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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沪籍与沪籍青少年人口“ 倒挂”凸显
在“ 十一五”期末首次引入分

类青少年群体指标的基础上，本次

指标监测继续关注非沪籍青少年、

未成年人（ 1 4-1 7周岁）和残疾青

少年等三类分群体指标。

根据市统计局的统计，非沪籍

青少年人口为534.59万，比“ 十一

五” 期末的503.61 万增加了30.98

万，占常 住 青 少 年 人 口 总 数 的

58.87%， 比“ 十 一 五 ” 期 末

（ 56.50%） 提高了2.37个百分点；

未 成 年 人 口（ 1 4-1 7 周 岁 ）为

83.32万，比“ 十一五”期末（ 87.25

万）减少了3.93万，占常住青少年

人口总数的9.23%，比“ 十一五”期

末（ 9.75%）下降了0.52个百分点。

根据市残联提供的统计，沪籍

残疾青少年人口为3.97万，比“ 十

一五”期末（ 4.05万）减少了0.08

万，占沪 籍 青 少 年 人 口 总 数 的

1 .06%，比“ 十一五”期末（ 1 .04%）

提高了0.02个百分点。

总体来看，与“ 十一五”期末

相比较，全市常住青少年人口中非

沪籍青少年数量（ 增加30.98万）

和比例（ 提高2.37个百分点）增长

较快，非沪籍青少年与沪籍青少年

人口“ 倒挂”更加凸显。

>>其他亮点
常住人口“ 男多女少”

根据市统计局的统计，上海常

住青少年人口总数为908.03万，占

全市总人口数的38.15%。与“ 十一

五”期末（ 892万和38.75%）相比

较，常住青少年人口总数增加了

16.03万，常住青少年在全市总人

口中的比例下降了0.6个百分点。

与国内其他较发达的大城市相比

较，澳门常住人口中青少年的比例

为34.8%，低于上海同期；截至2011

年8月，香港常住人口中青少年的

比例为27.8%，低于上海同期。

根据市统计局的统计，上海常

住人口 中 青 少 年 男 女 性 别 比 为

107:100，比“ 十一五”期末（ 106:

100）有所增长，男女比例进一步

扩大，且高于国际上出生人口男女

性别比的标准值（ 105:100）。其

中，上海常住人口中非沪籍青少年

男女性别比为110:100，高于常住

人口中青少年男女性别比（ 107:

100）。此外，与香港（ 100:119）和

澳门（ 100:106）常住青少年人口

中“ 女多男少”的情况不同，上海

青少年常住人口呈现“ 男多女少”

的局面。

《“ 十二五”中期上海市青少年发展状况指标监测报告》发布

近六成常住青少年非沪籍 闲 暇时间少了做公益时间多了
历时一年的统计和调查分析，《“ 十二五”中期上海市青少年发展状况指标监

测报告》昨天正式对外发布。报告给出的八大维度，35项一级指标和27项二级指
标监测结果显示，上海青少年发展总体向好。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闲暇少了1小时 睡眠多了近13分钟

日均闲暇时间4.14小时
“ 十二五”中期监测显示，上

海青少 年 日 均 闲 暇 活 动 时 间 为

4.1 4小时，比“ 十一五” 期末的

5.22小时减少了1 .08小时。

从闲暇活动时间分布来看，

上海青 少 年 日 均 参 加 体 育 运 动

时间为0.90小时，阅读（ 纸本）

时 间 为 1 .06 小 时 ； 上 网 时 间 为

2.1 8小时，占全部闲暇活动时间

的52.7%。此外，24.5%的受访者

表 示 自 己 从 不 参 加 体 育 运 动 ，

43.6%的受访者日均运动时间少于

1 小时。

从性别来看，男性青少年的闲

暇活动时间为4.33小时，比女性青

少年的3.96小时多。从群体来看，

其他青少年的闲暇活动时间最多，

为5.75小时，在学青少年次之，为

4.58小时，在职青年最少，只有

3.75小时。

具体到子项目上，在职青年用

于体育运动、阅读（ 纸本）和上网

时间均相对较少；其他青少年用于

体育运动、阅读（ 纸本）和上网时

间均相对较多。

心理健康评分有所下降
与“ 十一五”期末（ 83.50%）

相比较，“ 十二五” 中期上海中学

生 体 质 健 康 达 标 率 有 所 提 高

（ 85.60%）。但中学生肥胖、视力不

良和龋齿等常见病检出率均有小

幅上升。

在5分为满分的心理健康测

评中，上海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总

评3.55分，其中，心理系统总评

3.48分，社会系统总评3.62分。从

性别来看，女性青少年的心理健

康总评为3.57分，相对更好。从群

体来看，在学青少年的心理健康

总评达到3.60分，相对更好。与

“ 十一五” 期末3.58分的结果相

比较，上海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总

评分有所降低。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上海青少

年日均睡眠时间为7.44 小时，比

“ 十一五”期末（ 7.23小时）增加

了0.21 小时。75.6%的受访者表示

日均睡眠时间在7-9小时之间，总

体睡眠时间充足。

参与国家事务讨论“ 微博”是首选
调查显示，互联网和移动终

端等新媒体正逐渐成为青少年关

注国家事务的主要途径，在青少

年关注国家事务中发挥的作用越

来越大。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上海青少

年会花一定的时间关注国家事务，

平均每天1 .064小时；同时，64%的

受访者每天花1 小时以上了解国

内新闻，人数比“ 十一五” 期末

（ 47.24%）增加了1 6.76个百分点。

受访者了解国内新闻的途径依次

是网络（ 81 .1 %）、电视（ 70.0%）、

手 机 信 息（ 46.3%）、 报 纸 杂 志

（ 25.6%）、广播（ 1 5.7%），网络和

电视是青少年关注国家事务的主

要途径。

与“ 十一五”期末相比较，上

海青少年通过上网、电视、手机信

息、广播等途径关注国家事务的比

例提高，通过报纸杂志途径的比例

下降；其中，通过上网和手机信息

途径增长相对更快，增长均超过

1 0个百分点。

在参与国家事务讨论方面，

34.4%的受访者表示会通过媒体参

与，比“ 十一五”期末（ 21 .8%）提

高了1 2.6个百分点，使用的媒体依

次 是 微 博 （ 70.1 % ）、 电 视

（ 36.3%）、微信（ 33.3%）、论坛

（ 27.5%）、博客（ 1 8.0%）和报刊杂

志（ 1 3.5%）。可见，微博是表示会

通过媒体参与的受访者参与国家

事务讨论的主要途径，从微信在青

少年中极高的受欢迎程度来看，通

过微信参与国家事务讨论的青少

年比例预计将继续增加。

>>其他亮点
健康和亲情是人生最重要的事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上海青少

年的人生价值观总体是积极向上

的，多数受访者同意“ 人生有目标

才有成就”（ 82.0%）、“ 生命充满

期盼”（ 79.7%）、“ 现在的生活是

充实的”（ 63.6%），并且在学业和

事业上有一定的目标，“ 在学业/

事业上，您已订立目标”的选择项

为62.9%。在对待金钱和富裕生活

的态度上，50.3%和34.1%的青少年

不同意“ 金钱比任何东西重要”、

“ 富裕的生活才活得有价值”，但

也有20.8%和37.4%的青少年对这

两个说法持认同观点。

对于“ 什么是人生最重要的”

这一问题，受访者的选择依次为健

康（ 87.0%）、亲情（ 67.3%）、事业

（ 26.7%）、爱情（ 23.9%）、金钱

（ 23.2%）、自由（ 21.9%）、友谊

（ 20.4%）、信仰（ 9.3%） 和名誉

（ 2.9%）。

五成青少年认为与父母存代沟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上海青少

年注重家庭，认为家庭是最重要

的。大部分受访者同意“ 家庭比任

何东西都重要”（ 85.2%）、“ 每位

家 庭 成 员 担 任 一 个 重 要 角 色 ”

（ 83.7%），认同完整家庭结构的重

要性，认为“ 单亲家庭影响子女的

成长”（ 64.9%）；同时，对于家庭

角色的分工，“ 男主外、女主内”的

传统观念在受访者中的认同度不

高，不认同这种观念的青少年更多

（ 41.9%）。

青少年认同孝顺父母是应尽

的义务。大部分受访者认为，父母

为他们分担了困难（ 71.4%），供养

父母是自己应尽的义务（ 69.6%）；

但对“ 与父母同住是一种孝义”的

观点有不同认识。同时，超过一半

的受访者认为“ 父母是保守的”

（ 52.2% ）、“ 父 母 和 子 女 存 在 代

沟”（ 50.4%）。

从性别来看，女性青少年相对

更注重家庭，更不认同“ 男主外、

女主内”的传统观念以及“ 父母是

保守的”、“ 子女供养父母的观念

已经过时”的说法。

近六成青少年反对“ 啃老”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上海青少

年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社会

之间的关系认识正面，具有较强的

社会责任感。大部分受访者认为

“ 只有具有高度责任感的人，才能

主动承担起对自己、家庭和社会的

责任”（ 79.4%）、“ 人与人之间应

该互相关爱”（ 91.7%）、“ 个人与

社会应该相互依赖”（ 71.0%）。

此外，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方

面，针对当代社会的“ 啃老”现象，

57.7%的受访者持否定态度，42.2%

的受访者表示认同或难以评价。在

人与社会的关系方面，大部分受访

者认为“ 社会应提供各种机会、资

源 和 服 务 ， 满 足 个 人 需 求 ”

（ 62.1%）。

平均初婚、初育年龄延后
根据市民政局的统计，与“ 十

一五” 期末相比较，“ 十二五”中

期上海男性和女性的初婚者平均

年龄都有所提高，22-35岁男性初

婚者的平均年龄从27周岁提高到

27.26周岁，20-35岁女性初婚者的

平 均 年 龄 则 从 25.9 周 岁 提 高 到

26.16周岁。

根据市卫生计生委的统计，与

“ 十一五”期末相比较，“ 十二五”

中期上海女性青年的平均初育年

龄有所提高也从28.25周岁提高到

28.5周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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