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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寂寞：2000万“空巢青年”一个人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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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这么一类人，

正在城市蔓延。 他们是主

动选择独居的年轻人，他

们远离家乡， 在大城市中

打拼， 大都有一份收入尚

可的工作，他们大多20~39

岁， 他们的同类人竟有

2000万人。 调查显示，“空

巢青年” 比普通青年感觉

更孤独，但是也有人认为，

他们比普通人自由。 一份

报告显示，“空巢青年”除

工作外， 生活中更多的是

在出租房里上网、 玩手机

和一个人吃饭。 他们更愿

意在美食、服饰、数码产品

等方面上花钱， 追求高品

质。21%的“空巢青年”有月

光现象或轻度负债。

“空巢青年”很少做饭

一项数据显示， 国内

20~39岁的独居者数量目

前已经接近2000万人。今

年开始，“空巢青年” 越来

越多得到关注， 他们的生

活现状如何， 又是如何看

待自己的生活呢？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

张豪杰从青岛市李沧区回

到家中。 这套90多平方米

的两居室， 是他去年贷款

买下来的，目前一个人住。

家里布置简单， 连电视都

没有。

公司职员张豪杰告诉

记者， 自己一个星期也就

做两三次饭， 一般在外面

吃的比较多。

一个人住， 通常一个

菜、一碗面，就可以解决晚

餐。27岁的张豪杰，2013年

开始在青岛一家二手房交

易网站工作至今， 收入还

不错。

业余爱好不多的张

豪杰，平时在家主要是看

看书、 和朋友喝喝小酒。

对比买房前与人合租的

日子，张豪杰说，虽然独

居没什么不适应，可也有

孤独寂寞冷的时候，新家

更像是一个旅馆，即使是

休息日，他也更喜欢去办

公室。

张豪杰说：“我只是觉

得这份工作挺开心的，我

宁愿在公司里面待着，有

那个氛围， 在家也不能说

是没事做， 一个人就觉得

挺没意思的。”

相比没事就往公司跑

的张豪杰，24岁的王振霖

则更享受当下的独居生

活。

王振霖在青岛某律师

事务所当律师， 他在独居

的环境中， 可以寻找自己

的快乐，比如健身，和朋友

出去吃饭聊天， 再就是看

看书看看电视。

王振霖是烟台人，大

学毕业后去了青岛。眼下，

他自己租了一套两居室，

月租2000多元。在他看来，

独居有利有弊， 利占90%，

弊占10%。对于这10%的弊，

王振霖说：“大学时有舍

友， 有事情需要帮助或许

有人能帮你， 比如自己病

了。 这可能是大家在独居

的时候产生的一个共同的

想法和感觉吧！”

专家：别变成精神“空
巢”

独自居住的“空巢青

年”，在消费上与普通青年

有些差别， 比如叫外卖比

自己做饭的人更多， 在服

饰、 数码产品等方面的消

费也更高， 现在网络上流

行的“一人食”，很多就是

针对独居青年的生活特点

而制作的。

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选择“空巢”生活，也引发了

一些关注和焦虑。很多人认

为，独居对于年轻人的最大

挑战，在于孤单；而最大吸

引力，则是自由。从心理学

角度出发， 业内人士则认

为，这个群体的扩大，其实

是一个积极的社会信号。

心理咨询师王竹君表

示：“独居青年也有积极的

一面， 说明他们生活能够

自理，没有太强的依赖感，

另外有一些青年还是非常

有梦想的， 能够放弃一些

舒适的生活， 能够独立实

现心中的目标和梦想。”

业内人士说， 内心世

界强大， 不易受外界观念

左右， 在事业上能找到价

值感的青年， 独居生活的

负面影响并不显著。反之，

自制力和自律性差的人，

则容易出现问题。另外，独

居青年也要多走出去，培

养兴趣爱好，扩大社交圈，

别因生活的“空巢”造成精

神的“空巢”。

也是一种成长历练

其实， 相对于很多人

认为的悲情， 许多年轻人

觉得，“空巢青年” 这个说

法更多的是对自己生活方

式的一种调侃。毕竟，在建

立起家庭前， 很多人都要

经历这样的“中空”状态，

在历练中积累生存技能、

锻炼自理能力。 只要合理

调整生活和工作的节奏，

所谓的空巢， 只是实现人

生梦想路上的一个驿站而

已。

（据央视报道）

30年前，50后渠志灿

负笈留美， 事业成功，生

活稳定。如今，她放弃国

外的安逸，全职回国创业

打拼，开启为家乡经济发

展作贡献的航程。

20年前，70后申华章

奔赴大洋彼岸寻找人生

新天地， 兜兜转转之后，

最终回国开启科技办学

生涯，兴办“根植中国，拥

抱世界”的个性化教育学

校。

10年前，80后尹华杰

带着父母的叮咛登上飞

往德国的航班 。 潜心积

累，学成报国。如今，他将

循着初心，踏上归途。

沿着中国走向强盛

的历史走廊，透过新世纪

以来的最大“海归”潮，人

们看到的是这个共同家

园的蓬勃生机，是这个梦

想舞台的广阔无垠，更是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在全

球的标杆引领效应。

抓住机遇，回国创业！

在回国创业这件人

生大事上，加拿大“海归”

张极告诉记者：“我仅用3

分钟就拍板决定了！”

2009年， 张极携世界

领先的“带有活动定位装

置的心脏瓣膜植入系统”

技术回国做了一场 30分

钟的演示， 国内企业家3

小时后作出了投资 1000

万元的决定。当地政府大

力支持，相关部门一路绿

灯……所有这些，最终成

就了高效的“3分钟”。

很多人用“洄游”来

形容近年来方兴未艾的

“海归” 潮，“走， 回中国

去！”的声音此起彼伏。10

年前， 中国每送出3人留

学，迎回一人。现在，八成

人选择回来。

当然，回国并不意味

着一马平川，机遇与风险

总是相伴相生。投身国内

医疗器械产学研后，张极

很难按时更新国外行医

执照，这意味着他丢掉了

令全家衣食无忧的“铁饭

碗”。

在国内，张极的月薪

只相当于他在国外做医

生5天挣到的钱。“我砸了

‘铁饭碗’，但得到了回国

创业、实现理想的大好机

会，” 他认为，“未来的收

益无可限量。”

两年前，吴桂德来到

德国柏林洪堡大学攻读

法学双硕士，毕业后继续

留在洪堡攻读博士学位，

专注知识产权保护。对他

来说，毕业后回国是“顺

应大势”。

“一方面， 随着全球

化深入和中国企业‘走出

去’步伐加快，不可避免

涉及很多知识产权问题；

另一方面，国内制造业不

断升级，中国需要健全知

识产权制度，为‘中国制

造’品牌保驾护航。”

世界再大，我的根依
旧在中国！

“下 个 月 可 以 回 家

了……”德国蒂宾根大学

生态学研究生曹左男的

毕业设计方案“关于中国

青藏高原土壤养分的实

验方法研究”刚刚获得导

师认可，即将回国实地选

取、收集相关土样。

这位 90后在青海西

宁度过了人生最初的 18

年。 在德国求学的日子

里，家乡那片雄浑壮美的

高原始终让他魂牵梦萦。

在他看来， 学成归国、立

志环保是理所当然。

“人，总得感恩！刚上

大学时，我就在想将来能

做些什么，回馈父母和家

乡父老，还有养育我的那

片土地。”

现任凯杰（苏州）转化

医学研究有限公司业务

发展部副总监的张伟告

诉记者，尽管有诸多现实

考量， 最终定下回国，很

重要的一点是因为“海

归” 的传承，“就像启明

灯，在黑暗与迷茫中帮你

指明方向”。

70后刘立恺， 浙江省

“千人计划”专家、浙江健

智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言谈中同样透着浓浓乡

情。“身在海外， 我为祖国

的发展自豪。世界很大，我

想去看一看；但世界再大，

我的根依旧在中国，”他感

慨，“从小在国内的人文环

境中长大， 尽管美国的生

活平稳安逸， 但还是留恋

吃油条、 喝豆浆的生活气

息。只有回到祖国，才能真

正找到归属感。”

只有回国，才能做核
心决定！

对于离开硅谷、 加入

华为的这段经历， 丁险峰

津津乐道。他说，如果没有

辞去英特尔公司传感器系

统平台架构师的工作，回

国担任华为传感器实验室

主任兼首席科学家， 就不

会成就自己在世界传感器

行业的领军角色。

华为，作为世界三大

手机应用传感器研发公

司之一，行业地位举足轻

重。“相比在美国工作，目

前我对世界传感器行业

发展的影响力成百倍地

增长……”

在国外遭遇职业“天

花板”，这是很多“海归”

选择回国的原因。丁险峰

反反复复说的一句话是

“只有到了中国， 你才能

做核心决定”。

60后黄晓波曾在日

本留学，通过自己的努力

积累，成为北京大学应用

碎石技术研究所所长、北

京大学人民医院泌尿外

科学科带头人。

黄晓波庆幸自己的

回国选择：“泌尿外科在

美国属于医学领域热门

专业之一，一名中国人想

成为美国主流大医院泌

尿外科的负责人，简直比

登天还难！”

在更高层面、更广平

台做“大事”，这同样是李

一诺“二次回国”的初衷。

2008年，这位清华大学才

女以美国知名咨询公司

麦肯锡项目经理的身份

回国工作，希望了解中国

市场，拥有在国内的工作

经历。

2016年， 她再次回到

北京 ， 担任比尔及梅琳

达·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

处首席代表，因为可以从

“一尺的世界看到一丈的

世界”。

回北京后，李一诺参

与盖茨基金会同清华大

学、北京市政府三方联合

成立的全球健康药物研

发中心的工作，利用中国

的技术和资源建立全球

公共卫生和医药创新机

构，为中国乃至全世界穷

人提供医药服务。

在李一诺看来，在中

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

并且承担更多国际责任

的今天，她能在更加广阔

的平台为中国乃至世界

做事，这种人生经历是无

价之宝。

（据新华社消息）

“海归”潮背后的中国吸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