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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按照严格的多轮分层抽样法，可从阅读媒介、

阅读时段、阅读时长、阅读内容、阅读支出、有声阅

读、社交媒体阅读、读物选择标准、偏好的出版信

息以及期待的出版服务等十个方面统计分析数字

时代大学生阅读的行为特征，进而探讨其对出版业

的启示。

关键词：大学生；阅读；阅读行为；数字时代

阅读是人类认知的基本途径，是实现人的全面发

展和终身学习的根本途径。朝气蓬勃的青年大学生的

阅读行为不仅影响他们个人的知识获取、综合素养和

创新能力，也与国家、民族和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为

全面客观地考察数字时代大学生的阅读行为特征，本

课题组在上海市高校展开了大学生阅读行为调研。 

一、研究方法

1.研究对象选择

本研究以上海为例考察数字时代大学生的阅读

行为，主要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考虑：首先，上海是我

国高等教育的重镇，高校林立，可以满足本研究的取

样要求，而且前期焦点访谈已经显示，上海大学生的

阅读行为具有典型的数字时代特征；其次，上海是近

现代中国出版业的发祥地，也是全国的出版重镇，长期

处在出版业前沿，上海出版行业对数字化转型持开放

积极的态度。因此，课题组以上海为例考察数字时代

大学生的阅读行为特征，具有典型性和可行性。

2.问卷设计与预测试

课题组根据前期研究成果初步设计了数字时代

大学生阅读行为的相关指标，经过对20名在校大学

生进行焦点访谈后，我们对指标体系做了调整。在此

基础上，以方便抽样法将整份问卷经网络对200名大

学生样本进行了预测试，并据此对指标做了进一步修

正，对正式调研方案做了优化。

本次调研的大学生阅读行为指标包括10项：阅读

媒介、阅读时段、阅读时长、阅读内容、阅读支出、有声

阅读、社交媒体阅读、读物选择标准、偏好的出版信息

以及期待的出版服务。考虑到数字时代的阅读行为嬗

变和付费阅读的发展趋势，其中阅读时长包括纸质阅

读时长和数字阅读时长两个细分指标；阅读支出包括

每月阅读支出、数字内容支出占比、愿意付费的内容三

个细分指标；有声阅读包括有声阅读平台、有声读物

类型和有声阅读时长三个细分指标；社交媒体阅读包

括社交媒体阅读平台、社交媒体阅读时段、社交媒体

阅读时长和社交媒体阅读内容四个细分指标。

3.采样方案及样本构成

课题组采用严格的多轮分层抽样法，首先根据各

高校在校生人数占全上海大学生总数的比例严格配

样，确定各大学应采集样本数后，再充分考虑各高校

大学生的男女性别比，各年级、各专业、本科和研究生

的分布比例确定采样方案。调研采用线上、线下相结

合的方式，在符合采样要求的前提下随机取样。课题

组回收2 000份问卷，剔除“完成问卷时间低于200秒”

和“整份问卷选择同一个选项”的样本，有效样本共

计1 774个，有效率为88.7%。

有效样本在院校、性别、年龄、年级、学科等层

面上的分布都比较均衡，达到了预期的最优采样标

准：本科院校样本占比80.0%，专科院校样本占比

20.0%；男生占比48.1%，女生占比51.9%；在本科院校

样本中，工学大类样本最多，占比24.6%，接下来依次

是管理学（15.8%）、经济学（9.4%）、文学（8.9%）、

理学（7.9%）、法学（6.1%）、医学（4.6%）、艺术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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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教育学（2.8%）等；在专科院校样本中，财经

商贸大类样本数量居于首位，占比3.6%，文化艺术

大类为2.6%，教育与体育大类为2.0%，其他大类占

比均不足2%。

二、大学生阅读行为指标分析

1.阅读媒介：手机阅读占绝对优势

在大学生偏好的阅读媒介中，手机占绝对优势，

领先排位第二的纸质媒介近20个百分点（见图1）。与

传统纸质媒介相比，作为第五媒介的手机具有数字内

容的多样性、受众的广泛性、传播的即时性与互动性、

基于便携的移动阅读和碎片化阅读、便于定制个性化

内容和服务、支付方便等诸多突出优点。在数字时代，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和更新换代，智能手机功能强

大，对出版企业而言，如何积极利用手机媒介传播优

质内容和推送知识服务，值得深思。

图1　大学生阅读媒介选择（样本数，占比）

2.阅读时段：夜间阅读是主流

大学生主要的自主阅读时段在晚上，其中选择在

晚上8:00—10:00阅读的学生占比达45.9%，他们在白

天的阅读时段则比较均衡（见表1）。“最佳时间”概念

认为：应当在最合适的时间把产品和服务推送给正需

要的人。大学生有上课任务，白天的自主阅读时间较

少，而晚上和周末的自主时间较多。因此，针对他们的

出版物产品和服务信息推送，最佳时间是学习日的晚

上或周末的下午和晚上，这是基于新媒体的推送时间

策略。

表1　大学生阅读时段选择（样本数，占比）

阅读时段 样本数　 占比（%）

0:01—2:00 122 6.9

2:01—4:00 32 1.8

4:01—6:00 19 1.1

6:01—8:00 68 3.8

8:01—10:00 375 21.1

10:01—12:00 326 18.4

12:01—14:00 344 19.4

14:01—16:00 359 20.2

16:01—18:00 259 14.6

18:01—20:00 500 28.2

20:01—22:00 814 45.9

22:01—24:00 599 33.8

   

3.阅读时长：数字阅读显著高于纸质阅读

大学生的日均数字阅读时长显著高于纸质阅读

时长：62.2%的大学生平均每日纸质阅读时长在1小时

以下，仅有37.8%的人每天纸质阅读超过1小时；大学生

在数字阅读上投入的时间更多，55.6%的大学生日均

数字阅读时长超过1小时（见图2、图3）。可见，数字阅

读已经逐渐成为大学生阅读方式的主流。

图2 大学生日均纸质阅读时长（样本数，占比）

图3 大学生日均数字阅读时长（样本数，占比）

随着数字终端的普及和数字内容的海量增长，数

字阅读给读者带来更加丰富的阅读体验。值得注意的

是，数字阅读方式本身也在日益分化，以移动阅读、

碎片化阅读和轻量型阅读为特征的微阅读日渐盛

行，微量型内容已经成为数字时代内容服务商的竞争

力之一。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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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阅读内容：文学阅读需求突出

大学生对文学读物最感兴趣，占比达49.0%（见

图4）。与专业阅读相比，文学阅读几乎没有什么门槛，

可以说是最广泛、最普遍的阅读。古人很早就发现文

学作品具有多方面的心理调节作用，认为其一可以养

心；其二可以广人之智；其三可以舒郁解愠，导闲适之

怀；其四可以使人知人论世，改变认知；其五可以增进

形象思维。文学阅读具有良好的心理治疗功能，优秀

的文学作品对于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促进人的

精神发育和健康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 

图4　大学生感兴趣的阅读内容

5.阅读支出：对高质量内容的付费阅读意愿

积极

超六成大学生月均阅读支出不超过50元，其中近

半数大学生的数字阅读支出占全部阅读支出的10%以

下；但他们对高质量内容的付费意愿比较积极，62.4%

的大学生愿意为之付费。专业知识、小说、文艺作品

和知识服务类信息是大家付费意愿最高的类型（见图

5）。可见，不管媒介形式如何演进，高质量内容仍是付

费阅读产业的重中之重。

图5　大学生愿意付费阅读内容（样本数，占比）

国内付费阅读模式发端于起点中文网、天下书盟

等原创文学网站，近年来，不仅网络文学，电子书、听

书、听讲座和专业知识服务等发展迅速，付费阅读内

容日益丰富。与此同时，伴随着知识消费观念的转变，

付费阅读用户规模也增长迅猛。来自阅文、喜马拉雅

FM、豆瓣和掌阅等付费阅读平台的数据显示，“90

后”已经成为付费阅读的绝对主力。 

6.有声阅读：喜马拉雅FM市场占有率最高，

有声书最受欢迎

有声阅读平台中，喜马拉雅FM一家独大，市场占

有率高达63.5%，大学生最感兴趣的有声读物是有声

书（见图6），近6成大学生的日均有声阅读时长在半小

时以内（见图7）。借助数字技术和数字终端，有声阅

读以声音为媒介，为用户提供包括文学、新闻资讯、专

业知识、教育培训以及影视原音等内容服务，解放了

人的双手和双眼，实现了随时随地的伴随式阅读。近

年来，有声阅读用户规模扩增显著，且用户主要集中

于一、二线城市;“85后”和“90后”是有声阅读的主

力群体，未来有声阅读的用户群体将继续年轻化等突

出特征。

图6　大学生感兴趣的有声读物类型（样本数，占比）

图7　大学生日均有声书阅读时长（样本数，占比）

7.社交媒体阅读：大学生数字阅读的主流

“双微”在大学生社交媒体阅读中占据显著优

势：排名前三的大学生社交阅读平台分别是微信、微

博和知乎（见图8）。从偏好内容上看，排名前三的分

别是：小说、文艺作品，休闲娱乐信息，时政新闻（见

表2）。可见，短时易读的轻量型内容更适合社交媒体

阅读。这种以内容为核心，以社交关系为纽带，注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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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交流和互动的阅读模式“培育了更为宽泛而多元

的媒体（内容）资源，同时把我们最感兴趣以及最有意

义的信息筛选出来”，“我们越来越依靠我们的朋友、

邻居和家人（通过社交媒体）帮我们过滤进入视野的

信息（包括新闻）”。社交媒体基于趣缘的内容聚合

模式大大提高了数字时代的阅读效率。

图8　大学生主要社交阅读平台（样本数，占比）

表2　大学生社交平台感兴趣的内容（样本数，占比）

社交平台感兴趣的内容 样本数 占比（%）

小说、文艺作品 962 54.2

休闲娱乐信息 840 47.4

时政新闻 772 43.5

专业知识 537 30.3

财经信息 351 19.8

知识服务类信息 245 13.8

人物传记 207 11.7

时尚女性居家 180 10.1

体育 180 10.1

军事 127 7.2

汽车 80 4.5

其他 114 6.4

  

8.读物选择标准：知识性是最重要指标

大学生选择读物的首要标准是“内容的知识性”

（见表3）。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知识经济发展迅

猛，知识服务也应运而生。在数字时代，为了适应知识

经济发展和知识创新的需求，知识服务的主体必须充

分利用大数据来分析用户的知识需求和问题环境，对

各种显性和隐性的知识资源进行分析、重组、提炼、集

成和创新，形成有针对性的知识产品和知识服务，为目

标用户提供精准的知识解决方案，以促进用户知识问

题的解决，不断提高用户的满意度。

表3　大学生选择读物的标准（样本数，占比）

读物选择标准 样本数 占比（%）

内容的知识性 1034 58.3

内容的权威性 298 16.8

内容的娱乐性 165 9.3

作者 125 7.0

畅销程度 45 2.5

整体设计 27 1.5

出版社 24 1.4

价格 17 1.0

篇幅大小 15 0.8

多媒体表现形式 11 0.6

图文搭配 7 0.4

其他 6 0.3

9.偏好的阅读推荐信息：书评的阅读推广效

果最佳

大学生最偏好的阅读推荐信息是书评（见表4）。

书评能起先导、引读作用，向读者传递第一印象；它能

形成强有力的社会舆论，对读者起无形的引导作用，

帮助他们认识图书、鉴别图书；它还是一座多功能的

桥梁，连接作者、读者、出版者、发行者，起沟通作用。

正因为优秀书评具有引导性、科学性、思想性和知识

性等特征，在数字时代，出版企业更应积极利用各种

新媒体来发挥书评的阅读引导作用。 

表4　大学生偏好的阅读推荐信息（样本数，占比）

偏好的阅读推荐信息类型 样本数 占比（%）

书评 523 29.5

熟人在朋友圈发布的推荐信息 338 19.1

主流机构发布的推荐信息 290 16.3

知名大V发布的推荐信息 202 11.4

身边人口头传播的推荐信息 190 10.7

新闻资讯中的推荐信息 97 5.5

期刊杂志上的推荐信息 82 4.6

其他 52 2.9

10.期待的出版服务：多元产品形式满足个性

化媒介偏好

大学生最期待出版企业提供多元的产品形式，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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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是提供能及时沟通的信息渠道（见表5）。对阅读

载体（媒介）的偏好与阅读目的和阅读活动有关。以

美国少儿畅销书为例，为满足不同读者的媒介偏好，

少儿畅销书普遍呈现出媒介形式多样化的特点，除了

Kind le版、精装本、平装本、有声书和音频CD五种主

要的媒介形式外,还有适合幼儿的纸板书、螺旋活页

书、卡片书等形式。读者的个性化媒介偏好在出版物

形式上得到了充分体现。另外，大学生的即时沟通需

求也需要出版企业充分借助新媒体来实现。可见，为了

实现可持续发展，媒介的深度融合已经势在必行。  

表5　大学生期待内容生产者提供的阅读服务（样本数，占比）

期待的出版服务类型 样本数 占比（%）

多元的产品形式 798 45.0

能及时沟通的信息渠道 634 35.7

经常举办与作者的交流会 230 13.0

定期回访 46 2.6

其他 66 3.7

三、数字时代的大学生阅读行为特征对出版

业的启示

1.以全媒体产品体系满足不同读者的媒介偏好

只有全媒体的产品体系才能满足不同读者的个

性化媒介偏好。在数字时代，传统媒体和新媒体是互

融共生的关系。出版企业要充分学习和运用互联网

思维，站在媒介融合的前沿，以更加开阔的视野寻求

商业模式的革新，积极探索全媒体产品开发模式，加

深产业链的耦合程度，在降低单位内容开发成本的同

时，通过全媒体产品体系来深度挖掘内容的价值链，

从而满足不同场景下读者的媒介偏好，实现内容的价

值最大化。

2.以全媒体营销网络追求传播效果的最大化

在数字时代，读者的阅读行为表现出数字阅读与

纸质阅读相融合的特征，他们会基于场景需求即时选

择不同的阅读模式。因此，如何有效地向目标读者传

递出版物信息，吸引读者的注意力，已经成为出版企

业竞争的焦点。为了实现传播效果的最大化，出版企

业应积极构建面向目标读者的全媒体营销网络，借助

新技术、新渠道和新媒介，实现全媒体传播。这种立体

式、全方位的营销网络，可以最大限度地消除营销死

角，实现营销信息对目标读者的全覆盖。这是出版企

业实现传播效果最大化的基石。

3.为用户精准定制个性化的知识解决方案

数字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使得出版企业凭借内

容优势实现全媒体生产和全介质传播成为可能。高品

质、个性化的全媒体内容将逐渐成为知识资源的主

流。传统意义上的读者也逐渐向获取知识的用户角色

转变，他们不仅需要高质量的个性化知识，更需要高

水平的知识服务。因此，数字时代的出版企业必须牢

固树立用户意识，以满足目标用户的知识需求为出发

点和终极目标，不断完善知识产品和知识服务，充分

借助新媒体对目标用户进行内容和服务的精准推送，

提高用户体验，强化用户黏性，在人际传播和网络传

播中形成口碑，逐步实现从内容提供商到知识服务商

的角色转变。

　　（张卫，上海理工大学中英国际学院讲师；邓香莲，华东师

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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