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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技术赋能文化消费新场景 

在当前居民消费结构逐步向服务性消费升级的过程中，数字经

济深刻重塑了我国的文化产业和文化消费，数字技术扩大消费半

径、提供多样化产品、提升消费体验，数字消费、文娱旅游、体育

赛事等新型消费场景蓬勃发展，更有效地满足了人民群众多样化、

高品质消费的需求。但与此同时也面临一些问题：例如，居民线上

消费中存在大量免费内容，虽能在数据层面带来收益，但未纳入现

行统计标准，导致消费价值被低估。再如，虽然直播对文娱休闲类

消费促进显著，但数字化驱动直播消费增长仍有较大潜力待释放。

对此建议：稳步提升居民收入；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数字

消费场景建设，释放新业态消费动能；推动文化产业数字化转型以

及持续推进文化经济数据库的建设，从供给端、需求端两侧探索数

字技术影响文化消费的机制及文化产业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呈现出

的新变化和新特征，切实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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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

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战略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

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

推动各类文化市场主体发展壮大，培育新型文化业态和文化

消费模式，以高质量文化供给增强人们的文化获得感、幸福

感。为深入探讨我国文化消费领域的现状、挑战以及未来发

展方向，行业专家与学者在中国人民大学围绕“数字技术赋

能文化消费新场景”议题进行广泛而深入的交流。会议观点

如下： 

 

一、数字技术赋能文化参与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 

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黄隽详细介绍了中国

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文化经济研究所开展的两轮文化消

费问卷调查情况。第一轮调查于 2022年 10月至 12月实施，

覆盖全国八个省、直辖市，共收集 1062份有效样本。第二轮

调查于 2024年 1月至 3月展开，范围进一步扩大至全国 14

个省、直辖市，共收集 2668份有效样本。 

根据第二轮调查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分析，我国居民文化

消费结构正逐步呈现多元化趋势，消费者在满足基本物质需

求的同时，正逐步增加对提升生活质量的服务消费的投入。

其中，数字消费新型场景成为重要驱动力，新兴网络消费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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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在教育、文化、娱乐领域展现出强大市场影响力。 

分样本来看，精神消费（主要包括教育培训、文化娱乐、

体育休闲等）品质显著提升，且展现出强烈的个体偏好差异。

从年龄看，60岁及以上老年人线下文娱消费支出占比有所增

加，年轻群体文化活动消费结构更为丰富多元，20—30岁受

访者线上精神消费时间最长。从工作时间看，工作时长为 6—

8小时的受访者精神文化消费占总支出比例最高。从学历看，

大学本科及以上受访者线下精神消费频次较高，中专、职业

高中学历受访者则更倾向于线上消费。从有无工作的样本来

看，经济能力和闲暇时间是影响线上文化娱乐支出的重要因

素，经济条件较好且闲暇时间充裕的人群在该方面的支出相

对较多。 

从供给侧来看，数字技能的提升显著提高了创作者内容

创作的效率与质量，数字技能越高的创作者，其创作能力越

高，能够产出更具吸引力和创新性的文化内容，从而为文化

消费市场提供更为丰富多样的供给。在居民消费中，数字化

水平与线上文化消费呈正相关关系，互动、共创、分享等体

验使线上文化消费备受年轻消费者青睐。 

从需求侧来看，在线上文娱消费活动中，使用软件浏览

网络短视频和网络直播、使用购物平台进行网络购物的占比

较高；在线下文娱消费活动中，看电视和游览公园、旅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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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比较高。整体来看，消费场景进一步向线上转移，网络购

物占比持续上升。数据表明，约有四分之三的受访者表示使

用过网络购物；超八成的受访者表示能够通过网络满足购物

需求，对网络购物依赖程度较高。直播普及程度较高，通过

短视频或直播进行购物的受访者占比超过半数，但近八成受

访者的消费频率和金额占比在 40%以下，消费频次与金额相

对较低。数字渠道影响文化品牌产品消费，文化元素赋予品

牌消费新增长动力，消费者愿意为蕴含丰富文化元素的品牌

支付较高溢价，彰显了文化在品牌消费中的重要价值。 

在体育健身领域，数字化提升了体育赛事观赏与健身平

台互动的便利性，有效满足了消费者对高质量体育体验的需

求，有力拉动了体育消费市场的增长。VR/AR等数字化技术

的融入、线上健身平台和智能穿戴设备的普及极大地提升了

消费者的兴趣与参与度。在过去一年中，约有二成的受访者

观看了体育赛事或参加了体育活动，人均花费达到 553.2元；

约有 14%的受访者表示曾使用 Keep、咕咚跑步、薄荷健康

等平台进行健康管理。分样本看，年轻群体（特别是 20—29

岁的受访者）对体育赛事及健康锻炼的热情尤为突出；男性

在体育赛事及健身锻炼活动方面的支出明显高于女性；教育

水平与收入情况均与体育消费呈现正相关关系，表明教育程

度越高、收入水平越高的人群在体育消费方面的投入相对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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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此外，黄隽教授还介绍了基于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结果。

第一，数字化水平较高的居民文化参与更为活跃，线上文化

活动参与能够促进线下文化参与，进而大幅增加文化消费时

间。第二，丰富文化参与多样性可显著提升居民生活满意度

与幸福感，数字赋能线上文化参与多样性对生活幸福感有正

向影响。第三，从家庭内部视角出发，父母文化参与与本人

文化参与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文化参与存在代际传承效应

且可隔代实现。第四，基于基尼系数测度的文化消费不平等

数据显示，在八大类消费中，教育与文化消费不平等程度最

高，文化参与的金钱支出不平等远高于时间不平等。随着数

字化水平的提高，消费不平等程度有所降低，这体现出数字

经济在促进文化消费公平方面的积极作用。第五，直播对文

娱休闲类消费促进显著，但数字化驱动直播消费增长仍有较

大潜力待释放。 

基于调查结果，黄隽教授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文

化消费发展需以经济发展为坚实基础，促进文化消费首要任

务是稳步提升居民收入；第二，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为

文化消费创造良好的硬件环境；第三，推动文化产业数字化

转型，创新多样化文化消费新场景，提供个性化产品与服务，

以满足不同消费者日益多样化和个性化的文化消费需求；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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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完善数字消费场景建设，释放新业态消费动能；第五，

重视品牌文化价值，挖掘“国潮”经济新潜力，充分发挥品牌

文化在文化消费中的引领作用。 

二、数字技术全面全链赋能文化产业 

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副教授李越欣结合北京市

社会科学基金青年学术带头人项目“数字技术与文化产业发

展”和与会嘉宾进行交流。李越欣指出，现有统计口径与数

据未能全面反映居民文化消费与文化参与模式变化，现有文

献较多关注数字经济发展对居民家庭消费总体水平与结构

变化的影响，对个体文化消费行为特征与机制讨论不足，数

字经济发展在精神文化需求层面的高渗透率、个性化特征及

影响仍有较大研究空间。 

该项目依托中国家庭文化消费调查数据库，从创作、生

产、传播、交易及消费等环节，深入研究数字技术对居民消

费结构、文化创意产出、文化参与和居民福利的影响机制。

构建中国家庭文化消费调查数据库有助于全面描述居民在

细分文化娱乐活动中的行为、消费、认知与评价，刻画居民

精神文化需求特征与变化。研究聚焦居民消费总体水平与结

构层次变化趋势及影响因素，剖析文化产业全链条中居民文

化参与结构层次，探索新型文化消费影响因素与新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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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字技术与文化产业融合的现实挑战与未来探索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服务经济与互

联网发展研究室副主任黄浩通过问卷调查并分析相关数据

后，为研究数字经济与文化消费关系提供了更为细致的数据

支撑。黄浩对未来数据库构建提出以下建议：第一，进一步

探索文化产业细分领域，如电影、电视、音乐、图书、报刊

杂志等，分析其各自特点；第二，价格机制是数字化技术降

低文化消费不平等的重要途径，对此可进行深入挖掘；第三，

探究数字化水平与居民文化消费多元化或同质化的关系；第

四，建议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企业、文化业态、文化消费模式，

壮大数字创意、网络视听、数字出版、数字娱乐、线上演播

等产业，探索数字化对降低文化贸易壁垒的影响。 

中国人民大学创意产业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宋洋洋指出，

消费是中国经济的“压舱石”，但当前的消费总量、文化消费

规模与结构远落后于高质量发展要求。究其原因，一是我国

正处于从生产型社会向生活型社会转型过程中，二是当前文

化消费统计口径无法全面反映居民文化消费现状。此次调查

有效补充了文化消费统计缺失，希望未来能进一步形成完整

的追踪入户调查体系。宋洋洋认为，进一步研究可以关注以

下问题：一是如何增强数字技术在降低文化消费不平等中的

作用；二是数字时代背景下时间预算约束变化引发的消费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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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变化，即在网络时间预算约束（如限制在 4 小时内）下，

消费者可能倾向于即时满足性产品，文化消费可能呈现出去

内容化、注重情绪价值的结构趋势。 

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副教授张钟文从供需两侧

探讨了数字文化消费问题。第一，居民线上消费中存在大量

免费内容，虽然对消费者福利提升具有重要作用，但按国民

核算体系（SNA）的标准无法纳入消费统计，导致消费价值

被低估。第二，电子商务在服务领域的线上线下替代作用并

不显著，可能与文化服务消费体验性强有关。因此，在数字

文化消费研究中，可从微观数据出发，关注线上消费与线下

消费的替代弹性。建议关注培育居民多样化、高品质消费需

求，丰富企业多元文化供给，关注文化企业数据要素，注重

文化产业人才培育，赋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副教授苏立提出以下观点：

一是数字文化消费有效地缓解了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促进线

下消费的增长。由于文化产品消费具有较强的主观性，消费

者往往面临较高的信息不对称和消费不确定性。而数字文化

产品的出现，通过提供详尽的产品信息和用户评价，极大地

减少了消费者的决策难度，提高了购买意愿，从而有效推动

了线下市场的繁荣。二是文化消费的时间预算约束与个人的

生活方式密切相关，人们对于文化消费的需求逐渐从内容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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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转变为情感导向。数字文化消费以其便捷性满足了消费者

新需求，是文化消费模式转变的重要原因。三是数字经济时

代版权治理发生转变。文化产品的成本显著降低，这不仅使

得文化消费变得更加便捷，同时也导致了非法复制市场的萎

缩，版权管理变得更加高效。数字化转型不仅改善了用户体

验，也为版权保护工作带来了新的机遇。 

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助理教授董小琦提出以下

建议：一是不同数字技术对文化产品消费的促进作用不同，

未来研究可从调查数据库出发，深入分析各类数字技术如何

影响文化消费的机制，以此为基础制定更加精准有效的政策

措施。二是进一步探究时间消费平等性与金钱消费平等性之

间的关系，为优化文化消费环境提供理论依据和支持。 

 

 

 

（撰稿人：黄隽，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

研究员、应用经济学院教授；李越欣，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

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应用经济学院副教授；郑惠中，中

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博士生；傅蔷，中国人民大学应用

经济学院硕士生；李柔，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硕士生。） 



 

9 

“双周政策分析会”是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

究院打造的一个高端政策研讨交流平台，旨在通过对公共政

策的研究分析和综合评估以推进人大国发院的“新平台、大

网络，跨学科、重交叉，促创新、高产出”高端智库建设。

该平台通过汇聚校内外、政产学优质资源，力图为政治、经

济、社会、文化、生态、法律、外交等领域的重大政策议题

提供“人大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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