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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青年阅读需求指数和中国青年阅读供给指数的变化中，我们能观

察到如下内容：

一 ｜ 青年阅读的偏好变化

从阅读需求的角度，需求指数排名前三的阅读域是哲学及社会科学阅读

域（需求指数 56.33）、文学阅读域（需求指数 16.68）和教育阅读域（需求

指数 7.77）。通过对比分析中国青年阅读指数最新两月的数据发现，哲学及

社会科学阅读域持续受到青年读者的青睐，需求指数从 2017 年 12 月的 53.43

上升至 2018 年 1 月的 56.33，上升 2.90。从近 10 个月的指数走势来看，哲学

及社会科学阅读域需求量呈现缓慢上升的趋势。文学阅读域需求指数从 2017

年 12 月的 13.22 上升至 16.68，上升 3.46。教育阅读域需求指数较为稳定，本

月（指 2018 年 1 月，下同）指数环比下降 0.11。本期值得关注的是历史阅读

域，需求指数从 2017 年 12 月的 12.92 下降至 2018 年 1 月的 3.71，下降 9.21，

是下降幅度最大的阅读域。语言学阅读域、医学阅读域、艺术阅读域和法学

阅读域需求较稳定，两月指数变化不大。详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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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 中国青年阅读需求指数

接下来针对哲学及社会科学阅读域和文学阅读域这两个主要的阅读领域

展开详细分析。

将哲学及社会科学阅读域细分为 7 个二级阅读域，通过观察近 10 个月

这些细分阅读域的指数走势发现，哲学及社会科学阅读域需求上升的主要原

因为心理学阅读域、哲学阅读域和政治学阅读域需求呈现稳步上升。对比分

析近两个月的数据，2018年 1月心理学阅读域需求指数为 53.15，环比上升2.73。

此外，本月哲学阅读域需求指数环比上升 0.19。政治阅读域需求指数在过去

10个月里已经上升了6.60，本月指数达到10.19。宗教阅读域需求指数下降1.06，

国学阅读域需求指数下降 0.73。哲学及社会科学阅读域需求指数详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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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 哲学及社会科学阅读域需求指数

将文学阅读域细分为 8 个二级阅读域，通过观察近 10 个月这些细分领

域的指数走势发现，小说阅读域有下降的趋势，而漫画绘本阅读域有上升的

趋势。小说阅读域需求指数在过去的 10 个月里下降 14.57，而漫画绘本阅读

域需求指数在过去 10 个月里上升 7.37。通过近两月数据分析，本月经典阅读

域需求指数上升 1.63，纪实文学阅读域需求指数上升 0.28。本月诗歌阅读域

需求指数下降 0.99，文学理论阅读域需求指数下降 0.13。戏剧电影阅读域需

求相对稳定，指数变化不大。文学阅读域需求指数详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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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 文学阅读域需求指数



04

二 ｜ 文化机构供给的阅读内容变化

从供给的角度，文学阅读域的供给量仍是最多的，远远超过了其他阅

读域的供给量。文学阅读域供给指数从上月的 56.01 变化为本月的 55.25，下

降 0.76，供给量较为稳定。再来观察哲学及社会科学阅读域发现，该领域从

2017 年 4 月～ 9 月供给在减少，而最近四个月供给指数稳定上升在 20 左右，

说明随着哲学及社会科学需求的增加，供给量也在逐步增大。通过对比分析

中国青年阅读指数近两月的数据发现，哲学及社会科学供给指数从 2017 年

12 月的 17.81 上升至本月的 19.01，环比上升 1.20。此外，生活相关阅读域的

供给指数也环比上升 0.70。工学阅读域供给指数环比下降 0.56，经济金融管

理阅读域环比下降 0.50。教育阅读域和自然科学阅读域供给量较稳定，两月

指数变化不大。中国青年阅读供给指数详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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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 中国青年阅读供给指数

 接下来对供给量最多的文学、哲学及社会科学阅读域进行供给侧详细

分析。

与需求对应，小说是文学阅读域中供给量最大的。通过对文学阅读域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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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分析，小说阅读域供给指数从上月的 65.62 下降至本月的 64.90，环比下降

0.72。漫画绘本供给指数从上月的 4.50上升至本月的 5.09，环比上升 0.59。此外，

纪实文学阅读域供给指数环比上升 1.22，经典文学阅读域供给指数上升 0.15，

其它文学阅读域供给指数下降 1.24。文学阅读域供给指数详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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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 文学阅读域供给指数

与需求对应，心理学是哲学及社会科学阅读域中供给量最大的。通过对

哲学及社会科学阅读域供给分析，心理学阅读域供给指数从 2017 年 10 月的

34.41 上升至本月的 46.64，近四月就已经上升 12.23。通过分析最近两月数据，

哲学阅读域供给指数从 2017 年 12 月的 18.78 上升至本月的 23.79，环比上升

5.01，上升幅度最大。文化阅读域供给指数环比下降 3.02。社会学阅读域和

宗教阅读域的供给指数变化不大。哲学及社会科学阅读域供给指数详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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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 哲学及社会科学阅读域供给指数

三 ｜ 需求变化与供给变化的关系

通过比较中国青年阅读需求指数和中国青年阅读供给指数最近两月的数

据，可以将阅读域的供需变化态势划分到四类区间。第一类区间为需求量和

供给量同向增加，属于该区间的阅读域有利于市场热度升温，主要包括哲学

及社会科学阅读域、生活相关阅读域和艺术阅读域。第二类区间为需求量和

供给量同向减少，属于该区间的阅读域意味市场热度可能在下降，主要包括

历史阅读域和自然科学阅读域。第三类区间为需求量在减少而供给量却在增

加的阅读域，主要包括教育阅读域。第四类区间为需求量在增加而供给量却

在减少的阅读域，主要包括文学阅读域、工学阅读域以及经济金融管理阅读

域。此外，新闻传播广告、语言学、医学及法学阅读域需求及供给变化不大，

相对稳定。详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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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 中国青年阅读需求指数与供给指数对比

四 ｜ 阅读域市场映射指数

通过对中国青年阅读域销售状况分析发现，文学阅读域是最畅销的，市

场映射指数由 2017 年 12 月的 77.26 下降至本月的 73.42，下降 3.84。此外，

市场映射指数下降的阅读域还有教育（下降 0.45）和自然科学（下降 0.39）。

市场映射指数上升较快的阅读域有哲学及社会科学（上升 2.40）、历史（上

升 1.49）、经济金融管理（上升 0.33）和生活相关（上升 0.31）。其他阅读

域指数相对稳定。中国青年阅读域市场映射指数详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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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 中国青年阅读域市场映射指数

从文学阅读域市场映射情况来看，小说的热度最高，本月市场映射指数

相比 2017 年 12 月来说下降 4.03，下降幅度最大。此外，纪实文学阅读域市

场映射指数下降 0.07。漫画绘本阅读域市场映射指数环比上升 3.95。经典文

学阅读域市场映射指数变化不大。文学阅读域市场映射指数详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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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 文学阅读域市场映射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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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哲学及社会科学阅读域市场映射情况来看，心理学的热度最高，本

月市场映射指数相比 2017 年 12 月来说下降了 14.89。此外，政治阅读域市

场映射指数下降 1.49。哲学阅读域市场映射指数由上月的 6.54 上升为本月的

22.17，环比上升 15.63，上升幅度最大。国学阅读域也有小幅度的上升。社

会学阅读域和文化阅读域市场映射指数变化不大。哲学及社会科学阅读域市

场映射指数详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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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 哲学及社会科学阅读域市场映射指数

五 ｜ 中国青年阅读出版机构排行榜

本期中国青年阅读出版机构排行榜是根据京东集团提供的各品类图书每

月的电商交易数据计算得出。通过统计每个出版机构出版图书的销售量和评

论热度，能够反映出该出版机构出版的图书是否受到青年读者的青睐。出版

图书阅读量较高的出版机构前三名是新经典、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上海读客图

书有限公司。详细榜单见下表。



10

出版图书阅读量较高的出版机构排行榜

排名 出版机构名称 阅读量 好评率

1 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2,804,461 77.71%

2 上海人民出版社 2,664,939 74.98%

3 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 1,834,899 76.32%

4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1,566,091 74.23%

5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361,825 77.33%

6 北京磨铁图书有限公司 1,336,496 66.39%

7 北京中作华文数字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901,883 68.29%

8 人民文学出版社 759,495 64.29%

9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公司 749,228 75.01%

10 作家出版社 721,144 74.14%

11 童趣出版有限公司 641,325 79.90%

12 重庆出版社 577,509 75.92%

13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532,280 69.99%

14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529,329 69.42%

15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500,402 72.41%

16 印刷工业出版社 469,603 62.90%

17 四川文艺出版社 318,276 72.07%

18 北京读书人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309,235 71.09%

19 科幻世界杂志社 278,794 76.00%

20 中国青年出版社 277,885 77.10%

* 数据统计时间为 2017 年 11 月 25 日到 2018 年 1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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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阅读指数本期各项指标及其相对变化，汇聚成整体态势，反

映出整个中国青年阅读潮流中需求、供给的强烈的“不匹配”。

市场的现状不过是更为复杂的现实及其趋势的预演：当中国青年在新

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及世代更迭运动中崛起的强国世代，进入从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整个世界都没有做好准

备。何况内容创者及文化出版机构？

一场以“中国青年崛起新时代”为第一核动力的剧变风暴，正在酝酿

之中。它将给中国青年阅读需求、供给及匹配体系带来难以估量的新一轮

洗牌。

中国青年阅读指数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种剧变酝酿的先兆，并以各种指

标进行量化。

一  ｜  失衡：战略愿景和能力欠缺的新紧张关系

如果非要用一个词形容中国青年阅读指数的当前变化形势，那就是：

失衡。

无论是中国青年阅读需求指数、中国青年阅读供给指数，还是需求 - 供

给匹配的市场映射指数，均表现出不对称的势态——确切地说，就是中国

青年阅读指数非常前瞻地捕捉到了需求潮流变化和趋向，但是内容生产供

新时代：强国一代崛起 

中国青年阅读迈向高层次

*

文—皮钧    庄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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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和匹配体系，却处于严重的滞后状况。

这种不对称的关系本来一直存在，但从未像现在这样剧烈、紧张，甚

至是断裂。这表明市场虽然已经充分地预估并做了准备，但仍然没能适应

中国进入新时代所带来的内容红利浪潮和供应能力大挑战——没有良好应

对新时代所亟须的话语体系、思想理论体系和国民意识形态体系等内容创

新与供给。

中国青年阅读指数测量出了这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而且，这种紧张

关系，还有持续扩大的趋势。

比如，通过分析中国青年阅读指数在党的十九大后两月的数据发现，

哲学及社会科学阅读域持续受到青年读者的青睐，需求指数从 2017 年 12

月的 53.43，上升至 2018 年 1 月的 56.33，上升 2.90。甚至，从迎接十九大，

到落实十九大，分析前后近十个月的中国青年指数走势，哲学及社会科学

阅读域需求量呈现缓慢上升的趋势。

与此同时，哲学及社会科学阅读域的供给指数却显示，2017 年 4 月到

9 月供给在减少，而最近四个月供给指数也仅仅稳定上升在 20 左右……

对比分析中国青年哲学及社会科学阅读域的供给、需求指数，可以发

现三个特点：第一，党的十九大是两者之间不对称关系的转折点。第二，

十九大，需求和供给开始同时上升。第三，供给上升趋势，比不上需求上

升趋势，两者“能力欠缺”的差距开始扩大化：供给能力不足，不能满足

需求的膨胀。这样的紧张关系，或许将持续存在，并且不断地加剧。

而中国青年阅读指数哲学及社会科学阅读域，恰恰是衡量一个国家话

语体系、思想理论和国民意识形态体系创新和变革的重要标尺。这些指数

所显示出来的紧张关系表明：中国进入新时代的战略愿景和重构国民意识

形态体系的内容供给，已经出现了重大的“能力欠缺”问题。

这种能力欠缺的巨大差距，使得当下中国青年阅读供给体系，无法创

新话语、理论和意识形态内容，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行有效

的解读、诠释和构建，以良好应对世界新秩序和国际规则重建的契机与挑战。

这让中国在面对诸如《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2017》之类的舆论战、

话语权和领导权之争时，陷入被动。

当中国被盖上“修正主义国家”“战略竞争者”“经济侵略者”三大

敌对帽子时，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主题，就是为美国国民意识形态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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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树立了一致对外的战略假想敌。

但事实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于这三大敌对词，都有

拆解之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人类利益至上”克制“美国利益至上”；

一带一路作为国际公共产品，从“造富中国”到“造福世界”，破解经济侵略；

从追求更加美好的生活，到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中国的确在参与和制定

国际规则——但目标是为了“更美好”的未来。

换句话说，当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误导美国人民时，中国有更好的机会

回答中国人民“我们为什么而奋斗”——新时代，新战略，需要这种国民

意识形态新体系。但是，这种解读、诠释和构建的内容供给还未能有效增加。

二 ｜ 互信：大国重器和次元世代的连接新范式

假若采用虚拟现实技术，对中国青年阅读指数进行图像化，可以看到，

它就像一个标尺，将整个中国青年阅读域划分成新旧两个大陆。

但是，出人意料的是，这一条红线，不是划在国家思想供给体系和中

国青年阅读需求潮流之间，而是划在新时代国家 & 青年共同体和传统时代

内容供应商之间。

也就是说，新时代、国家顶层设计和中国青年阅读需求，已经被连接

成为共同体——他们共同位于新时代的阅读新大陆之中；但是，大多数内

容生产和供应商，仍然按照既有的发展范式，还远远落在传统时代的阅读

大陆之上。

从传统大陆到新大陆，隔着一条时代的鸿沟。这条鸿沟，被中国青年

阅读指数绘成一条标准的红线，从东划到西，构建了新时代中国青年阅读

星球的赤道。

这种宏大的建构浓缩于微小的细节之中。中国青年两个细分阅读域的

指数变化，可以映射出这种宏大的发展趋势。

在近 10 个月里，中国青年哲学及社会科学阅读域需求上升的主要原因

为心理学阅读域、哲学阅读域和政治学阅读域需求呈现稳步上升。解读这

种指数变化，党的十九大、新时代、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幸福是奋斗出来

的等中国青年的主流化思潮，成为核心驱动源。

在文学阅读域整体下降的态势之中，其细分的漫画绘本阅读域需求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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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在过去 10 个月里上升 7.37。此外，漫画绘本供给指数从 2017 年 12 月的 4.50

上升至 2018 年 1 月的 5.09，环比上升 0.59；纪实文学阅读域供给指数环比

上升 1.22……这三项指标综合起来，说明了什么？漫画绘本阅读域指数，

最能说明中国青年“二次元”亚文化和趣缘社群化倾向——中国青年在二

次元中不断下沉的自我意识、族群认同、文化建构和社群自治运动，此前

被普遍认为是新组织、新政治和思想舆论的“最青春”难题。然而，十九

大第一次将“加强现实题材创作、加强网络内容建设”作为国家倡导的文

艺创作方向。现实主义成为新风口。当二次元遇上现实主义，中国青年“次

元化”中的现实向趋势，越来越明显。

但真正将国家主流文化和中国青年次元文化连接在一起，恰恰是基于

各自特质的新一轮重大科技和产业革命：主导中心、举国体制的大国重器，

去中心化和边缘化，将中国青年和国家体制重新“连接”成互信并同有强

国愿景和心态的共同体。

大国重器，国之实力。特别是党的十九大以来，一批大国重器集中涌现：

天宫、蛟龙、天眼、悟空、墨子、大飞机……几乎每个大国重器都拥有一

系列“世界第一”“全球首创”的标签，几乎重一个大国重器，背后都有

一个鲜为人知的中国创造、世界领跑的“中国故事”。它们筑就了中国从

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国家根基。

与此同时，新一轮战略科技的前沿和趋势，都在沿着中国青年世代更

迭和需求升级发展变化，特别是从已经成熟的云计算到边缘计算（云计算

就是集中式、中心化的处理，边缘式计算就是把计算能力部署到边缘端，

云到边缘，就是从以“云中心”到“个人智能终端时代”），将进一步加

剧我们此前所预判的自我成就时代的到来。而它，将真正塑造中国青年“次

元世代”的大国公民和强国心态：技术塑造了“我”；“我”们有力量，

中国才更强大。

于是，从举国体制之大国重器，到云到边缘的次元世代，新一轮科技

与产业革命，正在瓦解物理世界和虚拟世界的科技与文化壁垒，并通过数

字化，将国家和青年真正连接并融合一起。它们成了最不可思议的共同体，

并一起站在了阅读版块的新大陆上。

但值得重视的是，大多数内容生产和传播者，还无法在能力和观念上

适应这种新时代“强起来”的新连接、新大陆、新需求。他们还站在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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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代的旧大陆上，怎么可能找到内容供给的新范式？

中国青年阅读指数由此预判——

中国进入新时代的国家判断和新一轮重大科技与产业革命的发展趋势，

让青年和世界的连接方式发重大变化——青年即世界；九千岁（90 后和 00

后）正在成为“新主流受众”和“强国世代”，中国青年内容创生和供给，

正在酝酿新一轮前所未有的剧变风潮。

预兆已经发生，只是我们尚未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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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阅读指数作为当代青年思想生态的重要风向标，力求通过精

准的数据解析数据背后潜藏的文化思维逻辑。据 2018 年 1 月的阅读域显示，

哲学及社会科学阅读域的需求指数持续走高，从 2017 年 12 月份的 53.43 上

升至 2018 年 1 月份的 56.33，上升 2.90。从整体上来看，自从 2017 年 5 月以来，

哲学及社会科学阅读域已经超过文学阅读域稳居第一位。

而在哲学及社会科学阅读域中，心理排在第一位，且从 2017 年 12 月

份的 50.42 上升为 2018 年 1 月份的 53.15，上升了 2.73，心理动因已经开始

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文化创生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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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款游戏背后的文化心理动因

—以《旅行青蛙》为例

*

文—陈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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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图书、期刊等阅读产品外，影视、游戏等心理相关题材的现象级

作品的风靡，对中国青年阅读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本文就以游戏《旅行青蛙》

为例，分析游戏火爆背后的心理诱因。

2018年初，突然刷爆朋友圈的放置类游戏《旅行青蛙》取代《恋与制作人》

占据中国游戏应用榜的首位，且风靡势头只增不减。本文将试着通过解读《旅

行青蛙》迅速占领中国青年市场的心理动因，分析中国青年不断升级迭代

的精神文化需求和它对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启示。

一  ｜ 爆款游戏背后的思想生态

《旅行青蛙》是由 HIT-POINT 游戏公司研发的休闲、放置类型手游。

2018 年初，由上村真裕子团队研发设计。2018 年 1 月 21 日起，《旅行青蛙》

在无任何官方宣传甚至没有翻译的情况下，霸占了苹果中国 App Store 免费

游戏榜榜首之位，以席卷之势迅速占领中国手游市场。该游戏打破传统手

游的竞技主题，宣扬一种与世无争的价值观，成为 2018 年年初第一个现象

级文化产品。

与我们认知中精良的制作、炫目的画面不同，这款游戏的设计非常简单，

场景单一、操作简便，简直朴素到寡淡，那么对于中国青年而言，这款并

非产自本土的游戏的魅力何在？

这款游戏妙在“佛系”，胜在现实。《旅行青蛙》在中国青年中形成

如此大的影响力，在于其“佛系”的创意和对现实的深刻“隐喻”引发了

当代青年的情感共鸣。

互联网一代的青年群体，思想多元。中国青年群体既有强国一代，也

有“佛系”一代、“空巢”一代。

游戏中的青蛙一个“人”吃饭、一个“人”旅行、一个“人”写笔记、

一个“人”安静看书睡觉，这种安静、自由、随性的生活方式是“佛系青

年”们求而不得的。相较于一个人的孤单，现代的佛系青年习惯了一个人

打拼的生活方式，开始享受一个人的自由随性，他们渴望与世无争的生活，

渴望一个人享受也许孤单但却可以自由随性的独处空间。

据游戏设计者上村真裕子称：“游戏还有它更深层的意义，就是祈祷

亲人早点归来，以日本的社会风气来说，养青蛙更像是在养丈夫。因为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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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会经常出差，偶尔带一些在出差旅途中带回的一些土特产以及与景点的

合照。”而在中国，这款游戏养的不是“丈夫”而是“儿子”。“空巢青年”

们从自己对“蛙”的等待中体会父母养育之恩，也在养“蛙”的过程中，

独自舔伤——从蛙独自远行、独自生活、独自艰辛的摸爬滚打中找到自己

背井离乡、独自打拼、每天独自回到逼仄的出租屋中的影子，这两种“空巢”

都深深地刺痛着青年们的心，于是他们不由自主地投入更多的感情。

这只独居的青蛙，没有生存的压力，可以任性地选择说走就走的旅行。

不管有没有粮食，它都会选择出行，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勇气？青年人在现

实社会的挤压中已经丢掉了不顾一切、率性而为的勇气，他们有各种各样

的物质和思想包袱，不得不选择负重前行。既然自己做不到，就让“蛙”

代替自己去体验“诗和远方”吧。

变革中的时代给年轻人带来了激烈的竞争和压抑的生活，部分青年无

力对抗变革的时代，于是选择竭尽全力谋求生存。但他们需要一种情感的

寄托，现实社会越是难以满足的心理需求，他们越是需要在虚拟空间中转

嫁这种寄托。他们知道“眼前的苟且”才是生活的常态，“诗与远方”必

须让位，但又不愿意彻底放弃，成为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他们对于

现实生活的困境和虚拟游戏的情感寄托目的是有清醒认识的，正因为如此，

他们清楚地知道，游戏不需要花费太多的时间，也不需要更多的套路，不

需要更多名头作为掩饰，他们用一种简单直白的方式来宣泄自己内心的需

求。设计简单但心理定位准确的《旅行青蛙》正是这种情感需求相契合的

产物。

不管是佛系青年的一切随缘心理、空巢青年的孤独心理，《旅行青蛙》

踩中了当代中国青年的痛点。

二 ｜ 爆款游戏的启示

《旅行青蛙》在日本开发时本身是瞄准妻子对老公的期盼，而到了中国

转化成养儿子，不管是养老公还是养儿子，共同的是孤独是等待是期盼的心

理情感动因。《旅行青蛙》迎合这些心理动因就迅速占领市场，可见心理因

素在当代中国青年中的巨大影响力。而如何找准中国青年的心理动因，将其

变现转化为具有市场价值的资源，则应该成为接下来文化产业需要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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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课题。

中国青年阅读指数中关于“哲学与社会科学”阅读域及其二级阅读域中

“心理”阅读域的数据显示出中国青年对于心理动因的重视，这在一定程度

上印证了中国青年阅读指数与青年流行文化一致性，这些数据也推论出这种

文化现象的合理性——谁能抓住消费者的消费心理，谁就能占据市场，获得

更多的消费者的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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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2 月的中国青年阅读指数数据中，从阅读需求的角度来看，尽管

排名前两位的哲学及社会科学阅读域（需求指数 56.33）和文学阅读域（需求

指数 16.68）都呈上升趋势，但两者的数据相差较大。由此可以看出受众对阅

读的偏好变化：哲学及社会科学阅读域的内容需求已远超于文学阅读域。

相较于 2017 年初的阅读指数中的阅读需求数据，哲学及社会科学最初的

需求指数仅为 16.68，快速攀升至本期的 56.33，已上升 39.65，远超历史、自

然科学、艺术、法学等阅读域。而文学领域的需求指数则从最初位列第一的

25.46，缓慢走低至 16.68。哲学与社会社学类需求指数已长期稳定地超越了文

学。同时，哲学与社会科学的一级阅读域下，心理阅读域需求指数从 50.42 上

升至 53.15，变化增幅最大。

心理阅读域的抢眼表现，除文学影视及游戏作品之外，另一个不可忽略

的因素是人工智能的快速升温。世界范围内的互联网巨头纷纷宣布进军人工

智能领域，人工智能正在从“技术”的躯干中生出分支，向“意识”领域散

布开来，受众开始更加关注“AI”将会怎样改变未来，人类社会的现有分工

又是否会有被拆解重组的可能。关于 AI 伦理学的讨论也日趋升温。

仅在智能机器人领域，围棋人工智能程序 AlphaGo 已于 2016 年 7 月在世

界围棋排行榜中位列第一。通过“深度学习”的主要工作原理，一层神经网

络把大量矩阵数字作为输入，通过非线性激活方法取权重，再产生另一个数

据集合作为输出。这就像生物神经大脑的工作机理一样，通过合适的矩阵数量，

受众心理变革：人工智能于未来的可能性

*

文—宋泽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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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层组织链接一起，形成神经网络“大脑”进行精准复杂的处理。AlphaGo

国际围棋比赛中战胜了众多世界顶尖的职业选手，人脑的运算极限与人工智

能的“拟人化”备受关注。

对比中国青年阅读指数中一级阅读域的需求指数，除正向变化值排在前

两位的哲学与社会科学阅读域和文学阅读域之外，工学阅读域的增幅则排在

第三位，需求指数从上期的 2.83 增加到 4.17，变化值 1.33。工学阅读域中，

计算机科学增长迅速。

技术的发展与社会心理需求相辅相成，同时对社会心理具有带动和促进

作用。仅以 AlphaGo 为例，通过数据识别结构，多层神经网络进行数据分类

和逻辑整理，以形成对棋盘的认识和掌控，这一过程所进行的数据运算复杂

而多样，它同时也能在不断训练中得到优化和提高。而人脑的数据掌控能力

与运算精力有限，人工智能的出现与发展，挑战的显然不是人脑极限，它最

先挑战的，反而是受众的心理建构与思维意识。

观察中国青年阅读指数的供给数据，哲学及社会科学的供给量从 2017 年

12 月的 17.81 上升至 2018 年 1 月的 19.01，增幅 1.20，与需求增幅相对应。再

观察哲学及社会科学阅读域下细分的 7 个阅读域发现，哲学及社会科学阅读

域本月的供给上升全部集中于哲学二级阅读域中，从上月的 18.78 增加到本月

的 23.79，变化值增幅 5.00。心理学阅读域供给量虽然略有下降（降幅变化值

1.19），但仍是哲学及社会科学阅读域阅读域下供给量最大的阅读域。

将人工智能对受众的表象性影响放置于数据之下，对于大众而言，技术

的普及性是有限的，受众与技术之间易形成壁垒，技术的结果性革新则更容

易受关注，这也是引发受众心理变化的根源。故而比起技术本身，受众或许

更关心人工智能发展是否有极限，技术支持下，智能优化的结果是否有可能

产生质变，数据运算是否能最终转化为真正的人类思想。随着对技术发展结

果的认识加深，社会心理与自我意识也会相应发生变化。

市场映射数据中，哲学及社会科学同样是变化值增幅最多的阅读域，由

上月的 7.97 上升到本月的 10.37，增幅 2.40。二级阅读域中，哲学环比增幅为

15.63，除国学的市场映射数据上升 1.89 之外，其余 4 个二级阅读域均呈下降

趋势。哲学阅读域的增幅支撑起了整个哲学及社会科学阅读域市场映射数据

的稳步上升。

人工智能的发展尽管迅速，但如何描摹未来的智能规则还未可知，轮廓



24

未明，它对于社会心理的影响与科技之于生活的切实改变有所不同。中国青

年阅读指数供给数据中，心理学阅读域的供给量本月呈下降趋势，由 47.82 下

降到 46.64，降幅为 1.19；同时，社会学阅读域供给量也少量下降至 7.43，降

幅为 0.14。相比哲学与社会科学一级阅读域阅读需求数据中的增幅，文化机

构对其的供给量尽管下降幅度不大，但仍然反映出相应的供需矛盾：即市场

没有完全对这一阅读领域中相关的细节需求增长做出及时反馈。

人工智能涉及意识、自我、思维等人类社会的精神法则。这必将带来社

会心理变革，技术的革新也给人力与脑力提供了新的可能。《“十三五”国

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要求，到 2020 年，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

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 15%，新一代信息

技术产业总产值规模超过 12 万亿元。通过数据，我们能够管窥人类社会意识

形态潜移默化的改变。而人工智能所能带来的，除了日趋成熟的理论与科技

力量，还有无法想象与预知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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