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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王志伟
实习生 姚奕鹏

在租房这件事上，年轻人存在哪些

困扰？日前，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

心联合问卷网 （wenjuan.com），对 1546
名 受 访 青 年 进 行 的 一 项 调 查 显 示 ，

82.5%受访青年在租房上存在困扰。在

寻找房源过程中遇到的问题，58.8%受

访青年表示是虚假房源比较多，43.5%
受访青年表示不易找到房东直租房源。

调查中，78.0%受访青年现在租房

居住，其中 42.2%是与朋友/同学/伴侣

合租，27.6%自己整租，8.2%与陌生人

合租。

82.5%受访青年在租房
上存在困扰

张 雨 静 （化名） 是 今 年 应 届 毕 业

生 ， 毕 业 于 西 安 电 子 科 技 大 学 的 她 找

了 一 份 在 北 京 的 工 作 ， 目 前 暂 住 在 朋

友那里，“现在只能一边工作一边找房

子 ， 希 望 能 尽 快 有 一 片 属 于 自 己 的 地

方 ”。 不 过 她 也 坦 言 ， 自 己 刚 步 入 社

会 ， 没 有 找 房 子 的 经 验 ， 想 尽 快 安 顿

下来并不容易。

调查显示，82.5%受访青年表示在

租房上存在困扰。交叉分析发现，作为

毕 业 生 主 力 的 90 后 在 租 房 上 最 为 困

扰，达到 85.7%。在寻找房源过程中遇

到的问题，58.8%受访青年表示是虚假

房源比较多，43.5%受访青年表示不易

找到房东直租房源。

在武汉工作多年的刘一杰一直在租

房。他最大的感受是现在租房市场比较

混乱，虚假信息比较普遍。“有的房源

简介上写的家具齐全，但实际情况和网

上描述的相去甚远”。他提醒，租房不

能光看网上的描述，一定要实地看房。

刚到北京的毕业生谭小丹近日加入

了 租 房 大 军 ， 她 感 叹 ， 现 在 是 租 房 旺

季，好的房源很难找，有时甚至还得拼

手速。她说，前些天跟着中介去看房，

各方面都挺满意，等到要签约时，却被

告知房已经租出去了。

调查显示，44.8%受访青年感觉房

东或室友信息不详，44.8%受访青年表

示 中 介 或 二 房 东 乱 加 钱 。 其 他 难 题 还

有：对短租租户不友好 （42.2%），想找

到“好房子”太费心力 （37.5%），黑中

介泛滥 （29.2%） 等。

刘一杰直言，现在大家都比较注重

个人隐私，如果是和陌生人合租，不知

道对方是什么职业、什么性格，遇到问

题也比较难沟通，“所以我更倾向于和

朋友一起整租，既有独立空间，又能互

相照应”。

舒适性差、私密性差是
受访青年在租住过程中最困
扰的问题

95 后 李 美 琪 （化名） 有 两 年 多 的

租房经历，近期她正在换租，她表示现

在找房子会更看重品质。为此，她花了

一个多月的时间看房子、找室友，“跑

了很多地方，最终选的房子离公司比较

近，小区环境不错，室友也挺靠谱的”。

调查显示，舒适性差 （52.1%）、私

密性差 （43.9%） 是受访青年在租住过

程中最困扰的问题。

“很多人都是白天去看房，但晚上

去看一次也很重要。尤其是小区的环境

状况、治安状况，在晚上会有更直观的

感受。”李美琪说，曾有一个房子白天

看着不错，但晚上去看的时候，发现路

灯照明不好，“感觉心里挺没底的”。

租住中存在的问题，38.2%受访青

年表示与其他租户相处不便，37.3%受

访青年表示卫生间少，洗漱存在不便，

36.7%受访青年表示公共区域使用界限

不明确。

谭小丹现在住的，是由两室一厅改

成四室的隔断房，整个房子只有一个卫

生间，“大概住了六七名租户，每天洗

漱都得排队，而且是男女混住，有很多

不方便”。公共区域的卫生也是个令人

头疼的问题，“比如厕所的垃圾桶长期

是 堆 满 的 状 态 ， 有 时 还 会 有 人 不 冲 厕

所，卫生状况很糟糕，体验很差”。

受 访 青 年 在 租 住 中 遇 到 的 烦 恼 还

有：管理服务跟不上 （36.7%），押金容

易 被 扣 （28.5%）， 社 区 治 安 、 环 境 差

（25.8%）， 二 房 东 或 平 台 不 履 行 责 任

（22.9%），各项费用不明确，存在乱收

费现象 （22.1%） 等。

受访租房青年
最困扰问题是
舒适性私密性差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王志伟
实习生 姚奕鹏

眼下正是一年中最火热的“租房季”。

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拥有一个属于自己

的 空 间 ，不 仅 是 基 本 的 生 活 需 要 ，也 是 重

要 的 心 灵 寄 托 。近 日 ，中 国 青 年 报 社 社 会

调 查 中 心 联 合 问 卷 网（wenjuan.com），对

1546 名 受 访 青 年 进 行 的 一 项 调 查 显 示 ，

79.8% 受 访 青 年 表 示 自 己 在 租 房 上 踩 过

坑。为了避免踩坑，71.4%受访青年会尽量

与 房 东 直 租 ，并 对 费 用、房 屋 使 用 等 进 行

约 定 。75.5%受 访 青 年 期 待 为 年 轻 人 提 供

更多保障性租赁住房。

79.8% 受 访 青 年 在 租 房
上踩过坑

去年某租房平台“爆雷”，让当时刚毕

业不久的李彬彬蒙受了一笔不小的损失。

“特地选择了比较大的租房平台，没想到还

是‘中招’了”。他表示，对于网上关于平台

存在问题的消息，刚开始并没有很在意，等

到反应过来时，房东也找上门了。好在房东

比较友善，没有直接轰人，“最后选择和房

东续租，双方各承担一部分损失，但被平台

拿走的钱再也没能要回来”。

调查显示，79.8%受访青年表示自己在

租房上踩过坑。为了避免踩坑，71.4%受访

青年会尽量与房东直租，并对费用、房屋使

用等进行约定，59.4%受访青年会谨慎选择

租房中介，提防“黑中介”，49.6%受访青年

会警惕年付、半年付等付款方式，尽量选择

月付或季付。

在武汉工作的刘一杰会尽量找房东直

租，“会在一些租房平台上尝试联系房东，或

到心仪的小区查看出租信息”。但他也直言，

这种方法比较费工夫，有效信息比较少，“很

多电话打过去都是中介，真房东比较少”。

南京的 90 后陈爽（化名）靠中介租到

了一套不错的房子，为此他花了一个月的

房租作为中介费。他提醒，“现在骗取中介

费的‘黑中介’挺多的，租房者要小心甄别，

发现问题及时止损”。

另外，他觉得认真阅读租房合同非常重

要，尤其是对一些费用的说明，一定要写清

楚，“很多租房合同都是简略版，费用明细不

明确。在签合同前要尽量把能想到的费用，

都清楚地写进合同里，避免后期产生问题”。

受访青年会注意的问题还有：提前了解

合租室友情况，避免出现问题（48.8%），承租

他人的转租房源时要谨慎（48.6%），仔细阅

读合同，谨防不规范租赁合同陷阱（46.7%），

重视租房安全，避免群租（31.4%）等。

75.5%受访青年期待为年
轻人提供更多保障性租赁住房

陈爽留意到，最近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了 《关 于 加 快 发 展 保 障 性 租 赁 住 房 的 意

见》， 着 力 解 决 新 市 民 、 青 年 的 住 房 问

题。他觉得这项政策很好，事关每一个年

轻 人 的 切 身 利 益 ，“ 希 望 能 够 尽 快 落 实 ，

让 更 多 年 轻 人 能 够 享 受 到 这 一 政 策 的 福

利，减轻年轻人的住房压力”。

调查显示，75.5%受访青年期待为年

轻人提供更多的保障性租赁住房，67.9%
受访青年期待完善法律法规，保障承租人

基本权益。

经 历 过 租 房 平 台 “ 爆 雷 ” 的 李 彬

彬 ， 更 关 注 如 何 维 护 租 房 人 的 切 身 利

益。他直言，“如果年轻人在租房上出了

问 题 ， 维 权 还 是 比 较 困 难 的 ， 维 权 成 本

比 较 高 ， 很 难 在 繁 忙 的 工 作 中 抽 出 时

间，最后只能不了了之”。他希望无论是

从 法 律 层 面 ， 还 是 制 度 层 面 ， 都 能 够 帮

助 年 轻 人 解 决 租 房 上 遇 到 的 各 种 纠 纷 ，

切实维护承租人的权益。

“大学生毕业季是租房旺季，越往后

房源越少。对于刚毕业的大学生来说，很

难在短时间内找到称心的房子。”刚毕业

的大学生张雨静 （化名） 希望，有条件的

单位尽可能为员工提供宿舍，给新入职的

员工一个过渡期，“这样可以稍微缓解一

下租房高峰期带来的房源不足的问题，也

能避免因着急签约而‘掉坑’”。

调查显示，66.0%受访青年期待加强

行业监管，建立押金监管和风险保证金机

制，53.2%受访青年希望有条件的单位尽

可能为员工提供宿舍，41.1%受访青年期

待拓宽租房举报维权渠道，解决遇到的实

际问题。

本 次 调 查 的 受 访 青 年 中 ， 00 后 占

17.9%，90 后占 60.9%，80 后占 19.6%。

79.8%受访青年在租房上踩过坑
75.5%受访青年期待为年轻人提供更多保障性租赁住房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孙 山
实习生 姚奕鹏

对于初入职场的年轻人来说，通常会

在第一份工作中，完成从学生向职场人的

转变。如何选择第一份工作，在一定程度上

也会影响未来的职业轨迹。近日，中国青年

报 社 社 会 调 查 中 心 通 过 问 卷 网（wenjuan.
com），对 1533 名受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

示 ，薪 酬 待 遇 好（55.4%）和 行 业 有 前 景

（53.0%），是受访者选择第一份工作时普遍

看重的。66.0%受访者认为应该通过第一份

工作收获职场处事经验。

受访者中，应届毕业生占 30.3%，工作

1 年 以 下 的 占 12.9% ，工 作 1- 3 年 的 占

23.5%，工作 4-5 年的占 16.9%，工作 6 年以

上的占 16.4%。

薪 酬 待 遇 和 行 业 前 景 是
选 择 第 一 份 工 作 时 更 被 看 重
的方面

王志保参加工作还不到一年，现在他

在北京某公司从事数据分析工作。王志保

觉得，走出校门后的第一份工作还算符合

预期。“不太一致的地方在于，我当初想从

事技术方面的工作，而现在的工作对业务

的需求更强。在实际工作中我也发现，纯技

术的岗位要求比较高，我不是学计算机的，

如果做技术要学的东西太多，往业务上转

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程宏彬（化名）学习的是服装设计，毕

业他后入职了某世界 500 强服装企业。对

于这份工作，他觉得无论是收入还是新人

培养计划，都挺满意的。“我是以储备生的

身份进入企业的。公司对新人有两年半的

培养计划，第一年在所有部门轮岗学习，后

一年半到自己的岗位工作学习。从一件成

衣的设计图到整个工艺流程，在这个过程

中我学到挺多的”。

调查中，51.1%的受访者觉得第一份工

作符合自己的预期，31.7%的受访者觉得不

符合，还有 17.2%的受访者表示说不好。

应用统计专业毕业的白淼丹，曾在北

京某互联网公司从事数据分析工作。对于

第一份工作，白淼丹觉得和预期不太一样，

“我以为会用到很多统计模型，但工作后发

现都用不上。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实际

工作中的数据，不像我们在学校里用到的

那样规整，而且在规模比较大的公司，每个

人负责的工作相对比较单一和固定”。

在选择这份工作时，白淼丹更看重互

联网的行业背景。她觉得在这样的环境中，

可以学到更为前沿的知识，工作氛围也相

对轻松，“另外也看重薪资待遇，互联网行

业的薪资待遇相对比较高”。

在选择第一份工作时，受访者更看重

薪 酬 待 遇 好（55.4% ）和 行 业 有 前 景

（53.0%），其他还有：专业对口（49.6%）、职

位 有 发 展 空 间（48.8%）、工 作 有 稳 定 性

（35.0%）、符合兴趣爱好（29.2%）和团队氛

围融洽（22.4%）等。

相 对 来 说 ，在 自 己 喜 欢 的 城 市

（19.2%）、解决落户问题（18.3%）、企业知名

度（17.5%）和工作有无加班（13.1%）等方面

获选率不高，仅 5.8%的受访者认为有份工

作就行。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 2021
届毕业班辅导员刘思航认为，应届生在找

工作时，应该避免盲从和随大流，要清楚自

己的定位和能力，防止好高骛远。“要脚踏

实地做好自己，根据实际寻找合适的岗位，

多实地考察，不要以工资为唯一导向”。

66.0% 受 访 者 认 为 应 该
通过第一份工作收获职场处事
经验

“选择互联网行业时，是想着趁年轻多学

一些东西。但工作后发现压力大，没有自己的

时间，就换了行业，现在在银行上班。”虽然转

换了行业赛道，但白淼丹很认可第一份工作

带给自己的帮助。“收获最大的是可迁移的职

场技能以及为人处事、与人沟通的技巧”。

白淼丹说，在第一份工作中，她养成了

做工作日记的习惯，这样便于清楚地掌握

每天的工作内容，以后复盘或查阅之前的

工作资料时，也有迹可循。“所有的工作都

要留档，方便事后查找。比如工作文件的命

名、分类、归纳方法，都对我以后的工作很

有帮助”。

“工作中需要对每件事情有评估，而不是

根据喜好去做。”王志保觉得自己在第一份工

作中，学会了适应职场，完成了从学生到职场

人的蜕变。“把学校学到的知识，真正地结合实

际运用起来。在处理事情的过程中也会注意

收敛自己的脾气，做事情更加有耐心”。

对于应该通过第一份工作获得的内容，

66.0%的 受 访 者 选 择 了 职 场 的 处 事 经 验 ，

58.3%的受访者选择了长远的职业发展规

划，55.3%的受访者选择了行业的专项技能。

其他方面还有：可观的薪资收入（39.5%）、可

迁移的职场通用技能（34.6%）、丰富的人脉

资源（34.3%）和志同道合的朋友（25.5%）等。

“一是多看，二是多问。”白淼丹觉得在

第一份工作中，要多去看身边同事是怎么

工作、怎样沟通汇报的，这样可以潜移默化

地提高自己的人际交往能力和为人处事的

技巧。“多问不是说什么都要问，更不是遇

到 不 懂 的 就 问 ，要 自 己 先 琢 磨、先 举 一 反

三，再去问同事、领导，验证你的想法，这样

业务能力提高得比较快”。

怎样才能从第一份工作中收获更多？

调 查 中 ，75.6%的 受 访 者 建 议 积 极 融 入 团

队，虚心学习；64.6%的受访者建议多接触

新鲜事物，不断进步；60.3%的受访者建议

不怕犯错，勇于尝试。其他还有：订立目标，

发挥自我驱动力（56.5%），勇挑重担，积累

经验（39.7%）等。

第一份工作：过半受访者更看重薪酬待遇和行业前景
66.0%受访者认为应通过第一份工作收获职场处事经验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孙 山
实习生 姚奕鹏

在第一份工作的选择上，年轻人有着

不同的看法和期待，有的看重行业，有的

看重专业对口。近日，中国青年报社社会

调查中心通过问卷网 （wenjuan.com），对

1533 名 受 访 者 进 行 的 一 项 调 查 显 示 ，

71.9%的受访者觉得第一份工作会影响一

个人的职业观念和规划，78.3%的受访者

可以接受先就业再择业。

受访者中，应届毕业生占 30.3%，工

作 1 年以下的占 12.9%，工作 1-3 年的占

23.5%，工作 4-5 年的占 16.9%，工作 6 年

以上的占 16.4%。

71.9% 受 访 者 认 为 第 一
份工作会影响职业观念和规划

学 习 服 装 设 计 专 业 的 程 宏 彬 （化
名），毕业后入职了某世界 500 强服装企

业。工作一年后，程宏彬觉得还需要沉淀

一下，在专业上有所提升，就选择了辞职

考研，准备日后再回到这个领域。回顾第

一份工作，程宏彬觉得这是一个“结果导

向”比较明显的公司，也让自己更加重视

提高个人能力。

去年毕业的王志保，在北京某公司从

事数据分析工作。这份工作业务性更强，

刚 开 始 他 还 不 太 适 应 ， 调 整 了 职 业 规 划

后，王志保觉得自己的职业发展目标更加

清晰了。

对 于 第 一 份 工 作 ， 71.9% 的 受 访 者

觉 得 会 影 响 一 个 人 的 职 业 观 念 和 规 划 ，

52.6% 的 受 访 者 觉 得 确 定 了 职 业 基 调 和

未 来 从 事 的 行 业 ， 48.2% 的 受 访 者 认 为

很 有 可 能 是 一 辈 子 从 事 的 职 业 。 只 有

15.7% 的 受 访 者 认 为 无 所 谓 什 么 工 作 ，

先干着就行。

白淼丹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互联网公司

从事数据分析，虽然现在她离职进入了银

行业，但她觉得在第一份工作中收获了很

多。“职场中沟通更加讲究效率，特别是

在汇报工作和开会的时候”。

78.3% 受 访 者 可 以 接 受
先就业再择业

已经工作 20年的姚华，现在在深圳某

公司担任营销总经理。在招聘应届生的过

程中，姚华看重应聘者的学习能力、表达能

力，更加青睐专业相对对口、思路表达清晰

的人。姚华觉得对于应届生来说，应该通过

第一份工作加强专业知识学习和实际运用

能力，同时熟悉公司的制度流程，在这个过

程中应该保持谦虚的态度，“沉下来工作”。

王志保觉得第一份工作对个人发展影响

大，要尽可能选择自己想从事的，“如果想在互

联网企业发展，暂时进不了大厂，可以先去规

模小的，不断学习再跳槽。但如果选择了其他

行业，可能就离自己的目标越来越远了”。

调查中，78.3%的受访者可以接受先就

业再择业，10.7%的受访者不能接受，还有

11.0%的受访者表示说不好。

“如果想进入企业工作，我很赞同先就

业再择业。”白淼丹觉得在没有真正进入工

作岗位前，会对工作内容有很多与实际不

符的想象，所以需要在实际的工作中，修正

自己的认识。

姚华认同“先就业再择业”的观念，但

她认为也不能随便选择一份工作，要尽量

选择专业对口的，或确定好大致想从事的

领域、行业，“这样可以在工作中了解企业，

如 果 企 业 不 合 适 可 以 换 。但 如 果 转 换 行

业，不同行业千差万别，前期积累的经验

可能就浪费了”。

78.3%受访者可以接受先就业再择业
71.9%受访者认为第一份工作会影响职业观念和规划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黄 冲
实习生 杨 哲

七夕被认为是最具浪漫色彩的传统节

日。美好的爱情有时也需要浪漫的节日作

为催化剂。今年的七夕人们打算怎么过？中

国 青 年 报 社 社 会 调 查 中 心 通 过 问 卷 网

（wenjuan.com），对 1540 名 受 访 者 进 行 的

“七夕调查”显示，受访者过七夕最常见的

活 动 是 看 电 影（49.2%）、出 去 吃 大 餐

（45.1%）和逛商场（43.1%）。77.4%的受访者

会 在 七 夕 表 白 ，其 中 56.0%的 受 访 者 会 向

伴侣表达感情，21.4%的受访者会向喜欢的

人表白。

受 访 者 中 ，已 婚 者 占 36.2%，40.9%的

受访者在恋爱中，4.5%的受访者表示自己

正在追求中，18.4%的受访者单身。

今年七夕怎么过

今年的七夕你打算怎么过？调查中，最

常见的活动是看电影（49.2%）、出去吃大餐

（45.1%）和逛商场（43.1%）。

27.1%的受访者会在家做顿饭，22.7%
的受访者会约会、表白，15.5%的受访者

会和好朋友聚会。仅 10.7%的受访者不打

算过。

某 高 校 大 三 学 生、95 后 康 康 感 叹 ，今

年七夕只能在自习室过了。因为她和男朋

友今年都准备考研，暑假也没回家，每天都

是在自习室一起复习，所以七夕当天可能

就是出去吃顿饭，然后继续回自习室。

康康去年七夕过得更浪漫一些。她和

男 朋 友 一 起 看 了 电 影、吃 了 饭 。之 前 逛 商

场，她看上了一个毛绒玩具，没舍得买。“结

果七夕当天他买下那个毛绒玩具送给我，

还送了一条手链，颜色是我特别喜欢的，当

时就很惊喜很感动，觉得他能记住我的喜

好和一些细节”。

交互分析发现，已婚的受访者中，更多选

择出去吃大餐（52.8%）。恋爱中的受访者，更

多会去看电影（62.9%）。在追求中的受访者，

会去看电影和约会表白，比例均为 54.3%。单

身受访者中，42.1%的人不打算过七夕。

人们会在七夕送什么礼物

调 查 中 ，77.4%的 受 访 者 会 在 七 夕 表

白 ，其 中 56.0%的 受 访 者 会 向 伴 侣 表 达 感

情，21.4%的受访者会向喜欢的人表白。

受访者会在七夕送的礼物主要有：鲜

花（43.5%）、护肤品/化妆品（37.7%）、零食

（31.4%）。

其他礼物还有：服装（26.0%）、首饰配

饰（24.8%）、电 子 产 品（24.6%）、红 包

（19.5%）、DIY 制品（16.5%）等。还有 12.4%
的受访者不送礼物。

清华大学研一学生小孙最近给男朋友

买了卫衣和薄外套。她说，想送点实用的，

能提升生活质量，但大件太贵了负担不起，

鞋和包也送过了，只能在穿戴里挑礼物了。

康康给男朋友准备了一件装饰品，“他

以前就特别想要，我记住了，打算有机会就

送给他。目前还是保密的，希望到七夕那天

能给他一个惊喜”。

目前单身的 95 后学生小刘则感觉到

了七夕带来的压力，他笑称“七夕就是看别

人‘秀恩爱’”，“我会和几个单身的朋友一

起出去聚一聚，报团取暖、寻求安慰”。

调查中，38.2%的受访者觉得七夕节会

给自己带来经济上的压力，因为要准备礼

物 等 。22.2%的 受 访 者 会 感 到 感 情 上 的 压

力，因为单身被借机催婚。20.8%的受访者

感受到心理上的压力，因为朋友圈秀恩爱

被刺激。46.6%的受访者没有感受到压力。

有多少人会体验七夕传统文化

提到七夕，95 后杨阳的第一反应是乞

巧节，不过他感觉，现在“乞巧”的内容越来

越少，完全变成“情人节”了。七夕之前半个

多月，街上就有各种卖鲜花的，商家也打出

各种情人节的活动招牌，周围的一切都在

营造情人节的气氛。

杨阳的老家在陕西省合阳县。他回忆

小时候，每年七夕那天的下午，村里老一辈

人就会忙活起来。每个巷道里都会用各种

材料和衣物做一个“巧娘娘”，尤其是上衣，

都是从各家送来的衣物里，精挑细选出的

一件大红棉袄。谁家的衣服被选中，就认为

会有好运降临。之后，会在“巧娘娘”面前摆

上桌子和各种贡品，男女老少都去磕头祈

福。杨阳每年都被家人要求去磕头，并且说

“保佑考上清华北大”之类的话。

他说，随着老一辈人慢慢离开我们，很

多地方都看不到这些民俗活动了。七夕这

一天“乞巧”祈福的内容越来越少了，其实

这里面有很多文化内涵，我们应该去保护

和弘扬。

调查显示，17.3%的受访者会学习体验

七夕的传统文化习俗。

本次调查的受访者中，00 后占 20.0%，

90后占 53.5%，80后占 23.2%，70后占 2.6%。

77.4%受访者会在七夕向伴侣或心仪之人表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