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国民阅读报告调查(精选5篇)
在当下社会，接触并使用报告的人越来越多，不同的报告内
容同样也是不同的。报告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
写好一篇报告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报告范文，仅供
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国民阅读报告调查篇一

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根据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的第十
二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xx年我国成年国民图书、报纸、
期刊等传统媒体的阅读率均有所上升。其中，成年国民图书
阅读率为58.0%，较xx年上升了0.2个百分点，报纸阅读率
为55.1%，较xx年上升了2.4个百分点，期刊阅读率为40.3%，
较xx年上升了2.0个百分点。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率(即数
字化阅读率)为58.1%，较xx年上升了8.0个百分点，数字化阅
读首次超过传统图书的阅读率。

手机阅读率首次超过50%阅读群体呈低龄化趋势

报告显示，网络在线阅读、手机阅读和光盘阅读的接触率均
有所上升，电子阅读器阅读接触率略有下降。例如，xx年
有49.4%的成年国民进行过网络在线阅读，比xx年增加了5.0
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xx年我国成年国民手机阅读接触率
首次超过50%，达到51.8%，较xx年上升了9.9个百分点。同时，
我国成年国民日均手机阅读时长首次超过半个小时。

调查发现，手机阅读主力人群呈现“年龄越小，阅读率越
高”的现象。手机阅读人群的年龄大多集中在18～29周
岁、30～39周岁、40～49周岁这三个年龄段，占到手机阅读
人群总体的九成(90.7%)。其中，18～29周岁群体的手机阅读
接触率最高，为42.7%。



手机阅读群体最喜欢的手机小说类型为言情，占26.3%。其次
为武侠，占20.7%。接下来依次是青春(17.0%)、玄幻(16.4%)、
穿越(14.0%)和古韵(4.6%)。

在对微信使用情况的考察发现，有34.4%的成年国民在xx年进
行过微信阅读，在手机阅读接触者中，超过六成的人(66.4%)
进行过微信阅读，人均每天微信阅读时长超过40分钟。聊天、
查看朋友圈中的朋友状态是微信阅读接触者的主要选择，选
择比例均超过80%。看新闻、阅读朋友圈中分享文章、阅读公
众订阅号发布文章的选择比例，分别为72.9%、67.1%和20.9%。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魏玉山认为，目前微信阅读主要呈
现碎片化、跳跃式的形态，不少内容不准确，有些甚至是错
误的，因此目前完全依赖微信阅读来获取知识是不可能的。

68.6%国民呼吁当地举办读书活动专家建议向农村倾斜

调查显示，在xx年我国成年国民对个人阅读数量的评价中，
只有2.0%的国民认为自己阅读数量很多，8.2%的国民认为阅
读数量比较多，38.3%的国民认为阅读数量一般，44.1%的国
民认为自己的阅读数量很少或比较少。

从成年国民对于个人总体阅读情况的评价来看，25.8%的国民
表示满意，16.3%的国民表示不满意，另有47.6%的国民表示
一般。

对我国国民偏好阅读形式的研究发现，57.2%的成年国民更偏好
“拿一本纸质图书阅读”，14.3%的国民倾向于“网络在线阅
读”，23.5%的国民倾向于“手机阅读”，3.4%的人倾向
于“在电子阅读器上阅读”。另外，有8.0%的数字阅读接触
者表示，在阅读过某一电子书后还购买过该书的纸质版本，
较xx年的7.1%上升了0.9个百分点。

我国成年国民对当地举办全民阅读活动的呼声较高，而农村



居民的期望程度要高于城镇居民。有68.6%的成年国民认为有
关部门应当举办读书活动或读书节，比xx年的66.3%略有上升。
其中，城镇居民认为当地应该举办阅读活动的比例为65.5%，
农村居民中这一比例则高达72.3%。魏玉山建议，全民阅读推
广的活动应该多向乡镇、偏远山区倾斜，满足居民的阅读需
求。

国民阅读报告调查篇二

第12次中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昨天发布，调查显示，年中国
成年国民图书阅读率为58.0%，数字化阅读接触率为58.1%，
数字化阅读比例首次超过传统阅读，其中手机和微信阅读的
增长最显著。报告同时显示，纸质读物阅读仍是近六成国民
倾向的阅读方式。

数字化阅读的“逆袭”，让不少业内人士担忧，当“碎片
化”成为阅读的主流，是否会造成现代人阅读素养的倒退，
给出版行业带来致命打击。也有学者指出，既然新媒体阅读
潮流来袭，不妨尝试通过朋友圈荐书、将更多经典阅读资源
电子化等手段，为新媒体注入有价值的经典内容。

据此次调查，数字化阅读增速明显高于传统阅读，前者较上
年增长8个百分点，而后者只同比上升0.2个百分点。其中手
机和微信阅读的增长最快。

大量的数字阅读会对出版与人们的生活带来什么影响?有学者
认为，电子阅读的发展看似只改变了阅读载体，其实对书写
与阅读的内容本身也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有学者认为，
在“注意力经济”盛行的当下，“轻阅读”、“飘阅读”，
已经对内容产生了反作用：注水严重或过度追求短平快，已
经开始让数字阅读的体验开始打折扣。

与此同时，前不久公开的另一项数据则显示，电子阅读平台
对于传统纸质内容的需求日益增长，国内90%的电子书市场，



正在寻求传统纸质书资源的填补。

有评论认为，在泥沙俱下的内容大爆炸中，读者对优质内容
的需求其实并未减少，相反筛选的趋势会愈加明显。有评论
称，新媒体不应成为低质内容的聚集地，现在亟需考虑的是，
如何填补经典优质内容与新媒体间的沟壑，让两者相互激发。

国民阅读报告调查篇三

据媒体报道，日前，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公布了第十二次全
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数据显示，我国成年人图书阅读率
为58%，较的57.8%上升了0.2个百分点。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
触率为58.1%，较20的50.1%上升了8.0个百分点。调查显示，
近年来我国成人手机阅读接触率逐年提高，20首次超过50%，
达到51.8%。同时，我国成人日均手机阅读时长首次超过半小
时。新媒体阅读已经形成规模。

新媒体阅读的确容易形成碎片化倾向，但也有较多优势。最
重要的是，它让全民阅读得到落实。我国的手机用户已达6.8
亿，很多都通过智能手机，来浏览相关图片，查询资料，就
连最偏僻的乡镇角落，文化程度不高的打工者，也学会
了“现代化阅读方式”，阅读行为通过手机传达到了基层角
落。公民阅读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朴实扎实，深入人心。

苏格拉底曾把文字比作“有毒的礼物”“会拉大人与人心灵
与心灵直接对话的距离”。我们用传统思维“一味否定新媒
体阅读”，何尝不是一种“苏格拉底式的担忧”呢?作为新阅
读实施者，他们有没有得到收获，愿不愿意继续阅读，他们
自己最有发言权。国民阅读率的不断上升，也证明了他们愿
意选择这种方式。美国著名媒介理论家保罗·利文森认为，
人的主体性会促进媒介向着越来越人性化的方向发展。这种
观点显得更积极一些。

与其抱怨，不如对新媒体阅读进行科学引导。如可以建立现



代化的公共阅读资源库，为公众提供更多方便。另外，还要
多提醒网络阅读的“双刃剑效应”，让大家提升网络自控力，
逐步培养独立自主、懂得思考的网络阅读习惯。

更多调查报告范文推荐阅读：

1.第十二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

2.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

3.关于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范文

4.关于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

5.解读第12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

6.20教育实习调查报告格式

7.大学生学生证质量调查报告模板

国民阅读报告调查篇四

在“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第十二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于
昨日在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首次调查的微信阅读指标
显示，我国成年国民人均每天微信阅读时长为14.11分钟，其
中，成年微信阅读接触群体人均每天微信阅读时长超过40分
钟。此外，数字阅读率首次超过传统阅读率。

数字化阅读接触率达58.1%

据了解，全国国民阅读调查已持续开展了十二次。第十二次
全国国民阅读调查从xx年9月开始全面启动。xx年我国成年国
民图书阅读率为58.0%，较xx年的57.8%上升了0.2个百分点;
报纸阅读率为55.1%，较xx年的52.7%上升了2.4个百分点;期



刊阅读率为40.3%，较xx年的38.3%上升了2.0个百分点;受数
字媒介迅猛发展的影响，数字化阅读方式(网络在线阅读、手
机阅读、电子阅读器阅读、光盘阅读、pad阅读等)的接触率
为58.1%，较xx年的'50.1%上升了8.0个百分点。综合以上各
媒介，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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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6%，较xx年的76.7%上升了1.9个百分
点。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魏玉山和国民阅读研究与促进
中心主任徐升国均表示，相关统计显示数字阅读率首次超过
传统阅读率。

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本4.56

此外，xx年我国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56本，报纸和期
刊阅读量分别为65.03期(份)和6.07期(份)，电子书阅读量
为3.22本。与xx年相比，期刊和电子书的阅读量均有所提升，
纸质图书和报纸的阅读量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从成年国民
对各类出版物阅读量的考察看，xx年我国成年国民人均纸质图
书的阅读量为4.56本，与xx年的4.77本相比，减少了0.21本。
人均阅读报纸和期刊分别为65.03期(份)和6.07期(份)。与xx
年相比，人均报纸阅读量下降了5.82期(份)，期刊的人均阅
读量增加了0.56期(份)。魏玉山表示，这与数字出版、数字
阅读的发展相关。

手机阅读

成年国民接触率

首次超过50%

调查显示，xx年成年国民手机阅读接触率首次超过50%，达
到51.8%，较xx年的41.9%上升了9.9个百分点。近年来，我国
成年国民手机阅读时长稳步增长，在xx年首次超过了半个小
时，达33.82分钟。xx年成年国民选择通过手机上网的比例



为56.2%，与通过电脑上网的比例(56.9%)基本持平。

听音乐、用微信、手机qq等是我国成年国民中手机阅读接触
群体的重点消费内容。

微信阅读

聊天、看朋友圈

比例均超80%

数据显示，我国成年手机阅读群体的微信阅读使用频率为每
天2次，成年微信阅读接触群体人均每天微信阅读时长超过40
分钟。据调查，有34.4%的成年国民在xx年进行过微信阅读;
而在成年手机阅读接触者中，超过六成的人(66.4%)进行过微
信阅读。成年手机阅读群体的微信使用频率为每天2次。从微
信阅读时长来看，我国成年国民人均每天微信阅读时长
为14.11分钟，其中，手机阅读接触群体人均每天微信阅读时
长为27.22分钟，微信阅读接触群体人均每天微信阅读时长
为40.98分钟。

聊天、查看朋友圈这两项活动是成年微信阅读接触者的主要
选择，选择比例均超过80%。而与阅读相关的活动也是很多微
信阅读接触者的主要选择，看新闻、阅读朋友圈中分享文章、
阅读公众订阅号发布文章的选择比例分别为72.9%、67.1%
和20.9%。徐升国认为，社交阅读是推动全民阅读的有利推手，
同时，内容上以碎片化、浅阅读为主，不能取代传统纸书阅
读在内容上深刻和系统性的需求，浅阅读与深阅读，碎片化
阅读与系统化阅读协调发展是我们面临的挑战。

延伸解析

我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人均阅读量



不同国家“人均每年读几本书”是人们关注的热点话题。对
此，昨天徐升国也表示，对于此前媒体上盛行的以色列人均
每年读60多本书的说法并不准确。当然经了解，以色列的阅
读量确实比较高，图书馆分布、借阅量也在世界名列前茅，
但经过他们的调查并没有看到以色列人均阅读量调查的有关
数据。在国际上人均阅读数量是一个比较通约的指标，就其
收集到的其他国家的数据来看，美国是7本左右，日本是8本
左右，韩国是11本左右。xx年我国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
为4.56本，从总体上看，我们国家阅读水平与发达国家还存
在一定差距。

国民保险意识

大学生阅读调查报告

全国留守儿童生活状况的调查报告

全国基础教育满意度调查报告

全国研究生招生数的据调查报告

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调查报告

大学生阅读情况的调查报告

养生固本，增强国民体质论文

小学生课外阅读情况调查报告

国民体质测定标准施行办法全文

国民阅读报告调查篇五

由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公布的第十二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



果显示，20xx年我国成年国民综合阅读率78.6%，人均纸质图
书阅读量为4.56本，017周岁未成年人图书阅读率为76.6%，
人均图书阅读量为8.45本。

本次调查从20xx年9月开始全面启动，与以往不同的是，本次
调查对成年人群的调研放开了年龄上限70周岁的限制，因此，
本次调查对象为我国全年龄段人口。

本次调查执行样本城市为97个，覆盖了我国29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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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7亿。

(一)国民阅读率上升0.2个百分点

(二)三分之一的人使用微信阅读

进一步对各类数字化阅读载体的接触情况进行分析发现，20xx
年我国成年国民的网络在线阅读、手机阅读和光盘阅读接触
率均有所上升，电子阅读器阅读接触率略有下降。

(四)纸质图书阅读和手机阅读时长增势明显

我国成年国民每天接触传统纸质媒介和新兴媒介的时长均有
不同程度的提升，传统媒介中，纸质图书阅读时长增势较为
明显;新兴媒介中，手机阅读时长增长显著，人均每天微信阅
读时长为14.11分钟。

(五)调查新增pad阅读数据

(六)阅读新闻仍为主要网上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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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8%的网民将阅读新闻作为主



要网上活动之一，有4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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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4%的网民将网上聊天/交友作为主要网上活动之一，
有53.4%的网民将看视频作为主要网上活动之一，有4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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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35.6%的网民将网络游戏作为主要网上活动之一。有19.5%
的网民将阅读网络书籍、报刊作为主要网上活动之一。

(七)纸质阅读地位未被撼动

另外，有8.0%的数字阅读接触者表示，在阅读过某一电子书
后还购买过该书的纸质版本，较20xx年的7.1%上升了0.9个百
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