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年调查 2020 年 8 月 13 日 星期四10 责任编辑 / 黄冲 版面编辑 / 王胜春

Tel：010-64098379

六成受访租房青年提示
警惕预付长期租金

给打折的诱惑
65.7%受访租房青年期待

加快建立住房租赁市场信用体系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杜园春

正值“租房季”，应届毕业生是眼

下主要的租房群体。对于大多数应届毕

业生来说，租房是他们迈向社会要解决

的第一个问题。很多人涉世浅、经验不

足，容易遭遇“租房陷阱”。租房过程

中有哪些风险值得注意？

上周，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

联 合 问 卷 网 （wenjuan.com）， 对 2000
名 18-35 周岁、有租房需求的年轻人进

行的一项调查中，61.8%的受访租房青

年提示，要警惕一次性预付长期租金给

予打折的诱惑，65.7%的受访租房青年

期待加快建立住房租赁市场信用体系，

扩大纠纷处理渠道。

61.8%受访租房青年提
示警惕预付长期租金给予打
折的诱惑

江苏某进出口公司员工王贤钧（化

名）认为，对于大部分租客，尤其是初入职

场的人，租房合同最好不要签长期的，“首

先是不灵活，租房中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

例如要换工作通勤路线就要调整，或者不

喜欢小区环境，长期合同就把自己‘套牢’

了。其次，存在很大的纠纷隐患。例如房屋

质量出现问题、中介卷款跑路等”。

他 还 提 到 ， 与 个 人 签 约 也 存 在 风

险，“我之前有个同事，房东说一次性

签 5 年合同可以优惠，结果后来租金大

涨，房东不认账，非要涨价。虽然最后

维护了权益，也生了不少气”。

有哪些租房风险要特别注意？61.8%
的受访租房青年提示，警惕一次性预付

长期租金给予打折的诱惑，61.1%的受访

租房青年提醒，要谨慎选择租房中介，提

防“黑中介”。其他还有：不轻信明显低于

市场租金的出租行为（57.3%），重视租房

安全，尽量避免群租（48.2%），防范“被租

金 贷 ”陷 阱 ，不 随 便 办 理 租 金 分 期 贷

（44.2%）, 仔细阅读合同，避免不规范租

赁合同陷阱（38.0%）。

秦果果（化名）是北京某事业单位职

员 ， 她 有 同 事 就 曾 遭 遇 “ 低 价 陷 阱 ”。

“同事在网上找到一个房子，价格比同

区域市场价低了快 1000 元，装修也很

好，给她乐坏了，当即就定了。住了一

段时间总觉得身体不舒服，一测发现甲

醛超标，新装修的房子没晾味就出租。

黑心中介只愿意退押金，一个月房租打

了水漂，自己换房子又折腾”。

毕业两年的刘璐 （化名） 最近又搬

了新房子。她介绍，很多年轻人为了节

省开支，会在一些平台自己找房子，希望

节省掉中介费。“除了小心‘黑中介’，还

要警惕‘二房东’，就是租户冒充房东，或

说自己替房东租房。一定要看他的租房

合同，尽量与房东本人确认。因为‘二

房东’退租惹来麻烦的不在少数”。

70.9%受访租房青年希
望加大年轻人租房保障

王贤钧认为，租房涉及民生。应该

针对租房领域建立信用平台网站，有过

不良行为的人应该记录在案，供人们公

开查询，存在严重过错的可以与个人征

信挂钩。一来提高犯错成本，以儆效尤，

二来营造良好的房屋租赁市场氛围。

秦果果表示，生活中很多租房纠纷，

最 后 都 是 一 方 吃 了 哑 巴 亏 ，“ 就 像 我 同

事，之前气不过要去投诉维权，但又不清

楚有哪些靠谱高效的维权渠道，平时上

班也没多少精力和对方扯皮，就算了”。

秦果果希望能够建立便捷的房屋纠

纷投诉举报平台，能有快速高效的跟进

和反馈，“希望媒体也加大对这些渠道的

宣传，尤其在‘租房季’这样的时期”。

调查中，65.7%的受访租房青年期

待加快建立住房租赁市场信用体系，扩

大纠纷处理渠道。

刘 璐 认 为 ， 租 客 要 做 好 “ 租 前 攻

略 ”， 包 括 ： 了 解 意 向 地 段 的 租 金 水

平 ， 避 免 被 蒙 蔽 ； 一 定 要 求 看 房 东 房

本，确定房源真实性；签合同前仔细阅

读合同条款。“建议多联系几家信誉好

的中介公司，不仅能‘货比三家’，还

能 了 解 市 场 的 真 实 情 况 ， 不 偏 信 一

家”。她表示，除了租客自身要做好攻

略、提高警惕性，相关部门更要加强治

理和监督，发现违规行为绝不姑息。

让年轻人租房无忧，70.9%的受访租

房青年希望加大年轻人租房保障，减轻压

力，63.7%的受访租房青年建议加强行业

监管，建立押金监管和风险保证金机制，

43.0%的受访租房青年指出相关机构要加

强监管，严厉打击群租、黑中介等现象。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周 易

使用社交平台，人们一方面认识了更

多网友，另一方面也需要面对更多的社交

失联情况。社交失联是指在社交上突然结

束与某人的关系，没有任何解释地停止联

系。你遇到过网友突然失联的情况吗？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通

过问卷网 （wenjuan.com），对 2106 名受访

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79.0%的受访者遇

到 过 网 友 突 然 失 联 的 情 况 ，其 中 19.1%的

受访者经常遇到。77.8%的受访者坦言会因

为网友突然失联受到打击。84.0%的受访者

认同正确应对网络社交失联，是人们在网

络时代需要学习的一个课题。

77.8%受访者会因为网友
突然失联受到打击

23 岁 的 郑 佳 倩 （化 名） 家 住 河 北 石

家庄，半个月前被一名聊了 1 周的网友突

然拉黑，让她到现在都无法释怀。“对方

也 没 打 招 呼 ， 我 有 天 发 现 信 息 发 不 出 去

了，才知道自己被对方拉黑了。到现在我

都不知道自己哪里冒犯到了他，因为一直

聊得还挺好”。

在广州佛山工作的李燕回忆，她第一

次遇到网友失联是在一款游戏里，“刚开

始对方不回复信息，还以为她是出什么事

了，我不放心，还专门发动游戏群里的人

找她。后来联系上对方，她才坦白是因为

之前的一点矛盾，不想理我了。遭遇过网

友突然失联，我更容易因为很小的矛盾就

拉黑别人”。

调查显示，79.0%的受访者遇到过网

友突然失联的情况，其中 19.1%的受访者

经常遇到。44.7%的受访者在网络社交中

做出过突然失联的行为。

“在网络社交平台，我经常看到有人

发 帖 讲 自 己 突 然 被 网 友 拉 黑 、 删 除 的 事

情 。” 来 自 江 苏 南 通 的 丁 从 凯 对 记 者 说 ，

经常玩社交平台、网络游戏就会发现，和

微信里的熟人社交不一样，刚认识的网友

之间，突然失联的情况更普遍。

网络社交虽然是在虚拟世界进行的，

但人们可能在其中投入了时间、情感、金

钱，因此网络社交失联也可能给一个人带

来切实的打击。

调查显示，77.8%的受访者坦言会因

为网友突然失联受到打击。

分 年 龄 段 看 ，00 后 受 访 者 会 因 此 受

很 大 打 击 的 比 例 明 显 高 于 90 后 和 80 后 。

分性别看，男性受访者会受打击的比例低

于女性受访者。

并非遇到这种情况多了就会习惯。调

查中，经常遇到这种情况的受访者会受到

打 击 的 比 例 ， 高 于 只 遇 到 过 几 次 的 受 访

者。

李燕坦言，得知游戏里的网友是故意

单方面失联，她当时又生气又难过，“我

觉得对方至少应该说一声，不该玩失踪，

这让我情绪低落了好几天。因为毕竟之前

相处很愉快，我们一边玩游戏一边聊过很

多心里话，还互相寄送过礼物”。

84.0%受访者认同正确应
对社交失联，是在网络时代需
要学习的课题

遇到网友突然失联，受访者会怎么做？

调查显示，33.6%的受访者基本不会

为此纠结。会为此纠结的受访者中，对自

己说对方不靠谱 （30.7%） 和找朋友倾诉

（30.7%） 是较多的反应。其他反应或做法

还有：尽快结交新网友 （27.4%）、默默等

伤痛消失 （25.5%）、会花很多精力分析原

因 （23.1%）、原谅对方 （19.4%）、做心理

咨询 （14.5%） 等。

分 年 龄 段 看 ， 遇 到 这 种 情 况 ，00 后

受访者找朋友倾诉的比例明显高于 90 后

和 80 后，尽快结交新网友的比例则低于

90 后和 80 后。

“ 我 没 想 到 因 为 被 素 未 谋 面 的 人 拉

黑 ， 会 这 么 难 过 。” 郑 佳 倩 说 ， 事 情 刚

发 生 时 ， 她 找 朋 友 分 析 原 因 ， 努 力 告 诉

自 己 是 对 方 人 品 不 行 ，“ 但 是 我 没 办 法

说 服 自 己 ， 总 在 反 思 自 己 是 不 是 哪 里 做

错 了 ， 翻 来 覆 去 地 想 ， 发 了 几 次 很 长 的

微 信 消 息 给 对 方 ， 虽 然 知 道 对 方 收 不

到”。

“ 没 见 过 面 的 网 友 ， 也 可 能 发 展 出

很深的感情。”在丁从凯看来，由于网络

社交的匿名性，人们可能因为更坦白而彼

此了解得更迅速，就像认识了很多年的老

朋友。而且，在网络社交中，人们容易把

对方想象得更美好，所以一方突然失联可

能给另一方带来较大打击。

虽然一些网络流行语，倾向于引导人

们 潇 洒 面 对 爱 情 、 友 情 等 亲 密 关 系 的 破

裂，但如果应对方法不适合，可能导致心

理阴影和错误认知。

李燕坦言，因为自己心情不好而随意

拉黑别人，事后她也会心情不好，“更重

要的是，我不会对网上交朋友抱那么多期

待了，待人更不热情，也就更不容易交到

朋友了”。

本次调查中，84.0%的受访者认同正

确应对网络社交失联，是人们在网络时代

需要学习的一个课题。

90 后 受 访 者 认 同 这 一 说 法 的 比 例 ，

高于 80 后和 00 后。经常遇到网友失联的

受访者认同这一说法的比例更高。自己失

联过的受访者认同比例更高。

郑佳倩最近情绪有所恢复，“我在网

上 看 到 别 人 讲 类 似 的 经 历 ， 感 到 有 些 释

怀 。 可 能 网 络 社 交 中 这 种 现 象 就 是 很 常

见，我没必要因此折磨自己”。

在丁从凯看来，网友突然失联难免让

人沮丧失落，要走出情绪困境，很重要的

一点是不要把对方的问题归咎于自己，要

学会放下。

受 访 者 中 ， 00 后 占 6.6% ， 90 后 占

50.3%，80 后占 33.4%，70 后占 7.3%，其

他占 2.3%。男性占 45.6%，女性占 54.4%。

近八成受访者遇到过网友突然失联
77.8%受访者坦言会因网友失联受到打击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杜园春

眼 下 正 是 一 年 中 最 火 热 的 “ 租 房

季”。朋友圈里寻租、寻室友等信息也多

了起来。有网友发现，注重居住品质的租

房需求多了。而且经历此次疫情，很多青

年更加注重租住的卫生条件。

上周，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

合问卷网 （wenjuan.com），对 2000 名 18-
35 周岁、有租房需求的年轻人进行的一

项调查显示，55.2%的受访租房青年倾向

整租。卫生状况成为受访租房青年最看重

的因素。

受访租房青年中，15.0%为应届毕业

生 ， 85.0%为 职 场 青 年 。 男 性 占 53.0%，

女性占 47.0%。

受 访 青 年 租 房 着 重 考 虑
卫生状况、户型设计和价格

年轻人倾向于哪种租房形式？55.2%
的受访租房青年倾向整租，38.1%倾向两

人合租，6.7%倾向多人合租。交互分析发

现 ， 相 对 来 说 ， 职 场 青 年 更 倾 向 整 租

（57.5%）， 应 届 毕 业 生 倾 向 两 人 合 租

（47.2%），女性比男性更愿意整租。

已经毕业两年的刘璐 （化名），最近

刚搬进新租的房子里。“原来的小区挨着

一个大型农贸市场，人声嘈杂，流动大，

物业管理不到位。本来犹豫要不要换，今

年的疫情坚定了我的决心。”她介绍，这

次找房，第一要求就是卫生，“小区要整

洁，合租室友要爱干净，房子本身不能有

卫生死角。”

王贤钧 （化名） 是江苏某进出口公司

员 工 ， 他 也 特 别 看 重 卫 生 状 况 ，“ 厨 房、

厕所、浴室，这三处跟个人生活起居、健

康息息相关，干净整洁是最起码的。如果

房子卫生不达标，我是不会考虑的”。

在选择租住房屋时看重的因素上，调

查显示，房屋卫生状况 （54.3%） 是受访

租房青年考虑的首要因素，接下来是户型

设计 （53.2%） 和房租价格 （52.6%）。与

社 调 中 心 2019 年 进 行 的 租 房 调 查 对 比 ，

房租价格因素从第一跌至第三，户型设计

由 第 四 升 至 第 二 ， 而 卫 生 状 况 “ 异 军 突

起”，直登榜首。

今年的应届毕业生楚雯静 （化名） 和

男友计划整租，最近还在找房。她说，刚

出来工作，没有太多预算给房子，她和男

友计划把两人月收入的四分之一拿来支付

房租，“房子不在多大，但房屋格局一定

要好，最好是南北通透，方便通风，而且

有阳光”。

王贤钧租房多年，他的宗旨就是保证

生活质量。“刚工作时住在郊区，但有直

达 车 到 市 中 心 繁 华 商 圈 ， 不 影 响 休 闲 娱

乐。后来搬到市中心，离公司近，避免了

因为通勤消耗太多时间和精力”。

90 后 广 东 自 由 职 业 者 梁 珠（化 名）最

在意社区氛围、周边环境、交通是否便利，

“一个女生独自生活，安全意识一定要有”。

受访租房青年考虑的因素还有：小区

及周边环境（42.3%）、装修情况 （42.1%）、

室友整洁度（41.0%）、地段交通 （40.8%）、

室友人数 （38.4%）、安全程度 （36.5%）、

配套设施 （32.9%） 等。

综合来看，这届租房年轻人更看重生

活品质，价格不再是首要考虑因素。受到

今年疫情影响，卫生状况普遍得到了年轻

人的重视，成为租房第一要素。

67.1%受访租房青年感到
年 轻 人 更 追 求 品 质 生 活 和 精
神享受了

深圳某金融企业行政职员钟晓晓 （化

名） 说，房子是租的，但生活是自己的。

她专门在微博上记录了小出租屋在自己精

心布置下一点点的变化，还因此吸引了一

些粉丝，很有成就感。“房子起初连床都

没 有 。 我 自 己 添 了 床 、 沙 发 、 茶 几 、 地

毯 、 窗 帘 、 陶 艺 花 瓶 、 壁 纸 等 ， 清 新 简

约，感觉生活都精致了。”她说。

楚雯静和男友感情稳定，已有结婚的

打算。当问到有没有考虑近两年买房，她

表示，目前还是更倾向租房，“一方面，租房

压力小些，更能享受和体验生活的乐趣。另

一 方 面 ，头 几 年 工 作 可 能 不 稳 定 ，等 稳 定

了，我们收入也高了，那时再买更好”。

对于租房这件事，64.8%的受访租房

青年认为，需要用心打理，过有品质的生

活，也有 37.5%的受访租房青年表示，短

时居所不需要考虑租房品质。

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张

宝义认为，一线城市青年租房态度变化也

在带动二三线城市发生积极转变。“一些

青年希望在一线城市工作，在更宜居的小

城市养老。租房满足了他们的需求。理念

的变化带动了年轻人买房、租房的观念发

生倒置。而且国家提倡租购并举，发展公

租房，租房环境也会变得越来越好”。

越 来 越 多 年 轻 人 开 始 注 重 租 住 的 品

质，对于这个变化，67.1%的受访租房青

年认为这说明年轻人更追求品质生活和精

神享受了。

在楚雯静看来，居住体验直接影响生

活品质。她发现，身边很多同学也都认识

到 了 这 一 点 ， 即 便 是 租 房 ， 也 不 愿 意 将

就。“是一个社会趋势吧。生活越来越便

利丰富了，年轻人自然更追求精神世界”。

租房重品质，61.5%的受访租房青年

认为这展现了年轻人积极向上、不将就的

生活态度，53.5%的受访者感觉这体现年

轻人租房更理性了，46.9%的受访者认为

这体现了注重满足自我需求的生活理念，

31.9%的受访者表示年轻人热爱生活，更

讲究生活情趣。

张宝义分析，年轻人租房注重品质，

主 要 跟 他 们 的 生 活 经 历 有 很 大 关 系 。90
后、00 后出生和成长在社会经济水平快

速提升的年代，生活条件相对优越，对生

活品质要求也更高。“这是生活价值理念

的体现，更是一种乐观、有热情的生活态

度。这在年轻人社交筛选、健康饮食等很

多方面也都有体现”。

（顾凌文对本文亦有贡献）

防疫常态化下的租房生活：卫生状况成年轻人租房最看重因素
55.2%受访租房青年倾向整租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孙 山

高考出分后，几家欢喜几家愁。有人为

考上心仪的学校而欣喜，也有人为考不上

而忧伤。大学学校能否决定未来的出路？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通

过中青报官方微博发起了“你觉得大学学

校会决定未来的出路吗”的调查，1.8 万

微博用户表达了自己对于大学与未来出路

的看法。48.6%受访者认为大学学校能决

定奋斗的起点在哪儿，33.8%的受访者觉

得比起上什么大学，怎么上大学更影响毕

业 出 路 ， 仅 8.8%的 受 访 者 认 为 大 学 学 校

直接决定未来出路。

48.6%受访者认为大学学
校能决定奋斗的起点在哪

南京某高校经济学专业大三学生林齐

（化名） 还记得初入校门时对大学生活的

憧憬，“拿到大一上学期的课表时，发现

和高中排满了课的课表完全不一样，在大

学会有很多属于自己的时间”。

林 齐 觉 得 ， 即 便 是 进 入 到 理 想 的 大

学，也只是新的起点，“不像在高中，有

老师、家长的督促，进了大学才是真正考

验自律的时刻。躺在宿舍玩一上午游戏和

去图书馆自习一上午，结果肯定是不一样

的。我们有个同学，因为不好好学习、挂

科多，已经处在不能毕业的边缘，很替他

可惜”。

在中青报官方微博的调查中，48.6%
的受访者认为大学学校能决定奋斗的起点

在哪。一名微博用户留言表示，大学可以

开阔一个人的眼界，培养思考能力，但未

来的出路如何却不能直接下定论。

山东某高校研究生赵鹏还记得自己刚

读 本 科 时 ， 在 专 业 学 习 上 受 到 的 “ 挫

败”。他自认为高中数学底子还不错，但

到了大学发现跟不上老师的讲课进度，一

度对自己选择的数学专业失去兴趣。后来

赵鹏发现，原来班里学得好的同学，课后

都会自习，也经常追着老师提问，而自己

还习惯于老师让做什么就做什么，没布置

习题就不做，“高中老师上完课会布置很

多作业，还圈出教辅训练册上的题目让大

家练习。但大学老师不会说这么细，得自

己主动学习”。

“很多人在小的时候，父母和老师会

对他们讲，好好学习考上大学，认为考上

大学就是奋斗的终点，甚至认为考上名牌

大学就船到码头车到站了。实际上，大学

只是奋斗的起点或一道门槛。”中国教育

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表示，个人未来

发展如何，是跟进入大学后的学习情况直

接相关的。因此学生在进入大学后，要确

立新的人生目标，根据自己的优势，做好

对未来的规划。

储朝晖提醒，在按照规划完成学业的

过 程 中 ， 要 不 断 检 视 规 划 、 监 督 自 己 ，

“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遇到新的问题，要

不 断 地 调 整 ， 这 是 大 学 里 非 常 重 要 的 事

情。如果完全听老师的安排，那么在大学

里是学不好的。中学和大学最大的区别就

在于，大学里自主学习的时间更多，需要

主动去探索、追求。如果学生在大学里没

有实现这样的转换，是很难完成学业的”。

“怎么度过这 4 年，将会影
响你未来的生活”

调查中，33.8%的受访者觉得比起上

什么大学，怎么上大学更影响毕业出路。

一名微博网友留言，影响未来出路的因素

有很多，大学只是其中一个。

“大学 4 年，看上去时间很多，但真的

转瞬即 逝 。 怎 么 度 过 这 4 年 ， 将 会 影 响

你未来的生活。”在上海从事金融工作的

赵 力 （化 名） 去 年 大 学 毕 业 ， 在 他 看

来 ， 怎 样 过 好 大 学 生 活 对 未 来 的 出 路 影

响更大。

赵 力 觉 得 ， 过 好 大 学 生 活 关 键 在 于

“ 找 准 自 己 的 节 奏 ”，“ 想 好 自 己 想 要 什

么，如果是就业导向的，那么大学 4 年多

争取参加实习或专业竞赛，丰富经历。如

果想做科研，就踏踏实实读书。你的大学

4 年 ， 会 化 作 毕 业 时 简 历 上 的 一 条 条 内

容，究竟如何书写，就要靠自己了”。

在北京某私企做软件开发的王峰（化

名），本科毕业 6 年了。刚毕业时，他也因为

学校不是名牌而失落，但如今王峰已经带

领一个项目小组了。他觉得，在应届生招聘

市场上，学校确实是一个重要筛选指标，但

即便学校不太理想，也不能自暴自弃。

“ 我 大 学 期 间 ， 找 了 很 多 企 业 实 习 ，

刚开始也不顺利，就降低期待值，不管是

头部企业还是不太知名的我都会尝试，就

是想积累经验，弥补学校这个不足。”王

峰觉得，无论学校是否理想，都要相信努

力的价值。

储朝晖认为，有些学生对大学有失落

感，是因为他们在中学阶段对大学的了解

太少，或者把大学当成了理想之境或娱乐

游玩的地方，这些都是对大学的误解。实

际上，上大学应该是一个人最宝贵、最有

活力的一段时光。“大学最直接影响的就

是就业，长远来说是人生基础的奠定。如

果这个基础打得好，那么未来的路就会走

得更加顺利。因此对于大学生来说，要树

立新的观念，在新的起点上做好规划，并

依据规划完成学业”。

中青报官方微博 1.8 万人调查：近半数受访者认为大学只决定奋斗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