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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屏”时代 品“书香”

——2022年西安全民阅读状况调查报告

人间四月芳菲尽，清风漫卷书香来。近年来，西安市倾力打

造全民阅读“书香之城”，积极构建 15分钟阅读圈，提高市民

阅读便利性和愉悦性，推进全民阅读深入发展。特别是数字阅读

的日渐普及，让市民随时随地阅读变成可能。4月 23日中国首

届全民阅读大会，也是第 27个“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市统

计局对西安全民阅读状况及数字化阅读接触情况开展了问卷调

查，调查采取网络在线填报方式，共有 870位市民参与。调查

结果如下：

一、全民阅读状况

为更准确地反映市民阅读状况，从 2021年起，市统计局对

调查中“阅读”做了具体界定，主要指：利用语言文字，借助纸

质、网络、手机和电子阅读器等方式获取信息的活动，如读书、

听书、看报、看新闻等，但不包括看电视和学生课业阅读。

（一）五成以上受访市民平均每天阅读时间 30 分钟以上，

高学历、高年龄人群和城镇居民中有阅读习惯的更多。

870位受访市民中，平均每天阅读时间 30分钟以上的占

53.4%，其中：阅读时间 30分钟—1小时的占 29.2%，1-2
小时占 12.6 %，2小时以上占 11.6%。和以往调查相比，超过

2小时阅读时间的市民增多，说明越来越多市民正在享受“沉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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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阅读带来的收获和快乐。当然，也有 35.4%受访市民每天

阅读时间 5—30分钟，11.2%不到 5分钟。没时间仍然是影响

市民阅读的主要因素（占比为 60.8%），其次是缺乏阅读氛围

（39.2%）；此外还有阅读内容不够吸引人（不知道看什么）、

没兴趣和缺乏阅读场所等。

受访市民不阅读的原因占比

分年龄显示，51-60岁的受访市民每天阅读时间 30分钟以

上的最多（69.3%），其次是 41—50岁年龄段（64.6%），

19-30岁和 31-40岁两个年龄段占比均不到五成（见下图）。

说明随着年龄的增加，市民阅读时间也在增加。这可能和年龄大、

空闲时间多有关。但和以往调查相比，这种差距逐步缩小，“全

民”阅读的氛围在变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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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时间 30分钟以上分年龄情况占比

分学历显示，研究生及以上受访市民每天阅读 30分钟以上

的占比最高（67.8%），其他依次为：大专及本科（55.4%）、

高中及中专（45.5%）和初中及以下（25.0%）。其中：研究

生及以上超过 1小时阅读时间的占比为 42.0%，大专及本科为

25.3%，高中及中专为 14.2%，初中及以下为 11.1%（见下表）,
不同学历之间的差异更大一些。说明文化程度越高，有阅读习惯

的越多，阅读时间也更长。

不同文化程度受访市民阅读时间占比

30 分钟-1 小时 1-2 小时 2 小时以上 合计

初中及以下 13.9% 5.5% 5.6% 25.0%

高中及中专 31.3% 5.1% 9.1% 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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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城乡显示，城镇受访市民平均每天阅读时间 30分钟以上

的占比为 57.3%，农村居民为 38.3%，城镇明显高于农村（见

下图）。

（二）时事新闻、娱乐休闲和生活常识是市民阅读主要内容。

在阅读内容的选择上，54.1%的受访市民选择时事新闻、

48.9%选择娱乐休闲、44.2%选择生活常识；选择人文历史、

专业知识和文学艺术的在三成以上；选择医疗保健、育儿教育和

自然科学的在两成以上；还有不到两成受访市民关注军事、健身

等。和以往调查变化最大的是：市民阅读兴趣点变多了，并呈现

出年龄越大、阅读兴趣越广的特点。51-60岁老年人对生活常识、

医疗保健、文学艺术、人文历史和体育健身等更为关注；41-50
岁和 31-40岁两个年龄段人群对育儿教育尤其关注；19-30岁

年龄段人群对娱乐休闲方面关注多一些。

大专及本科 30.1% 13.3% 12.0% 55.4%

研究生及以上 25.8% 25.8% 16.2% 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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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市民阅读内容占比

和以往调查相比，男女在时事新闻和娱乐休闲方面的阅读偏

好存在差异。本次调查显示：女性更偏爱娱乐休闲，男性更偏爱

时事新闻。此外，女性在生活常识、医疗保健和育儿教育方面的

关注度明显高于男性；而男性在人文历史和军事方面的关注度明

显高于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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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市民阅读偏好占比

（三）满足兴趣爱好、工作或生活需要、增长知识是市民阅

读的主要目的。

调查显示，受访市民阅读目的分为四个层次：一是满足兴趣

爱好、工作或学习需要、增长知识，占比均超过五成；二是开阔

眼界和提升修养，占比超过四成；三是日常生活需要和休闲娱乐，

占比超过三成；四是掌握实用技能，占比超过两成。总体看，市

民阅读目的明确，爱读书、善读书的习惯也在逐步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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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市民阅目的占比

二、数字阅读接触情况

“数字阅读”有两层含义：一是阅读对象数字化，阅读内容

以数字化方式呈现，如电子书、网络小说、新闻 APP、网页等；

二是阅读载体数字化，不再是平面纸张，而是电脑、手机、阅读

器等屏幕显示的电子仪器。近年来，数字阅读以其“图”“文”

“声”三者兼具， 内容丰富，形式新颖，信息多元，交互性和

参与感强等优势，深受阅读者喜爱。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以来，

“云”上阅读成为更加普遍的需求。

（一）数字阅读已成为市民阅读的主要方式。

调查显示，69.8%的受访市民倾向于数字化阅读方式，和

2021 年调查时相比，占比进一步提升。其中城镇居民占比

70.2%，农村居民 68.3%，城乡居民之间没有太大差异。这应

该与智能手机在农村中的普及有关。方便是市民进行数字化阅读

的主要原因（占 89.1%）。此外，还有费用低、信息更新快等，



8

占比均在四成以上。

受访市民认为数字化阅读的优点占比

当然，纸质阅读作为“深阅读”的重要方式仍然不可或缺。

在最常用的阅读方式选择中，仍 23.7%的受访市民明确选择纸

质阅读。纸质阅读方式在各年龄之间及高中以上受访人群之间差

异不大，但在初中以下人群中相对较少，只有 7.1%；城镇居民

纸质阅读的占比明显高于农村居民，分别为24.7%和19.0%（见

下表）。

不同受访市民阅读方式占比

数字阅读 纸质阅读 说不清

学

历

初中及以下 75.0% 7.1% 17.9%

高中及中专 60.8% 24.3% 14.9%

大专及本科 71.6% 24.3% 4.1%

研究生及以上 73.3% 24.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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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龄

19-30 岁 71.8% 23.3% 4.9%

31-40 岁 68.5% 24.1% 7.4%

41-50 岁 71.7% 22.3% 6.0%

51-60 岁 65.9% 25.6% 8.5%

城

乡

城镇 70.2% 24.7% 5.1%

农村 68.3% 19.0% 12.7%

过去一年，每天阅读 1-3本纸质书和电子书的受访市民占比

均最多，分别为 40.4%和 36.0%；阅读 4-6本纸质书和电子书

的均占 10%以上；阅读 6本以上纸质书和电子书的分别占 9.4%
和 14.5%。说明在数字化阅读盛行的今天，市民不仅通过纸质

阅读，而且越来越多的人通过读电子书籍实现“深阅读”。

（二）手机是数字化阅读最重要工具，听书和观看视频讲书

的人越来越多。

调查显示：过去一年，有 95.4%的受访市民接触过数字化

阅读方式，其中 84.7%接触过手机阅读，居各种数字阅读方式

之首；其次是听书，占 40.9%；排在第三位的是电脑网络在线

阅读（占 36.8%）；视频讲书（21.6%）也占到两成多，略低

于电子阅读器（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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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市民不同数字阅读方式接触率

（三）家中是市民数字化阅读的最主要场所。

调查显示，75.5%的受访市民选择在家中进行数字化阅读，

选择单位或学校、公共交通工具占比也在 35%以上。数字化阅

读最大的优点就是方便，所以三成多受访市民选择随时随地阅

读；选择图书馆或书店阅读的受访市民不到 10%。

受访市民阅读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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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多数受访市民愿意为数字化阅读“买单”。

调查显示，有 48.5%的受访市民免费进行数字化阅读；另

有 51.5%的受访市民愿意或正在为数字化阅读“买单”。最近

一年，市民在数字阅读方面花销超过 200 元以上的居多，占

14.4%；其次是 50-100 元（9.6%）；居第三位的是 10-20
元，呈现“两头大、中间小”的局面。

三、几点思考

以手机、电脑、电子阅读器为代表的数字化阅读终端，以看

书、听书、视频讲书等为代表的数字化阅读产品正在大踏步走进

我们的生活。如何充分利用好“读屏时代”，深入推进全民阅读，

还需要采取以下措施：

（一）打造品牌活动，激发阅读兴趣。

调查中，除“没时间”外，近四成受访市民认为影响阅读的

原因是缺乏阅读氛围，近三成表示没兴趣。阅读兴趣的提升和阅

读习惯的形成，主观养成很重要，社会各界的宣传和引导作用亦

不可或缺。通过举办各种品牌活动，如特色读书节、大型书展、

讲座、沙龙等线上线下活动；通过开展书香机关、单位、校园、

社区和村镇等评选活动，可以营造出较为浓厚的阅读氛围，同时

也为市民提供更加丰富的阅读体验，增强阅读参与性和感受度。

（二）关注百姓需求，丰富阅读内容。

无论是纸质阅读，还是数字阅读，丰富多样的优质内容始终

是人们的追求。调查中，有三成受访市民表示影响阅读的主要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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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是“不知道看什么”，也就是说，阅读内容不符合自己的阅读

兴趣。作为阅读产品的提供者，一定要从百姓的阅读目的出发，

充分了解、关注、追踪、掌握百姓的阅读偏好和需求变化。在此

基础上，对阅读市场进行细分，以充分满足不同年龄、不同文化

程度、不同性别和不同身份人群的阅读需求为目标，不断丰富和

完善阅读内容。特别是，要适应市民阅读方式“数字化”的转变，

相关行业、部门和企业要不断提供内容更加丰富、形式更加新颖

的数字化阅读产品。

（三）优化阅读环境，完善相关配套。

广义的阅读环境包括阅读场所，阅读服务等。一是优化和

改进线上线下的阅读服务。电商平台如此，实体书店和图书馆等

也要及时跟进，利用互联网思维，创新发展模式和服务模式，不

断满足市民“云”阅读需求。二是优化数字阅读所必须的网络环

境稳定、网络环境安全等条件。三是加强阅读场所，尤其是农村

阅读场所的宣传和建设。四是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充分挖掘老

年群体的阅读潜力。本报告没有涉及未成年人阅读，也是一个很

大的阅读市场。

深入推进全民阅读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每一个西安人持续

的努力和参与！

最是书香能致远。愿全民阅读让西安处处书香充盈，人人因

读书而精彩，家家因书香而幸福，城乡因书香而美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