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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0 月中国青年阅读指数报告

*

文 — 陈沁    庄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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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9 月，需求指数排名前三的阅读域是文学阅

读域（需求指数 28.59）、哲学及社会科学阅读域（需求指数 20.30）和教育

阅读域（需求指数 12.81）。文学阅读域需求指数由 8 月的 23.53 上升至 9 月

的 28.59，环比上升 5.06，是 9 月上升幅度最大的阅读域。哲学及社会科学

阅读域需求指数由 8 月的 24.73 下降至 9 月的 20.30，环比下降 4.43。此外，

9 月需求指数下降的阅读域还有经济金融管理阅读域（下降 1.75）、历史阅

读域（下降 1.59）和艺术阅读域（下降 0.67）。教育阅读域需求指数由 8 月

的 11.83 上升至 9 月的 12.81，环比上升 0.98。此外，9 月需求指数上升的阅

读域还有语言学阅读域（上升 2.07）、生活相关阅读域（上升 0.33）和新闻

传播广告阅读域（上升 0.20）。自然科学阅读域和医学阅读域需求较稳定，

两月指数变化不大。中国青年阅读需求指数详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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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 ...... 中国青年阅读需求指数

接下来针对文学阅读域和哲学及社会科学阅读域这两个主要的阅读域展

开详细分析。

将文学阅读域细分为 8 个二级阅读域，通过近两月数据分析，9 月需求

指数上升最快的是经典文学阅读域，需求指数由 8 月的 4.01 上升至 9 月的 9.27，

环比上升 5.26。此外，9 月需求指数上升的还有漫画绘本阅读域（上升 2.38）

和散文随笔阅读域（上升 1.19）。9 月需求指数下降最多的是小说阅读域，

需求指数由 8 月的 47.34 下降至 9 月的 39.60，环比下降 7.76。此外，文学理

论阅读域需求指数环比下降 1.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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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文学阅读域需求指数

将哲学及社会科学阅读域细分为 7 个二级阅读域，通过观察近半年来这

些细分领域的指数走势发现，心理阅读域需求最大。对比分析近两个月的数

据，9 月心理阅读域需求指数由 8 月的 31.72 下降至 9 月的 30.48，环比下降 1.24。

此外，9 月需求指数下降的阅读域还有政治阅读域（环比下降 2.97）和哲学

阅读域（环比下降 1.61）。国学阅读域需求指数由 8 月的 17.85 上升至 9 月

的 24.05，环比上升 6.20，是 9 月需求指数上升最多的阅读域。此外，9 月需

求指数上升的还有宗教阅读域（环比上升 0.09）和社会学阅读域（环比上升

0.06）。哲学及社会科学阅读域需求指数详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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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 哲学及社会科学阅读域需求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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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观察域供给指数走势发现，各阅读域供给指数相对需求指

数更稳定，波动较小。通过对比分析中国青年阅读供给指数近两月的数据发

现，文学阅读域供给指数从 8 月的 50.62 下降至 9 月的 46.05，环比下降 4.57，

是 9 月供给指数下降最多的阅读域。此外，9 月供给指数下降的还有教育阅

读域（环比下降 0.45）和生活相关阅读域（环比下降 0.20）。9 月供给指数

上升最多的是哲学及社会科学阅读域，供给指数由 8 月的 23.27 上升至 9 月

的 25.15，环比上升 1.88，此外，经济金融管理阅读域供给指数也有较大的上升，

环比上升 1.71。自然科学、历史、工学和艺术阅读域供给指数也略有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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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哲学及社会科学阅读域进行供给侧详细分

析。

与需求对应，小说和散文随笔是文学阅读域中供给量较大的阅读域。

通过对文学阅读域供给分析，小说阅读域供给指数从 8 月的 73.13 下降至 9

月的 71.84，环比下降 1.29。散文随笔阅读域是 9 月文学阅读域供给指数上

升幅度最大的阅读域。散文随笔阅读域供给指数从 8 月的 19.26 上升至 9 月

23.06，环比上升 3.80。纪实文学阅读域供给指数由 8 月的 3.38 上升至 9 月

的 3.54，环比上升 0.16。漫画绘本阅读域供给指数由 8 月的 4.15 下降至 9 月

的 1.14，环比下降 3.01，是 9 月文学阅读域供给指数下降幅度最大的阅读域。

经典文学和文学理论阅读域供给较为稳定，指数变化不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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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和哲学是哲学及社会科学阅读域中供给量较大的阅读

域。通过对哲学及社会科学阅读域近半年来供给指数走势分析发现，心理和

哲学阅读域供给在缓慢上升。对比最近两月数据，心理阅读域供给指数从 8

月的 30.05 上升至 9 月的 33.07，环比上升 3.02，是 9 月供给指数上升最多的

阅读域。此外，9 月供给指数上升的还有政治阅读域（环比上升 0.35）、社

会学阅读域（环比上升 0.34）和文化阅读域（环比上升 0.13）。哲学阅读域

供给指数下降幅度最大，由 8 月的 32.77 下降至 9 月的 30.12，环比下降 2.65。

国学阅读域供给指数下降 1.22。宗教阅读域供给指数变化不大。哲学及社会

科学阅读域供给指数详见下图。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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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包括自然

科学阅读域、新闻传播广告阅读域和语言学阅读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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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指数

无此类阅读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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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包括哲学及社会科学阅读域、经济金融管理阅读域、历史阅读域、工学阅

读域、艺术阅读域和法学阅读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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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阅读域和生活相关阅读域。此外，

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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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的 70.50 上升至 9 月的 75.67，环比上升 5.17，是 9 月市场

映射指数上升最多的阅读域。此外，9 月市场映射指数上升的还有历史阅读

域（环比上升 0.60）和自然科学阅读域（环比上升 0.47）。9 月市场映射指

数下降最多的是哲学及社会科学阅读域，市场映射指数由 8 月的 13.47 下降

至 9 月的 8.37，环比下降 5.10。此外，市场映射指数下降的阅读域还有经济

金融管理阅读域（下降 0.92）和工学阅读域（下降 0.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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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仅小说阅读域市场映射指数下降。

市场映射指数由 8 月的 74.82 下降至 9 月的 72.34，环比下降 2.48。9 月小说

的热度仍是最高。9 月纪实文学阅读域市场映射指数上升最多，由 8 月的 2.90

上升至 9 月的 4.00，环比上升 1.10。此外，市场映射指数上升的还有经典文

学阅读域（环比上升 0.55）、漫画绘本阅读域（环比上升 0.53）和散文随笔

阅读域（环比上升 0.30）。文学阅读域市场映射指数详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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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的热度最高，市场映

射指数由 8 月的 63.37 下降至 9 月的 55.77，环比下降 7.60，是 9 月市场映射

指数下降最多的阅读域。此外，9 月市场映射指数下降的还有社会学阅读域

（环比下降 2.64）、国学阅读域（环比下降 2.30）和政治阅读域（环比下降

1.33）。9 月市场映射指数上升最多的是哲学阅读域，市场映射指数由 8 月

的 16.92 上升至 9 月的 24.85，环比上升 7.93。此外，文化阅读域市场映射指

数环比上升 5.94。哲学及社会科学阅读域市场映射指数详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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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抓取图书阅读量的基础上，通过统计每个出版机构出版图书的阅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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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有限公司、上海人民出版社和广西师

范大学出版社。详细榜单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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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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6,075,097 68.22%

2 上海人民出版社 3,205,310 74.91%

3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817,486 78.28%

4 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 2,261,636 76.42%

5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48,121 50.99%

6 北京磨铁图书有限公司 1,662,364 63.72%

7 人民文学出版社 1,387,535 64.73%

8 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1,085,186 73.13%

9 印刷工业出版社 1,071,539 63.00%

10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公司 1,067,839 74.97%

11 北京中作华文数字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1,058,645 68.88%

12 作家出版社 978,984 73.10%

13 童趣出版有限公司 945,820 78.37%

14 重庆出版集团 792,579 57.05%

15 北京联合出版有限责任公司 633,586 72.39%

16 中信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481,690 67.11%

17 科幻世界杂志社 396,647 77.00%

18 广州市久邦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391,823 77.00%

19 北京读书人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384,191 72.98%

20 四川文艺出版社 383,639 73.42%

* 数据统计时间为 2018 年 7 月 25 日到 2018 年 9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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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阅读指数通过数据、算法和指数逻辑，捕捉和分析、研判与预

判当下到未来的青春阅读潮流、舆论情报和思想生态的变化轨迹，发现有一

个“引爆点”正在形成：强国少年形塑中国！

从知识付费到传统出版，从内容创生到泛文娱全产业链，从成长教育到

大文创全价值链……现在整个市场都在流行“少年读物热”。

强国少年形塑战略，已经成为从顶层设计到基层创新必须提上日程的现

实、理论和政治重大课题。

也就是说，形塑强国时代中国青少年的形象特质、生活方式、消费特性、

族群认同、价值取向、文化建构和社群治理现代化体系等，已经成为“两个

一百年”的时代命题。这是中国青年阅读软战争、叙事战和制脑权之战的新

契机、新挑战。

一 ｜ 少年读物热：从教导到主导

中国青年阅读指数通过指数的逻辑，持续、深入和系统梳理阅读域的热

点话题、类型板块、题材潮流、源流演变，清晰而精准地捕捉到了这条变化

轨迹的“关键轴线”——现在整个市场正在流行“少年读物热”。

我们以贯通了成长和教育两大核心诉求的“教育阅读域”为例，做一个

年度指数的分析，可以发现成长教育阅读域的需求指数在这一年半中，大数

强国少年形塑中国：

中国青年阅读指数“少年读物热”

*

文 — 皮钧    庄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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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是如此变化的：

2017 年 4 月 15.4 迅速爬升到 2018 年 5 月的 26.48，2018 年 6 月有所下降，

之后几月又在缓慢攀升。详见下图。

注：中国青年阅读需求指数

对这组成长教育阅读域的大数据进行同比、环比和相对变化的比较与分

析，我们在数和量的相对变化中，发现三条变化的轨迹。

一是从“青少年必读”（教导式）正在转向“少年读 ××”（诱导式），

这是当下从图书出版到知识付费的主流。

二是，少年读 ××（“诱导式”）正在变成“少年要……”（“自主探

究式”），少年自我主导潮流正在发轫之中。

三是，强国少年形塑的庞大需求潮流，正在从国家、国民（家长）和社

会等几方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动，变成“把选择权交给少年”的需求侧

拉动：世界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但归根到底，仍然是我们的——未来的

世界将会怎么样，将由我们自己抉择。

也就是说，青少年自主抉择和行动的文化潮流与价值取向，在主流意识

形态的框架体系和价值引领体系之下，迫切需要更多的“主导”——这是从

教导、诱导到自主探究式融合发展进程中形塑强国少年的核心纽带。

这决定了：2018 年席卷中国青年阅读域的少年读物热，不仅仅是指“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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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读物”这种出版物或者阅读形态的变革与创新，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新

兴的强大驱动力，它指向的是一种少年“读——物”的取向和趋势：“读”

是一种动作，在阅读中阅读中国，发现自我和众创世界！

少年在阅读中正在“读取”人、事物甚至整个世界的信息，反诸自身，

重塑自我和世界以及“连接”和“众创”的方式！

一如此前我们在中国青年阅读指数中指出的未来重要趋势：连接世

界——中国青年正在寻找特殊的方式，把自己和整个世界连接成一个整体，

众创未来的美好生活、美好和新秩序。

二 ｜ 开学第一课：“少年强则国强”PK“少年娘则国娘”

于是，伴随着“少年读物热”，“少年强，则国强”PK“少年娘，则国

娘”近半年席卷“朋友圈”，已经成为一种必须正视和审视的现象。

这涉及中国青年阅读软战争中新一轮的舆论权、话语权和文化领导权之

争。

中国青年阅读指数发现，凡是在成长教育阅读域波动最为激烈的时间、

空间、地域或者圈层，几乎都是阅读软战争、叙事战和制脑权之战最为激烈

的节点。

同样以 2017 年 10 月到 2018 年 9 月成长教育阅读域的供给指数，来进

行“年度数据”分析，可以看到：从 2017 年 10 月的 1.38 到 2018 年 9 月的 1.73，

供给指数一直在 1.55 的平均线波动。详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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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中国青年阅读供给指数

与上述中国青年阅读偏好的成长阅读域需求指数进行比较，可以发现，

犹如价格围绕价值波动，少年读物的波起潮伏，几乎都是围绕着“少年战”

的轴心而震荡。

比如，“少年娘则国娘”PK“少年强则国强”——培养什么样的少年形

象、气质和精神，又一次被提升到关乎“国家品格与国民审美”塑造的高度。

这股潮流，延续 21 世纪初“培养男子汉”（如经常把中日韩三国对小

学生的培养方式比较，呼吁培养“小男子汉”）的浪潮，发展至现在，发轫

成把欧美“银幕硬汉”等形象塑造和中国泛文娱全产业链中“小鲜肉”流量

明星进行比较，硬怼“娘炮少年”的人设形象和公众影响。

这里面始终贯穿着“培养什么样的少年，就意味着创造什么样的中国和

未来”的重大议题及原点，但以呈现不同形态的“舆论浪花朵朵”，并以“不

同的利益诉求”为出发点。

因此，对于这种舆论权、话语权和文化领导权之争的潮流，中国青年阅

读指数从三个层面进行条分缕析、辨异寻源。

第一，这里面有不同的立场诉求：国家引导、产业诱导、民间向导等。

如当下国家和国民两大需求合流，强烈要求“国家 / 国民英雄”形象重塑，

给予中国少年和少年中国以核心价值引领。

“小鲜肉”PK“硬汉形象”，既有泛文化娱乐全产业链话语权之争——

“小鲜肉”流量明星的盛行，损害一批泛文娱既得利益集团；同时，又牵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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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中西方叙事模式变革中的文化领导权之争——中国有没有“超级英雄”，

能不能塑造“少年英雄”？

这其实也是一种幕后推手策动的舆论战和阅读软战争，直逼制脑权之

争。

第二，研判这些青春潮流的走向，仍然是“核心权益维护战”——各

种不同观点的背后，到底代表着“谁”，以及什么样的切身利益、底线和原

则边界？

国家有国家的核心权益，所以，需要以“国家英雄”形象重塑，来进

行核心价值引领。

文娱有文娱的核心权益，而且这种核心权益基于不同的利益群体产生

分化。比如，硬怼小鲜肉，其实最初是由泛文娱全产业链中某一部分利益群

体发起，最后都裹挟了“国家审美”和“硬汉英雄”的中西方叙事战：前者，

借国家正义以占领审判制高点；后者，却又以西方硬汉英雄的叙事模式，来

撼动中国“国家审美”的叙事变革。其间潜藏着话语权、舆论权和文化领导

权之争，以讲故事的方式，掌控对中国少年和国民意识形态重塑的“制脑权”

之争。

国民亦有自己的核心权益：从渴求“国民英雄”重塑，到如何代言自

己的切身利益，而不是被他人以“绑架英雄”的方式，绑架民意；或者以“人

民的名义”，代表人民。

于是，第三，从硬怼小鲜肉，到“开学第一课”，“少年娘，则国娘”PK“少

年强，则国强”，一波三流，整个舆论潮流的发展，基本上可以考察为三个

质疑：

一是，这里有几分是由不同的利益群体或利益集团来操控的？有没有

借“少年强，则国强”的国家价值制高点，来打压、审判和裁决“少年娘，

则国娘”的利益诉求？

二是，又有几分是“绑架民意”或者“代表人民”，通过绑架国民的

利益和精神诉求，来争夺中西方叙事战和多元化叙事战中的话语权、舆论权

和文化领导权，从而掌控中国少年和国民意识形态重塑的“制脑权”？

三是，这里面又有几分，是真正映照了以中国家长帮为代表的“国民

审美诉求”和国家顶层设计的“国家价值品格”？

最关键的是，在这所有的质疑之中，有一个最根本的质疑：都在拿“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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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说事儿，但是，少年的核心权益诉求体现在哪里？

三｜ 强国少年形塑战略：从主责、主职到主导

这是与“中国少年”“少年中国”和“强国之旅”切身相关的重大议题。

中国青年阅读指数一直呼吁，要把这种选择、形塑和创造的“权杖”交

予他们——少年强，则国强；强中国，强少年。

这是因为，当代少年崛起，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文化自信、自觉自为、

自强自主的取向。而且，他们由于各种技术工具连接成网络，形成强劲的裹

挟潮流，具有强大的“议价”能力，迫使整个世界不得不倾听他们的声音。

犹如中国青年阅读指数在首期解读报告中指出：2011 年之前，是中国青

年“我想和世界谈谈”；但 2011 年之后，是整个世界“想和中国青年谈谈”——

把未来和世界的选择权交给“强国少年”，是议价的重要条件之一。

它直接影响了中国青年阅读域的青春潮流、舆论情报和思想生态重塑，

并逼迫我们直面需求 - 供给之间的不充分、不平衡和不匹配之状况。

如从中国青年阅读偏好看，成长教育阅读域的需求指数由 2018 年 8 月

的 11.83 上升至 9 月的 12.81，环比上升 0.98；然而，2018 年 9 月成长教育阅

读域的供给指数却环比下降 0.45。成长教育阅读域的需求量在增加，供给量

却在减少。

而这，恰恰是“强国少年形塑中国”的少年读物热当下与未来的契机和

挑战。

第一，创新成长教育新方式，从家长和孩子共同成长的利益诉求出发，

构建“自主探究”的立场——把选择权交给孩子，让他们从被动变为主动，

符合当下时代终身学习、探索自我的成长需求。这样才能缓解家长无力教育

的焦虑。

第二，抢占“叙述模式变革”的下一步先机：从青少年必看的“教导叙

模式”，到少年读经典的“诱导叙述变革”都只是改良，而不是革命。真正

革命的叙事模式变革，是从“他需要”变成“我想要”，这可以避开从“教

导到诱导”的各种“红海”利益之争，开辟“蓝海”第一旅。

中国青年阅读指数通过少年读物热的数据分析，发现当下内容产业链最

大的两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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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不停为了满足成长教育阅读域“方便面”的需求，而不停地制造“方

便面”式的快消文化产品。

二是从自己核心权益出发，不停地制造“需求焦虑”，从而推销自己的

产品、内容、项目和服务：不停地渲染“再不学习革命，你就被时代淘汰”

的知识焦虑，从而制造“知识付费”热潮；不停地构建“赢在起跑线”的成

长教育焦虑，裹挟着家长买单，由人民币来铺就教育高速路……

第三，最重要的是，这种立足于家长和孩子利益诉求的“我想要”，最

终必然会走向“我需要”——我想要方便面，但最终我需要的仍然是维生素。

因为方便面能让他们产生快感，但是，维生素才能让他们健康成长。而其实，

从家长到孩子，都越来越有鉴别力和选择力。

因此，这就需要我们立足于他们当下核心素养的“成长密码”和“教育

抉择”出发，落实到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提供中国、世界、人类的优秀文明，

从培养龙的传人，到培养全球化创新型人才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世代。这才是

符合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国民利益的“最大公约数”。

从国民需求潮流走向国家形塑战略，从基层创新到顶层设计理念变革，

必然倒逼我们从教导到诱导，从引导到向导，重新定义、定性与定位“主责”“主

职”和“主导”，变革与创新少年读物的对接通道和阅读桥梁，构建一个“强

国少年形塑战略”形态、业态和生态系统，重塑“少年强国和强国少年”的

强国时代国民价值观体系：解读一代少年，提升一代少年，塑造一代少年——

将整个中华文明基因、人类优秀文明源流和新时代青少年核心素养（如重大

科技革命中的全球创新型人才能力）结合起来，构建一个完整、系统和全方

位的“强国少年形塑战略”。

少年强，则国强；强中国，强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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