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S22 – 青年

第一场

中方的视点

 打工潮和流动性 : 中国国内农村地区向城市的迁徙。 居留许可的问题。

 经济问题 : 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和打工者的生存困难。 腐败和市场经济的前景。 腐败对青年对社会认知的影响。

 沟通与人际关系 : 中国与其它国家的国际合作。 新科技改变了交际沟通的方式。

 身份认同 : “传统”与“现代”价值的代沟。 城市生活方式吸引农民工。 青年对传统与宗教的排斥。

 公民社会（ＮＧＯ）发展途径不同，张力与机遇并存。

欧方向中方提出的问题

 2 亿打工者的政治分量如何？

 打工潮形成的原因？

 中国国家的教育政策?

 中国大学生的机遇以及能获得的社会支持。

 中国非政府民间组织所迎接的挑战。资金来源/运作方式。？



第二场

欧方的视点

● 对公益事务的参与，青年人的反应相当冷淡，原因不只一个：失望、缺乏利益的引诱、不重视等等。

● 劳动市场提供给青年人的就业机会并不多。

● 年轻人选择出国以达成梦想。

● 接受过最好教育的青年与身处窘境的同龄人之间存在着一条鸿沟。

● 对欧洲社会多元文化的激进态度，青年人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中方向欧方提出的问题

● 欧洲人对于宗教采取的是什么样的态度？

● 是否存在着对青年人的压力？

● 欧洲青年对美国的看法如何？

● 欧洲青年是否有着自己独特的价值标准？

● 对于多元化观点持何种态度？

● 在欧洲，历史是怎样被教授的？

● 极端主义抬头的根本原因何在？



第三场 

中国社会与欧洲社会的共通之处

 保护多样性和环境的必要性：人类与自然的和谐

 当代社会的价值缺失

 贫富阶层之间的不平等和社会区隔

 城市化发展所带来的经济机遇

 社会的个体化

 社会对个人理想的压力

中国社会与欧洲社会的不同之处

 与人口密度以及与空间的关系

 其它问题也有所涉及，但未达成共识：分歧是在个人层面



第四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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