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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有声阅读行为特征研究
———以上海大学生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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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媒体技术的应用引发了有声阅读方式的兴起。为深入考察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的有声阅读行为，课题组以上

海大学生为例，采用严格的多轮分层取样方案，通过问卷调查法，从有声阅读的平台选择、读物类型、阅读时长、对情感类

内容的偏好、对平台的喜爱程度、看重的读物要素等方面对大学生有声阅读行为的特征展开研究，并分别从性别和年级角

度进行了比较分析。本研究结论可以为科学引导大学生阅读提供参考，也可为有声平台运营者针对大学生的精准化营销

和推广带来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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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石器时代、青铜时代、蒸汽时代、电气时代，到

当前的信息时代，人类文明的发展日新月异。伴随着

互联网技术的蓬勃发展，信息生产和传播的速度与规

模达到了空前水平，人类也从最初的信息极度匮乏，

实现了全球范围内的信息共享。在新技术的推动下，

人类的阅读方式日益多元，阅读内容愈加丰富，从烽

火传信、结绳记事、石头篆刻到竹帛为笺，从纸质阅读

到数字阅读，再到当下流行的有声阅读，新媒体技术

正让阅读方式有更多的可能。

第十五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数据显示，我国两成

以上的国民有听书（有声阅读）习惯，成年国民的听书

率为２２．８％，较２０１６年的平均水平（１７．０％），提高了

５．８个百分点，未成年人群体的听书频率也相当高，其

中１４—１７周岁青少年的听书率高达２８．４％［１］。从有

声阅读的市场发展和表现来看，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

始，有声读物率先在美国兴起。美国有声书出版商协

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在纸质书、电子书阅读下滑

的大环境下，有声书阅读实现逆势增长３０．２％；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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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近年来，国内的有声阅读市场也表现惊人，２０１７
年我国听书市场规模为３２．４亿元，同比增长３６．７％，

粗略估算，２０１８年有声阅读的市场规模约４５亿［２］；在

有声读物的供给侧，由用户需求催生的有声阅读平台

数量繁多，已达数百家，因为内容丰富，主题多样，互

动性较强，拥有大量ＵＧＣ原创内容且热点内容的主题

更具当下性等优势，喜马拉雅ＦＭ、蜻蜓ＦＭ和荔枝ＦＭ
三大数字电台在移动有声阅读平台中市场占有率名

列前茅［３］。有声阅读正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一场新

的阅读革命。

有声阅读方式的兴起既为传统出版产业链的延

伸提供了更多可能，也为新兴出版业态的发展提供了

新的机遇，更为阅读推广服务的创新与优化开辟了新

的路径。它借助移动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技术，解放

了人的双眼和双手，通过声音实现了无时不在、无处

不在的陪伴式阅读，既有效提高了用户的时间利用

率，也有利于用户参与ＵＧＣ内容的生产和互动，可以

说是人类阅读方式的一种变革。

１　文献回顾

国外对于有声阅读的研究起步比较早，１９７０年代

前后开始陆续有相关成果发表，到新世纪后，成果逐

渐增多。因为关于阅读的研究是一个跨学科的课题，

这些研究成果散见于教育科学、图书馆学情报学、心

理学、传播学等相关领域。研究视角包括：如何利用

有声读物提高教育效果［４－９］；用有声读物服务读者、提

高读者满意度［１０－１５］；有声读物对不同群体的心理影响

研究［１６－１７］等等。这些研究成果不仅丰富了相关学科

的理论体系，对于推动有声读物的传播和利用也发挥

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国内对有声阅读的研究则起步较晚，已有的成果

主要基于以下几个研究视角：如何利用有声阅读提高

不同课程的教学效果［１８－１９］；图书馆如何利用有声读物

来提高读者服务水平和阅读推广效果［２０－２１］；作为新媒

体环境下出版产业链的重要一环，有声读物应如何优

化发展策略，实现内涵式增长［２２－２９］，等等。除了少而分

散，这些研究成果大多是对实践经验的描述和总结，量

化实证的研究成果较少，没有成果涉及到大学生的有

声阅读。而在实践中，不管是利用有声读物提升大学

生的专业教学效果，还是大学图书馆如何利用有声读

物针对不同的大学生细分群体开展精准式阅读推广服

务，亦或是有声阅读平台如何开发针对不同细分群体

的高质量有声读物，都有很大的优化和提升空间。基

于此，本研究试图结合新媒体环境的特点，就大学生的

有声阅读行为特征展开探索性实证研究，以期进一步

丰富相关学科的理论体系，也为图书馆界、出版界、教

育界等相关领域的有声阅读平台进一步提高实践工作

水平和用户满意度提供一定的决策参考。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案例选择

本研究选择上海地区大学生作为考察新媒体环

境下大学生有声阅读行为特征的案例，主要是基于以

下三个原因：首先，上海是高等教育的重镇，是全国高

等院校第二集中、华东地区第一集中的城市，高校林

立，可以满足本研究的取样要求，而且课题组在前期

针对大学生的深度访谈中，已经发现有相当一部分大

学生偏好在喜马拉雅ＦＭ等平台阅读有声读物。其

次，上海是近现代中国出版业的发祥地，是全国的出

版重镇，在大众出版和教育出版方面具有较强的传统

优势，且长期处在出版业的前沿，整个行业对有声读

物的市场开发持开放积极的态度。再次，上海图书馆

界的读者服务意识很强，服务水平较高，在积极利用

新媒体创新和优化阅读服务模式上一直走在行业的

前沿，这也可以为业内同行提供参考和借鉴。因此，

本课题以上海大学生为例，以实证研究方式来考察新

媒体环境下的大学生有声阅读行为特征，更具可行

性，也具有较好的案例价值。

２．２　问卷设计与预测试

课题组根据本次调研的具体目标，结合前期大量

文献研究和实证研究的成果，初步设计了新媒体环境

下大学生有声阅读行为的相关指标，在经过对２０名

在校上海大学生的深度访谈后，课题组对包括有声阅

读动机、阅读平台、阅读时长、偏好的有声读物类型、

选择有声读物的标准等在内的指标体系进行了一定

的修正。在此基础上，课题组于２０１７年１２月以方便

抽样法将整份问卷通过网络对２００个大学生样本进

行了预测试，并根据预测试实施情况和问卷回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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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对问卷指标中的有声阅读时长等指标设置进行

了修正，对后续的正式调研方案做了进一步的优化。

２．３　数据收集及样本构成

本次调研面向上海所有在校大学生，采用严格的

多轮分层抽样法进行采样，以求调研数据能够最大程

度上真实反映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的有声阅读行为

特征。课题组预计一共获取２０００个大学生样本，取

样分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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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确定了各大学应采集的样本

数后，再充分考虑到各高校大学生的男女性别比、各

年级、各专业、本科和研究生的大学生分布比例科学

确定采样方案。本调查问卷的正式发放和回收自

２０１８年年初启动，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在符

合取样要求的前提下随机获取样本。课题组于３月

底完成问卷发放和回收任务，按照预期一共获取符合

采样要求的样本２０００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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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样本

数据进行整理，共计回收有效样本１７７４个，样本有效

率为８８．７％。数据处理和整理工作于４月底完成。

根据多轮严格分层抽样的结果，课题组获取的

１７７４个有效样本在院校、性别、年龄、年级、学科等层

面上都比较均衡，达到了预期的最优化抽样标准：本

科院校样本１４１９个，占比８０．０％；专科院校样本３５５
个，占比２０．０％；其中，男生样本８５３个，占比４８．１％，

女生样本９２１个，占比５１．９％；２０岁上下的本科大学

生是有效样本的主体，尤其是２０岁的大学生样本数

达３１９个，占总样本数的１８．０％；在本科院校的样本

中，工学大类样本最多，占总样本的２４．６％，其次是管

理学（１５．８％），接下来依次是经济学（９．４％）、文学

（８．９％）、理学（７．９％）、法学（６．１％）、医学（４．６％）、

艺术学（４．５％）、教育学（２．８％）、哲学（０．７％）、历史

学（０．６％）和农学（０．５％）；在专科院校的样本中，财

经商贸大类样本居于首位，占总样本的３．６％，文化艺

术大类（２．６％）和教育与体育大类（２．０％）分别位居

第二、三位，其他大类占比均不足２％。

３　数据分析及结果

３．１　调查问卷的信度和效度检验

“新媒体环境下的大学生有声阅读调查问卷”是

“新时代大学生阅读调查问卷”的子问卷，除了基本的

院校、性别、年龄、年级、学科等人口学指标外，还包括

有声阅读动机、阅读平台、阅读时长、偏好的有声读物

类型、选择有声读物的标准等指标。信度检验显示，

整份问卷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值为０．８１５，说明该问卷

的信度良好；效度检验显示，整份问卷的 ＫＭＯ值为

０．８７６，ｘ２ ＝３０８２１（ｄｆ＝１５３，Ｓｉｇ．"０．００１），说明该问

卷的效度良好；后续可以针对有效样本做进一步的分

析研究。

３．２　大学生有声阅读行为特征分析

本次调研的数据分析显示，女生比男生更偏好有

声阅读（见表１），选择有声阅读的大学生比例随在学

学历阶段（专科、本科、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

变化也表现出一定的正向相关趋势：专科生、本科生、

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对有声阅读的平均选择率

呈上升的趋势（其中博士二年级的指标可能因样本偶

然性出现了趋势偏离）（见图１，图２）。

表１　选择有声阅读的性别差异

性别
项目 男生 女生

选择有声阅读的大学生占比
（样本数，占比％）

３４３，
４０．２％

４６８，
５０．８％

　　基于此，后文将分别从性别和年级角度，对新媒

体环境下大学生的有声阅读行为特征展开更深入的

分析和研究。

３．２．１　性别角度的分析

（１）有声阅读平台的选择

数据分析显示（见图３），男生和女生在选择有声

阅读平台上差异明显，男生比女生在喜马拉雅ＦＭ、蜻

蜓ＦＭ的选择率更高，而选择荔枝ＦＭ的女生比男生

多一倍左右。

这和各有声阅读平台的定位、特色以及不同性别

大学生的平台偏好直接相关。喜马拉雅ＦＭ是一个资

源相对丰富的大平台，分类多而功能全，新媒体的强

互动性赋予了用户更多的主观能动性，让用户有更多

选择且体验更为完整。而蜻蜓ＦＭ则聚焦于直播和热

点事件，荔枝ＦＭ主打文艺、精致、复古、小清新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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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各年级大学生的有声阅读选择率分布（％）

图２　各学历阶段大学生有声阅读的平均选择率分布（％）

图３　不同性别大学生选择有声阅读平台的占比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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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声阅读平台定位和特色的不同使男女大学生在平

台选择上偏好明显。

（２）有声读物类型的偏好

数据显示（见图４），虽然在对有声读物类型的选

择中，男生和女生都对有声书偏好显著，但比较而言，

男生比女生更偏好有声书和新闻资讯，女生比男生更

偏好分期节目和广播剧。

有声书在所有有声读物中被选择率最高，分期节

目次之，这说明当前大学生有声阅读的质量有一定的

基础性保证。另外，男生关注时政新闻的偏好明显，

女生对分期节目和广播剧的选择率更高。近年来，有

声读物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迅速，类似《卓老板聊科

技》、《罗辑思维》之类的ＵＧＣ型付费知识分期节目得

到了大量用户的拥趸，很多大学生和年轻白领都是这

些付费节目的忠实用户。有声阅读带来的伴随式阅

读使得耳机甚至成了不少年轻人身体的一部分，这也

再次映证了“媒介是人的延伸”［３０］。

图４　不同性别大学生选择有声读物类型的占比分布（％）

　　（３）有声阅读时长

分析显示（见图５），有声阅读时长控制在半小时

以下的女生比例显著高于男生，有声阅读时长在半小

时到一小时的男女生比例相当，而有声阅读时长在一

小时以上的男生比例则显著高于女生。

这说明，在对待有声阅读方式的态度上，女生更

自律，她们的自控力相对更强，阅读时长在半小时以

下的女生比例显著高于男生。而有声阅读时长在１
小时以上的男生比例高于女生比例，尤其是阅读时长

在２—４小时的男生比例显著高于女生，这说明男生

有一定的有声阅读沉溺倾向。尽管有声阅读也是人

类阅读方式的一种，但是由于当前网络有声阅读资源

的总体质量参差不齐，娱乐化、低俗化特征明显，高质

量的有声读物相对有限，如果大学生在选择读物时缺

乏较为理性的评判标准，长时间沉溺其中，不仅达不

到开卷有益的效果，甚至可能因为时间过长而耽误了

正常的学习、交友和生活，反而得不偿失。

（４）对情感类内容的偏好程度

在“喜欢深夜收听情感类广播阅读栏目”指标上

（见图６），选择“非常符合”和“完全不符合”的女生比

例显著高于男生，而选择“符合”和“不符合”的男生

比例则高于女生。这说明，一方面，一定比例的男生

对情感类阅读栏目偏好明显，选择“符合”的男生比

例比女生比例高了近５个百分点；另一方面，女生在

选择情感类广播阅读栏目上的偏好，两极分化趋势

明显，选择“非常符合”和“完全不符合”的女生比例

均显著高于男生，而男生在这一选项上的选择相对

中庸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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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不同性别大学生有声阅读时长的占比分布（％）

图６　不同性别大学生深夜收听情感类广播阅读栏目的占比分布（％）

　　女性主义研究显示，一方面，作为消费者的女性

更加感性、敏感、细腻，物化影响也很明显；另一方面，

作为流行文化粉丝的女性受众并不仅仅是易于被引

导的，她们也可能会更积极地运用媒介文本来应对日

常生活［３１］。这种消费视角的女性分析可以帮助我们

更好地理解她们对情感类广播阅读栏目的偏好分化。

（５）对有声阅读平台的偏好程度

数据显示（见图７），在“喜欢有声阅读平台”的程

度上，男生选择“非常符合”和“符合”的比例显著高于

女生，而女生选择“完全不符合”的比例显著高于男

生。这说明，总体而言，在拥有有声阅读体验的大学

生中，男生对有声阅读平台的偏好更加显著，而女生

在体验有声阅读后对有声阅读平台持否定态度的比

例显著高于男生。

（６）看重的有声读物要素排序

在“看重的读物要素”排序上（见图８），把读物“内

容的知识性”排在第一位的男生和女生比例都是最高

的，排在第二位比例最高的是读物“内容的权威性”，

男女生的比例都很高，而且差距不大。但是，数据还

显示，女生比男生明显更看重作者要素，受作者的影

响更大。心理学研究显示，女性和男性的心理特征差

异明显。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受到他人的影响，尤其是

来自专业领域意见领袖的影响，因而也容易表现出模

仿和从众行为，此外，女性也更容易受环境气氛的影

响而表现出相符行为［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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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不同性别大学生偏好有声阅读平台程度的占比分布（％）

图８　不同性别大学生看重读物要素排位的占比分布（％）

３．２．２　年级角度的分析

（１）有声阅读平台的选择

在有声阅读平台的选择上（见图９），各年级大学

生对喜马拉雅ＦＭ的偏好明显（除了二年级博士研究

生的指标可能因样本偶然性偏离趋势），远远高于蜻

蜓ＦＭ、荔枝ＦＭ及其他有声阅读平台。从年级上看，

博士研究生阶段的大学生对喜马拉雅ＦＭ和荔枝ＦＭ
的选择率有升高的趋势。这和喜马拉雅ＦＭ丰富的平

台资源、荔枝ＦＭ浓郁的文艺风格更贴合了高年级大

学生的有声阅读需求密不可分。

（２）有声读物类型的偏好

数据显示（见图１０），在所有有声读物类型中，各

年级的大学生均对有声书的偏好明显，其次是分期节

目。但是，博士三年级到博士五年级的大学生对分期

节目的选择率上升显著，偏好十分明显。

目前来看，很多知识类分期节目都是以付费阅读

的形式出现。随着消费观念的转变和消费需求的日

益多元，“分期”正在成为越来越常见的消费模式，也

越来越受到年轻人的欢迎。分期节目对大学生而言，

在减轻付费压力的同时，还可以选择个性化的知识内

容，既可以节约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还可以更高效

地为自己定制娱乐内容和学习资源。这可能是高年

级博士研究生偏好分期节目的原因之一。

（３）有声阅读时长

从学历阶段差异来看（见图１１），选择日均有声阅

读时长在半小时以内的本科生比例最高，硕士研究生

次之，专科生和博士生的比例最低。相应地，专科生

和博士研究生在１－４小时有声阅读时长的比例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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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不同年级大学生选择有声阅读平台的占比分布（％）

图１０　不同年级大学生感兴趣的有声读物类型占比分布（％）

图１１　不同学历阶段大学生的有声阅读时长占比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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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高于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可以说，本科生和硕士

研究生在选择有声阅读时更为理性，出现有声阅读沉

迷的可能性更低。

具体来看，所有选择有声阅读的大学生中，半小

时以内的阅读时长分布比例最高，其次是半小时到１
小时。由图１２可以看出，在博士研究生阶段，有声阅

读时长在１—２小时、２—４小时的比例都有明显的上

升趋势。

（４）对情感类内容的偏好程度

在“喜欢深夜收听情感类广播阅读栏目”上（见图

１３），选择“符合”的专科生和高年级博士研究生比例

均高于所有年级的平均水平，与此同时，本科生和硕

士研究生选择“不符合”的比例在所有选项中最高，他

们对于“完全不符合”的选择比例也高于所有年级的

平均水平。这说明，专科生和博士研究生对深夜情感

类广播阅读栏目有更明显的偏好，而本科生和硕士研

究生对这些情感类内容的依赖性相对较小。

图１２　不同年级大学生的有声阅读时长占比分布（％）

图１３　不同年级大学生偏好情感类广播阅读栏目程度的占比分布（％）

　　（５）对有声阅读平台的偏好程度

数据分析显示（见图１４），在“喜欢有声阅读平台”

上，选择“符合”的学生比例在所有年级中呈现“Ｕ”形

分布，专科生和博士研究生更偏好有声阅读平台，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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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对有声阅读平台的偏好稍弱。

同时，选择“不符合”的学生比例呈现逐渐下降的趋

势，该比例分布线与选择“符合”的比例分布线随年级

的升高呈现出逐渐相离的趋势。这也再次验证了博

士研究生对有声阅读平台的显著偏好。

（６）看重的有声读物要素排序

首先，如图１５所示，在所有大学生最看重的读物

要素中，“内容的知识性”所占比例高居榜首，遥遥领

先比例居于其次的“内容的权威性”。与此同时，一方

面，专科生和博士研究生对读物“娱乐性”的要求要高

于其他年级的学生，另一方面，到了博士高年级阶段，

他们对于读物的作者有了更高的个性化要求。

图１４　不同年级大学生偏好有声阅读平台程度的占比分布（％）

图１５　不同年级大学生看重读物要素排位第一的占比分布（％）

　　其次，在大学生看重读物要素排在二位的选择上

（见图１６），“内容的权威性”所占比例优势明显，与此

同时，专科生和高年级博士研究生对读物“畅销程度”

的重视要高于平均水平。

再次，如图１７所示，在大学生看重读物要素排第

三位的选择分布上，“作者”的重要性所占比例居于领

先地位，且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与此同时，专科

生和高年级博士研究生在选择读物时，对其“畅销程

度”的要求要高于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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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６　不同年级大学生看重读物要素排位第二的占比分布（％）

图１７　不同年级大学生看重读物要素排位第三的占比分布（％）

４　讨论

不同性别、不同年级的大学生在有声阅读平台选

择、有声读物类型、有声阅读时长、对情感类广播阅读

栏目的偏好程度、对有声阅读平台的偏好程度以及看

重的读物要素排序上差异明显。总体来看，在所有大

学生中，分别有４０％左右的男生和５０％左右的女生

采纳有声阅读方式，喜马拉雅ＦＭ在所有有声阅读平

台中市场占有率遥遥领先。

（１）男生和女生在有声阅读平台的选择上偏好明

显：男生比女生对喜马拉雅ＦＭ、蜻蜓ＦＭ的选择率更

高，女生对荔枝ＦＭ的选择率比男生高一倍。这和各

有声阅读平台的定位、特色直接相关。有声阅读平台

的定位离不开竞争市场。在竞争性的市场环境中，定

位必须强化平台及其产品在用户头脑中的感知，而定

位变量则可以是有声读物的内容、风格、整体制作质

量以及价格等要素。在有声阅读平台及其产品与用

户需求相匹配的过程中，有两个要素特别重要：用户

如何感知产品和产品在竞争市场中的地位［３３］。因为

最终决定平台定位的是用户，所以有声阅读平台在整

合营销传播的过程中应该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如何有

效提高用户对平台及产品的感知。

（２）有声书在所有有声读物类型中被选择率最

高，分期节目次之。就有声书而言，欧美发达国家的

有声书行业已经比较成熟。从１９９０年代开始就精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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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作有声书业务的兰登书屋，现在不仅每年有数百种

覆盖艺术、教育、科学、宗教等细分市场的高质量有声

读物，读者还可以按需订购各种删节版［３４］，因而对有

声书的阅读需求可以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但是从

国内来看，目前的有声书市场还不够成熟，不仅有声

书的整体产品质量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相关阅读服

务水平也亟需进一步提升。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

对有声读物的类型偏好上，比较而言，男生更关注时

政新闻，女生更偏好分期节目和广播剧，由此可见，当

前大学生的有声阅读行为受休闲娱乐需求的驱动十

分明显。

（３）在对待有声阅读上，女生的自控力更强，阅读

时长在半小时以下的女生比例显著高于男生，而长时

间有声阅读的男生比例显著高于女生，这说明男生具

有一定的有声阅读沉溺倾向。处在价值观、人生观和

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大学生良好的阅读行为习惯

对于个人的创新能力和全面发展至关重要。当前有

声平台的产品质量参差不齐，长时间沉迷于有声阅

读，满足于那些不需要思考就可以获得快感的碎片化

信息，阅读者就会抵触那些完整的、系统的、有深度

的、晦涩难懂的知识［３５］。长此以往，阅读者就无法建

立起有深度的、科学的知识体系。我们需要警惕这一

点，重视对大学生阅读行为的科学引导。

（４）在偏好情感类广播阅读栏目上，女生选择“非

常符合”的比例显著高于男生。这说明，女生在阅读

中更倾注情感诉求，更需要舒解内心的情绪，也更需

要有声阅读的陪伴功能。根据新浪网的统计，女性阅

读占据读书频道２／３的栏目，为此，新浪读书频道专

设女性馆，包括婚恋、时尚和生活等产品类别［３６］。其

对女性读者的重视可见一斑。这也是现代社会的一

个普遍现象，即“女性范例在整个消费领域的扩

张”［３７］。对于有声阅读平台而言，如何更好地服务于

女性读者的这一情感诉求，值得深思。

（５）在“看重的读物要素”排序方面，除了都把“内

容的知识性”排在第一位外，女生比男生明显更看重

“作者”要素，受作者的影响更大。而从年级角度的分

析也显示，随着在读年级的升高，大学生在选择读物

时对作者的重视度也在增加。这正是意见领袖的影

响力所在。作为知识生产者，作者在专长的内容领域

具有先天的意见领袖基因，会持续受到对应细分读者

群体的关注和支持。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可以帮助各

有声平台借助作者的影响力促进优秀读物的传播。

（６）在有声平台的选择上，各年级大学生对喜马

拉雅ＦＭ的偏好显著，这和该平台丰富多元的内容资

源密不可分。除此之外，高年级博士研究生对荔枝

ＦＭ表现出上升的偏好趋势。教育部公布的统计数据

显示，全国女大学生（含本科生、硕士研究生）的人数，

已经连续数年超过男生，女博士的比例也在逐年递

增［３８］。因此，高年级博士研究生对荔枝ＦＭ的偏好也

映证了前文关于女生更偏好荔枝ＦＭ的分析结果。

（７）在对有声读物类型的选择上，高年级博士研

究生对分期节目的选择比例上升显著，偏好明显。近

年来，包括很多付费知识栏目在内的分期节目正在成

为年轻人信息消费的热点。在现代商业社会，随着消

费观念的转变和消费需求的日益多元，“分期”作为一

种越来越常见的消费模式，也日益受到广大年轻人的

欢迎。对大学生而言，分期节目迎合了新媒体环境下

碎片化阅读的特点，在降低时长要求和减轻付费压力

的同时，还可以让大学生根据自身需求选择个性化的

内容，既可以节约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也可以更高

效地为自己定制内容。这种兼具知识性、碎片化、娱

乐性等特点的有声读物形式切合了大学生尤其是高

年级博士研究生的阅读需求。

（８）在有声阅读时长、对情感类内容的偏好以及

对有声阅读平台的喜好程度上，大学生随年级的增长

表现出比较一致的特征：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更倾向

于短时阅读，但是专科生和博士研究生都有一定样本

存在有声阅读沉迷趋势；专科生和博士研究生对深夜

情感类广播阅读栏目有更明显的偏好，而本科生和硕

士研究生对这些情感类内容的依赖性相对较小；专科

生和博士研究生更偏好有声阅读平台，而本科生和硕

士研究生对有声阅读平台的偏好稍弱。这从多角度

验证了专科生和博士研究生更可能陷入有声阅读沉

迷。长此以往，不但不利于身心健康，还可能影响正

常的工作和学习。因此，有必要对他们的阅读行为进

行科学的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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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在“看重的读物要素”排序方面，各年级大学

生除了普遍认可读物内容的“知识性”和“权威性”外，

随着在读年级的升高，大学生对读物“作者”的重视程

度也逐渐上升。这是一种更加具化的读物选择标准，

也进一步体现了大学生阅读需求的个性化特征。即

便在同一个主题下，读物的内容深浅不一，研究视角

不同，作者的研究方向和写作风格都有很大的差别。

而读者由于成长环境不一样，再加上阅读动机的不同

以及性格上的差异等因素，对读物的作者也表现出极

具个性化的偏好特征。这是作者品牌的魅力所在。

５　贡献及不足

通过对１７７４个上海大学生样本的统计分析，本

研究比较深入地探讨了新媒体环境下不同细分大学

生群体的有声阅读行为特征，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应

用价值。当前，不管是从用户群体来看，还是从融合

出版的产业实践来看，抑或从阅读服务实践来看，有

声阅读都是一个热点。一方面，在新媒体环境下，用

户群体有了更多的阅读内容和阅读方式选择，有声阅

读在一定程度上切合了大学生的当下阅读需求。另

一方面，从信息生产和服务的角度来看，出版行业和

图书馆行业都应该积极地利用新媒体来推进全民阅

读。本研究的结论对于行业实践具有一定的借鉴和

参考意义，可以启发大家思考如何利用用户的个性化

偏好特征来引导大学生科学地阅读，并针对不同细分

群体提供有针对性的引导和服务，也可以为有声阅读

平台运营者针对细分大学生群体进行精准化营销和

推广带来启示。

不过，本研究也有不足之处。首先，虽然本次采

样是采取严格的多轮分层抽样法，但是取样工作囿于

上海地区，地域特征突出，今后的研究可以在更大区

域内取样，以提高研究的外部效度。其次，本研究对

大学生有声阅读的研究尚属探索性质，研究表明，大

学生有声阅读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也表现出

很多区别化特征，但还没有更深入地剖析这些影响因

素和行为特征的发生机理。笔者将在后续的工作中

对这些议题做进一步研究。

支撑数据

支撑数据由作者自存储，Ｅｍａｉｌ：ｘｌｄｅｎｇ＠ｃｏｍｍ．ｅｃｎｕ．

ｅｄｕ．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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