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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党的二十大以来，为了适应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加快数字建设是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其
中，数字阅读对建设数字中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有声读物作为数字阅读的细分领域对促进全民阅读，

满足大众精神文化需要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文通过对广州市459名常住居民进行问卷调查，研究广

州市居民有声读物的使用情况，系统性分析其收听有声读物的原因，并针对性提出几点完善和推动有声

读物发展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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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order to adapt to the new 
historical orientation of China’s development, accelerating digital construction is an impor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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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y to develop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Among them, digital reading plays a pivotal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China. As a subdivision of digital reading, audiobooks are of great signi-
ficance to promote reading for all and meet the needs of mass spiritual culture. Therefore, through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459 permanent residents in Guangzhou, this paper studies the use of 
audiobooks of Guangzhou residents,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reasons for listening to audio-
books, and puts forward several suggestions to improve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audio-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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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 2014 年起，“全民阅读”已连续十年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其中，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政

府工作报告》中更是明确提出要加强互联网内容建设和管理，繁荣广播影视、文学艺术等事业。在 2022
年，党的二十大报告写入了“深化全民阅读活动”，这是“全民阅读”被第二次写入全国党代会报告。

并且，与以往的表述相比，2023 年《政府工作报告》将全民阅读前的动词由“倡导”改为“深入推进”。

由此可见，“全民阅读”已经成为当前政府工作中的重要任务。此外，深入推进全民阅读，有利于加强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进一步提高我国的国民素质，增强文化软实力，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途

径。随着中国进入新时代，在取得经济层面的全面小康的佳绩后，数字阅读展示了其显著的优势，特别

是在乡村推广有声阅读，成为实现乡村文化振兴的有效途径，进一步缩小城乡区域的文化差异，有利于

推动城乡文化一体发展[1]。当前，数字阅读在我国繁荣发展并取得丰硕成果。根据《数字中国发展报告

(2021 年)》(以下简称《报告》)指出[2]，自党的十九大以来数字中国取得显著成就。从 2016 年~2021 年，

我国数字阅读用户规模已经从 3.42 亿人增长至 5.7 亿人，年复合增长率约 66.67%。有声阅读作为数字阅

读市场的重要细分领域，近年来市场份额不断扩大。基于此背景，进行有声读物收听调查符合时代发展

趋势与数字阅读发展方向。 

2. 调查结果分析 

为了进一步了解和掌握广州市的有声读物阅读情况，并基于考虑开展调研的实际情况下，本次有声

读物收听情况调研针对广东省广州市居民开展线上线下问卷调查。每份问卷设置 26 道题，主要包括进行

有声读物的时长、原因、软件硬件、平台等问题。本次调查共收集问卷 499 份，剔除无效问卷 40 份，有

效问卷共收集 459 份，回收有效率达 91.98%。被调查者中女性占比约 47%，男性占比约 53%，大致符合

广州市常住人口性别比例。以下为此次调研结果与分析。 

2.1. 信度检验 

由于得出结论的前提是数据具有有效性，因此，在分析本次调查问卷的数据之前，采取“信度系数

法”进行问卷的信度检验，而 Cronbach 信度系数是目前最常用的信度系数。根据多数学者的观点，一般

Cronbach’s α系数(或折半系数)如果在 0.9 以上，则该测验或量表的信度甚佳，0.8~0.9 之间表示信度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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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8 之间则表示信度可以接受，0.6~0.7 之间表示信度一般，0.5~0.6 之间表示信度不太理想，如果在

0.5 以下就要考虑重新编排问卷。 
 

Table 1. Cronbach’s alpha reliability 
表 1. Cronbach 信度分析 

Cronbach 信度分析–简化格式 

项数 样本量 Cronbach α系数 

5 67 0.805 

 
从表 1 可知：信度系数值为 0.805，大于 0.8，因而说明研究数据信度质量高。综上所述，研究数据

信度系数值高于 0.8，综合说明数据信度质量高，可用于进一步分析。 

2.2. 用户行为特征分析 

2.2.1. 有声读物的选择偏好 
本次调查对象收听有声读物的选择偏好如图 1 所示。根据每项选择的情况可得知，最受被调查者喜

欢的有声读物类型是网络小说，知识课程与生活百科也是被调查者较喜欢的类型。出版物、情感分析和

冥想催眠类的受欢迎程度相对不高，这说明有声读物平台在这方面的投入需要仔细斟酌。 
 

 
Figure 1. Audiobook selection preferences of Guangzhou residents 
图 1. 广州市居民有声读物的选择偏好 

2.2.2. 有声读物的使用目的 
根据相关调查数据，如图 2 所示，“娱乐消遣”是广州市居民有声阅读的主要原因，占比高达 34%，

“提升自我”占比 22%，“了解时政时事”占比 15%，而“促进社交”、“为了获得平台收听奖励”以

及“内容创作”所占比例约为 10%，比例不高。由此可以看出，广州市居民有声阅读的主要原因是为娱

乐消遣，其次是满足学习需求和了解时政时事。 

2.2.3. 有声读物的使用时段 
调查结果显示，如图 3 所示，广州市居民收听有声读物的偏好时间段依次为：“休息时”占比 36%，

“乘车时”占比 23%，“做家务时”、“休息时”的比例都为 15%，“如厕时”占比 11%。由此可见，

被调查者使用有声读物的时间多为闲暇时间与碎片时间段。 

2.2.4. 有声读物的使用时长 
在本次调查中，以每周 1 小时的收听时长作为分界线。收听时长大于 1 小时，表示此类人群愿意收

听有声读物，甚至是较为熟悉有声读物；每周收听时长小于 1 小时，说明此类人群对有声读物的了解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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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需进一步调查原因。最终通过问卷调查得知，如图 4，每周收听时长小于 1 小时的比例为 45%，每

周收听时长大于 1 小时的求和比例为 55%。此数据说明，每周收听超出 1 小时的人数多于收听不足 1 小

时的。由此进一步推断，部分人群尚未对有声读物有一定的认知与使用习惯，这显示出移动有声阅读作

为一种新兴阅读形式有待普及且有声阅读的潜在用户市场可观。 
 

 
Figure 2. Purpose of audiobooks for Guangzhou residents 
图 2. 广州市居民有声读物的使用目的 

 

 
Figure 3. Usage period of audio books in Guangzhou residents 
图 3. 广州市居民有声读物的使用时段 

2.2.5. 收听少于 1 小时的原因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如图 4 所示，收听时长少于 1 小时的最主要原因是时间用在其他方面，其次是

对有声读物不感兴趣，再次是不习惯听书，其占比依次为 32%、28%、23%。在此次调查中发现，没接

触过有声读物的人数占总调查人数的 16%，这一结果对于有声阅读是否做到了充分的宣传和有声读物是

否能够达到具有满足全民阅读的使用需求提出了质疑。 

2.3. 有声读物的改进 

关于有声读物的改进研究中，本次调查根据有声读物的发展特点，分别从微观与中观两个层面设计

了六个主要改进方向，调查受访者对改进有声读物的看法。由于此题是多选题，每项的选择除以总调查

人数得出以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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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The use duration of audiobook by Guangzhou residents and the reasons for listening 
less than 1 hour 
图 4. 广州市居民有声读物的使用时长与收听少于 1 小时的原因 

 
据调查结果显示，如图 5 所示，内容、收听体验、付费金额是调查者最关注的改进方向，三者共同

占比达 61%。这符合用户对有声读物的期望，该结果是站在消费者角度上做出的选择。从中观层面来看，

选择吸引优质创作者、优化评论审核机制、跨界合作这类对平台的改进建议的人数较少，所占比例之和

是 39%，这从侧面反映出本次受访者对于有声读物的平台服务与内容供给大致上是比较满意的。但这并

不认为有声读物供给方不需要继续优化改进，相反更需要保持和推进已有优势，持续发力改进不足之处。 
 

 
Figure 5. Respondents’ views on improving audiobooks 
图 5. 受访者对改进有声读物的看法 

2.4. 特殊群体–广州市大学生有声读物偏好分析 

广州作为一座高校云集的城市，大学生群体是其不能忽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媒体的环境下，大

学生作为数字阅读的主力军，分析其对于有声读物的偏好，有利于进一步推动有声读物的宣传和推广，

让有声读物在青年群体当中茁壮发展。因此，本次调查中将职业为“大学生”的人群作为特别的研究对

象，对其有声读物偏好进行以下分析。 

2.4.1. 收听平台的选择偏好 
对于广州市大学生有声读物收听平台的偏好分析，从图 6 可知，选择在移动有声 app 上收听的调查

对象明显高于其他平台，使用视频软件、微信公众号或小程序收听有声读物的人群数量也值得关注。移

动有声 app 作为传统有声读物播放平台积累了广泛的用户，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大学生会继续使用它去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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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有声读物。但是，作为后起之秀的微信公众号、小程序或者是视频软件成为分割传统有声读物播放平

台市场的对手。 
 

 
Figure 6. Selection preference of audiobook listening platform for college students in Guangzhou 
图 6. 广州市大学生有声读物收听平台的选择偏好 

2.4.2. 付费的偏好 
广州市大学生收听有声读物时，对于平台会员的购买意愿分布如图 7 所示。根据每项选择的情况可

知，有近 32%的被调查者表示愿意购买有声读物的平台会员、近 19%的被调查者对购买会员持以“一般”

态度和 17%左右的被调查者表示非常愿意购买有声读物的平台会员，即共有近 50%的被调查者对于有声

读物平台的会员购买持以正向意愿(非常愿意 + 愿意)的态度。但不可忽视的是，仍有近 33%的被调查者

对于购买有声读物平台会员持以“非常不愿意”或“不愿意”的抵触态度，该结果说明有声读物平台还

要提供更完善和优质的内容和服务才更能获取大学生的忠诚和信赖。 
 

 
Figure 7. Guangzhou college students’ willingness to pay on audiobook platforms 
图 7. 广州市大学生有声读物平台付费的意愿 

2.4.3. 语言与配音的偏好 
本次调查对象收听有声读物的语言选择偏好如图 8 所示。其中有近 89%的被调查者表示更倾向于选

择收听普通话的有声读物，仅有不到 10%的被调查者选择方言的有声读物，不足 2%的被调查者会选择其

他语言的有声读物。这说明广州市大学生普遍更习惯和偏向于选择以普通话为语言的配音，但部分特色

方言作为配音也存在一定的需求市场，尤其是身处广州，粤语作为当地一大特色方言，日常生活中被使

用和接触的情况较多。 
就配音方式而言，如图 9 所示，喜欢真人阅读、AI 配音、无所谓配音的比例分别为 64.86%、13.78%

与 21.35%。真人阅读的有声作品被绝大部分的受访者喜爱，并且，当前的文学作品也多选择真人配音，

这说明有声读物的发展方向符合大众的目标需求。近几年兴起的 AI 配音方式可能尚不为大众所熟悉。尽

管 AI 配音具备适配各种类型的文学作品，配音快速、耗费少、成本低的优点，但 AI 配音特有的机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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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感阻碍听众选择。值得注意的是，有 21.35%的被调查对象认为，无论是真人或是 AI 配音都是无所谓

的，配音方式对他们的收听情况影响不大。 
 

 
Figure 8. Language preferences of audio books for college students in Guangzhou 
图 8. 广州市大学生有声读物的语言选择偏好 

 

 
Figure 9. Voice dubbing preference of audiobook of college students in Guangzhou 
图 9. 广州市大学生有声读物的配音选择偏好 

3. 推广有声读物的建议 

3.1. 精准投放，积极宣传，提高关注度和扩大使用群体范围 

根据调研数据显示，在用户收听有声读物少于一小时的原因当中，不习惯听书和不感兴趣的用户占

据了接近一半的比例；在用户接触到有声读物的方式当中，个人主动搜索了解是占比最高的，营销广告

和其他方式占比最低。因此，对于有声读物的营销，除了广泛宣传更应该做到精准投放和策略运营[3]。
所以，我们对此提出了两个建议：一是精准投放，二是积极宣传。 

首先，精准投放，挖掘潜在客户群体。有声读物平台可以对于平台的潜在用户进行更深入的洞察与

需求的挖掘，对这些潜在的客户群体，通过大数据分析，向其推送感兴趣的内容，在内容推送上进行性

别差异化推送或者年龄差异化推送，满足顾客多元与个性化需求，培养和提高他们对于有声读物的需求。

有声读物平台可以将广告投放到目标用户的社交媒体账户上，比如，有声读物平台可以在微信、微博等

社交媒体上开设官方账号，并定期发布有声读物相关的内容和活动信息。 
其次，积极宣传，多元发展。有声读物作为新媒介发展下的产物，受众群体相对于纸质阅读和电子

阅读而言较小，但这说明了有声读物的市场增长空间较大。开展有声读物业务的企业可以通过线上线下，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宣传和推广。此外，有声读物平台还可以与知名博主、网络红人等合作，进行品牌推

广和用户引流。比如，喜马拉雅 FM 曾经与知名博主“Papi 酱”合作推出了一系列有声节目，并通过社

交媒体进行宣传和推广。这些活动不仅提高了用户对有声读物的关注度，还吸引了更多年轻用户使用和

收听。 

3.2. 打造会员制服务，提高用户忠诚度 

在此次调研中，我们分别调查了会员购买与内容付费两种付费意愿。调查结果显示，较大比例受调

查者选择愿意为享用更优质的平台服务和有声内容而付费。所以，我们对此提出了一个建议：打造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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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服务。 
提供有声读物的平台应注重不断精进会员服务，打造出专属于会员人群的特殊权益与福利。付费内

容更要突出原创性与独有性，由此才能支撑消费者额外支付费用。这些特殊权益和福利可以包括免费试

听、独家内容、优先购买等。通过这些特殊权益和福利，有声读物平台可以吸引更多用户成为会员，并

提高他们对平台的忠诚度。但突出区分度的同时，也要保证普通用户能享受大部分服务内容以及内容的

质量保证。 
例如，喜马拉雅 FM 推出了“喜马拉雅 VIP”会员服务，为用户提供更多的专属权益和福利。会员

可以享受无限畅听、离线下载、独家活动等多种特权，并且可以获得更多优质内容推荐和个性化服务。

此外，喜马拉雅 FM 还推出了“喜点”积分系统，用户可以通过收听有声读物、分享内容等方式获得积

分，并兑换各种礼品和优惠券。这些会员制服务提高了用户对有声读物平台的忠诚度，而且还增加了用

户粘性和消费意愿。 

3.3. 提高内容品质，供给多元内容，满足用户内容需求偏好 

优质内容是有声读物长久发展的基石。低质量、言过其实的有声读物会消磨消费者的阅读欲望，从

而导致用户流失，不利于有声阅读可持续发展。高品质有声内容供给依赖于平台、内容创作者、配音员、

技术四方面的相互配合。所以，我们对此提出了两个建议：一是提高内容品质，二是供给多元内容。 
首先，针对于提高内容作品方面，平台需要提前把控读物质量和配音水平，做到二者相辅相成。有

声读物平台可以与知名出版社、媒体公司等建立合作关系，引入更多优质的有声内容。比如，有声读物

平台可以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人民文学出版社等知名机构合作，推出高质量的有声读物内容。通过技

术的加持，优化用户收听体验，如为用户提供音质提升、定时关闭、关联其他收听平台等服务。 
其次，针对于供给多元内容方面，根据本次调研的结果，我们建议平台根据用户的喜好来制定战略，

特别是网络小说、知识课程和生活百科的内容。对于受欢迎的类型，一方面吸纳更多的内容创作者，积

累独家内容；另一方面，吸收成熟的作品，充实平台有声读物内容库存。紧跟潮流，保持市场敏锐度。

提前布局下一流行领域，抢先一步占领市场。 
例如，得到 App 是一家专注于有声读物的平台，该平台通过与多家出版社、媒体公司等合作，引入

更多优质的有声内容。得到 App 还推出了“得到精品”系列，为用户提供更加精选和优质的有声读物内

容。此外，得到 App 还推出了“定制服务”，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和需求定制专属的有声读物

内容，并且可以享受更加个性化和专业化的服务。这些措施不仅提高了用户对有声读物平台的满意度和

忠诚度，还吸引了更多用户使用和收听。 

3.4. 不局限单一平台，多平台共同发展有声读物 

据调查数据可知，被调查者最常使用的收听软件或网站的前三位分别为移动有声软件，视频软件和

微信公众号或者小程序，其所占的比例约分别为 36%、17%、16%。由此说明，用户并不一定要在专门

的有声阅读平台才可以收听有声读物。相反，随着互联网智能化的发展，无论是专门提供有声读物服务

的移动有声软件，还是兼有视频、文章推送的其他平台，有声读物自出版流程，朝着更多元平台分发，

多媒介融合的深层次跨领域发展[4]。所以，我们对此提出了一个建议是：多平台发展有声读物。有声读

物可以在不同领域的平台同时发展，既能吸引提升大众对有声读物的了解程度，又能挖掘潜在用户，利

于繁荣有声阅读市场。 
例如，有声读物平台可以与电子书平台、在线阅读平台等合作，将有声读物内容推荐给这些平台的

用户。此外，有声读物平台还可以开发移动应用程序和小程序等多种形式的应用程序，以便用户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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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设备上使用和收听有声读物。通过这种方式，有声读物可以在不同的数字阅读平台上得到更广泛的传

播和推广，并吸引更多用户使用和收听。比如，喜马拉雅 FM、荔枝 FM 等在线音频平台都已经推出了自

己的有声读物频道，还与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进行合作，并在这些平台上进行宣传和推广。 

3.5. 严格把关有声内容的审核，提高用户社交互动的规范标准 

为实现有声读物可持续发展，要在有声读物的供给方和需求方进行把控。所以，我们对此提出了两

个建议：一是要严格把关有声内容的审核，二是提高用户社交互动的规范标准。 
首先，从内容供给方看，严格把关有声内容的审核。移动有声平台的内容生产来源有采购版权、专

业生产(PGC)、用户生产(UGC)等多种模式。在移动有声阅读发展初期，UGC 模式是内容生产的普遍方

式，这种自下而上的内容生产方式培育了大批非专业人群主播，丰富了平台内容，活跃了用户。但随着

版权管理的规范和用户对音频内容质量的需求，UGC 的内容生产模式不适应发展需要。同时由于此类生

产模式主要由非专业人士参与，制作内容良莠不齐，存在侵犯版权、传播违法违规内容的现象，影响有

声阅读的发展。因此，提高内容的审核标准，并且加强有声读物版权保护，与有声读物的内容生产者和

音频制作者相比，移动有声平台理应在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进一步推动有声阅读合乎法律和规定[5]。
有声读物平台应该建立专业的审核团队，对所有上传到平台上的有声内容进行审核和筛选。审核团队可

以对内容的版权、质量、合法性等方面进行严格把关，确保所有内容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平台规定。 
其次，从内容需求方来看，提高用户社交互动的规范标准。有声读物收听用户在享受有声作品的同

时要规范自身的行为举止，谦虚谨慎发言，维护良好的网络社交环境。如果出现不礼貌的发言情况，平

台要及时介入并审慎把关互动双方的对错，规范用户互动行为[6]。平台应该建立用户社交互动的规范标

准，对用户在平台上的行为进行监管和管理。比如，平台可以禁止用户发布不良信息、恶意攻击他人等

行为，并对违规用户进行处罚。通过这种方式，有声读物平台可以提高内容质量和用户体验，并维护良

好的社交环境。 

例如，喜马拉雅 FM 是一家专注于有声读物的平台，该平台通过建立完善的版权管理机制和内容审

核体系，保障了有声读物内容的合法性和质量。此外，喜马拉雅 FM 还推出了“喜马拉雅社区”功能，

为用户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交互动平台，并且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社区管理规范和标准。在这个社区中，用

户可以分享自己喜欢的有声读物、参与讨论、发布评论等，并且可以获得相应的积分和奖励。这些措施

不仅提高了用户对有声读物平台的信任度和满意度，还促进了用户之间的交流和互动。 

4. 结语 

有声读物作为数字阅读的重要细分领域，具有与传统纸质阅读与电子阅读相比更为独特的优势，既

无需眼睛紧盯文字和亲手翻页，又不用跨越知识的门槛，唯用耳朵倾听。这对于推广全民阅读具有积极

作用。有声读物的发展不仅要打造更高品质的有声内容，悦耳贴切的配音，舒适简约的平台服务，也要

优化读物推送机制和寻找更高效的宣传方式，以达到稳固忠诚用户的同时，吸引潜在用户使用的目的。

除此之外，有声读物平台需自觉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达成用户与平台双赢之际也要严格把关有声内容

的上传与审核，用户社交互动的规范程度，力求实现平台、有声读物质量与广大群众精神文化层次三者

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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