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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在线发布第十七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

纸质书阅读量下降 听书成新主流
4月20日，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在线发布第十七次全国国民阅读调

查结果。报告显示，2019年我国成年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65
本，略低于2018年的4.67本。人均电子书阅读量为2.84本，较2018年
的3.32本减少了0.48本。本次调查执行样本城市为55个，覆盖了我国
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据悉，本次调查的有效样本量为21270个，其中成年人样本为
16232个，18周岁以下未成年人样本为5038个，未成年样本占到总样本
量的23.7%；有效采集城镇样本15756个，农村样本5514个，城乡样本
比例为2.9:1。

样本回收后，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的数据对样本进行加权，
并运用SPSS社会学统计软件进行分析。本次调查可推及我国人口
12.84亿，其中城镇居民占51.1%，农村居民占48.9%。

2019年我国成年国民
各媒介综合阅读率持续增长

2019 年我国成年国民包括书报
刊和数字出版物在内的各种媒介的
综合阅读率为 81.1%，较 2018 年的
80.8%提升了0.3个百分点，数字化阅
读方式（网络在线阅读、手机阅读、电
子阅读器阅读、Pad阅读等）的接触率
为 79.3%，较 2018 年的 76.2%上升了
3.1个百分点。图书阅读率为59.3%，
较 2018 年的 59.0%上升了 0.3 个百分
点；报纸阅读率为27.6%，较2018年的
35.1%下降了7.5个百分点；期刊阅读
率为19.3%，较2018年的23.4%下降了
4.1个百分点。数字化阅读的发展，提
升了国民综合阅读率和数字化阅读
方式接触率，整体阅读人群持续增
加，但也带来了纸质阅读率增长放缓

的新趋势。
进一步对各类数字化阅读载体

的接触情况进行分析发现，2019年我
国成年国民的网络在线阅读接触率、
手机阅读接触率、电子阅读器阅读接
触率、Pad（平板电脑）阅读接触率均
有 所 上 升 。 具 体 来 看 ，2019 年 有
71.6%的成年国民进行过网络在线阅
读，较2018年的69.3%上升了2.3个百
分点；76.1%的成年国民进行过手机阅
读，较2018年的73.7%上升了2.4个百
分点；24.8%的成年国民在电子阅读器
上阅读，较2018年的20.8%上升了4.0
个百分点；21.3%的成年国民使用Pad
（平板电脑）进行数字化阅读，较2018
年的20.8%上升了0.5个百分点。

成年国民每天手机接触时间最长
纸质书、报刊的阅读时长均有所减少

从人们对不同媒介接触时长来
看，成年国民人均每天手机接触时间
最长。我国成年国民人均每天手机
接触时长为100.41分钟，比2018年的
84.87 分钟增加了 15.54 分钟；人均每
天互联网接触时长为 66.05 分钟，比
2018 年的 65.12 分钟增加了 0.93 分
钟；人均每天电子阅读器阅读时长为
10.70分钟，与2018年的10.70分钟持
平；2019年人均每天接触Pad（平板电
脑）的时长为 9.63 分钟，较 2018 年的

11.10分钟减少了1.47分钟。
在传统纸质媒介中，我国成年国

民人均每天读书时间最长，为 19.69
分钟，比 2018 年的 19.81 分钟减少了
0.12分钟，超一成（12.1%）国民平均每
天阅读 1 小时以上图书，与 2018 年
（12.3%）基本持平；人均每天读报时长
为6.08分钟，比2018年的9.58分钟减
少了3.50分钟；人均每天阅读期刊时
长为3.88分钟，比2018年的5.56分钟
减少了1.68分钟。

2019年我国成年国民人均
纸质书、报刊和电子书阅读量均有所下降

从成年国民对各类出版物阅读
量的考察看，2019年我国成年国民人
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65本，略低于
2018 年的 4.67 本。人均电子书阅读
量为2.84本，较2018年的3.32本减少
了 0.48 本。纸质报纸的人均阅读量
为16.33期（份），低于2018年的26.38

期（份）。纸质期刊的人均阅读量为
2.33 期（份），低于 2018 年的 2.61 期
（份）。

我国成年国民中，11.1%的国民年
均阅读10本及以上纸质图书，此外还
有 7.6%的国民年均阅读 10 本及以上
电子书。

我国城镇居民不同介质
阅读率和阅读量远远高于农村居民

对我国城乡成年居民 2019 年
不同介质阅读情况的考察发现，我
国城镇居民的图书阅读率为67.9%，
低于 2018 年的 68.1%；农村居民的

图书阅读率为 49.8%，较 2018 年的
49.0%高0.8个百分点。城镇居民报
纸阅读率为 33.5%，较农村居民的
20.6%高 12.9 个百分点。城镇居民

2019年的期刊阅读率为24.6%，较农
村居民的 13.1%高 11.5 个百分点。
城镇居民 2019 年的数字化阅读方
式接触率为 84.4%，较农村居民的
73.2%高 11.2 个百分点。2019 年我
国城镇居民的综合阅读率为86.4%，
较农村居民的 75.2%高 11.2 个百分
点。

通过对我国城乡成年居民不同
介质阅读数量的考察发现，2019年，
我国城镇居民的纸质图书阅读量为
5.48本，低于2018年的5.60本；农村
居民的纸质图书阅读量为3.73本，较
2018年的3.64本多0.09本；城镇居民
的报纸阅读量为23.28期（份），高于
农村居民的8.10期（份）；城镇居民的
期刊阅读量为2.58期（份），高于农村
居民的2.02期（份）；我国城镇居民在
2019年人均阅读电子书3.27本，较农
村居民的2.25本多1.02本。

有声阅读继续较快增长
移动有声APP平台已经成为听书的主流

对我国国民听书习惯的考察发
现 ，2019 年 ，我 国 有 三 成 以 上
（31.2%）的国民有听书习惯。其中，
成年国民的听书率为30.3%，较2018
年的平均水平（26.0%）提高了4.3个
百分点。0—17 周岁未成年人的听

书率为34.7%，较2018年的平均水平
（26.2%）提高了8.5个百分点。具体
看来，0—8 周岁儿童的听书率为
36.5%，9—13 周岁少年儿童的听书
率为30.5%，14—17周岁青少年的听
书率为35.8%。

对我国成年国民听书介质的
考察发现，选择“移动有声 APP 平
台 ”听 书 的 国 民 比 例 较 高 ，为
16.2%；分别有 9.3%和 6.0%的人选
择通过“微信语音推送”和“广播”
听书。

成年国民网上活动以阅读新闻、社交为主
深度图书阅读行为占比偏低

2019 年，我国成年国民上网率
为81.1%，比2018年的78.4%增加了
2.7个百分点。具体来看，有近三成
（28.1%）的国民通过电脑上网，有近
八成（79.8%）的国民通过手机上网。

我国成年网民上网从事的活动
中，信息获取功能受到越来越多网
民的重视，具体来说，有59.0%的网

民将“阅读新闻”作为主要网上活动
之一，有30.3%的网民将“查询各类
信息”作为主要网上活动之一。同
时，互联网的娱乐功能仍然占据很
重要的位置，有60.2%的网民将“网
上聊天/交友”作为主要网上活动之
一，有56.9%的网民将“看视频”作为
主要网上活动之一，有45.8%的网民

将“网上购物”作为主要网上活动之
一,有39.2%的网民将“在线听歌/下
载歌曲和电影”作为主要网上活动
之一，还分别有26.7%和20.1%的网
民将“网络游戏”和“即时通讯”作为
主要网上活动之一。有20.5%的网
民将“阅读网络书籍、报刊”作为主
要网上活动之一。

超半数成年国民倾向于数字化阅读方式
倾向纸质阅读的读者比例下降

从数字化阅读方式的人群分布
特征来看，我国成年数字化阅读方
式接触者中，18—29 周岁人群占
31.7%，30—39 周岁人群占 24.8%，
40—49 周岁人群占 23.1%，50—59
周岁人群占12.8%。可见，我国成年

数 字 化 阅 读 接 触 者 中 ，近 八 成
（79.6%）是18—49周岁人群。

对我国国民倾向的阅读形式的
研究发现，36.7%的成年国民更倾向
于“拿一本纸质图书阅读”，比2018
年的 38.4%下降了 1.7 个百分点；有

43.5%的国民倾向于“手机阅读”，比
2018 年的 40.2%上升了 3.3 个百分
点；有10.6%的国民更倾向于“网络
在线阅读”；有7.8%的人倾向于“在
电子阅读器上阅读”；0.9%的国民“习
惯从网上下载并打印下来阅读”。

近四成的成年国民认为自己阅读量较少
对当地有关部门举办阅读活动的呼声较高

2019年我国成年国民对个人阅
读数量评价中，只有2.1%的国民认
为自己的阅读数量很多，6.0%的国
民认为自己的阅读数量比较多，有
40.5%的国民认为自己的阅读数量
一般，37.5%的国民认为自己的阅读
数量很少或比较少。

从成年国民对个人纸质阅读内
容和数字阅读内容的阅读量变化情
况的反馈来看，有8.8%的国民表示
2019年“增加了纸质内容的阅读”，
但有9.9%的国民表示2019年“减少

了纸质内容的阅读”；有7.0%的国民
表示2019年“减少了数字内容的阅
读”，但有 9.7%的国民表示 2019 年

“增加了数字内容的阅读”；五成以
上（52.5%）的国民认为2019年个人
阅读量没有变化。

从成年国民对于个人总体阅读
情况的评价来看，有24.4%的国民表
示满意（非常满意或比较满意），比
2018 年的 26.3%下降了 1.9 个百分
点；有14.3%的国民表示不满意（比
较不满意或非常不满意），比 2018

年的 14.6%减少了 0.3 个百分点；另
有48.8%的国民表示一般。

我国成年国民对当地举办全民
阅读活动的呼声较高，2019 年有
68.2%的成年国民认为有关部门应
当举办读书活动或读书节。其中，
城镇居民认为当地有关部门应该举
办 读 书 活 动 或 读 书 节 的 比 例 为
68.9% ，农 村 居 民 中 这 一 比 例 为
67.4%，城镇居民选择比例较农村居
民高1.5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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