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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报告显示，相比而言，知
识、娱乐、影视、科技、动物圈、运
动等多元兴趣取向的视频类型数
量占比、总播放量占比、总弹幕数
占比均有较大幅度上升，吸引了
广泛青年群体的注意力。相比于
2014年，2024年知识类视频、娱
乐类视频、影视类视频、科技类视
频、萌宠动物类视频、运动类视频
的 视 频 数 量 占 比 分 别 上 升 了
5.48%、5.23%、5.05%、2.75%、1.89%
和1.84%。

同时，2014年视频类型占比
的头部效应明显，游戏、动画、音
乐和生活这四类视频的数量显著
高于其他类型的视频，视频数量
累计占比超过80%。至2024年，
尽管这四类视频的数量仍然较
高，但其累计占比下降为63.8%，B
站视频类型的头部效应有所减
弱，中部和尾部分区的表现更加
亮眼，平台各类型视频竞相展演、
百花齐放。

聊到这一数据变化，小苏感
到很被戳中，“以前我特别喜欢看
动画和番剧，但是现在感觉知识
类的视频对我更有吸引力，尤其
是一些人文社科的视频。听着UP
主娓娓道来，让我在休息的同时
还能获取知识，一举两得。”2024
年，爱看游戏视频的大学生小张
也有了新的视频喜好，那就是看
旅行类的视频，跟随着镜头触及
那些或壮丽、或雅致、或自然清
新、或巧具匠心的景色，让她短暂
地从一成不变的生活中抽离，看
到以前未曾接触过的远方。在
2025新的一年中，她也列下了自
己的旅行心愿单，准备慢慢实现。

从数据和青年们的描述中不
难看出，青年群体不再满足于小
众文化圈层的内容，他们渴望更
具深度和多元化的精神文化产
品。曾经视频类型占比的头部效
应逐渐减弱，如今各类型视频百
花齐放，满足着青年们日益多元
的精神需求。无论是在大的视频
类型，还是具体的子类型中，都能
清晰地看到这种变化趋势。

另外，课题组还对2014年、

2024年两个不同阶段中总播放量
排名前100位的视频展开人工编
码后发现，2014年，播放量排名前
100位的视频中，近六成均为日本
漫画（58个）。但2024年，日本漫
画在播放量前100位视频中的占
比下降为不到一成（8个），青年网
民对以日漫为代表的文化产品的
关注度大幅下降。

与之相对的，国创动漫十年
来经历了从无到有的发展，逐渐
成为青年网民重要的精神文化消
费内容。2017 年，B 站上线“国
创”分区，并启动一系列扶持计
划。2023年以来，《时光代理人》
《中国奇谭》《雾山五行》《灵笼》等
优质作品在国内市场广受好评，
也在海外市场获得了显著的关注
度和口碑。国创动漫的崛起，是
中国文化软实力增强的一个缩
影，不仅丰富了中国青年的精神
文化生活，也成为中国文化走向
世界的重要面向。

课题组进一步对国创专区
2024年播放量前 50 的视频作品
展开分析编码发现，传统文化和
青年成长是国创动漫的主要题
材。头部作品中，64%是基于中
华传统文化进行的创作对传统文
化的再解读和再创作，是国创动
漫最主要的题材。这些作品扎根
于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以现代
视角重新解读古代神话、历史故
事、民间传说，使得传统文化以新
颖的形式呈现在青年网民面前。

例如，《中国奇谭》从中国古代
神话的叙事源流出发，以传统书画
形式表达中华美学思维，将传统文
化与现代动画技术完美结合。《小
妖怪的夏天》一经播出，更是制造
了“浪浪山”等出圈话题。又比如
《雾山五行》在经典古籍《山海经》
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演绎。

友情、亲情、成长、工作、责任
是生活中难以忽视的母题，国创
动漫紧随青年人的脚步，对这些
词的解读也契合青年价值观，引
发观看者的共鸣，积极的价值观
念，也让青年网民在面对人生挑
战时从中获得精神力量。

视频生态
正驱动青年精神富有

“视频在青年网民精神文化

消费中占据重要地位，并以其独

有的渲染力对青年网民思想和价

值观念带来深刻影响，也成为青

年网民社会心态表达的重要渠

道，亦成为当下青年群体数字生

活的重要特征。”上海社会科学院

副研究员、团委书记薛泽林认为，

热衷视频，一方面是技术发展到

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

也确是这一代青年本身的特质。

“从技术发展来看，以10年为

一个代际做对比，近10年网络技

术的发展是突飞猛进的，从2G到

3G、4G和5G，从文字短信、彩信、

到流畅的视频播放，是技术的赋

能造就了这一代‘新爱好’的诞

生。”薛泽林认为，除了技术原因，

青年自身的特质不容忽视。

就课题组揭示的“游戏和生

活类视频是青年网民观看的主流

视频类型”，薛泽林认为，游戏和

生活类视频无疑是最能放松身

心、愉悦精神，当代青年的压力排

遣有了这个时代最为唾手可得的

方式。

同时，青年人最大的特点是

“喜欢表现的”，他们有什么需求

和想法，更愿意直接表达出来，在

社会变得更加开放和多元的当

下，这一代年轻人也变得更为自

信、外向和乐于表达。他们不仅

看视频，视频创作者的队伍也因

他们的加入越来越庞大，他们分

享自己的生活日常，展现自己的

兴趣爱好、特长和对世界的探索，

让自我的表达、认同、互动和分

享，随视频而扩大圈层。

“我们可以看到，在表达的过

程中，既是青年人在彰显个性，又

代表着一种探索精神与创新精

神，而这正是我们社会朝气蓬勃

充满活力的一块晴雨表。一代人

有一代人的生活方式，一代人有

一代人的想法。”薛泽林说。

知识类视频的广受追捧，同

样让薛泽林感慨。他自身是一名

80后，在他读大学那会儿，也已经

开始追大学慕课了，但这样的课

程或者讲座是常规的课堂“反

转”，课程很长，“一镜到底”，鲜有

如今的活泼和加大用户思维“为

你划出重点”。但在薛泽林看来，

从长慕课，到如今更适合快节奏

社会的短视频，年轻人旺盛的求

知欲一脉相承，并且能更便捷地

显现和满足大家的需求，这恰恰

又是技术在赋能时代。

“而国创动漫的崛起，无疑是

文化自信的表征，也是在物质丰

润之后才有了更加丰富多彩的文

化，这是一个自然规律。”薛泽林

认为，随着国家经济社会的发

展，物质生活的充盈，更多的人

将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富足”，

相伴而生的会是更多创作灵感的

奔涌。

Z世代的精神食谱：“电子榨菜”和“诗与远方”同频共振
当你打开B站时，你最自然而然的视频播放会是什么样的类型？
日前，复旦发展研究院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复旦大学全球传播全媒体研究院、复旦大学价值认知传播与人机协同治

理交叉学科团队与哔哩哔哩公共政策研究院联合发布《中国青年网民社会心态调查报告（2024）》。调查数据显示，2024年在
哔哩哔哩平台，游戏和生活类视频是青年网民观看的主流视频类型；知识类视频的受欢迎和认同程度上升速度最快；视频类型
占比的头部效应减弱，多元兴趣取向的视频热度和认同度上升；国创漫画逐渐成为青年网民重要的精神文化消费内容。

青年报就此采访了一些年轻人，从他们的视角，解读数据背后的鲜活故事。 青年报实习生 孙思毓 记者 刘昕璐

就青年网民精神文化需求方
面，课题组从数亿条B站历史投稿
中筛选出最热门的头部视频，获取
其所有评论数据共计 80.9 万条。
随着网络内容从文本向多模态深
度转型，视频在青年网民精神文化
消费中占据重要地位。视频以其
独有的渲染力对青年网民思想和
价值观念带来了深刻影响，也成为
青年网民社会心态表达的重要渠
道。

“每天吃饭时，打开B站看一会
儿游戏直播，这就是我的‘电子榨
菜’。”22岁的小林是一名大学生，
游戏类视频不仅是他的娱乐方式，
也是他与朋友保持联系的重要渠
道。“有时候学业压力大，看看游戏
视频，感觉整个人都放松了。”小林
说。

放松身心是青年网民的关键

需求。课题组数据显示，游戏类视
频在过去十年中始终占据B站播放
量的榜首。2024年，游戏类视频的
数量达到 8131.5 万条，占比 27%。
相比于2014年，2024年游戏类视
频的数量占比虽有所下降，但游戏
类视频的数量绝对值仍在持续增
长，播放次数、弹幕数量及这些指
标的占比均有大幅度增长。

23岁的小丹从2016年开始接
触游戏视频，至今已经有9个年头
了。骤然发现自己已是游戏视频
的资深老观众，她让她自己大吃一
惊。对她来说，最早接触到游戏视
频只是偶然，后来便潜移默化成一
种习惯。因为看别人玩游戏会有
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一些弹幕也
很好笑，总带给她很多欢乐。自己
身边玩相同游戏的朋友不多，能看
看游戏区UP主和朋友们一起玩多

人游戏真是乐趣满满。
当然，作为一个游戏爱好者，

游戏视频对她而言绝不仅是消遣，
还能查看攻略。有些UP主对某个
游戏比较专精，观看视频的体验就
很畅快，评论中也经常会出现一些
精通游戏的网友点评或者攻略分
享，这都让她从中学到技巧，增益
自己的游戏体验。

与此同时，生活类视频也迅速
崛起，成为青年网民的第二大选
择。“我喜欢看生活类视频，尤其是
那些与我的生活有链接点的，比如
说大学生日常，教师日常之类的。”
大学生小颖分享道。看着别人丰
富多彩的生活，既让她感叹“他们
一天怎么能做那么多事”，也激发
了她的生活动力。

生活类视频成为最受青年群
体认同的视频类型之一，折射了青

年群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许多
生活类视频展现了“其他普通人”
的琐碎日常，例如做饭、家庭清洁、
宠物饲养、农村田园等，这些既熟
悉又陌生的内容，能够给观看者带
来群体认同和情感共鸣，使他们在
疲惫奔波后的闲暇时光中找到更
多生活的闪光点。

从各类型视频的认同度来看，
生活类视频、游戏类视频超越动画
类、音乐类视频，跃居为最受青年
群体认同的视频类型。青年网民
在游戏类视频中娱乐与社交，在生
活类视频中寻找向往的美好生
活。这些视频不仅满足了青年群
体的娱乐需求，也成了他们情感共
鸣的载体。无论是游戏中的团队
协作，还是生活视频中的平凡日
常，青年网民在这些内容中找到了
归属感和情感支持。

课题组发现，知识类视频的
受欢迎和认同程度在过去十年来
上升速度最快，展现出青年群体
对于自我提升、自我成长的强烈
诉求；当代青年不仅将视频作为
放松身心和消遣娱乐的方式，也
将视频作为补充知识、吸收精神
营养的重要渠道；人文历史类视
频以相对较低的视频数量，收获
了最多的播放、弹幕、点赞、投币
和收藏。

过去十年，知识类视频分区，
是热度和认同度变化最大的分
区之一。另据记者观察，2024年
度 B 站用户使用报告出炉时，不
少年轻人发现自己的“电子榨菜”
竟然是高等数学等学习类视频，
并戏称“重生之我在 B 站上大
学”。“毕业于‘Bilibili大学’”“爱
上 B 站搞学习”“知识付费‘后
生’”多次成为公众讨论的热点
话题，诸如罗翔、芳斯塔芙、无穷
小亮的科普日常等知识类 UP 主
频频出圈。

在具体的知识类型中，人文
历史、科学科普、社科、法律、心理
和校园学习是最受青年群体欢迎
和认同的几类视频，其中人文历
史类视频表现更加突出。人文历
史类视频以相对较低的视频数
量，反而收获了最多的播放、弹

幕、点赞、投币和收藏。这些人文
历史类视频通常以有趣的故事形
式，深度串联的内在逻辑，讲述特
定的人物或事件，将具有一定深
度的思考传递给观众。在满足观
众好奇心理和求知欲的同时，又
不晦涩难懂，在无形中提升当代
年轻人的知识涵养，满足他们对
精神与自我的探索欲。

23岁的小李也是“B站大学”
的一员。作为一名自学编程的年
轻人，他通过B站上的知识类视频
掌握了多项技能。“从编程到心理
学，再到历史，B站就像我的‘第二
大学’。”

大学生小苏是人文历史类视
频的爱好者，讲文学的戴建业老
师、讲思想史的刘擎老师、考古学
者许宏老师都是她关注列表的一
员。他们的更新，她都不会错
过。“在生活中，刷短视频刷久了，
我会感受到一种不知从何而来的
迷茫。这时候我就会去看一些知
识类的视频，让自己感到充实。”
她解释，这些人文历史类的视频
打动她的地方，不仅在于获取知
识，更在于向她展示了那些来自

“远方”的风景，感受古诗词中的
动人情韵，了解考古工作如何开
展……这些，都让她感到新鲜和
有趣。

过去十年，知识类视频分区，是热度和认同度变化最大

的分区之一。人文历史类视频以相对较低的视频数量，反而

收获了最多的播放、弹幕、点赞、投币和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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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游戏类视频的数量达到8131.5

万条，占比27%。而生活类视频也迅速崛起，成

为青年网民的第二大选择。 满足休闲放松和在线社交的双重需求

从游戏到生活

青年渴望更有深度和多元化的文化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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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视频类型占比的头部效应逐渐减弱，如今各类型视频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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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视频类型的视频数量占比。

从单一到多元从娱乐到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