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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品芝
实习生 孙丽萍

吃饭遛娃、血拼瑜伽……只要是能结

伴做的事，就可以“搭”。年轻人为什么

热衷于“找搭子”？在许多年轻人眼中，

“搭子”主打的就是“垂直领域”的“精

准陪伴”。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

合问卷网 （wenjuan.com），对 1335 名受

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63.1%的受访

青年认为找“搭子”是因为兴趣相投，有

更好的体验，53.0%的青年觉得是因为做

事情想要有人陪或者分担成本。

“我喜欢打羽毛球、乒乓球，但是我

的同事年纪都比较大，玩不到一起去，也

不爱运动，所以我在网上找了几个运动

‘搭子’。”80后公务员彭涛表示，与“搭

子”之间也没有固定见面的时间，“平时

如果大家都有空就一起出来玩”。

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刘雨萌第一次找

“饭搭子”是在大三，“跟一个校友每月约

饭一次，我们很合得来，后来成为好朋

友。我去另外一个城市旅游时，她还推

荐了本科室友陪我一起玩，大家关系都

很融洽”。

彭涛说，身边同龄的朋友同事，可能

已经有男女朋友或者已经结婚有固定的伴

侣，单身人士找不到合适的人来玩，只能

在网上找人。

北京某高校研究生苏泽霖觉得，现在

的年轻人都比较专注于自己的生活，很难

找到一个固定的长时间的玩伴。同时生活

节奏很快，生活压力也很大，大家会想从

别人那儿获得一点儿新鲜感。“我觉得找

‘搭子’也算是寻求新鲜感的一种方式，

你和身边人的相处模式固定化了之后，可

能偶尔会想要遇见不一样的人，听听不一

样的故事。”

调查中， 52.3%的青年觉得找“搭

子”能扩大个人社交圈，45.0%的青年觉

得彼此有边界感，情感负担小，42.9%的

青年觉得可以互相激励、互相监督、互相

帮助。

刘雨萌觉得年轻人热衷于找“搭子”

有 3个主要原因。首先是因为在生活当中

与自己完全契合的人比较少。“生活当

中，本科同学高中同学分散在全国各地，

身边熟悉交心的人没有那么多，能够找到

人随时随地一起做某件事很难。因此，在

自己强烈想要做某件事的时候，如果可以

随时找到‘搭子’，满足自己当下的兴趣

需求，效率会比较高。”

“其次，年轻人想要寻求新鲜感，希

望和不同的人出游，收获多样、独特的体

验。此外，‘搭子’相对于朋友来说是更

加浅层的关系，并且和自己的生活交叉较

少，这样即使产生矛盾也不会有太大的影

响，大不了可以断掉这段关系寻找新的

‘搭子’。”刘雨萌说。

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迟毓凯

说，现在的年轻人懒得进行深度交往，因

为深度交往劳心费力，他们无论是对于互

联网信息的获取还是人际交流，都更倾向

一种浅层次的认知和加工，不愿意进行深

入的投入。这也跟他们工作和学习的压力

大，不想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交友和人际关

系上有关。

苏泽霖认为，现在网络媒介信息传播

速度太快，信息也太虚无缥缈，大家就会

想通过找“搭子”，从他人身上得到一些

真实的反馈。

迟毓凯认为，“搭子”是一种进可攻

退可守的状态，更多是凭兴趣出发，双方

没有心理压力和负担，同时，“搭子”也

能满足对别人和对世界的好奇心，“技术

的进步催生了这种新型交友模式。原来都

是熟人社会，现在是网络社会，不管你的

爱好是多么偏门，都能在网上找到有相似

兴趣的人”。

受访青年中，00后占 27.9%，90后占

49.9%，80后占 22.2%。

（应采访对象要求，苏泽霖、彭涛为
化名）

年轻人为什么热衷于找“搭子”
63.1%受访青年认为是兴趣相投，有更好的体验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杜园春
实习生 丁香雪钰

目前，不少打着“儿童食品”旗号

的产品成分与成人食品无异，甚至为迎

合儿童口味，一些“儿童食品”加了更

多盐、糖、添加剂等。日前，中国青年

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 （wen⁃
juan.com），对 1334名家有 0-14岁儿童

的家长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面对市面

上的“儿童食品”，31.4%的受访家长直

言不放心。

很多时候家长无从判断
食品是否安全，只能去买更
昂贵的产品

“孩子特别爱吃一个牌子的奶片、

海苔片，有一天我好奇尝了下，齁甜，

这对孩子能好吗？”因为对市面上的

“儿童食品”不是很放心，从事家装行

业的童嘉玉介绍，孩子一岁以前，吃的

食物都是她亲自做的。“饼干、粥、面

条、肠、鸡蛋羹、肉末青菜，换着花样

做，花了不少时间。等孩子 1岁了，抵

抗力强了，加上平时都是老人帮忙带，

我就没那么讲究了，开始在外面给孩子

买着吃。”

“我平时买儿童食品的时候，会特

别注意看配料表，好多都有一串名字很

长的化学添加剂，这种即使标着‘儿童

食品’我也不敢买。”童嘉玉说。

“我国还未出台‘儿童食品’相关

安全标准，企业生产出来的‘儿童食

品’质量参差不齐。很多时候家长也无

从判断是否真的安全，只能去买更昂贵

的产品。”在河南新乡某行政机关工作

的 4岁宝妈魏依坦言，面对现在品种繁

多的“儿童食品”，心里是没底的。

王伟晨是一家专门生产制作深海鱼

食品的企业品牌负责人，据他介绍，虽

然国家还没有专门针对所有儿童的分年

龄的食品划分标准，但是具体到某些产

品细类，是有一些相关行业标准可以参

考的，例如针对婴幼儿配方食品就有相

应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我们的一款

鳕鱼松产品就拿到了婴幼配方食品的标

识，当时还曾应邀参加鱼松品类的一些

行业标准的制定。”不过，他也坦言，

针对 3周岁以上的儿童食品，现在更多

是企业自行决定生产制作的标准，或者

“一些行业协会牵头做一些细分产品的

标准”。

面对市面上的“儿童食品”，68.5%
的受访家长表示放心，31.4%的受访家

长直言不放心。交互分析发现，家有

13-14 岁孩子的受访家长 （43.0%） 最

不放心，其次是家有 7-12 岁孩子的受

访家长 （36.8%）。

对于儿童食品包装上的
宣传标语，51.6%的受访家
长会持保留态度

对于食品包装上的宣传，童嘉玉总

是持保留态度，“我不会完全相信商家

的宣传，选‘儿童食品’还是得照着我

自己的标准去评判筛选一下”。

在魏依看来，宣传只是宣传，“商

家宣传都有拔高的可能，有些甚至会利

用消费者的信息差搞‘子虚乌有’的一

套。我不会将宣传作为重要参考因素”。

重庆的王淼从事金融行业，大宝 4
岁，二宝还未出生。她一直很注重为孩

子购买有儿童标志的食品。因为经常去

品牌的线下专营店购买，总会遇到推销

的导购人员，但王淼有自己的判断标

准，“我会多比较一下，或者买之前先

在网上做一下功课，这样面对导购的推

荐就能更好地分辨”。

而对于各种有关儿童食品的宣传，

王淼习惯于找相对权威、靠谱儿的渠道

先去验证，再决定是否相信和购买。

“我会咨询一些医生朋友，以及身边生

过宝宝的妈妈。像前阵子我看中了一款

儿童酱油，宣传‘零添加’。我咨询了

医生朋友，他们告诉我那款酱油成分与

一般的酱油没什么区别，只是价格贵了

许多。我就不会买。”

看到儿童食品包装上的宣传标语，

51.6%的受访家长会持保留态度，感觉

“到底有没有这功能还得另说”，42.7%
的受访家长认为“对孩子挺好能选一

选”，34.6%的受访家长会感慨“现在的

产品做得越来越好了”，31.0%的受访家

长吐槽“噱头，未必有科学依据”，

19.8%的受访家长心想“也就看看，虚

假宣传”，19.4%的受访家长会感到“宣

传都这么厉害不知买哪个了”。

受访儿童家长中，孩子在 0-3岁的

占 33.1%， 3-6 岁的占 43.0%， 7-12 岁

的占 19.0%，13-14岁的占 4.9%。

标明“儿童食品”就安全了吗？
超三成受访儿童家长直言不放心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品芝
实习生 孙丽萍

“饭搭子”“游戏搭子”“健身搭子”……

这段时间，“搭子社交”的相关话题引发网

友讨论关注。只要兴趣一致，不必十分相

熟，只要节奏合拍，就能结伴出行……生

活里，你有自己的“搭子”吗？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

合问卷网 （wenjuan.com），对 1335 名受

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72.6%的受访

青年表示自己生活里有“搭子”，68.9%的

受访青年认为找“搭子”是踏出社交舒适

圈，寻求新型社交模式的勇敢一步。

72.6%受访青年表示自
己生活里有“搭子”

80 后公务员彭涛今年春节在社交软

件上寻找到“搭子”，一起开车去了云南

芒市、瑞丽和巍山古城。

调查中，72.6%的受访青年表示自己

生活里有“搭子”，20.0%的青年表示还没

有，有需要会找，7.4%的青年表示没有，

也不会去找。

北京某高校研究生苏泽霖特别喜欢逛

公园，本来跟室友约好每周一块儿去，但

是后来室友有自己的事情，她就只能找

“搭子”。“逛公园的时候我喜欢让别人帮

我拍照，所以就在社交账号上发了一篇

帖子，找跟我年纪差不多、会拍照的女

生，研究生或者大学生都可以，空闲时

间大家一块儿去逛逛北京的公园，互相拍

照。最后找到两个合适的‘搭子’，玩得

挺好。现在如果有空的话，我们每周都会

出去一次。”

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迟毓凯

觉得，年轻人都有交友的欲望，“搭子社

交”是新时代交友方式多元化的体现，是

一种正常的现象。依赖技术的进步，网络

上的弱连接很容易建立，年轻人尤其是单

身的年轻人会热衷找“搭子”。

调查中，大家主要有饭搭子（52.9%）、
运动搭子（43.4%）、旅游搭子（37.7%）、学习

搭子（34.2%）、游戏搭子（31.1%），其他还

有：遛娃搭子（22.4%），团购、凑单、逛街等

购 物 搭 子（24.8%），观 影 、追 剧 搭 子

（19.9%），露营、野餐等户外搭子（17.1%），

上厕所、打水等校园生活搭子 （8.6%）。
“我之前有个一起学习英语的‘搭

子’，我俩都作英文演讲，需要事先练一

练，就决定抽出空闲时间一起演练。”苏

泽霖跟自己的学习“搭子”从上个学期一

直搭到现在，每周差不多有三四天会见面

练习。

在找“搭子”的过程中，大家通常会

考 虑 兴 趣 爱 好 （70.1%）、 道 德 品 质

（60.8%）、节奏是否合拍 （48.5%）、消费

观念 （46.5%）、性格魅力 （43.7%） 等。

电子科技大学女研究生刘雨萌觉得女

性“搭子”比较好，安全系数比较高，同

时找“搭子”性格也很重要，要找好相

处、方便沟通的人。“我对生活卫生习

惯、位置距离、空闲时间等很看重。因为

找‘搭子’是希望可以线下一起做一些事

情，如果离得太远，时间成本就比较高，

有点划不来。”

“首先肯定要找同城的人，其次就是

兴趣爱好是否一致，对方是否有较多的空

闲时间，第三就是性格要随和。”彭涛之

前约过电影“搭子”，“本来想一起看电

影，但见到那个人之后，发现对方抽烟，

看完一次电影之后就没有再聊过了”。

此外，时间是否充裕 （34.2%）、外貌

颜 值 （29.5% ）、 是 否 能 提 供 帮 助

（15.3%） 也是大家找“搭子”时会考虑的

因素。

68.9%受访青年认为找
“搭子”是寻求新型社交模式
的勇敢一步

刘雨萌觉得，“搭子社交”是一种更加

开放、自由的社交方式，会收获很多新

鲜、独特的体验。她建议，由于对“搭

子”一开始并不了解，所以期望不要太

高，这样失望的概率也比较小。不过她也

感觉，“搭子”属于一种浅层的社交，如

果不主动维系的话，很容易断开联系。

对于“搭子”社交， 68.9%的受访

青年认为是踏出社交舒适圈，寻求新型

社交模式的勇敢一步， 53.7%的青年认

为是一种高效的人际交往乃至学习生活

方式。

迟毓凯说，我们在手机上消耗了太多

时间，但是刷手机和生活中真实的感

受、真实的交往还是有区别，在手机上

玩游戏也好，交友也好，看视频也好，

当你抽离出来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种比

较空的感觉，所以人是需要去进行线下

交往的。现在很多人的好朋友可能只有

几个，又远在不同的地方，这种情况下

需要满足生活中的需求，“搭子”这种交

友方式很合适，是对当下人际交往的补

充和丰富。

苏泽霖发现，“搭子”也在慢慢成

为一种新兴的“脱单”方式，男生会找

女生“搭子”，女生会找男生“搭子”，

相处的过程和相亲差不多。“但是在这

个过程中大家一定要有很强的安全意

识，不要被骗。”

“线下深度交友需要大量时间陪伴，

现在的生活节奏很快，比较难以建立这种

深度的交往关系，这种情况下出现‘搭子

社交’，我觉得是好事。”迟毓凯认为，应

该允许年轻人有各种各样的交友方式，不

断有新的形式出现，社会才更有活力。年

轻人应该去尝试各种可能。

“但如果一个人所有的社交都是‘搭

子’这种形式，也是不合适的。人必须

有深度的人际交往，必须有可托付的亲

密伙伴。比如生病住院了，手术要全

麻，这个时候你要把自己的身份信息和

银行账号等交给一个人，你有没有这样

一个朋友？这就是一种比较深层次的交

往，需要彼此信得过。”迟毓凯说，这种

有质量的人际交往，是我们幸福感的重

要来源。

调查中，49.3%的青年认为“搭子社

交”可能导致缺乏建立深度人际关系的意

识与情感能力，45.8%的青年认为“搭子

社交”不仅能够互相帮助，共同实现需

求，还可能转化为亲密关系。

“当我们在寻找‘搭子’的时候，我

觉得是在探寻自己最没有获得成长的那个

地方。比如我在和我的两个‘搭子’聊天

时，我会下意识拿他们的经历和自己的经

历进行对比，在这个过程中我会想如果是

我，处在那样的情境里会怎么样。”苏泽

霖说，“搭子社交”也是一种变相的自我

探寻的方式。

“搭子”能成为好朋友吗？苏泽霖认

为，两个人处成朋友需要很长时间的相互

考察，共同经历一些事情。但是“搭子”

就比较简单，纯粹是为了一起做某件事情

而聚在一起。所以“想要从‘搭子’过渡

到朋友，需要一定的时间积累”。

“我有一个打球‘搭子’，平常基本不

怎么聊天，纯打球，这就只能算是‘搭

子’。如果在打球过程中我们相处愉快，

也聊点其他的，慢慢就会从‘搭子’向朋

友的方向发展。”彭涛说，“搭子”可以成

为结交朋友的一个契机，但也不要对成为

朋友抱太大的期望，只能随缘。

受访青年中，00后占 27.9%，90后占

49.9%，80后占 22.2%。

（应采访对象要求，苏泽霖、彭涛为
化名）

年轻人社交新方式 72.6%的受访青年生活里有“搭子”
68.9%受访青年认为找“搭子”是踏出社交舒适圈的勇敢一步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杜园春
实习生 丁香雪钰

“六一”儿童节到了。电商促销活动正

在进行，“儿童食品”是其中非常畅销的品

类。儿童酱油、婴幼儿低钠盐、儿童营养面

条、宝宝山楂条……打着专为儿童研发名

义的儿童食品真的都是健康的吗？

日前，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

合问卷网（wenjuan.com），对 1334 名家有

0-14岁孩子的家长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

平时给孩子买食品，80.2%的受访家长都倾

向于购买有“儿童食品”字样的产品。噱头

大于实质、价格过高、配料不科学是“儿童

食品”三大问题。

受 访 家 长 中 ，孩 子 在 0- 3 岁 的 占

33.1% ，3- 6 岁的占 43.0% ，7- 12 岁的占

19.0%，13-14岁的占 4.9%。

我国目前对“儿童食品”
没有精准定义，也没有专门的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内蒙古的两岁宝妈董欢介绍，她给孩

子买的食品中， 90%都是“儿童食品”。

“除了水果、酸奶我常在超市购买，不会

特意讲究以外，其他孩子入口的食品我都

尽量在母婴店购买，比如主食的小面条、

小馄饨，调料的酱油、橄榄油，零食的果

泥等。”

魏依在河南新乡某行政机关工作，目

前孩子上幼儿园了。她平时给孩子买吃的，

很注重看是否有“儿童食品”的标识，“其实

我知道现在市面上很多有‘儿童食品’字样

的产品，成分和成人普通食品差别不大，但

还是会‘花钱买个心安’。”

平时给孩子买食品时，80.2%的受访家

长都倾向于购买有“儿童食品”字样的产

品。进一步分析发现，孩子在 3-6岁的受访

家长这一比例最高，为 83.8%，其次是孩子

在 0-3岁的受访家长（82.6%），孩子在 13-
14岁的受访家长（56.9%）比例相对最低。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

院副教授朱毅介绍，我国现在对“儿童食

品”尚没有精准的定义，也没有专门的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目前只有 0-36个月的婴幼

儿配方食品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现在

‘儿童食品’缺乏专门的法律法规的约束，

处于一个监管盲区。”对于市场中的“儿童

食品”，朱毅指出，这其实只是商家宣传的

一个概念和噱头，是“出于营销角度考虑”。

谈及很多家长购买时认准“儿童食品”

标识的行为，她解释，依据《食品标识监督

管理办法》，其实是不允许在食品标识上使

用“儿童食品”的文字或图案的，“现在的

‘儿童食品’只是在包装上把它做得像儿童

食品，比如比较卡通。也因为目前没有严格

去规范这样做是否可以，所以很多商家是

在打擦边球”。

“儿童食品”三大问题：噱
头大于实质、价格过高、配料
不科学

林鑫是一名高校教师，也是二孩宝妈。

她告诉记者，自己平时非常关注儿童食品

安全问题。“小孩的身体机能发育不完全，

抵抗力还不高，家长肯定要多操心些。”平

时上网，看到儿童食品安全相关的内容，林

鑫都会点进去看一下。“如果有人讨论我也

会去关注一下。”她身边的家长朋友对儿

童食品安全问题也都比较关注，“大家在一

起也会聊”。

本次调查显示，91.8%的受访家长平时

关注儿童食品安全问题。

“我总光顾儿童食品店，里面的商品售

价要比一般超市贵出很多。但我有次特意

查看比对了配料表，其实同类食品中成分

都差不多。”董欢说，她能接受儿童食品价

格高一些，但要品质匹配价格。“有的食品

说是‘儿童食品’，但其实成分与普通的成

人食品没有什么不同，‘挂羊头卖狗肉’。”

董欢感觉，配料表不科学、添加剂太

多，也是“儿童食品”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儿子 6 个月大时，开始吃辅食，我给他买

了溶豆零食，但后来发现配料中添加了白

砂糖、麦芽糖精，马上扔掉了。‘儿童食品’

质量参差不齐。”

她还指出，很多“儿童食品”都没有

明显的年龄分段，“经常翻了几遍外包装

也没找到在哪里标着产品适合多大的孩子

食用，让我很纠结到底买还是不买。平时

带孩子还碰见过几次，倡导 3岁以上小孩

才能吃的零食，1岁多的宝宝家长就给吃

上了”。

儿童食品中哪些问题严重？数据显示，

噱头大于实质排在首位（58.2%），其次是价

格过高（52.8%），配料不科学甚至有害健康

（46.1%），成分与普通食品无差（40.9%），非
法添加食品添加剂（39.9%），没有明确年龄

分段（37.5%）等。

“儿童食品中的添加剂含
量一定要低于成年人的食品”

魏依经常在超市的“儿童食品”专区

采购。挑选食品时，她倾向选择大品牌、

海外进口品牌，添加剂、防腐剂含量越少

的越好。“像果泥、乳制品，如果是勾兑

的或者原料不是生牛乳，我肯定不会

买。”魏依表示，平时家长聚到一块儿，

也会讨论哪些食品孩子喜欢吃、对小孩身

体好，互相推荐。

董欢说，看着网上不断曝光的儿童

食品安全问题，让她更坚定在正规渠道

购买，“去线下母婴店或者线上大平台的

旗舰店”。她很喜欢看一些儿童食品相关

的测评，“他们会把同类产品做对比，从

配料成分的安全性，到宣传的真实性，

都有详细专业的解说。我经常想买什么

了就去看对应测评，测评推荐什么就直

接买”。

董欢给孩子买食品，会重点查看配料

表、营养成分表，“配料表要干干净净的，上

面的东西越简单越好。也会看看钙、铁、锌

这些元素的含量。肯定不买含有反式脂肪

酸以及钠含量过高的食品”。

对于食品添加剂的含量，中国食品产

业分析师朱丹蓬提醒家长，儿童食品中的

添加剂含量一定要低于成年人的食品。为

孩子选购食品时，要优先选择大品牌。“尤

其上市企业，具有更加雄厚的科研力量，行

业自律性、企业责任感更强。”

为了能给孩子选到营养健康的食品，

家长们都是怎么做的？67.9%的受访家长会

查看生产日期、生产许可证等基本信息，

65.7%的受访家长会从正规销售渠道购买，

57.1%的受访家长会仔细研究营养成分及

配料表，其他还有：购买知名品牌（46.6%），
在网上查找测评推荐（41.2%），了解家长中

的口碑产品（29.5%）。
谈及“儿童食品”行业的未来，朱丹

蓬指出，要让整个行业进入规范化、专业

化、品牌化的发展。“对于儿童食品，不

能放任市场野蛮生长，监管一定要跟上。

一方面，要制定儿童食品的标准体系，按

门类明确食品安全、营养添加、制作工艺

等标准，为儿童食品的生产提供遵循标

准。另一方面，要建立儿童食品认证制

度、标识制度，出台儿童食品生产、销售

监管办法，提高儿童食品生产与市场营销

的准入门槛，杜绝引人误解的营销宣传，

规范市场竞争，引导行业进入注重品质的

健康发展轨道。”

受访儿童家长中，孩子在 0-3 岁的占

33.1% ，3- 6 岁的占 43.0% ，7- 12 岁的占

19.0%，13-14岁的占 4.9%。

超九成受访儿童家长平时关注儿童食品安全问题
“儿童食品”三大问题：噱头大于实质、价格过高、配料不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