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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规模稳步增长

2014 年以来，“全民阅读”已连续 10 次被
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作为助力全民阅读的重
要支点，数字阅读行业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发
展势头。根据《2022年度中国数字阅读报告》

（以下简称《报告》），2022 年中国数字阅读市
场总体营收规模达 463.52 亿元，同比增长
11.5%。

什么是数字阅读？数字阅读市场由哪些
组成部分构成？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第
一副理事长张毅君介绍，数字阅读包括电子
阅读和有声阅读。其中，电子阅读又可分为
电子书阅读和网络原创文学作品阅读；有声
阅读包括有声书阅读、广播剧（节目）阅读和
在线课程阅读等3种主要形式。

从细分板块来看，去年大众阅读市场营
收335.91亿元，有声阅读95.68亿元，专业阅读
31.93亿元，市场整体发展较为均衡，大众阅读
继续占据绝对优势。

数字阅读产业规模稳步增长的背后是优
质内容的持续供给。《报告》显示，2022 年，中
国数字阅读平台上架作品总量为 5271.86 万
部，其中，网络文学作品约 3458.84万部，有声
阅读作品1518.62万部。重点主题阅读类作品
上架总量近10.3万种，较2021年增长4.91%。

微信读书相关负责人介绍，截至去年 12
月，微信读书在架出版电子书共25万本，包含
文学、历史、经济理财、科学技术等 30 余种大

品类、近千种细分品类。微信读书合作的出版
社和图书公司共计超 600 家，其中，超过半数
的出版方官方号入驻微信读书平台重点运营，
通过书籍推荐、活动运营等方式，与粉丝读者
建立密切联系。

用户群体加快拓展

在用户规模方面，2022年中国数字阅读用
户达 5.3 亿，较上年增加 2400 万，增长率为
4.75%。其中，19—45岁的用户占比为67.15%，

活跃度和参与度都保持着较高水平。
阅文集团总裁侯晓楠介绍，2022 年阅文

新增用户中，“Z 世代”占比 66%，阅读时间累
计超 20亿小时，累计评论超 3000 万条。根据
阅文集团旗下 QQ 阅读数据，近 12 个月来，
93%的年轻读者阅读了至少一本书，年平均在
读书籍超11.7本。

作为数字阅读主力军的年轻人爱看什么
书？上海图书馆、阅文集团等发布的《Z 世代
数字阅读报告》显示，青春文学、文学、心理学、
传统文化读物、科幻成为年轻人最爱的五大出
版书籍类型。《论语》《红楼梦》《西游记》是年轻

人最爱的传统文化读物，讨论度最高的书籍是
《资治通鉴》，全年留下近 15000 条评论，蕴含
了“Z世代”对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思考。

海量的数字内容也满足了不同群体的使
用需求与阅读偏好。正在读研究生的小杜向
记者介绍，在日常阅读之外，自己也会经常阅
读专业书籍，“在平板电脑上读专业书和文献
资料时，可以非常方便地添加标签和笔记，这
对理论知识的整理和积累很有帮助。”

“现在短视频平台上，有很多人文历史以
及自然科学类内容，这些内容我不仅自己看，
也会带着正在上小学的孩子一起学习。”北京

市海淀区的学生家长李女士认为，优质的知
识类博主所创作的内容可以在学校课程之外
起到补充、拓展的作用，利于孩子综合素养的
提升。

在数字阅读用户群体中，60 岁以上群体
占比为2.74%。“这个数字看起来少，但较上年
增长超 1 倍，成为亮点之一。”张毅君说。《报
告》课题组分析发现，历史军事类题材首次进
入 60 岁以上年龄人群阅读偏好前 5 位，在
46—60岁阅读人群中也上升至第2位。

有声阅读市场不断壮大

微信读书、番茄小说、起点读书……各具
特色的数字阅读 APP让用户无需携带纸质书
就可以随时随地在手机端进行阅读。第20次
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2022年有77.8%
的成年人进行过手机阅读，手机移动阅读已成
为数字阅读的主要形式。

除了手机阅读，在生活节奏较快的今天，
既能解放读者双手、又能带来沉浸式体验的

“听书”和“视频讲书”正成为许多用户的新选
择。一方面，在喜马拉雅、云听等在线音频平
台持续深耕下，有声阅读市场不断壮大。另一
方面，短视频平台上掀起了视频讲书热潮，不
少读书内容创作者以内容讲解、荐书评书、名
句朗读等方式激发着用户的阅读兴趣。

在抖音平台，读书内容创作者“止庵”的
“世界文学大师解读”合集累计播放量达 461
万，“1379 号观察员”的“解读《百年孤独》”合
集累计播放量已超739万。“相比图文、音频形
式，视频讲书更加直观且互动性强，达人的推
荐、讲解和普通用户的读书心得分享，都成为
网友选书、购书的重要参考。”抖音相关负责人
说，平台未来将进一步携手优质读书内容创作
者和出版社，不断完善读书生态，助力读者拥
抱新书和好书。

数字技术在丰富普通用户阅读场景的同
时，也为特殊人群提供了便利。在上海市天
山路街道图书馆，借助无障碍阅读设备，视障
人群也能享受到阅读带来的快乐。“翻开书
本，将内容页朝下放入机器，就能‘听’到图
书内容。”一名正在“听书”的读者说，无障碍
阅读设备扩展了自己的读书量，丰富了业余
生活。

目前，AI 技术已能让一部电子书生成分
角色、声音多元的音频产品，在多角色对话模
式下配备不同音色。“随着技术的发展，人们
不但可以通过各种终端设备看电子书、听有
声读物，还能在智能穿戴设备支持下走进数
字出版产品的场景里，真正跟各类知识进行
交互。数字阅读将不断为人们精神文化消费
提供新选择。”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理事
长孙寿山说。

优质内容海量，随时使用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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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在重庆图书馆体验身临其境的VR阅读。 孙凯芳摄（人民图片）

“操作简单功能多”

河北省石家庄市一家药店的结
账柜台前，马先生正在使用电子社保
卡买药。“自从我在网上申请了电子
社保卡，出门买药、坐公交车、交水电
费只要拿上手机就行了。电子社保
卡操作简单功能多，真是太方便啦！”
说着，马先生打开手机上电子社保卡
的医疗保险支付码，完成了医疗保险
个人账户的付款。

如今在各类民生服务领域，电子
社保卡得到广泛应用，成为群众方便
快捷享受民生服务基础性载体的“心
头好”。

电子社保卡功能更丰富。去年，
电子社保卡已累计开通86项全国服
务和 1000 余项属地服务，群众可通
过 480 多个 APP、小程序等渠道获取
电子社保卡。

社会保障服务更利民。2022年，

电子社保卡全年累计提供线上服务
112.85 亿人次。人们通过电子社保
卡享受着个人社保权益记录单查询、
社保待遇资格认证、职业资格证等证
书查询、养老保险关系转移申请、个
人养老金服务等诸多服务功能。

身份认证服务更多元。电子社
保卡同时为国家政务服务平台和所
有省级政务服务平台提供登录及身
份认证服务。31个省份通过社保卡
发放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25个省
份实现持社保卡乘坐公交，30个省份
实现凭社保卡借阅图书、进博物馆与
展览馆、公园入园……群众持社保卡
可“一卡通享”更多相关服务。

“跨省通办”提高效率

人社部近年来着力打造更先进、
更智能、更便捷、更高效的智慧人社
服务，推动一网通办等便民服务创新
发展，不断增强群众的满意度。

2022年，人社部共开通76项“一
网通办”“跨省通办”服务，群众可通
过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国家社保
公共服务平台、掌上12333、电子社保
卡等快速获取服务。去年，各类人社
线上服务渠道提供服务近 141 亿人
次，更加智慧的人社服务为市民提供
了更多便利。

广东省去年 5 月推出了“粤省
事”APP。广东省政府副秘书长、省
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局长杨鹏飞介
绍，粤省事 APP 着眼移动政务服务
可持续和高质量发展，积极推动政
务服务、人社服务、公安服务等“一
网通办”。今年，广东省将依托 APP
持续打造民生服务枢纽，让群众办
事更舒心。

在上海，市人社局将推动构建高
效协同、便捷智慧的线上帮办模式，
聚焦深化“一网通办”改革和优化营
商环境的目标，进一步提升人社服务
事项线上线下智能化水平，持续增强
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持续优化体验更好

“为什么不试试自助经办机呢？”
上海市黄浦区社保中心服务大厅里，
一位市民正排队等待叫号，在此调研
的市社保中心主任程征东上前询
问。这位市民说，先前在电脑端尝试
办理就业参保登记服务，但由于种种
原因未能成功，他不太愿意线上办理
社保业务。在全国，还有很多人与这
位市民有着类似的想法。

如今，通过APP、公众号、小程序
等“互联网+人社服务”平台办理人
社业务已是大势所趋，“指尖服务”
建设取得明显成效的同时，一些问
题也相伴而生，各类线上服务平台
令人头疼，线上系统问题频出，对于
老年人及文化程度不高的人员来

说，全流程线上办理业务是一个不
小的挑战。

近年来，人社系统聚焦群众反映
强烈的堵点痛点难点，坚持问题导
向，顺应群众需求，让群众办事更加
透明高效、舒心顺心。

在黑龙江省，社保卡业务办理支
付宝小程序去年6月上线，提供多种
社保卡服务业务。在河北省，电子社
保卡也再次升级，界面、服务、操作持
续优化，让百姓体验越来越好。

聚焦老年人等特殊群体需求，
人社系统完善传统服务，推动智能
服务适老化改造，助力老年人跨越

“数字鸿沟”。“老伴卧病在床十几
年，我也不懂智能手机操作，每次资
格认证都犯难，工作人员来家里帮
我们，这种服务帮在我们心坎上！”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武鸣区的卢
凤兰老人高兴地说。

线上渠道提供服务近141亿人次

电子社保卡成为百姓“心头好”
杨俊峰 徐玉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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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电（记者冯家顺）
记者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近年来，
各地检察机关积极推动国家司法救助
工作与大数据深度融合，探索构建司
法救助大数据模型，基于大数据研判
促进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协同发力，
形成不同救助政策叠加效应，有效服
务司法救助办案，满足人民群众更高
需求，实现救助质量和效率双提升。

最高人民检察院近日印发第一批
共5件大数据赋能类案司法救助典型
案例，分别是：江苏省灌云县人民检察
院依托司法救助服务乡村振兴实体化
工作平台构建大数据模型赋能类案救
助，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检察院构建多
元联动司法救助大数据模型赋能类案
救助，浙江省磐安县人民检察院依托
司法救助“一件事”平台构建大数据模
型赋能类案救助，山东省单县人民检
察院依托司法救助线索筛查应用平台
构建大数据模型赋能类案救助，河南
省许昌市魏都区人民检察院构建侵害
人身权类司法救助大数据模型赋能类
案救助。

据悉，今年以来各地检察机关深
化开展“关注困难妇女群体，加强专项
司法救助”活动和“司法救助助力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专项活动，针对司法救
助线索发现难、救助渠道单一、救助标
准不统一等问题，一些地方检察机关
积极构建多元联动司法救助数据模
型，对故意伤害、交通肇事等人身伤害
类案件，因案造成重大财产损失类案
件，涉赡养费、抚养费、抚育费等弱势
群体扶养类案件，以及涉法涉诉信访
类案件等案件类型的当事人数据进行
汇总分析、筛选，总结提炼规则，实现
救助线索由人工摸排向智能筛查转
变，案件受理由个案申请向类案推送
转变，推进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信息
共享、双向衔接，并能动参与社会治
理，取得较好成效。

最高检第十检察厅负责人表示，
下一步将总结基层检察院建立司法救
助大数据模型的经验做法，在工作中
全力融入和推进“数字检察”战略，以

“数字革命”驱动新时代控告申诉检察
工作整体提质增效、创新发展。

市民在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社会保险自助服务厅办理相关业务。
梁孝鹏摄（人民图片）

市民在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社会保险自助服务厅办理相关业务。
梁孝鹏摄（人民图片）

大数据研判助推司法救助质效提升

福建省莆田市公安局城厢分局近年来以“智慧禁毒”为工作理念，依托
警用无人机危险系数低、准确率高、机动灵活等优势开展高空“禁毒”，充分
发挥无人机的“智能天眼”，实时将现场信息回传，与地面指挥中枢和前方警
力联合互动，有力提升缉毒立体作战能力。通过深入探索研究无人机在禁
毒工作中的应用，积极融入禁种铲毒、打击破案、禁毒宣传等工作中，构建空
中“巡航网、侦查网、宣传网”三网融合。图为民警在使用无人机巡查。

蔡进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