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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收集国内期刊关于元宇宙的相关研究论文进行分析，了解目前元宇宙的研究热点，并通过问卷调

查，了解性别、年龄、职业和教育程度对元宇宙的了解程度、对元宇宙的关注度、对元宇宙相关技术的

兴趣和对元宇宙未来的信心程度，是否具有差异。发现目前元宇宙的热点研究，以数字经济和虚拟现实

为主，其次是区块链。男性对元宇宙概念的了解程度、对元宇宙评论和话题的关注度和对元宇宙技术的

兴趣显著高于女性；对元宇宙未来的信心程度，男女性则没有显著差异。年龄20岁以下群众，对元宇宙

的了解程度和关注度明显高于20~40岁、40~60岁和60岁以上年龄区段；本科教育程度对元宇宙的技术

兴趣明显高于高中及以下教育程度和专科教育程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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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collected and analyzed the relevant research papers on metaverse of Chinese domestic 
journals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research hotspots of metaverse. Then through the question-
naire survey to understand whether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understanding of metaverse, atten-
tion to metaverse, interest in metaverse related technologies and confidence level in the futur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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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verse by gender, age groups, occupations and education levels. It is found that the current hot 
research on metaverse is mainly digital economy and virtual reality, followed by blockchain. 
Men’s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cept of metaverse, their attention to metaverse comments and 
topics, and their interest in metaverse technology a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women’s;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men and women in their confidence level in the future of the 
metaverse. People under the age of 20 have a higher level of understanding and attention to the 
metaverse than those aged 20~40, 40~60 and over 60; The undergraduates’ interest in metaverse 
technology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with high school education or below and junior col-
leg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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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1 年 3 月 10 日 Roblox 公司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被业内称为“元宇宙第一股”，同年 10 月

28 日 Facebook 公司宣布改名“Meta”，彰显公司发展元宇宙的决心。“元宇宙”一词快速占据媒体版面，

成为 2021 年的年度热词，引发了大众的关注与讨论，许多媒体与群众更把 2021 年定为元宇宙元年。事

实上“元宇宙”(Metaverse)一词最早出现于美国作家尼尔·斯蒂芬森的科幻小说《雪崩》中，“meta”
除了有“元”的含义以外，更具有“超越”的含义，Metaverse 代表了人类超越此时、此地、现有宇

宙的期许。 
元宇宙的爆火带动了网络社群的讨论，引发了媒体与大众的关注，更引起了专家学者的研究热潮，

一般群众、新闻从业人员和专家学者纷纷在网络社群、报章杂志与专业期刊发表看法、评论与各种研究

论文。元宇宙相关理论与技术的发展、规划和应用场景，就在这些网络社群、报章杂志与专业期刊的探

索中渐渐成形。这些研究和讨论的热点不仅彰显未来元宇宙发展的方向，更隐含未来元宇宙的数字经济

触角。因此本文拟针对目前国内关于元宇宙的研究进行分析，了解专家学者对元宇宙的擘划和应用的领

域规划，探索未来元宇宙的经济应用场景。 
在元宇宙的热潮中，性别、年龄、职业等因素是否会影响人们对元宇宙的关注、对元宇宙的技术兴

趣和对元宇宙未来的信心，哪类群众对元宇宙特别关注，对元宇宙相关技术感到兴趣，对元宇宙的未来

具有信心，群众对元宇宙的观点受到哪些因素影响，令人感觉到兴趣。本文拟通过数据采集了解元宇宙

的研究热点，并通过问卷调查探究影响群众对元宇宙观点的因素。 

2. 元宇宙的内涵与应用 

2.1. 元宇宙的概念与定义 

元宇宙的研究目前并未形成统一的定义与终极形态的描述，专家学者普遍认为元宇宙是一个广义网

络空间[1]，在涵盖物理空间、社会空间、赛博空间以及思维空间的基础上，融合互联网、虚拟现实、人

工智能、区块链等多种数字技术，将网络、软硬件设备和用户聚合在一个虚拟现实系统之中，形成一个

映射现实世界、又平行独立于现实世界的虚拟世界[2]。元宇宙基于虚拟现实提供沉浸式体验，基于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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孪生技术生成现实世界的镜像，基于区块链技术搭建经济体系，将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在经济系统、社

交系统、身份系统上密切融合，并且允许每个用户进行内容生产和世界编辑[3]。通过技术与人文来构建

元宇宙的交融基础和文明基础，形成超越现实世界、沉浸自由、虚实交互的全新形态[4]，又被称为“共

享虚拟现实互联网”和“全真互联网”[5]。让人具有现实人和虚拟人的双重身份，可以自由地在真实世

界和虚拟世界中穿梭，开展各种活动[6]。 

2.2. 元宇宙的特征属性 

蒲清平认为元宇宙具有技术叠加性、虚实相融性、具身沉浸性和实时交互性四个特征[7]。Roblox 公

司的首席执行官 Baszucki 认为元宇宙具有八个特征，分别为身份(Identity)、朋友(Friends)、沉浸感

(Immersive)、低延迟(Low Friction)、多样性(Variety)、随地(Anywhere)、经济(Economy)和文明(Civility) [8]。 

2.3. 元宇宙的应用场景与技术研究 

元宇宙的相关研究虽然开展不久，但是专家学者已经在元宇宙的数字经济方面提出了许多的看法和

策略[9]。元宇宙的应用场景，更从虚拟现实的游戏扩及到了教育、电商、文旅等方面，大量开拓性的研

究与建议纷纷被提出[10]。元宇宙可以提供沉浸式的教学互动环境，提高学习的效率[11]。元宇宙可以提

供电商消费者沉浸式的虚拟体验空间，增加消费者对产品的了解与体验[12]。元宇宙可以帮助旅游产业营

造沉浸化旅游场景，为消费者提供沉浸式的旅游体验[13]。未来元宇宙的电子商务、文旅产业、影视领域

等商业应用必然包括：沉浸感，虚拟情境，朋友，直播，视频等元素[14]，使用者的角色将从观看者提升

至到体验者，甚至创作者的角色[15]。基于元宇宙的智慧图书馆能够打破空间限制，实现虚实共生，消除

信息鸿沟，促进数字包容[16]。元宇宙图书馆能感知图书馆人、机、物、环境及其彼此之间的关联，实现

物理世界与元宇宙的有效衔接，具有全局感知、精准映射、虚实融合、模型定义、智能干预、智能成长

六个基本特征[17]。 
VR 头盔和现实眼镜以高清晰度和 360 度投射图像，还能通过传感器以逼真的方式实时再现一个人的

物理外观。Oculus 品牌的 Quest2 虚拟现实头显全球销量已经达到千万量级，是有史以来销量最高的 VR
一体机设备，可以想见未来元宇宙領域的 VR/AR 技术渗入商机无限。根据研究 Oculus QuestVR 设备的

享受度、空间临场感、参与感和存在感平均得分高于 AR 设备高于 AR 设备[18]。 
元宇宙医学是通过 AR 技术实施的物联网医学，通过虚实融合、人机融合和虚实联动技术，全时空

地指导经验不足的医生解决医学问题，以便联动、高效、精准、同质化地提高医疗服务。元宇宙医学包

括的技术有全息构建、全息仿真、虚实融合与虚实联动技术[19]。 
元宇宙引发了传播领域核心概念：媒介及新媒介的深层思考。媒介是连接人的全部社会关系的纽带，

新媒介是为这个纽带提供新的范式。未来媒介的演进将从“场景时代”到“元宇宙”再到“心世界”[20]。 

3. 研究方法 

3.1. 数据来源 

本文以 Python 爬取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3 月 1 日“元宇宙”相关的科研论文数据，总计获得

598 笔元宇宙科研论文数据的文本数据。根据文章主题、关键词与内文，将文章归类为元宇宙概念、人

工智能、虚拟现实、区块链、NFT、教育、传媒、数字经济、游戏 9 大研究领域，进行各领域占比分析，

找出元宇宙的研究热点。另外编制问卷，了解一般群众对元宇宙的了解程度、对元宇宙的关注度、对元

宇宙的技术兴趣和对元宇宙未来的信心程度，获得有效问卷 254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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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问卷设计 

问卷分为五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基本资料，包括性别、年龄、学历、职业等；第二个部分是元宇

宙的了解程度包括对元宇宙的概念和想法的了解程度；第三个部分是对元宇宙的关注度，包括对元宇宙

新闻的关注度、对元宇宙评论与相关话题的关注度；第四个部分是对元宇宙的技术兴趣，包括对元宇宙

技术发展的兴趣和元宇宙产品开发与设计的兴趣；第五个部分是对元宇宙未来的信心程度，包括对元宇

宙的未来发展具有信心、相信元宇宙对未来生活会造成重大影响。 

3.3. 分析方法 

首先针对爬取的数据进行元宇宙概念、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区块链、NFT、教育、传媒、数字经

济、游戏 9 大研究领域的占比分析，找出元宇宙的研究热点。然后通过问卷数据，分析性别、年龄区段、

职业类别和教育程度，是否会影响一般群众对元宇宙的了解程度、对元宇宙的关注度、对元宇宙的技术

兴趣和对元宇宙未来的信心程度。分析的方法如下：以 t 检验比较性别对元宇宙的观点是否具有差異；

以单因子方差分析比较年龄区段、职业类别和教育程度对元宇宙的观点是否具有差异；再通过 LSD 事后

检验，进行两两比较，深入分析。 

4. 数据分析结果 

4.1. 元宇宙研究的热点 

为了解目前国内对元宇宙研究的热点，本文针对国内元宇宙的相关研究进行数据收集与分析。依照

收集的元宇宙相关科研成果数据，归纳出元宇宙概念、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区块链、NFT、教育、传

媒、数字经济、游戏 9 大研究领域，各领域的占比如图 1。 
 

 
Figure1. Proportion of research hotspot fields in the metaverse 
图 1. 元宇宙研究热点领域占比 

 
由图 1 可以发现目前对元宇宙的研究，以数字经济和虚拟现实占比 19%最多，其次是区块链的研究

占比 16%，再其次为讨元宇宙概论的文章占比 15%，教育领域占比 12%，传媒领域占比 7%。元宇宙数

字经济与社会发展、企业经营、国家战略布署息息相关，研究占比自然相对较高；虚拟现实和区块链的

研究则是在元宇宙爆火之前，因为信息技术、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发展早已开始研究，研究占比也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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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较高；而元宇宙概论的文章占比多，表示学者专家对元宇宙的研究目前处于起步阶段，仍在进行一

般性概念和定义的厘清，以及元宇宙法律、文化、心理层面的探讨。除了一般性概论的研究外，元宇宙

真正的应用领域目前则以教育领域和传媒领域为主。因此元宇宙目前的技术研究热点是虚拟现实和区块

链；应用场景的热点则为教育领域和传媒领域。 

4.2. 问卷分析 

问卷调查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1，研究问卷的信度分析采用 Cronbach’s α值为衡量指标，如表 2。研究

问卷的效度分析，采用 KMO 与 Bartlett 检验，如表 3。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the questionnaire in this study 
表 1. 本研究问卷的描述性统计 

项目 分类 人数 比例(%) 

性别 
男 103 40.55% 

女 151 59.45% 

年龄 

20 岁以下 101 39.76% 

20~40 岁 110 43.31% 

40~60 岁 35 13.78% 

60 岁以上 8 3.15% 

职业 

学生 98 38.58% 

企业员工 25 9.84% 

教职员工 96 37.80% 

科研人员 15 5.91% 

个体及自由职业者 16 6.30% 

创新企业经营者 4 1.57% 

教育程度 

高中及以下 40 15.75% 

专科 37 14.57% 

本科 157 61.81% 

硕士 15 5.91% 

博士 5 1.97% 

 
Table 2. Reliability analysis of the questionnaire in this study 
表 2. 本研究问卷的信度分析 

分类构面 衡量题数 Cronbach’s α系数 问卷 α系数 

了解程度 2 0.714 

0.799 
关注度 2 0.824 

技术兴趣 2 0.880 

未来信心 2 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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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Validity analysis of the questionnaire in this study 
表 3. 本研究问卷的效度分析 

Kaiser-Meyer-Olkin 0.701 

Bartlett球形检验 

近似卡方检定 1507.098 

自由度 28 

显著性 0.000** 

注：本文中*表示 p < 0.05；**表示 p < 0.01。 
 

研究问卷各构面的Cronbach’s α系数皆在 0.7以上，因此本研究各因素的信度可被接受。KMO为 0.701，
Bartlett 球形检验具有显著性，代表研究问卷具有效度。 

4.2.1. 不同性别对元宇宙观点的差异性 
以性别为影响变量，与其他变量进行比较，结果如表 4。由表 4 可以发现样本中男女的年龄分布和

职业分布有显著差异，但是教育程度没有差异。通过独立样本 t 检验，探究不同性别对元宇宙了解程度、

关注度、技术兴趣和未来信心程度的差异，结果如表 5。由表 5 可以发现男性对元宇宙概念的了解程度、

对元宇宙评论和话题的关注度和对元宇宙技术的兴趣均显著高于女性；对元宇宙未来的信心程度，男女

性则没有显著差异。 
 

Table 4. Cross contingency and chi-square test of gender and other variables 
表 4. 性别与其他变量的交叉列联和卡方检验 

 性别 男 女 卡方检验 显著性 

年龄 

20 岁以下 53 48 

10.15 0.017** 
20~40 岁 37 73 

40~60 岁 11 24 

60 岁以上 2 6 

职业 

学生 48 50 

35.166 0.000** 

企业员工 18 7 

教职员工 18 78 

科研人员 9 6 

个体及自由职业者 8 8 

创新企业经营者 2 2 

教育程度 

高中及以下 14 26 

7.497 0.112 

专科 9 28 

本科 72 85 

硕士 5 10 

博士 3 2 

 
Table 5. Gender differences in the view of the metaverse 
表 5. 性别对元宇宙观点的差异性 

分类构面 性别 平均数 T 值 显著性 

了解程度 
男 4.20 

7.480 0.000** 
女 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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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关注度 
男 3.83 

7.695 0.000** 
女 3.22 

技术兴趣 
男 3.94 

3.659 0.000** 
女 3.54 

未来信心 
男 3.66 

1.026 0.306 
女 3.56 

4.2.2. 不同年龄对元宇宙观点的差异性 
以年龄为影响变量，与其他变量进行比较，结果如表 6。由表 6 可以发现样本中各年龄层的性别分

布、职业分布和教育程度分布都具有显着差异。接着通过单因子方差分析，研究不同年龄区段对元宇宙

了解程度、元宇宙关注度、元宇宙技术兴趣和对元宇宙未来信心程度的看法，综整如表 7。由表 7 可以

发现不同年龄区段对元宇宙的了解程度和关注度具有明显差异；对元宇宙的技术兴趣和未来信心程度则

没有显着差异。 
 
Table 6. Cross contingency and chi-square test of age and other variables 
表 6. 年龄与其他变量的交叉列联和卡方检验 

 年龄 20 岁以下 20~40 岁 40~60 岁 60 岁以上 卡方检验 显著性 

性别 
男 53 37 11 2 

10.15 0.017** 
女 48 73 24 6 

职业 

学生 79 18 0 1 

141.475 0.000** 

企业员工 11 10 3 1 

教职员工 2 64 26 4 

科研人员 7 6 1 1 

个体及自由职业者 2 10 3 1 

创新企业经营者 0 2 2 0 

教育程度 

高中及以下 5 23 12 0 

65.189 0.000** 

专科 4 24 7 2 

本科 89 52 11 5 

硕士 1 10 4 0 

博士 2 1 1 1 

 
Table 7. The differences of age groups’ views on the metaverse 
表 7. 年龄区段对元宇宙观点的差异性 

分类构面 年龄 平均数 F 值 显著性 

了解程度 

20 岁以下 4.02 

4.483 0.004** 
20~40 岁 3.80 

40~60 岁 3.70 

60 岁以上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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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关注度 

20 岁以下 3.64 

5.026 0.002** 
20~40 岁 3.39 

40~60 岁 3.31 

60 岁以上 2.94 

技术兴趣 

20 岁以下 3.79 

0.675 0.568 
20~40 岁 3.62 

40~60 岁 3.70 

60 岁以上 3.69 

未来信心 

20 岁以下 3.65 

0.557 0.644 
20~40 岁 3.59 

40~60 岁 3.47 

60 岁以上 3.69 

 
为了详细探究不同年龄区段间对元宇宙了解程度和关注度的差异，通过 LSD 事后检验针对不同年龄

区段间对元宇宙了解程度和关注度进行两两比较，比较结果如表 8。由表 8 可以发现年龄 20 岁以下区段

的人，对元宇宙的了解程度和关注度明显高于 20~40 岁、40~60 岁和 60 岁以上年龄区段的人；20~40 岁、

40~60 岁和 60 岁以上年龄区段的人，对元宇宙的了解程度和关注度则没有显着差异。可能的原因是元宇

宙的概念较新、较受到年轻人的欢迎。配合表 6 的数据，发现 20 岁以下年龄区段中，教育程度主要为本

科生，因此对元宇宙的了解程度和关注度较高。 
 
Table 8. The LSD multiple comparisons of age groups’ views on the metaverse 
表 8. 年龄区段对元宇宙观点的 LSD 事后检验 

 年龄(I) 年龄(J) 平均值差值(I-J) 标准误差 显著性 

了解程度 

20岁以下 

20~40岁 0.229 0.088 0.010* 

40~60岁 0.325 0.126 0.010* 

60岁以上 0.587 0.235 0.013* 

20~40岁 

20岁以下 −0.229 0.088 0.010* 

40~60岁 0.095 0.124 0.443 

60岁以上 0.358 0.235 0.128 

40~60岁 

20岁以下 −0.325 0.126 0.010* 

20~40岁 −0.095 0.124 0.443 

60岁以上 0.263 0.251 0.297 

60岁以上 

20岁以下 −0.587 0.235 0.013* 

20~40岁 −0.358 0.235 0.128 

40~60岁 −0.263 0.251 0.297 

关注度 20岁以下 

20~40岁 0.257 0.093 0.006** 

40~60岁 0.329 0.133 0.014* 

60岁以上 0.706 0.249 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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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关注度 

20~40岁 

20岁以下 −0.257 0.093 0.006** 

40~60岁 0.072 0.131 0.584 

60岁以上 0.449 0.248 0.072 

40~60岁 

20岁以下 −0.329 0.133 0.014* 

20~40岁 −0.072 0.131 0.584 

60岁以上 0.377 0.266 0.157 

60岁以上 

20岁以下 −0.706 0.249 0.005** 

20~40岁 −0.449 0.248 0.072 

40~60岁 −0.377 0.266 0.157 

4.2.3. 不同职业对元宇宙观点的差异性 
将职业分成学生、企业员工、教职员工、科研人员、个体及自由职业者和创新企业经营者六种类型。

一般而言，创新企业经营者与科研人员对元宇宙的关注度和技术兴趣应该会高于一般企业员工和教职员

工，尤其在元宇宙的应用领域，只要具有商机，创新企业经营者的灵敏度应该是最高的，对元宇宙的了

解程度和关注度应该会高于其他职业。因此本文以职业类型为影响变量，与其他变量进行比较，结果如

表 9。由表 9 可以发现样本中各职业类型的性别分布、年龄分布和教育程度分布都具有显着差异。 
通过单因子方差分析研究不同职业对元宇宙了解程度、元宇宙关注度、元宇宙技术兴趣和对元宇宙

未来信心程度的看法，综整如表 10。由表 10 可以发现不同职业类型对元宇宙的了解程度、关注度、技

术兴趣和未来信心程度具有统计上的明显差异。以对元宇宙的了解程度而言，创新企业经营者、科研人

员、学生、个体及自由职业者的平均分数比企业员工和教职员工略高；对元宇宙的关注度则是科研人员

和创新企业经营者的平均分数高于教职员工对元宇宙的技术兴趣则是创新企业经营者平均分数高于其他

职业人员；对元宇宙的未来信心程度同样以创新企业经营者平均分数最高。 
 
Table 9. Cross contingency and chi-square test of occupation and other variables 
表 9. 职业与其他变量的交叉列联和卡方检验 

 职业 学生 企业员工 教职员工 科研人员 个体及 
自由职业者 

创新企业 
经营者 卡方检验 显著性 

性别 
男 48 18 18 9 8 2 

35.166 0.000** 
女 50 7 78 6 8 2 

年龄 

20 岁以下 79 11 2 7 2 0 

141.475 0.000** 
20~40 岁 18 10 64 6 10 2 

40~60 岁 0 3 26 1 3 2 

60 岁以上 1 1 4 1 1 0 

教育程度 

高中及以下 6 4 24 0 6 0 

86.807 0.000** 

专科 5 2 26 0 3 1 

本科 86 17 36 12 3 3 

硕士 1 1 9 2 2 0 

博士 0 1 1 1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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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0. The differences of occupational categories’ views on the metaverse 
表 10. 职业类别对元宇宙观点的差异性 

分类构面 职业 平均数 F 值 显著性 

了解程度 

学生 4.01 

4.971 0.000** 

企业员工 3.92 

教职员工 3.62 

科研人员 4.07 

个体及自由职业者 4.00 

创新企业经营者 4.38 

关注度 

学生 3.62 

6.302 0.000** 

企业员工 3.62 

教职员工 3.17 

科研人员 3.80 

个体及自由职业者 3.66 

创新企业经营者 3.75 

技术兴趣 

学生 3.78 

3.445 0.005** 

企业员工 3.96 

教职员工 3.53 

科研人员 3.73 

个体及自由职业者 3.56 

创新企业经营者 5.00 

未来信心 

学生 3.69 

2.273 0.048* 

企业员工 3.70 

教职员工 3.45 

科研人员 3.50 

个体及自由职业者 3.69 

创新企业经营者 4.38 

 
通过 LSD 事后检验，针对学生、企业员工、教职员工、科研人员、个体及自由职业者和创新企业经

营者六种职业类型，对元宇宙的了解程度、元宇宙的关注度、元宇宙的技术兴趣和元宇宙的未来信心程

度进行两两比较，可以得到如表 11~14 的统计分析结果。 
 
Table 11. The LSD multiple comparisons of occupational categories’ understanding of metaverse 
表 11. 职业类别对元宇宙了解程度的 LSD 事后检验 

 职业(I) 职业(J) 平均值差值(I-J) 标准误差 显著性 

了解程度 学生 

企业员工 0.090 0.141 0.523 

教职员工 0.390 0.090 0.000** 

科研人员 −0.056 0.175 0.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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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程度 

学生 
个体自由职业者 0.010 0.170 0.952 

创新企业经营者 −0.365 0.321 0.257 

企业员工 

学生 −0.090 0.141 0.523 

教职员工 0.300 0.141 0.035* 

科研人员 −0.147 0.206 0.476 

个体自由职业者 −0.080 0.202 0.692 

创新企业经营者 −0.455 0.339 0.181 

教职员工 

学生 −0.390 0.090 0.000** 

企业员工 −0.300 0.141 0.035* 

科研人员 −0.447 0.175 0.011* 

个体自由职业者 −0.380 0.170 0.026* 

创新企业经营者 −0.755 0.321 0.020* 

科研人员 

学生 0.056 0.175 0.747 

企业员工 0.147 0.206 0.476 

教职员工 0.447 0.175 0.011* 

个体自由职业者 0.067 0.226 0.769 

创新企业经营者 −0.308 0.354 0.385 

个体自由职业者 

学生 −0.010 0.170 0.952 

企业员工 0.080 0.202 0.692 

教职员工 0.380 0.170 0.026* 

科研人员 −0.067 0.226 0.769 

创新企业经营者 −0.375 0.352 0.288 

创新企业经营者 

学生 0.365 0.321 0.257 

企业员工 0.455 0.339 0.181 

教职员工 0.755 0.321 0.020* 

科研人员 0.308 0.354 0.385 

个体自由职业者 0.375 0.352 0.288 

 
由表 11 可以发现教职员工对元宇宙的了解程度明显低于学生、企业员工、科研人员、个体及自由职

业者、创新企业经营者等其他职业；学生、企业员工、科研人员、个体及自由职业者、创新企业经营者

对元宇宙的了解程度则没有显著差异。因此可以推论元宇宙已深入人心，对各行各业造成冲击，学生、

企业员工、科研人员、个体及自由职业者、创新企业经营者等职业的人员，都主动或被动的对元宇宙相

关的概念进行了解。而一般教职员工(问卷来源主要为中小学教师)，因为工作环境相对稳定，对元宇宙的

来袭，并未感觉到太大的冲击，因此对元宇宙的相关概念较少花时间去进行了解，导致了教职员工对元

宇宙的了解程度明显低于学生、企业员工、科研人员、个体及自由职业者、创新企业经营者等其他职业

人员。未来应该针对教职员工进行元宇宙概念的推广，增进教职员工对元宇宙的了解，全面强化国人对

元宇宙的认知。 
由表 12 可以发现教职员工对元宇宙的关注度明显低于学生、企业员工、教职员工、科研人员、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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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自由职业者；学生、企业员工、科研人员、个体及自由职业者与创新企业经营者之间对元宇宙的关注

度则没有显著差异。 
 
Table 12. The LSD multiple comparisons of occupational categories’ attention to the metaverse 
表 12. 职业类别对元宇宙关注度的 LSD 事后检验 

 职业(I) 职业(J) 平均值差值(I-J) 标准误差 显著性 

关注度 

学生 

企业员工 −0.003 0.148 0.986 

教职员工 0.445 0.095 0.000** 

科研人员 −0.183 0.183 0.319 

个体自由职业者 −0.039 0.178 0.827 

创新企业经营者 −0.133 0.337 0.694 

企业员工 

学生 0.003 0.148 0.986 

教职员工 0.448 0.148 0.003** 

科研人员 −0.180 0.215 0.404 

个体自由职业者 −0.036 0.211 0.864 

创新企业经营者 −0.130 0.355 0.715 

教职员工 

学生 −0.445 0.095 0.000** 

企业员工 −0.448 0.148 0.003** 

科研人员 −0.628 0.183 0.001** 

个体自由职业者 −0.484 0.178 0.007** 

创新企业经营者 −0.578 0.337 0.087 

科研人员 

学生 0.183 0.183 0.319 

企业员工 0.180 0.215 0.404 

教职员工 0.628 0.183 0.001** 

个体自由职业者 0.144 0.237 0.545 

创新企业经营者 0.050 0.371 0.893 

个体自由职业者 

学生 0.039 0.178 0.827 

企业员工 0.036 0.211 0.864 

教职员工 0.484 0.178 0.007** 

科研人员 −0.144 0.237 0.545 

创新企业经营者 −0.094 0.369 0.800 

创新企业经营者 

学生 0.133 0.337 0.694 

企业员工 0.130 0.355 0.715 

教职员工 0.578 0.337 0.087 

科研人员 −0.050 0.371 0.893 

个体自由职业者 0.094 0.369 0.800 

 
由表 13 可以发现创新企业经营者对元宇宙的技术兴趣明显高于学生、企业员工、科研人员、教职员

工、个体及自由职业者等其他职业；学生与企业员工对元宇宙的技术兴趣又明显高于教职员工。这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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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创新企业经营者对元宇宙的商机具有极高的灵敏度，对能够创造商机、带来利润的元宇宙技术兴趣明

显高于其他职业。而一般教职员工对元宇宙缺乏了解，更对较为艰难的元宇宙技术缺乏兴趣。未来应该

针对教职员工进行元宇宙技术的概念普及，强化国人对元宇宙技术的认知。 
 
Table 13. The LSD multiple comparisons of occupational categories’ technological interest of metaverse 
表 13. 职业类别对元宇宙技术兴趣的 LSD 事后检验 

 职业(I) 职业(J) 平均值差值(I-J) 标准误差 显著性 

技术兴趣 

学生 

企业员工 −0.184 0.189 0.329 

教职员工 0.249 0.121 0.040* 

科研人员 0.042 0.234 0.857 

个体自由职业者 0.213 0.227 0.349 

创新企业经营者 −1.224 0.430 0.005** 

企业员工 

学生 0.184 0.189 0.329 

教职员工 0.434 0.189 0.023* 

科研人员 0.227 0.275 0.411 

个体自由职业者 0.398 0.270 0.142 

创新企业经营者 −1.040 0.454 0.023* 

教职员工 

学生 −0.249 0.121 0.040* 

企业员工 −0.434 0.189 0.023* 

科研人员 −0.207 0.234 0.376 

个体自由职业者 −0.036 0.228 0.873 

创新企业经营者 −1.474 0.430 0.001** 

科研人员 

学生 −0.042 0.234 0.857 

企业员工 −0.227 0.275 0.411 

教职员工 0.207 0.234 0.376 

个体自由职业者 0.171 0.303 0.573 

创新企业经营者 −1.267 0.474 0.008** 

个体自由职业者 

学生 −0.213 0.227 0.349 

企业员工 −0.398 0.270 0.142 

教职员工 0.036 0.228 0.873 

科研人员 −0.171 0.303 0.573 

创新企业经营者 −1.438 0.471 0.003** 

创新企业经营者 

学生 1.224 0.430 0.005** 

企业员工 1.040 0.454 0.023* 

教职员工 1.474 0.430 0.001** 

科研人员 1.267 0.474 0.008** 

个体自由职业者 1.438 0.471 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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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14 可以发现创新企业经营者对元宇宙的未来信心，明显高于教职员工与科研人员；学生对元宇

宙的未来信心明显高于教职员工。这也说明创新企业经营者，不只对元宇宙的商机具有极高的灵敏度，

更看好元宇宙的未来。而一般教职员工对元宇宙缺乏了解、对元宇宙技术缺乏兴趣、对元宇宙的未来信

心程度也不足。 
 
Table 14. The LSD multiple comparisons of occupational categories’ confidence in the future of metaverse 
表 14. 职业类别对元宇宙未来信心的 LSD 事后检验 

 职业(I) 职业(J) 平均值差值(I-J) 标准误差 显著性 

未来信心 

学生 

企业员工 −0.011 0.162 0.945 

教职员工 0.241 0.104 0.021* 

科研人员 0.189 0.200 0.346 

个体自由职业者 0.001 0.195 0.995 

创新企业经营者 −0.686 0.368 0.063 

企业员工 

学生 0.011 0.162 0.945 

教职员工 0.252 0.162 0.121 

科研人员 0.200 0.236 0.397 

个体自由职业者 0.013 0.231 0.957 

创新企业经营者 −0.675 0.389 0.084 

教职员工 

学生 −0.241 0.104 0.021* 

企业员工 −0.252 0.162 0.121 

科研人员 −0.052 0.200 0.795 

个体自由职业者 −0.240 0.195 0.220 

创新企业经营者 −0.927 0.368 0.012* 

科研人员 

学生 −0.189 0.200 0.346 

企业员工 −0.200 0.236 0.397 

教职员工 0.052 0.200 0.795 

个体自由职业者 −0.188 0.259 0.470 

创新企业经营者 −0.875 0.406 0.032* 

个体自由职业者 

学生 −0.001 0.195 0.995 

企业员工 −0.013 0.231 0.957 

教职员工 0.240 0.195 0.220 

科研人员 0.188 0.259 0.470 

创新企业经营者 −0.688 0.403 0.090 

创新企业经营者 

学生 0.686 0.368 0.063 

企业员工 0.675 0.389 0.084 

教职员工 0.927 0.368 0.012* 

科研人员 0.875 0.406 0.032* 

个体自由职业者 0.688 0.403 0.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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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不同教育程度对元宇宙观点的差异性 
以教育程度为影响变量，与其他变量进行比较，结果如表 15。由表 15 可以发现样本中各教育程度

的年龄分布和职业分布都具有显着差异，各教育程度的性别分布则没有差异。 
 
Table 15. Cross contingency and chi-square test of educational levels and other variables 
表 15. 教育程度与其他变量的交叉列联和卡方检验 

 教育程度 高中及以下 专科 本科 硕士 博士 卡方检验 显著性 

性别 
男 14 9 72 5 3 

7.494 0.112 
女 26 28 85 10 2 

年龄 

20 岁以下 5 4 89 1 0 

65.189 0.000** 
20~40 岁 23 24 52 10 1 

40~60 岁 12 7 11 4 1 

60 岁以上 0 2 5 0 1 

职业 

学生 6 5 86 1 0 

86.807 0.000** 

企业员工 4 2 17 1 1 

教职员工 24 26 36 9 1 

科研人员 0 0 12 2 1 

个体自由职业者 6 3 3 2 2 

创新企业经营者 0 1 3 0 0 

 
通过单因子方差分析研究不同教育程度对元宇宙了解程度、元宇宙关注度、元宇宙的技术兴趣和对

元宇宙未来信心程度的看法，综整如表 16。由表 16 可以发现不同教育程度对元宇宙的技术兴趣具有显

著差异；不同教育程度对对元宇宙了解程度、元宇宙关注度和对元宇宙未来信心程度的看法则没有显著

差异。通过 LSD 事后检验，研究不同教育程度对元宇宙的技术兴趣差异性，进行两两比较后，如表 13。 
 
Table 16. The difference of educational levels’ views on the metaverse 
表 16. 教育程度对元宇宙看法的差异性 

分类构面 教育程度 平均数 F 值 显著性 

了解程度 

高中及以下 3.73 

1.782 0.133 

专科 3.68 

本科 3.92 

硕士 4.00 

博士 4.00 

关注度 

高中及以下 3.26 

2.030 0.091 

专科 3.30 

本科 3.54 

硕士 3.57 

博士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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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技术兴趣 

高中及以下 3.43 

2.619 0.036* 

专科 3.46 

本科 3.81 

硕士 3.87 

博士 3.80 

未来信心 

高中及以下 3.36 

1.293 0.273 

专科 3.61 

本科 3.65 

硕士 3.70 

博士 3.60 

 
Table 17. The LSD multiple comparisons educational levels’ views on the metaverse 
表 17. 不同教育程度对元宇宙观点的 LSD 事后检验 

 教育程度(I) 教育程度(J) 平均值差值(I-J) 标准误差 显著性 

技术兴趣 

高中及以下 

专科 −0.034 0.194 0.859 

本科 −0.387 0.151 0.011* 

硕士 −0.442 0.258 0.088 

博士 −0.375 0.404 0.354 

专科 

高中及以下 0.034 0.194 0.859 

本科 −0.353 0.156 0.024* 

硕士 −0.407 0.261 0.120 

博士 −0.341 0.406 0.402 

本科 

高中及以下 0.387 0.151 0.011* 

专科 0.353 0.156 0.024* 

硕士 −0.055 0.230 0.813 

博士 0.012 0.387 0.975 

硕士 

高中及以下 0.442 0.258 0.088 

专科 0.407 0.261 0.120 

本科 0.055 0.230 0.813 

博士 0.067 0.440 0.880 

博士 

高中及以下 0.375 0.404 0.354 

专科 0.341 0.406 0.402 

本科 −0.012 0.387 0.975 

硕士 −0.067 0.440 0.880 

 
由表 17 可以发现本科教育程度对元宇宙的技术兴趣明显高于高中及以下教育程度和专科教育程度

者；本科教育程度对元宇宙的技术兴趣和硕士、博士教育程度者没有显着差异。因此可以推论元宇宙的

技术发展具备相当的难度，因此本科及本科以上教育程度人员才会对元宇宙的技术产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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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本研究收集国内期刊关于元宇宙的相关研究论文进行分析，了解目前元宇宙的研究热点，发现目前

对元宇宙的研究，以数字经济和虚拟现实为主，在所有研究中各占比 19%，其次是区块链的研究占比 16%。

元宇宙数字经济与社会发展国家战略布署息息相关，虚拟现实和区块链的研究是在元宇宙爆火之前，因

为信息技术、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发展早已开始研究，因此研究占比相对较高。在应用场景方面，元宇

宙的应用领域目前以教育领域和传媒领域为主。 
通过问卷调查发现性别对元宇宙的各项观点具有显著影响，男性对元宇宙概念的了解程度、对元宇

宙评论和话题的关注度和对元宇宙技术的兴趣显著高于女性；对元宇宙未来的信心程度，男女性则没有

显著差异。年龄区段对元宇宙的各项观点具有显著影响，年龄 20 岁以下群众，对元宇宙的了解程度和关

注度明显高于 20~40 岁、40~60 岁和 60 岁以上年龄区段。 
不同职业类别对元宇宙的各项观点具有显著影响，教职员工对元宇宙的了解程度和关注度皆明显低

于学生、企业员工、科研人员、个体及自由职业者、创新企业经营者等其他职业；创新企业经营者对元

宇宙的技术兴趣明显高于学生、企业员工、科研人员、个体及自由职业者等其他职业；学生与企业员工

对元宇宙的技术兴趣又明显高于教职员工。创新企业经营者对元宇宙的未来信心，明显高于教职员工与

科研人员；学生对元宇宙的未来信心明显高于教职员工。教职员工(主要为中小学教师)对元宇宙的了解程

度、关注度、技术兴趣和未来信心都明显低于其他职业，不利于未来元宇宙概念、教育与研究的推动工

作，是相关部门、单位应该要重视并拟定策略予以提升的重点工作。 
教育程度对元宇宙的各项观点具有显著影响，本科教育程度对元宇宙的技术兴趣明显高于高中及以

下教育程度和专科教育程度者。元宇宙的技术发展具备相当的难度，因此本科及本科以上教育程度人员

对元宇宙的技术产生兴趣的占比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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