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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时代重要的青年们

• 2022年我国青年（18-35岁）人群规模达到3.4亿*。

• 2022年数字青年人群规模达到3.24亿*。

• 青年人群的互联网普及率达到95.3%，高于我国整体水平

22.3个百分点*。

数字社会的主要参与者

线上交易的重要贡献者

• 2020年我国全国网上零售额达11.76万亿元，同比增长11%*。

• 2022年青年群体月平均线上消费超过1000元占比27.3%。

• 青年群体对虚拟线上产品（会员、游戏等）已经养成一定的

消费习惯，仅有12%的青年从未购买过虚拟线上产品。

95.3%

 青年互联网普及率

73.0%

 我国互联网普及率

20.3%

48.7%

27.3%

3.7%

300元以内 301-1000元 1000元以上 从不在线上进行消费
*数据来源：第七次人口普查、CNNIC、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商务部，中国移动研究院整理

 2022年我国青年群体月平均线上消费水平（n*=900）

* n为调研样本数



青年与互“粘”网

5.8小时

互联网“粘”住了青年

4.8小时

“粘”在网上的青年们

• 2022年青年群体的日均在网时长达到5.8小时*。

• 2022年青年群体的人均使用APP个数达到62个。

• 深度的网络使用与广泛的网络涉猎让青年“粘”在了互联网

上。 青年日均在网时长  非青年日均在网时长

• 互联网的传递性、自由性、共享性、开放性、隐私性等特征

满足了青年对自由、幻想的追求。

• 青年是网民中的主力军，网民中数字青年占比达到32%（数

字青年人口占比24%）*。

30% 24%

 总人口中青年占比

32%

 网民中青年占比

24%

*数据来源：CNNIC，中国移动研究院整理



青年数字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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渗透率 TGI

青年在各类数字生活场景下的渗透率较高，在教育培训、
线上餐饮、创意输出的表现尤为突出

青年在泛知识、教培辅导等细分场
景中的活跃度更高

青年积极参与数字生活方方面面，教育与创意输出是青年的主场

 2022年我国青年群体各大类APP渗透率

*注：数据来源于梧桐和指数，TGI=目标人群特征/总体人群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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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数字行为差异——不同人生阶段有所不同

18-24岁的学生群体与25-35岁的职场人士有显著的数字行为差异

学生群体：数字参与高
文娱与学习是主旋律

职场群体：数字影响深
生活与金融是基本面

p 学生群体在各大类APP中渗透率都高于职场群体

p 文娱与学习是主旋律

在网时长方面，教育培训

文娱休闲、创意输出类APP

学生群体表现较高 129

129

149

 创意输出                    

 文娱休闲                    

 教育培训                    

p 职场群体的数字生活更均衡，在线上生活、线上金融等

领域在网时长表现较高

111 112 114
118

124
129 132 133

 网上银行                     餐饮零售                     票务出行                     陌生人社交                    资讯                       金融理财                     职场社交                     打车                      

 2022年我国青年群体分年龄各大类APP渗透率

 18-24岁青年群体APP使用时长TGI

25-35岁青年群体APP使用时长TGI

*注：数据来源于梧桐和指数，TGI=目标人群特征/总体人群特征



“云”行为组成的“云”玩家

“云”玩家们通过各式各样的“云”行为（如“云聚
会”、”云吸宠”等）构建起数字生活中独特的风景

p “云”玩家的诞生：现实生活体验带来的高成本问题降低了用

户的使用偏好，基于互联网分享特征的“云”行为应运而生。

p “云”玩家的现状：48.2%的青年群体偏好观看游戏电竞解说

/剪辑视频，42.9%、36.7%以及18.8%的青年群体分别偏好

观看影视、动漫、宠物类剪辑视频。

p “云”玩家的成因：互联网带来的孤独感促使青年群体通过

“云”行为的方式体验陪伴。通过“云”行为获得陪伴满足的

同时，“云”玩家的经济和时间成本压力也得到减轻，反映出

青年群体对现实需求在降低。

• “云”行为是指通过互联网视频、文字等媒体间接完成线下活
动的行为

18.8%

29.3%

29.4%

30.7%

36.7%

42.9%

45.4%

48.2%

宠物生活

美食厨艺

知识科普

运动健身

动画动漫

电视影视

综艺娱乐

游戏电竞

青年群体观看短视频剪辑内容偏好分布（n=900）

云游主义 社交双面人 up青年



游戏改变的人生

游戏不仅成为当代青年群体娱乐生活的主要内容，更改变了生活方式

青年在各类游戏APP中的渗透、时长表现突出 游戏不仅仅是游戏，更是方方面面

p 数字青年游戏现状：青年群体游戏类APP渗透率达到71%，TGI125，青

年游戏人群人均每日游戏时长达到1.2小时。

p 竞技对战、射击类、休闲益智类游戏最受青年群体的欢迎。

p 游戏与生活：蹲直播、看比赛、游戏IP

延展以及多种多样的游戏衍生形式充满

了生活的方方面面。

p 游戏与社交：游戏与交友的融合让游戏

成为社交的重要平台。

p 游戏与职业：电竞经理、俱乐部运营以

及游戏策划等与游戏相关的新兴职业不

断产生。

p 游戏与消费：cosplay、手办盲盒等游

戏IP衍生产品等成为年轻人新消费潮流。

23.18%

15.83%

12.93%

10.15% 10.07%
8.32%

竞技对战 射击 休闲益智 角色扮演 棋牌桌游 体育竞速

青年群体游戏类APP渗透率

云游主义 社交双面人 up青年

*注：数据来源于梧桐和指数，TGI=目标人群特征/总体人群特征



“社牛”与“社恐”的二象性

线上——社交牛牛症 线下——社交焦虑症

p 玩转各类线上社交：一方面，青年对于各类线上社交模式接

受度都较高，各类线上社交类APP的渗透率都远高于非青年

群体；另一方面，线上社交成为青年群体拓展社会关系的重

要渠道。

29.8%

59.8%

69.1%

71.6%

在线上找到了恋爱对
象/婚姻伴侣

在线上新认识了同事

在线上新认识了兴趣
相投的好友

在线上我经常与亲友
交流

17.5%

7.0%

20.7%

9.3%

2.1%

8.6%

 陌生人社交                    职场社交                    圈层社交

青年群体 非青年群体

p 越来越不会的线下社交：一方面，城市范围扩大带来的空间

失衡，极大增加了线下社交的成本；另一方面，在线下社交

中诸多尴尬处境往往会加速线下的焦虑。

44.4%

18.1%

偏好线上社交的青年占比

偏好线下社交的青年占比

青年群体社交类APP渗透率 青年群体线上社交效果（n=900）

*数据来源：2022年中国主要城市通勤监测报告，中国青年报，中国移动研究院整理

云游主义 社交双面人 up青年

超过80%的青
年表示存在线下
社交焦虑情况*



 线上——连接圈层的线上趣缘社交

个性独特、爱好广泛的青年组成不同的圈层，趣缘社交模
式使这些圈层不断扩展甚至出圈

p 圈层的独立：互联网的发展为各类小众文化提供了发展空间，

各式以兴趣爱好为核心的圈层从大众文化中独立出来。

p 圈层的扩列：随着圈层文化的不断发展，各圈层文化的参与者

不断增多，其影响范围的扩大使这些圈层不断扩展甚至出圈。

圈层社交类APP在青年群体的渗透率达到28.87%，超出非青

年群体13个百分点。

p 圈层的成因：随着线上社交日益成为青年表达自我的途径，价

值认同需求在青年群体中也不断增长，他们通过与相同兴趣爱

好群体的交流，提升自身的社会认同感。

• 趣缘社交是因对某一种事物或文化产生共同兴趣而形成同认同
感的社交模式

28.9%

 数字青年圈层
社交类APP渗透率

15.4%

 非青年圈层
社交类APP渗透率

云游主义 社交双面人 up青年

*注：数据来源于梧桐和指数



 努力or佛系?“薛定谔”的心态

面对社会带来的压力与情绪，青年的自我提升态度呈现多样化特征

p “佛系”但不“摆烂”：“佛系“心态更多展现的是当代青

年群体在社会压力下对自身状态的的一种自嘲，往往是在追

求自我发展功利心减弱状态下的一种自我的调解。“佛系”

不是摆烂，而是对奋斗方向的调整，是对自身发展目标的修

正。

p “被内卷”和“躺平”都不是年轻群体中多数人面对生活压

力时的态度选择。

青年群体面对生活压力的态度（n=900）

p “努力”不是唯一：青年群体以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面对生

活中的问题，但是努力奋斗不是他们唯一的应对之道。他们

会根据自身所处的环境和条件，选择合适的心态来面对。

p 25-35岁的职场青年面对的生活压力更大，他们中间持努力

奋斗生活态度的人群占比更高（48.9%）。

39.3% 38.0%

18.0%

4.7%

48.9%

32.7%

15.6%

2.9%

努力奋斗 佛系 被内卷 躺平

18-24岁 25岁-35岁

云游主义 社交双面人 up青年



 默默向上的充电族

本职学习的自我提升 多重技能学习——斜杠青年

喊着”躺平”口号的青年们正在积极充电

p 数字青年群体正面临着人生的重

要发展阶段，学业、社会的双重

压力推动他们实现自我提升。

132

184

212

235

阅读

留学

专业提升

考研考公

p 互联网APP是数字青年实现自我提升的重要途径。

考研考公、专业提升、留学类APP的TGI都超过了

150，阅读类APP的TGI为132。

p 单一领域的提升并不能满足数字

青年对于学习和自我提升的追求。

p 互联网技术的进步和运用，解放了对工作场景的束缚。

互联网平台为“斜杠青年”从事主播、up主等新兴职业

提供了便利。

全国年轻群体中
有主业的兼职者、
创业者这类“斜
杠”青年已超

8000万人*

65%的青年群体曾在
短视频平台发布过自己
的作品（n=900）

其中47%的青年认
为会考虑将其当作职业
（n=900）

社交价值观

青年群体学习类APPTGI

*数据来源：清研智库等机构发布的《2019年两栖青年金融需求调查研究》

云游主义 社交双面人 up青年



 数字灵工——灵活就业

互联网背景下，诞生了“主播”、“up主”、“网络作家”
等新型职业

p 数字灵工的诞生：受互联网技术发展与疫情等外部因素，青年

群体崇尚创新、个性、自由等内部因素叠加作用下，就业市场

发生了巨大变化，最重要的体现是灵活就业⼈员的占比越来越

大。

p 数字灵工的现状：65.2%的青年表示愿意或正在加入数字灵工

群体。69.3%的青年表示需要通过构建终身学习的方式应对未

来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要求。

• 数字灵工是指依托互联网平台进行文化内容创作，提供线上文
化服务的职业

65.2%

 青年群体对
数字灵工接受度

（n=900）

69.3%

 青年群体
对未来工作环境的态度

（n=900）

社交价值观云游主义 社交双面人 up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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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适应性指数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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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素养 应用技能

意识与价值观

数字参与

数字技能

数字生存 数字创造

数字管理 数字获益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围绕认知-态度等内隐因素和行为-影响等外在表现，结合主观调研数据及行为大数据，构建数字适应性指数

（Digital Conformity Index, DCI），评估个体适应数字经济发展，储备数字能力、实践数字行为的情况。

数
字
适
应
性
指
数

数字设备基础操作及现实情境中
的数字应用操作能力

在数字融入、数字伦理、数字安
全等方面的意识观念

各项生产生活垂类场景中，实际
使用数字应用的活跃程度

因参与数字生活而带来的自我管理、
自我成长等正负向影响

评估内容



整体扫描：青年数字适应表现优于其他年龄群体，对数字技能的掌握较好

作为数字世界引领者，青年群体表现出了数字适应优势，相比其他年龄群体的数字适应得分更高。

伴随数字社会加速渗透，中青年群体对数字基础操作技能的掌握水平均相对较高。

数字影响  

数字态度 数字技能 

数字参与 

青年群体数字适应
表现处于中等水平

63.5

54.0 

75.2 

69.8 

26.0 

15-17岁

18-34岁

35-49岁

50岁及以上

44.5 

53.1 

51.9 

35.5 

15-17岁

18-34岁

35-49岁

50岁及以上

64.9 

62.0 

48.3 

26.5 

64.8 

63.1 

56.3 

44.5 

*数字适应水平分段：

低 50分以下；中 50-70分；高 70分以上

15-17岁

18-34岁

35-49岁

50岁及以上

15-17岁

18-34岁

35-49岁

50岁及以上

其他人群数字适应总得分：

15-17岁 56.4

35-49岁 57.8

50岁及以上 35.2



整体扫描：青年对数字技术的认知和伦理意识需要加强

青年数字适应力

在意识观念层面，青年群体还未能充分适应数字环境。在理解数字世界发展动向、正确处理信息与个体关系、

遵守数字世界基本行为规范、防范数字安全风险的意识相对较弱。

75.7 

53.1 

61.9 

63.1 

数字技能

数字态度

数字参与

数字影响
41.2% 未意识到个体对自身数据安全负有责任

40.3% 没有主动屏蔽不良信息骚扰的意识

38.3% 不常关注信息技术发展新动向

31.9% 对多元网络文化的认识和理解不足

47.5% 不确定自己能适应未来的数字生活

50.9% 认为数字世界相对自由，没有行为边界

66.7% 不会每次都为正版数字内容付费

31.3% 不会甄别网络消息的可靠性

35.6% 未意识到数字服务背后的隐私风险



国际对比：数字内容创作是我国青年的相对短板

• 对比欧盟青年，我国青年的信息基础素养与其相当，但数字内容创作能力相对较低。

• 国内数字内容生态整体存在原创内容数量少，有能力获得内容激励的创作者占比较少等问题，青年

群体作为数字内容创作的主力群体，也需注意提升创意、创新能力。

微信公众号原创文章数量*

占总体数
量的5%

获得内容激励的创作者占比*

占活跃
用户的
15%

数字内容业态相关数据

注：数据源自抖音、西瓜数据、快手

76 

69 

75

81

基础信息素养 数字内容创作

我国和欧盟相对得分对标

中国数字适应指数 欧盟数字技能评估

内容创作者中青年占比*

超过60%



区域对比：西部青年的故障处理技能及数字安全意识上较弱

　 青年整体 东部 西部

数字技能 75.7 78.9 72.1

数字态度 53.1 55.2 50.6

数字参与 61.9 68.3 64.9

数字影响 63.1 66.8 65.4

76% 76%
67%

63%

 分区域自主处理故障的青年占比

东部 中部 东北 西部

• 在基础技能应用方面，西部青年独立处理故障问题的能力较弱；在数字安全意识方面，对网络交易安

全及数字隐私保护的意识也相对不足。

75% 77%
74%

78%
73% 73%

67%
71%

支付过程安全 个人隐私保护

分区域青年安全意识能力现状

东部 中部 东北 西部



区域对比：东北青年在数字应用使用上表现偏低

0%

40%

80%

线上餐饮 金融支付 线上协同 文娱休闲 交通出行

青年群体应用活跃渗透率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北

• 对比总体情况，东北部青年的数字应用使用相对较弱，特别在金融支付、交通出行、文娱休闲等领域，

应用渗透率排名均靠后，与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情况较相符。

数字经济发展状况排名
省份 排名

广东 1

北京 2

... ...

辽宁 20

... ...

黑龙江 23

... ...

吉林 28

　 青年整体 东部 东北

数字技能 75.7 78.9 75.2

数字态度 53.1 55.2 53.0

数字参与 61.9 68.3 56.3 

数字影响 63.1 66.8 63.9

*注：数据来源赛迪智库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白皮书（2020）年》*注：数据来源于梧桐和指数



城市对比：青年数字适应能力与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程度相关

• 青年数字适应能力呈现超一线城市高于一二线城市、一二线城市高于三线及以下城市的趋势

• 高素质的青年数字人才更多集中于超一线和一二线城市，低线级城市等经济欠发达地区需警惕青年数字人
才流失风险

60.3 

79.6 

57.1 

72.4 
66.7 

58.2 

77.6 

54.5 

67.1 69.6 

55.7 

74.0 

51.6 
61.1 61.4 

总分 数字技能 数字态度 数字参与 数字影响

分城市青年数字适应性得分

超一线城市 一二线城市 三线及以下城市

数字创意类

APP
使用
时长

分钟/月

在线教育培训类

400.7 

503.4 

393.0 

三线及以下城市

一二线城市

超一线城市

523.1

1008.5

902.5

三线及以下城市

一二线城市

超一线城市0% 20% 40% 60% 80% 100%

超一线城市

新一线、二线城市

三线及以下城市

不同城市等级青年数字适应能力分布

0-20 20-40 40-60 60-80 80-100 *注：数据来源于梧桐和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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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数字化发展未来展望

• 青年群体的数字内容创作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同

时数字社会法律和道德意识、数字安全和个人隐私

的保护意识有待加强

青年是数字时代的引领者，是数字经济的主力军。在国家数字经济转型过程中，促进青年发展、提升数字素养对助

力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 经济欠发达地区本地青年数字适应水平相对不足，

同时还面临高素质数字人才流失风险，这可能导致

地域间数字经济鸿沟进一步拉大

• 应注重青年群体数字能力培养，特别是数字内容创作及创新意
识；注重青年的数字伦理道德、数字安全等意识培养

• 注重经济落后地区青年数字技能培养、数字意识培育，避免新
的数字鸿沟形成

• 青年群体丰富的线上行为打破了虚拟与现实生活的

平衡，线上与线下生活状态展现出双面特征。

• 数字时代带来的新职业与新技能对青年群体自我提

升、职业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 青年是数字世界的建造者和设计者，应鼓励他们多方面培养数

字技能，扮演数字灵工，多方位拓展就业渠道

• 青年是数字世界的主要消费者，应鼓励他们健康消费，平衡好
线上和线下的生活

促
进
青
年
发
展

提
升
数
字
素
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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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更多渠道，了解更多信息

研究院官方微信 中移智库官方微信

微信号：中国移动研究院 微信号：cmrizyz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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