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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一）Z时代新型社交模式——找“搭子”热潮

2022年夏天，由一位博主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可以不

恋爱，但是不能没有搭子”视频广受关注，掀起了一场“搭子”

热潮。抖音、小红书、微博等主流社交媒体平台上“搭子”相关

话题的热议度占满全网，作为“搭子”的检索热度持续攀升，帖

子浏览量接近60亿次。由此可见，“搭子”是一种受到青年群体

认可，并且与当代青年群体社会交往理念适配度较高的新型社交

关系。但实际上，“搭子”并非是当代社会产物的新词，它最初源

于江南地区方言，中国著名语言学家、吴语研究专家、上海大学

钱乃荣教授曾在《上海话大词典（辞海版）》中将“搭子”解释

为“一起打牌的人，引申为合伙者”[1]，如今，“搭子”泛指具有

共同目标或目的的两个人，共同完成一件事，是在某一垂直领域

的陪伴关系，与传统意义上的朋友关系相比，“搭子”关系之间的

亲密度是低于朋友，但又高于普通的熟人，与“朋友以上，恋人

未满”有相似的特点。“搭子”这一词语具有的临时性、短暂性的

意义，通常始于共同目的的开始，也随着项目的完成或目的的达

成而结束。

（二）问题提出

“搭子”社交，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交形式，深受 Z 世代青年

现代性视域下Z时代新型社交模式研究
——以小红书平台找“搭子”现象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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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搭子”作为2023年度网络热议词频，反映出了 Z时代青年群体的社交模式与社交理念发生了转变。本文将结合访

谈法与网络民族志，旨在研究并真实反映“搭子”社交作为一种青年群体推崇的社交模式的全景描绘。剖析“搭子”

社交的基本表征与内涵，以及其形成和维系的交往逻辑。探讨“搭子”社交与传统意义上的亲密关系的区别，解析当

代青年群体的社交理念与态度发生的转变，并探索“搭子”社交是否存在关系发展的流变，以及是否存在个体性差异

或社会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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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喜爱。它不仅得益于互联网技术的进步，还体现了当代年轻人

的心理需求和情感联系，这种社交模式不仅展现了鲜明的现代性

特点，还侧面反映了当代社会结构人际交往的流变。然而，这种

关系流变是否存在，又是否能反映出未来的社会困境？

本文针对此研究主题，将从以下三个维度去研究：一、探讨

Z 时代青年中“搭子”社交这种新型社交方式的基本特征，以及

其背后的交往逻辑和维系机制。二、分析这种新型人际关系与传

统亲密关系的区别，以及这种差异如何反映当代青年在社交策略

上的演变。三、考察“搭子社交”中关系发展的变化，其趋势如

何，以及这些变化如何揭示个体差异或社会挑战。

二、文献综述

目前，学术界对“搭子型”青年亚文化的研究还不够充分。

DT 财经和 DT 研究院发布的《2023搭子社交小报告》主要分析

了青年群体对“搭子”的需求、男女“搭子”的比例、不同职业

中“搭子”社交的占比等数据。此外，中国青年报在6月1日的文

章中提到，72.6% 的受访青年表示自己有“搭子”，53.7% 的青年

认为“搭子”社交是一种高效的人际交往和学习方式 [2]。这些调查

结果引起了青年研究领域的广泛关注。

在当代青年社会交往的研究中，国内外更多聚焦于青年人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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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现状、社交方式的变化以及社交媒介对青年人社交的影响。邓

实仟认为网络社交平台通过大数据分析，能够智能化推荐，满足

青年的社交新需求 [3]。上海师范大学的邢海燕教授觉得社交媒介的

发展让年轻人有更多的发言权，青年社群通过这些平台表达自己

的观点，减少阶级、性别和年龄的差异 [4]。张钧涵认为流行的社交

媒体 APP 在线上建立了“弱联系”，这些联系在现实生活中很难

转化为“强联系”，可能对青年的社交产生负面影响 [5]。南开大学

管健教授认为网络社交的快速发展导致人际关系变得疏远，传统

社会关系弱化使当代青年的社交欲望降低，让他们更倾向于保持

人际交往之间的“边界感”[6]。

还有一些学者坚持社交媒介对青年社交模式有所影响。南开

大学的语和教授等人指出，借助现代数字平台，“搭子”社交将青

年人的社交需求拓展到各大领域，通过高效匹配具有高默契度的

双方，反映了当代青年在快节奏社会中既现实又渴望与他人建立

情感共振的矛盾 [7]。而王昕迪等学者，则通过分析“搭子”社交流

行的原因，总结出其具有“精准陪伴”“互不打扰”“相对脆弱”

三大显著特点。他们指出，这种社交方式受到当下青年的热捧，

主要与宏观社会因素、青年社会心态的变化以及科技的发展等因

素有关 [8]。王宇豪学者则以“搭子”中最为常见的“饭搭子”网

络热词为例，说明其基本语义未变，但在指代社交关系时更凸显

了现代社会条件下流动、轻盈和不确定性的社交新趋势。“搭子”

社交构建了一种趣缘共同体，使个体能够从中获得陪伴和情感支

持，助力实现线上陌生关系向线下亲密关系的转变 [9]。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样本

本研究将结合访谈法与网络民族志法获取研究数据，聚焦帖

子发布度与热议度最高的社交媒体平台—— “小红书”作为样本

来源，选取4名（两男、两女）有着不同年龄、不同工作、不同

“搭子”种类在小红书平台上发布过相关帖子的青年群体，根据

受访者的空间条件不同，采取了面访、视频通话等不同形式的进

行半结构式深度访谈，并将小红书作为观察场域争取客观地还原

“搭子”社交真实的全景描绘。

表1 访谈个案信息

编号 性别 年龄 职业 搭子类型

1 女 28 医院职员 饭搭子、旅游搭子、探店搭子

2 女 25
待业；海外硕士

毕业
旅游搭子、找工作搭子

3 男 24 潮牌店员工 探店搭子、拍照搭子

4 男 27 博士在读 游戏搭子、旅游搭子

四、“搭子”社交的全景描绘

（一）“搭子”社交的典型特质与内涵

1.“快、准、狠”的陪伴

深入探讨“搭子”这一概念，首先可以聚焦于合作性质层面

上。“搭子”关系意味着人与人之间有着共同的目的性质，以及共

同的目标。其次，“搭子”关系的具有默契度。默契度指的是搭档

之间能够理解并适应对方行动的能力，形成一种无需言语的默契

配合。“搭子”社交大大减少了沟通成本，提高执行效率，使得整

个合作过程更加流畅。受访人 N1与 N2表示，“寻找搭子就是讲

究快、准、狠，只要一发帖子就能找到许多目的相同的伙伴，我

无需多加赘述需要去做什么，只管筛选对眼缘的就好”。

“搭子”关系并非仅限于社交，更是涉及到特定领域内的垂

直兴趣。受访者 N1提到了和朋友们成为“饭搭子”的情景，他们

可能碍于与朋友的食性不同，从而会在社交媒体上寻找有着共同

消费理念与饮食习惯的“搭子”一起吃饭。而同样的，在喜好拍

照圈子里，受访人 N3表示，由于身边朋友的拍照技术有限，而自

己又不想与同事有工作之外的接触，便想要寻找有着共同拍照爱

好的“搭子”一起拍出满意的作品。这表明“搭子”与朋友或同

事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更专注于特定的领域。其核心价值在

于通过垂直领域的精准陪伴，满足个人特定的需求，是一个能互

补相成的“合作伙伴”。

2. 应对及时情感需求

“搭子”社交因其目标明确和实用，能够迅速吸引志同道合

的陌生人。参与的青年在特定领域找到共鸣，基于此建立情感联

系，实现情感上的共鸣。这种模式让双方能够体验到情感上的同

步，提高社交的效率。在某种意义上，“搭子”社交可以看作是亲

密关系的替代品。它的特点在于共同兴趣，避免了过度的侵犯，

同时简化了人际关系，降低了交往成本，使得相处更加自在。然

而，“搭子”关系相对脆弱且短暂，通常在特定任务或活动结束后

结束，而不是长期稳定的关系 [10]。受访者 N1提到，由于工作调休

的原因，自己和朋友的空闲时间不一致，加之年龄增长，不再有

精力去建立深入的关系，因此更希望在特定时间内有人陪伴。

（二）“搭子”社交的形成分析：现代社会的必然产物

首先，互联网技术的成熟打破了传统的时空障碍，使个体在

网络中成为节点，促进了个体之间联系的多元化。类似“搭子”

社交的浅社交关系在互联网时代更容易建立，通过网络社区的互

动方式形成即时性连接。其次，算法技术在建立“搭子”关系时

发挥关键作用，通过分析用户偏好和行为数据，有针对性地推荐

内容和人脉，引导青年人与陌生人进行社交互动，促成了“搭

子”关系的形成。

在社交逻辑方面，青年群体有强烈的社交需求，渴望情感支

持，但由于学习和生活压力，难以建立和维护深层次的社交。有

海外留学背景的 N2受访人表示，她认为“搭子”社交可以类比

海派文化当中的“dating”文化。在 dating 文化当中，你可以尽

可能的去认识不同的新人，一旦不适合可以随时退出这层关系，

但鉴于中国人比较内敛的性格，“搭子”这一词汇会减少负担

感，她认为“搭子”社交是一种亲密关系的平替，具有临时性和

自由性，也是国内社交理念从集体主义逐渐走向个人主义的一个

标志。

（三）“搭子”社交的关系趋势与关系流变

结合访谈与观察结果所示，“搭子”社交其实具有关系流变的

趋势。即便“搭子”社交的起初目的只是为了在短暂时间或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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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下的临时陪伴，但青年群体总的来说还是以情感导向为核心

社交诉求，“搭子”关系在后续的交往中会有逐渐转正为朋友、恋

人等亲密关系的趋势。

为女性群体的 N1受访人表示，她对一切“搭子”关系的发

展保留开放与积极的态度，不会排斥和抑制。N2受访人则表示，

“就像我说的，我认为‘搭子’无异于 dating 关系，而且志同道

合又有共同兴趣的两个人，随着时间的推动难免会产生出其他的

感情，我认为这是无法避免的。当然，也有一开始就是想要寻找

casual 关系的人，那就是另外一种 case，但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

并不为0。”

但是，作为男性群体的 N3与 N4受访者则表示对“搭子”关

系流变的看法上则存在一些差异。

N3受访者则表示，男女对社交的目的可能有所不同。他表

示，女性可能更注重建立深厚的情感连接，而男性可能更注重共

同兴趣、活动或目标，这可能影响他们对搭子关系的期望和看

法。另外，女性可能更倾向于表达情感和关注彼此的感受，而男

性可能更注重实际的活动和互动，这种沟通风格的差异也对“搭

子”的关系流变产生影响。N4受访者表示，他认为男女对情感期

望上的差异而导致对“搭子”社交关系看法产生区别，他表示：

“有些女性可能更倾向于在寻找搭子的过程中寻求情感的支持和深

入的交往，因此她们可能更有可能将搭子关系发展为亲密关系。

当然，我不能代表所有男性，但在我看来，相比之下男性可能更

注重轻松的社交，可能更倾向于保持搭子关系的表面性质，不然

我也不会发帖子寻找“搭子”，可能就是直接征女友了。”

五、总结

“搭子”社交模式在 Z 世代青年中流行，它满足了年轻人基

于情感的社交需求。这种模式强调功能性和便捷性，以临时性和

弱联系为特点，填补了友谊的空白，同时也提供了浪漫关系所提

供的情感价值。然而，它也带来了一些潜在的风险，如情感的冷

淡、不稳定和可能的冲突。尽管“搭子”关系表面上符合现代青

年对社交界限的期望，但实际上，一些青年也希望通过这种关系

发展出更亲密的联系。根据本研究，女性可能更希望将“搭子”

关系转变为亲密关系，而男性可能更关注短期目标，不太急于深

化关系。但由于样本数量有限，这一发现只能作为性别因素影响

“搭子”关系发展的一个参考。不可否认的是，不同性别对“搭

子”关系的期望存在差异。“搭子”关系基于实用性和临时性，缺

乏深层次的情感联系，容易在特定场景结束后被遗忘。过分依赖

这种关系可能会导致忽视真正的友谊，引发情感上的空虚和孤独

感，同时也存在一些现实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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