理与精神发展状况，除此之外，孤独还会影响个体安全

问题，例如“北漂女孩除夕夜被困浴室三十小时”“23岁单身女孩深夜一人搬家惨遭不幸”“知名网文作

家猝死家中十天后才被发现”，诸如此类的新闻报道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空巢青年由于孤独而产生安全隐

患与生活困境。

学界首先从不同维度对空巢青年进行概念界定。第一，从空间上界定为顺应社会发展与变迁，从农

村到城市，从小城市到大城市应运而生的新群体[2]。第二，从时间上界定为长期独自生活。第三，从群体

特征上界定为受教育程度较高、生活方式单一、独立且孤独等[3]。其次是空巢青年的现状研究，空巢青年

典型的生存现状是异乡一人；生活现状是独立自主；情感现状是孤单自由等[4]；除此之外，部分研究者认

为空巢青年“空巢”却并不空心，这是新时代下基于个体独立自由思想而产生的一种主动追求独居的生

活方式[5]，但是没有否定空巢青年由于独居而产生的孤独现象；最后，产生原因包括首属关系的解体、日

益频繁的移民、家庭规模的缩小、社会流动的增强、新型媒体消费方式、竞争日趋激烈的劳动和工作环

境等[6]。一方面是从微观层面出发，亲缘关系的疏远、主体的自我认知所产生的自我隔离；另一方面从宏

观层面出发，频繁的社会流动、变革的婚育观念、非传统的生活方式和独生子女政策综合影响所产生的

社会隔离等[3]。

综上，此前对空巢青年孤独现象的研究只是作为空巢青年群体现象中的一个特点去描述，而本研究

将空巢青年孤独现象作为一项重要的社会事实去观察、归纳、总结，立足实际并尝试运用结构化理论阐

释一个更为具象的空巢青年孤独现象，探讨其形成逻辑并针对性提出建议，帮助空巢青年更加全面健康

地发展，促进个体心理和精神的健全，促进社会和谐与稳定的发展。

二、空巢青年分析框架建立与孤独现象呈现

（一）结构化理论与分析框架的建立

吉登斯为了解决行动者和结构之间是如何相互作用问题对行动者和结构进行界定。首先，将行动界

定为包含“意义认定的举动”“动机激发”“理性化”的不间断流动过程[7]；行动需要实践主体——行动者

（空巢青年群体），行动者是包括无意识动机、实践意识、话语意识的人格体系，行动者是在时间、空间

范畴下进行社会行动，形成例行化、区域化的个体行动，个体行动会受到社会结构的制约；其次，吉登

斯提出了结构的概念，他将结构分为规则与资源，规则划分为行为的规范与表意性符码，规则是行动再

生产与结构再生产的中介，它是建设性的，对行动意义的积极建构[7]；资源包括行动者对物质性资源与非

物质资源的支配，个体行动影响社会结构的产生；最后，为了突破结构与行动之间的二元对立提出了全

新概念——结构二重性，即行动是在日常环境下被结构化的，行动的结构性特征也是由于行动本身的作

用被再生产出来的，结构是行动的产物，结构也是行动的中介，结构实现了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7]。空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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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的个体行动会受到社会结构的制约，制约个体行动的社会结构也是在个体行动下建构的，空巢青年

孤独现象的产生是由于个体行动与社会结构的相互作用（图1）。

（二）孤独的定义与状态呈现

1.孤独定义

与悲伤或抑郁一样，孤独是一种消极的情绪状态，可以是短暂的或是持续的。孤独的独特之处在于

它与人际交往、社会关系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学界将孤独定义为：“人感到社会关系网络在某些方面

（数量上或质量上）不足时而产生的不愉快的情绪体验”[8]。该定义阐释了孤独的三个重要方面。首先，

孤独源于人们所感知到的社会关系的缺乏。当人们现有的社交关系与互动难以满足其社会及情感需求时，

便会感到孤独。其次，孤独是一种主观体验。孤独不仅仅源于客观的社会孤立，人们也会因主观上不满

意现有的人际关系而感到孤独。最后，孤独的感觉是痛苦的、不愉快的，它与悲伤、失望和无价值等负

面情绪有关，因此与不孤独的人相比，孤独者往往更加消极[9]。

2.孤独状态呈现

人是社会性动物，社会交往是社会化必不可少的过程，孤独是因社交联系未达到自身期待而产生的

消极情绪，因此需要从社会交往中观察空巢青年的孤独现象，为了深入地了解现代化时代背景下空巢青

年孤独状况，了解问题症结所在并提出相应对策，对合肥市H小区的空巢青年进行了走访调研，调查其

社会交往现状以及如何应对独居问题，针对30名90后空巢青年进行非结构式访谈，其中男性18名，女性

12名；90-94后9名，95-99后16名，00后5名。调研深入到空巢青年的日常生活之中，了解了以下关于

H小区的空巢青年社会交往现状。根据社会交往情境与性质对所收集的资料进行概括，空巢青年在社会交

往过程中呈现两种状态。

(1)从“众乐乐”到“独乐乐”。情境是人们在行动时所处场景，包括行为主体、角色关系、时间和场

合等，在不同情境下，人们社会交往表现不同。在传统社会中工作地点大多在故乡或者邻近地域，社会

交往对象是“熟人”，无论在家庭、工作单位等各种场合都是热闹的氛围。而在现代社会中空巢青年社会

交往情境中呈现三个特点。第一，“工作情境互动”较多。空巢青年大多过着朝九晚五的生活，大多数的

时间都处在工作之中，互动空间也局限于工作单位。“我平时很少主动与人交流，但是在工作中，为了完

成工作任务，有时候需要与人打交道，如果没有工作需求，我一般不爱说话。”（F3）“一天里大部分的交

流主要是因为工作原因。”（F7）第二，“社交情境互动”中的工具性成分较多。“我在工作或者遇到熟人

图1　空巢青年孤独现象理论基础

互构
个体行动

空巢青年孤独现象

社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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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候会主动与人交流，例如团建活动、开例会的时候，在社交场合与人主动交流是人际交往中的一种

基本方式。”（F1）“我是医生嘛，主要是与病人沟通，休息时间会和同事聊聊天。”（F11）第三，“熟悉情

境互动”主要在工作单位。从故乡到异乡，处在新的社会交往场域中，主要是在工作场合与人面对面地

进行沟通。“工作过程中与人沟通相对较多，一天的话在公司全部说完了，回到家只有一个人反而会安静

很多。”（F1）“平时说得最多的话就是你们安静点，好好看书、好好听课。”(F9）
(2)从“重人情”到“重利益”。在传统社会中，家庭结构是联合家庭、主干家庭、复合家庭、核心家

庭等各种类型的多成员家庭结构模式，交往关系大多是建立在血缘、地缘、人情基础上的关系[10]，现代社

会的社会交往性质倾向于建立在功利主义思想基础上的工具性交往。第一，情感性互动渐弱。情感性互

动是建立在家庭与亲密朋友等初级群体中的人际关系互动，青年从故乡到异乡，与以往的家人、朋友距

离较远，联系较为稀少。“来到这里主要就是谋生，深度的情感交流是很稀少的，工作很忙，回到家很

累，偶尔会与家人朋友打个电话。”（F8）第二，工具性互动提升。工具性互动是为了接近或者实现某种

目的而进行的互动，这种人际交往互动本身的目的是功利性的，互动是实现目的的一种手段。““在工作过

程中能不能与上司与同事处理好关系，这对于工作是否顺利至关重要。”（F3）第三，混合性互动主导。

在传统社会的人际交往普遍重视血缘、地缘、人情关系，而在现代社会的空巢青年人际交往更加重视业

缘关系和趣缘关系，这种人际交往成分中既有工具性成分也具有情感性成分。“工作的规章制度是层层分

明的，有时候可以通过一些人情与关系稍微改变一下规则，让工作更快的完成，这样工作效率会提高，

对所有人都好。”（F6）
由此可以概括空巢青年孤独的社会交往图景，首先是交往对象单一化，大多是在工作中的同事，在

数量上不能满足空巢青年对社会交往的需求。其次是交往程度深浅不一，总体上趋向于由情感性向工具

性、混合性交往为主，在质量上难以满足空巢青年对社会交往的需求。

三、空巢青年孤独现象的形成逻辑

现代社会资本洪流空前汹涌，创业与就业热点一茬接着一茬地摧枯拉朽，网络发展浩浩荡荡，民航

与城际交通早已成为时代布景，打车软件轰轰烈烈占据公共领域，共享单车清算都市的最后一公里，现

代化发展使人不需要推开门，也在被时间和空间裹挟着行动，这些现代化因素的侵入是空巢青年孤独现

象产生的前提。

（一）个体行动：空巢青年孤独现象形成的主体性因素

1.空巢青年行动的例行化

例行化是社会互动关系在时间流程中的再生产，行动者在进行日常实践时总是遵循行动者生产与再

生产出来的例行常规[7]。

（1）大小场域对比产生挫败感。青年群体从农村到城市，从小城市到大城市的流动，从一个熟悉场

域过渡到另一个陌生场域，青年在小场域时，大多是成绩优异、有思想、有能力的佼佼者，而在大场域

中能力出众的人更多，青年群体在前后的对比中产生了落差感，这种较大的落差感会带来挫败感，由此

产生孤独、落寞的消极情绪反应。

（2）激烈工作环境下的自我隔离。客观文化的规模与内容增加，人们创造越来越多的客观文化，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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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完全掌握它，为了能够在新场域中获得认可与安定，空巢青年一直处在激烈竞争中，现代化使得日

常生活被殖民化，难以获取停留、休息、积极社交的时间。

（3）功利主义思想中的工具性互动。为了达成目标和获得利益而采取行动，这导致同伴之间本应该

是建立在感情上的关系，却演变成建立在社交场合中的功利性行为，较少沟通和交流内心的想法，使得

负面情绪难以得到释放，继而产生孤独感；工具理性的兴盛使行为者通过对外界环境和外界人物的预测，

借助这些预测作为“条件”和“手段”，以此来实现自己的目标，这让人与人之间充满不信任，孤独感

加剧。

空巢青年首先由于对比产生落差感需要更加努力工作；其次在繁忙的工作中缺少积极参与社交的时

间；最后在社交场合中的交往偏向工具性交往。在挫败感、激烈的社会竞争、社会关系是以功利性思想

为主导的工具性互动三者合力的作用下，形成了消极的情绪反应，如感到排斥感和无力感、形成人际关

系的疏离。因此在有限的空闲时间里主动选择社会退却，产生自我隔离现状，除非必要的社会交往，较

少地进行社会参与。这种自我隔离行为具有例行化特征，人们以理所当然的方式在行动中完成它。例行

化的自我隔离现象让空巢青年习惯性与社会区隔，对社会交往失去兴趣。

2.空巢青年行动的区域化

区域化是社会互动关系在空间流程中的再生产。区域化不仅是空间的局部化，还“涉及了与各种例

行化的社会实践发生关系的时空的分区即行动者的行动并非孤立，而是与一定的时空交汇在一起”[7]，区

域化主要是空巢青年在社会交往中的相对位置。

（1）社会化环境下的个体化空间。空间居住安排是引起空巢青年孤独现象产生的重要原因。空巢青

年是未婚的单身青年，独居是常态，家庭是最小的社会组织，也是最小的社会单位，社会成员在家庭中

进行日常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空巢青年从一个热闹的大家庭过渡到独立居住的小出租屋，呈现出一种

聚居到独居的生活状态，家的不稳定性、家庭成员的缺失、家庭规模缩小都会使空巢青年在日常生活中

产生孤独感。

（2）隐蔽性较高的住宅类型。住宅类型也是导致孤独加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现代化因素的冲击

下，邻里关系密切程度总体上是呈下降趋势，住宅设计注重隐私性与封闭性，这种住宅类型使得邻里之

间不再熟悉，而空巢青年是来自陌生场域的“流动人口”，现代性带来的影响之一就是道德缺失，信任危

机，加深了邻里交往的难度，邻里关系趋于平淡。

（3）虚拟现实并存的网络空间。根据中国互联网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

报告》，我国网民规模为10.51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4.4%[11]。一方面，网络是一个现实空间，它能够提供

符号、物质与情感资源；另一方面，网络也是一个虚拟空间，它打破了时空区隔，使人与人之间建立了

一种间接的依托媒介的次级关系，在网络中根据自己的需求创造身份，入门要求低，很容易得到满意的

人际交往需求，但是成员之间容易相互替代且建立与维护网络需要花费时间与精力，过分依赖网络会限

制人们社会交往的其他机会与渠道，雪莉·特克尔在《群体性孤独》中指出：“网络社交本质上是一种单

薄社交，它能为我们带来的更多是一种碎片化的弱连接。一旦我们沉迷于此，就会越来越疏离真实世界

中厚重、复杂的交往关系，从而产生出一种新型孤独[12]。”

从空间视角来看，日常接触具有区域化特征，独居的生活空间下衍生出家的不稳定性、家庭成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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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初级关系的远离；隐蔽性住宅类型使得邻里关系趋于淡漠；网络具有两面性，既便捷了生活，却

又存在着隐患，过分依赖网络也会限制线下的社会交往。这些都会使空巢青年产生孤独现象。

（二）社会结构：空巢青年孤独现象形成的约束性因素

1.资源的缺失

吉登斯将资源与权力结合起来，认为资源是权力的基础。资源不仅是对现状的描述，还是一种能力。

资源丧失主要是物质性资源与非物质性资源支配能力的丧失[7]。

（1）配置性资源：物质生活资源的不足。配置性资源是人类生活的物质基础，是影响生活满意度的

重要指标。一方面，自身生活压力较大。“工作九九六，工资五六千，房租给一半，月月都清空”是来自

空巢青年的自嘲。贝壳研究院发布《单身青年安家置业调研报告》，通过对 18~36岁青年进行问卷调研，

洞察单身青年群体的购房消费特征，超七成单身青年想买房, 近半购房预算低于百万元。购房能力相比中

年人较弱，贷款压力较大，月供、房租压力大。另一方面，赡养老人负担较重。空巢青年主体大多是90
后、00后这一代，受到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很多家庭普遍是独生子女，独生子女对父母的赡养负有主

要责任，承受沉重的经济压力。物质资源需求大导致空巢青年的精神压力大，对空巢青年的精神健康有

负面影响，易产生焦虑与无力感等消极情绪诱发孤独产生。

（2）权威性资源：社会文化资源的缺失。权威性资源是人们对物质生活世界各个方面的支配，是行

动者拥有的配置性力量与社会资本，社会空间充斥着社会资本的各种结构性元素，它是用物质性空间作

为载体与主体性存在的策略与场所，可以解释为主体的实践性规范和社会权力关系[7]。一方面，社会交往

文化的转变。这主要是指交往文化的割裂，现代化过程产生社会互动的“脱域”过程和现象，带来社会

互动方式的转变。第一，传统社会是地域性面对面互动，现代社会把空间从地点中分离出来，可以在

“缺场”的条件下互动；第二，礼物由仪式性馈赠向工具性馈赠转变，礼物的物质性较淡，象征性增强[13]；

第三，仪式性活动中的风俗习惯被认为是封建迷信加以批判等。传统人际交往文化结构逐渐瓦解，传统

人际交往文化日渐式微。另一方面，人际关系资源的减少。第一，初级关系“名存实亡”。空巢青年离开

故乡，来到异地，空间距离弱化了初级关系的支持力；第二，次级关系难以建立。传统的熟人社会正在

向大规模的、异质化的陌生人社会演变，致使共同体意识退化、社会联系度降低[14]。空巢青年的社会交往

情境主要在工作单位，以往工作单位像一个大家庭，人与人之间是一种合作关系，利益矛盾不突出，有

劳动竞争，很少利益竞争，人际关系简单，人情味很浓，随着单位制改革加深，合同制、竞争上岗、企

业兼并等措施实施，人际关系复杂化，利益与竞争矛盾增多，员工与企业的劳动纠纷也在增多，工作单

位人际关系由简单向复杂转变，难以建立亲密友好的联系。建立在血缘、地缘、人情与建立在业缘、利

益、目的的社会交往文化割裂，严重冲击着青年群体的精神健康，造成自我与社会的隔离。

2.规则的丧失

资源为规则提供条件，规则依靠条件具体体现在社会实践中。

（1）支配型规则：显性隐性保护的缺失。支配性规则它不仅是否定性的，也是建设性的，对个体行

动有导向作用。一方面是显性规则的缺乏。埃里克森的心理——社会发展阶段理论中将人生划分为八个

阶段，国家法律法规对儿童、少年时期有明确的保护制度，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相较未成年时期，青年群体所享有的明确法律保护较少，蒋云

80



何承圆，徐 华：结构化理论视域下空巢青年孤独现象的形成与调适

飞认为，青年发展专项立法符合国际趋势，将党对青年政策主张上升为国家意志十分必要且可行，现有

青年领域的立法分散于未成年人保护法、家庭教育促进法等一系列单行法律中，青年发展专项立法可作

为借鉴，应坚持促进刑法的立法方向[15]。另一方面是社会保护的丧失。学校是一个分水岭，在毕业之前是

孩子，是需要被保护的群体，在毕业后是大人，是需要保护别人的群体，事实上，青年群体从学校进入

社会的过程完成了一次从“孩子”转变为“大人”角色转变，成为家庭中掌握重要话语权的角色，成为

社会责任的承担者等，形成多重社会角色，承担多种社会责任，社会对成人的要求更多样更严格，相较

于少年，社会保护与宽容很少投射到青年人，也因为是大人，达不到某种既定的结果则会被予以负面标

签。原有社会保护规则丧失，新的规则尚未建立起来，自我定位与社会价值不符造成自我价值的贬低形

成社会隔离。

（2）表意型规则：区域生活方式的差异。表意性规则是人们在意识层面形成的非正式组织活动形式，

如行为习俗、传统习惯等。对空巢青年来说，形式与内容迥异的区域生活文化是一种具有符号意义的表

意性规则，通过一种共同的背景世界形式制约着空巢青年的生活实践[16]。一方面，交往方式的不同。一方

水土养一方人，每个地方有着各自独特的生活方式，具有特定的符号意义，通过一系列活动表征出来，

不同的交往方式限制着人们的社会交往。另一方面，仪式性活动的差异。这里指的是公共性仪式化活动

形式，例如婚丧、嫁娶、祭祀、文娱以及传统节日习俗上的差异。婚丧嫁娶中的仪式先后顺序，各种

“应该不应该”的做法大有差异，这也会影响社会交往。不同场域下形成不同的生活方式在社会交往中形

成了无形的屏障阻碍交往过程的顺利进行。

（三）结构二重性：空巢青年孤独现象形成的关系性因素

对空巢青年孤独现象的形成机理将作为主体的空巢青年与客体社会结构割裂开来，这些受限于二元

对立的思维方式[17]，事实上对空巢青年孤独现象的存在原因是个体行动与社会结构相互作用的结果。首

先，规则与资源的缺失对空巢青年的个体行动具有形塑作用，在资源（配置性资源、权威性资源）与规

则（支配性规则、表意性规则）的缺失下促使空巢青年个体行动的例行化、区域化；其次，例行化与区

域化的个体行动影响社会结构的建构；最后，在个体行动与社会结构的相互作用下使得空巢青年孤独现

象得以生产和再生产（图2）。

图2　空巢青年孤独现象形成逻辑

社会结构

一、资源1.物质生活资源的不足2.社会文化资源的缺失

二、规则1.显性隐性保护的缺少2.区域生活方式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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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例行化1. 大小场域对比产生挫败
感2. 激烈工作环境中的自我
隔离3. 功利主义思想下工具性
互动
二、区域化1.社会环境下的个体性空间2.隐蔽性较高的住宅类型3.虚拟现实的网络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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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空巢青年孤独现象调适策略

孤独会对青年的心理和精神产生不利的影响，心理、精神健康影响个体身体健康，进而影响家庭、

社会发展，如何让空巢青年不再孤独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基于问题产生原因从个体的身心调适、社会的

资源链接和个体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三个方面推动空巢青年转变为筑巢青年入手。

（一）磨砺内力：增强个人行动

1.例行化：加强丰富生活的能力，充实生活价值

将“孤独”转变为“独处”。弗洛姆和柏林曾分别在《逃避自由》和《自由论》中对自由作了被动与

主动、消极与积极的区分。独处偏向于主动和积极，而孤独约等于被动和消极[18]。空巢青年在工作之余的

闲暇时间里，可以将时间充分利用起来，让其变成高质量的充电时间，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提高自己

的身体素质或者丰富自身的物质基础等。

2.区域化：跨越社会空间的阻隔，建立友好关系

首先，闲暇时间之外，大多数时间是在工作场合中消耗的，在工作中的关系会极大地影响空巢青年

的情绪，因此在工作中要建立以情感性目的为基础的友好关系；其次，要加强与故乡家人朋友的联系，

让故乡的亲密关系为其提供精神上的助力；再次，“远亲不如近邻”，要加强与邻居的接触与交流，跨越

住房类型的限制，在人情与情感的基础上实现睦邻友好。最后，伴随着网络发展，在安全基础上发展网

络交友，建立以趣缘、网缘为主的关系，可以实现线上向线下的转变，增强人际交往的范围和程度。

（二）借助外力：强化社会关联

1.协助空巢青年筑巢，促进良性社会联系

一方面，国家对空巢青年住房补贴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建立友好的城市的落户政策和人才购

房政策，为理性而自由的交往创造更适用的制度条件，降低空巢青年群体自身生活压力；企业提供配备

的员工宿舍，将空巢青年群体聚集在一起，既减少了独居的安全隐患，也减缓了独居的孤独感；政府要

对空巢青年的家庭背景状况进行调查，根据家庭中老年人的身体情况、家庭状况提供与之相适应的养老

补贴，例如针对独生子女家庭、两孩家庭等提供阶梯性的养老补助，降低子女的养老压力；另一方面，

针对文化和人际关系的疏离，培育宣传新型社会良性交往文化，用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和微博、抖音

等新型媒体宣传社会交往的公共伦理道德；另外加强社会适应性训练，根据心理、个性、背景等开展共

性与个性的教育服务与专业心理辅导，网络发展迅速，创设网上辅导，通过召集心理专业的学生提供专

业的心理咨询帮扶，他们年龄相仿且无代际观念差异，既有利于空巢青年孤独问题的解决，又有利于大

学生积累经验发展自身。

2.促进保护规则完善，营造良好文化氛围

一方面，国家要重视法律法规的建设，加强对空巢青年的基础性保护。对于空巢青年，积极倡导相

关规则的产生，应当在婚恋、健康、保障等方面健全与完善服务与政策体系，针对预防空巢青年独立居

住导致的心理问题和独居安全问题的保障方式制定具体实施规则；除此之外，要完善社会交往的相关法

律法规，培育交往主体在交往过程、交往规则、交往方式中的法律意识，克服交往过程中存在的“潜规

则”，保障行为主体在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下进行社会交往；另一方面，加强文化自信来弥合差异，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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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弘扬、尊重各种文化差异，促进各方文化的融合，在经济条件有所差异的基础上努力弥合文化差异，

建立和谐友善的文化氛围。

（三）相互接力：社会工作介入

社工介入的主要作用是建构空巢青年与社会结构之间的正向互动关系，虽然在微观层面增强个体应

对孤独的能力与宏观层面重塑社会结构对空巢青年孤独现象的形塑影响能够有利于降低空巢青年孤独现

象，但是没有改变互动关系会制约规则和资源发挥作用，也没有改变阻碍个体能力的提升，如何改善空

巢青年与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是降低空巢青年孤独现象再生的重点。在处理能动与结构的关系上，

社会工作以“关系”为介入对象，通过与微观案主、中观社区、宏观社会连接的方式来有效促进空巢青

年与社会结构的互动[17]。

从微观层面为空巢青年提供直接服务。对空巢青年负面情绪提供直接的情绪辅导，提供心理支持，

为其制定个性化的服务计划，针对独居带来的安全问题提供定期上门走访服务。从中观层面促进社区互

助服务。其一是筹备各种各样的仪式性活动和业余活动等，鼓励社区空巢青年一起参与，促进社区居民

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其二是主张建立代际共融生活社区，空巢青年可以与空巢老人加强交流，通过互帮

互助提升幸福感，弥补双方的家庭亲密关系。从宏观层面向市政府提出建议。试行青年公寓，将青年群

体聚集在同一个小区，由政府提供场地，私营企业筹建、非营利组织管理的半公营自负盈亏的青年公寓，

将空巢青年聚集在一起，既有利于建立社会关系，也有利于提供社会服务，进行社会管理。

五、结论与讨论

学界对空巢老人、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等弱势群体关注居高不下，对空巢青年群体的关注更多体现

在空巢青年群体带来的单身经济现象，较少关注空巢青年的孤独现象以及孤独带来的问题，文章借助结

构化理论从社会结构中配置性资源（物质生活资源）、权威性资源（社会文化资源）、支配性规则（显性

隐性保护）、表意性规则（区域生活方式）的缺失和个体行动例行化、区域化及相互作用分析空巢青年孤

独现象的形成逻辑，根据孤独现象的形成机理提出调适孤独的建议，首先，将“孤独”转变为“独处”，

加强丰富生活的能力，充实生活价值；建立多维关系，打破社会空间的阻隔，建立友好联系；其次，促

进空巢青年在新场域“筑巢”，增强显性与隐形的保护，在社会结构层面增进社会关联；最后，社会工作

以“关系”为对象介入空巢青年与社会结构相互作用过程，从微观层面为空巢青年提供直接服务，从中

观层面促使社区居民相互帮扶，从宏观层面向政府建言献策三个方面促进个体与社会结构的正向互动。

但是文章对空巢青年孤独现象的研究只限于表面，还有更多有意义的相关研究值得探讨。 一方面，空巢

青年孤独现象导致的安全问题的经验研究。对于我国空巢青年孤独现象导致的精神上的安全问题与身体

上的安全问题的分类、规模、现状的翔实分析。 另一方面，空巢青年孤独现象治理主体的责任边界问题，

由谁负责？政府？社会？社区？家庭抑或个人？每个主体责任边界如何划分？怎样能够用最小的代价解

决空巢青年孤独现象带来的社会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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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ormation and Adjustment of Loneliness of Young Empty-
Nest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ructural Theory：

Take H Community of Hefei City， Anhui Province as an Example

HE　Chengyuan， XU　hua

Abstract: Empty-nested young people are a new group emerging in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 
from traditional society to modern society. The study of empty-nested young people has an important real⁃
istic significance for individual improvement, social development and national prosperity. Based on Gid⁃
dens' structurization theory,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individual action--social 
structure--structural duality". It explains the formation logic of this young group's loneliness through the 
routinization and regionalization of individual actions, the lack of resources (allocative resources and au⁃
thoritative resources), and the lack of rules (dominant rules and ideographic rules) in the social structure. 
On this basis, the author tries to put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on how to relieve loneliness from three as⁃
pects: strengthening individual action ability, strengthening social connection with external force and pro⁃
moting posi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individual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with the interaction of social 
work inter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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