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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交媒体用户已超10亿，年轻人使用习惯正在改变——

“朋友圈”，谋“破圈”
本报记者 卢泽华

目前，全球社交网络
用户规模已近 50 亿，中
国用户 10.3 亿。通过社
交网络，人们建立起自己
的“朋友圈”，形成了较为
固定的使用习惯。

随 着“Z 世 代 ”（指
1995 年 至 2009 年 出 生
的一代人）用户的不断
涌入，过去以“信息交
流”为主要功能的社交
网络开始重构，社交平
台纷纷朝着新技术、新
方向、新模式“破圈”。

“优质主播培育工程”启动

本报北京电（记者金歆）17日，由中国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直
播短视频专业委员会主办的优质主播培育工程（以下简称“工程”）
启动会在北京举行。

工程由中央网信办网络综合治理局指导，旨在引导平台企业
和机构履行主体责任，挖掘培育一批政治立场坚定、行业示范突
出、公益带动有力、社会知名度较高的正能量主播。工程首期三年

（2024年-2026年），将指导认定优质直播间6000个，带动平台培育
推广正能量直播间3万个，助推直播行业高质量发展。

启动会上，试点平台代表介绍“优质主播计划”开展情况，主播
代表分享了传播优质内容经验及做法。

2025年初步形成支撑

区块链发展标准体系

新华社北京电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
委员会办公室、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近日印发《区块链和分
布式记账技术标准体系建设指南》，明确一系列举措加快区块
链重点标准研制。指南提出，到 2025 年，初步形成支撑区块链
发展的标准体系，重点面向基础共性、应用和服务等标准化领
域，制定 30 项以上区块链相关标准，基本满足我国区块链标
准化需求。

指南提出，立足我国区块链发展实际，分行业、分领域、分阶
段推进标准研制，重点建设基础标准、技术和平台标准、应用和
服务标准、开发运营标准、安全保障标准，在推动各相关方构建
满足产业发展需求的标准体系同时，鼓励协会、联盟等社会团体
制定满足市场和创新需要的团体标准。

区块链是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应用范围覆盖
生产、物流、政务、文娱、教育等多个领域。加快构建和完善标准
体系，将助力区块链技术和产业高质量发展。

日
前
，藏
族
姑
娘
雍
吉
（
前
右
）
在
四
川
成
都
通

过
社
交
平
台
分
享
藏
族
传
统
舞
蹈
。

新
华
社
记
者

沈
伯
韩
摄

日
前
，藏
族
姑
娘
雍
吉
（
前
右
）
在
四
川
成
都
通

过
社
交
平
台
分
享
藏
族
传
统
舞
蹈
。

新
华
社
记
者

沈
伯
韩
摄

2023年11月7日，参展商在世界互联网大会上展示“超写实数字人”。 翟慧勇摄 （人民视觉）2023年11月7日，参展商在世界互联网大会上展示“超写实数字人”。 翟慧勇摄 （人民视觉）

元旦已经过去一段时间，可提
起这话茬，邻居老张还是有点哭
笑不得。起因竟是孙子晨晨的一条
祝福微信。内容这样写道：“祝爷爷
新年快乐！事业顺利，步步高升，
财源滚滚。”

老 张 说 ：自 己 退 休 已 二 十 多
年，哪儿来的“事业顺利”“步步高
升 ”？老 张 打 电 话 给 儿 子 。儿 子 很
不 好 意 思 ：“ 事 先 给 晨 晨 交 代 了 ，
要 好 好 问 候 您 ，谁 知 这 孩 子 竟 随
便在网上复制一条祝福语就发过
去了……”

一条信息，折射出互联网时代
的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明明交流
更加便捷，但人与人之间似乎多
了一层隔阂——亲朋好友之间的
问候不再像从前那样走心；一个
群里，大家的“表情包接龙”热
情似火，平日碰面却很少互动；还
有的人，在网上口若悬河，包袱一
个接一个，回到现实世界却又“社
恐”起来……

人们在网上联络更加频繁，但
真正的感情交流反而少了。有人
说，现在生活节奏这么快，谈感
情？谁有那个时间呐！的确，不少
用户只将社交平台当做工作、学
习、生活所必需的“工具”，用以维
系和拓展人脉。但是，社交网络所
承担的情感交流功能也应该受到更
多的重视。有统计报告显示，全球
用户每天花在社交网络上的时间达
到 2 小时 26 分，这么长的时间，如
果只用作“工具化”交流，是不是
有点可惜？

一般认为，“交流”一词的广泛应
用，肇始于古籍中“望河洛之交流
兮”这句话，意思是黄河与洛水交
汇在一处。两条河交汇，自然是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般融在一起。
人与人的交流，不也是这样吗？如
果缺乏心灵和感情上的交融，社交
的意义便会大打折扣。

联 络 本 身 ， 就 承 载 着 感 情 交
流的意义。前些年，一首歌颇为
流行，歌词这样写道：“从前的日
色 变 得 慢 ，车 、马 、邮 件 都 慢 ， 大
家 诚 诚 恳 恳 ， 说 一 句 ， 是 一 句 ……”在 过 去 “ 家 书 抵 万 金 ” 的 年
代，亲人、朋友之间的联络非常困难，大家也格外珍惜，通信中每
字每句都要斟酌再三。记得曾经看到 过 一 位 大 学 教 授 年 轻 游 学 时
给母亲写的信，那娟秀的字迹、细腻的情感、真挚的表达，让人不
由心生感动。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来临，QQ成为人们的主要通信工具之一。直到现
在，很多人还在网上分享使用 QQ 时的暖心故事。有人讲到自己外公刚
学会视频聊天时激动地说：“这东西真好，就像我们在家说话一样”；有
人重温同窗之间相互打气、共渡难关的奋斗经历；还有人回忆起当年不
分老少一起“偷菜”时的热闹场面。那时候，网友之间的留言是如此的
朴素，大部分人都会去朋友的空间里留一句：“踩一下，记得回踩”，就
跟邻居之间串门一样寻常。

现在是移动互联时代，我们有了微信。有人通过“对讲机”，用声
音传递关心；有人打开视频通话，随时随地就能与亲友“碰面”。还有
亲戚之间逢年过节发个红包、朋友同事在朋友圈相互点赞或是在视频
号里拍段视频分享日常趣事，都是社交网络场景中的温馨一幕。

哲学家斯宾塞有句名言：“科学本身就有诗意。”他也许想告诉我
们，技术迭代虽然常以我们难以想象的速度来临，但技术背后的温情应
该是贯穿始终的信念。从这个角度而言，让自己的网上社交生活适当

“慢”下来，多感受社交网络背后的“诗意”，多传递人与人之间的温
情，我们的生活会更美好。

年轻用户更注重个性化

“能不能在视频中发布 KY 评语？”“下列弹幕
是否符合社区规范？”“遇到非常明显的恶意评论该
怎么办？”……

近日，记者打开某视频社交平台并完成注册程
序后，收到弹窗提示：需答 100道题，得分超过 60，
才能转为“正式会员”，否则将无法使用评论、彩色
弹幕和私信等基本功能。

开个会员还要答题？这似乎有些不可思议。但
是，想要进入“Z世代”的朋友圈，这些考验几乎是

“标配”。
记者注意到，该平台列举的题目中包含了很

多网络用语，比如上文提到的“KY”，经检索才
明白，意指“没眼力见、不会按照气氛和对方脸
色做出合适反应”。记者还在网上看到很多“答
题攻略”，攻略下面的评论区里，不少网友自称
95 后或者 00 后。

“现在的年轻用户非常重视社交网络的个性
化，他们发明了一套庞大的网络语言体系，刻意不
让上一辈人理解。想要进入他们的社群，必须‘过
五关斩六将’。”北京一家社交网络平台产品经理
朱楠告诉记者。

“Z 世代”独特的语言体系，让很多家长感
受 到 与 儿 女 之 间 的 代 沟 。“ 为 了 和 孩 子 沟 通 ，
我 已 经 上 网 学 习 了 yyds（永 远 的 神）、mz（秒
赞）等网络用语，但完全不够用。有一次，孩子
说了句 cpy（处朋友），我就蒙圈了。”家住西安

的李女士抱怨，她跟上初中的儿子完全不在一
个频道上。

“Z 世代”这种语言体系的形成，筑高了人
际交往壁垒。他们常用的网络语言，通常以汉语
拼音或外语掺杂缩写为主，这样方便快速打字
且外人难以理解，这和过去一度流行的“火星
文”有些相似。这种语言可以迅速达到筛选同
类人、建立身份认同的作用。

除了语言断层，在平台使用上，“Z 世代”与父
母之间也有很大的差距。根据国金研究创新中心的
监测数据，95 后日均使用微信的时间与全体用户
相差无几，日均使用QQ的时间则比全体用户高了
2倍多，达到了84分钟。

“微信上成年人太多，父母、老师都在，发一条
朋友圈能招来无数唠叨，而 QQ 就没有这些‘烦心
事’。”李女士曾听儿子这样“吐槽”。

“兴趣社交”越来越热

“作为‘电子话痨’，我对社交平台是大众还
是小众不太关心，最重要的是找到意趣相投的
好朋友。”王冉是一名 00 后大学生，她向记者
解 释“ 电 子 话 痨 ”的 含 义 ：在 真 实 场 景 中 性 格
内向、沉默寡言，但在网上遇到志同道合的人就
会“喋喋不休”。

王冉喜欢漫画、围棋和旅行，她在社交网络
上结识了很多“漫友”“棋友”，有时还会和一群

“驴友”搭伴郊游。在她看来，网上的“兴趣社交”
压力较小。

像王冉这样的用户不在少数。一家互联网
研究机构发布的《2023 年轻社交态度报告》显
示，62.99%的用户希望认识兴趣相同的朋友，
分享生活占比 62.13%，抒发情绪占比 58.47%。
这 种 现 象 被 许 多 互 联 网 平 台 视 为 市 场 机 遇
——目前微信用户数量已经基本覆盖全部网
民，这意味着，“熟人社交”可挖潜的空间所剩
无 几 。 而 年 轻 人 普 遍 有 不 想 被“ 圈 ”住 的 心
理，打破“熟人社交”传统模式，以兴趣为纽
带，帮年轻人“破圈”， 成为各类社交平台布
局的焦点。

“所谓‘兴趣社交’，就是以兴趣为结合点，
聚合用户，搭建一个有共同爱好且氛围友好的
社区或小组，并以此展开各种线上线下活动。”
朱楠解释道。

布局“兴趣社交”，不同平台有不同策略。一
种是在“熟人社交”基础上开拓“兴趣社交”。比
如，腾讯在微信中开设“视频号”。它的特点是
不再局限于微信联系人这个私密圈子，而是打
造一个公共空间。用户进入视频号页面，可以

看到被朋友点赞的视频推荐，对视频同样感兴
趣的人就通过这则短视频联系在一起。

另一些平台则聚焦搭建“兴趣社区”，用户可以
在平台上分享购物心得、生活经验、时尚、旅行等方
面的内容，吸引有共同兴趣的网友一起讨论、转发
以及组织线下活动。

“AI聊天”开辟新赛道

如果说，打造“兴趣社交”是人际交往“破圈”的
一种方式，那么，“AI 社交”则是突破人际交往，实
现人与机器交往的更具革新意义的“破圈”。

“AI 聊天”，即真人与虚拟人进行的社交互动
——目前，以情绪感知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模型在迅
速进步，实现充分拟人化后，智能聊天机器人也许
比真实的朋友更懂它的服务对象。

“AI聊天”体验如何？记者安装了一款嵌入“智
能体”的社交平台，打开“AI 聊天”界面，便收到了
智能机器人主动打来的招呼：“你好啊！今天过得怎
么样？”。如果你回答“今天过得挺开心的”，对方会
询问“那很棒啊！有什么特别的事吗？”……

记者在设置一栏看到，有“允许智能体主动认
识陌生人”“帮助回复他人消息”等选项。这说明，智
能机器人不仅能陪用户聊天，还可以帮用户加好
友、代回复。

这样的机器人可以信任吗？这就涉及聊天
机 器 人 的 学 习 功 能 。相 对 于 真 人 社 交 ，“AI 社
交”通过机器学习和数据分析可以有效根据用
户兴趣、行为和偏好推荐个性化内容和交友对
象，还可以通过智能对话，建立比人类更“贴心”
的情感沟通。

“目前来看，AI 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社
交网络格局，它提升了社交效率，社交的概念也被
重新定义，社交对象从真人变成了虚拟人。”虽然
对 AI 社交信心满满，但朱楠坦言，目前 AI 社交仍
不够成熟，各个 AI 聊天平台智能化有限，尚不能
满足真实社交带来的情感互动。

据了解，目前人工智能发展迅速，AI 聊天主
要应用于企业即时通信产品。它优化了人机交互
体验，提升了虚拟客服对用户的理解和应答能力，
在企业即时通信领域体现出较大潜力。但在解决
人类情感需求方面的社交功能而言，AI 聊天的应
用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目前 AI 在社交网络领域还处于萌芽阶段，
距离真正的大规模应用还为时过早。此外，‘AI 社
交’还可能存在侵犯数据安全和个人隐私问题。如
今，AI 造假、侵犯版权、黑灰产业等乱象频出。不
少从业者都在面临一个挑战——在打造‘AI 社
交’之前，先解决‘AI安全’问题。”朱楠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