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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毕若旭 王军利
实习生 陈昊原

大到智慧城市、智慧医疗，小到地图导航、网络学习，还有校园里的门禁系统⋯⋯就读于北京一高校的

张诚源深感“数字经济已进入生活的方方面面”。他最感兴趣的是智能家居，“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等智能设

备，安装一些传感器和网关就能搭建起一套智能家居生态系统，将原本分散独立控制的设备连接起来。”

近日，中国青年报·中青校媒面向全国各地大学生发起网络征集，了解他们对数字经济的体验与看法。

互动话题获广泛参与，话题#我的有数生活#阅读量近 500 万，6100 余人次参与讨论，大学生畅所欲言，讨

论他们对数字经济的体验与参与。

在数字海洋里“日常冲浪”

“在经济、金融领域，数字经济已成为一门显学”，谈到数字经济，就读于浙江大学金融专业的研究生管

宸昊说。对于数字经济的概念，管宸昊更多从学术角度去理解，“数字经济的实质就是数字和经济的组合，

像互联网行业更偏重数字技术的产业化，而在工业领域中则以产业的数字化为主”。

在暨南大学读书的项晗前不久亲身体验了数字技术带来的就医便利。手上不经意间冒出的红色小疹子让

她有些困扰，她想起平时无意间看到过线上问诊平台，抱着试试的心态，她找到一个正规医院线上问诊平

台，给医生描述了自己的症状、发了红疹的照片，又按医生的建议网购了药膏，“涂了几天疹子就全消了，

对小病小痛来说真的很方便。”

管宸昊本科就读于厦门大学的公共管理专业，他提到现在数字经济的发展已经不只局限于金融领域，在

政府管理、社会治理等公共管理领域也有涉及，“一些城市正在研究数字社区治理，就是通过大数据、人工

智能等数字技术，帮助社区居委会或者当地政府更好地去管理社区”。

大学生成数字新青年

“如果要拜师学武，你会选择哪个门派？又要学习哪种拳法？比武大会上你要用哪些招式让自己立于不

败之地？”这不是只有“武林中人”才会面对的选择，在项晗和她的团队伙伴正在设计的小游戏中，用户就

可以沉浸式体验这些“线下剧情”。项晗是暨南大学“全景故事会”团队的成员。此前，团队曾给多家博物

馆制作线上互动文博产品。最近项晗和同学正在策划如何传播岭南功夫文化，互动体验感强的 H5 小游戏成

为“头脑风暴”后的选择。

将自己的专业、特长和数字技术相结合的，还有陈柏宇。在今年毕业季，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

举办的“元宇宙”毕业典礼登上热搜榜，而陈柏宇就是筹办此次活动的学生团队负责人。在校期间，陈柏宇既要

学习产品策划、艺术素养等课程，还要学习如何通过数字技术手段将其落地。今年毕业季前夕，他和同学以中传

校园的地标建筑为蓝本，在游戏中搭建了一个虚拟的校园场景，玩家可以在游戏中穿学士服、打卡拍照、参观校

园、走毕业红毯、观看毕业作品等。让他没想到的是，这场毕业典礼“出圈”了，除了中传学生，上线第一天还有将

近 40 万的“外部玩家”进入，大家还将游戏视频发布在了社交平台上，吸引了更多人的关注。

研究生期间，张诚源在导师带领下帮助一家陶瓷企业搭建算法模型，从而实现陶瓷制品的瑕疵的智能识

别，提升企业出品的质量，拉动生产效率。他和同学去工厂拍摄照片，采集有瑕疵的陶瓷制品数据，再对数

据进行分类标记，搭建并调试模型，优化算法，帮助企业完成了预期目标。

这届年轻人正在拥抱数字经济

即使本科主要学习的是人文社科知识，但在学校培养体系下，管宸昊也学习了诸如 Python、R 语言等技

术软件，并且通过学习理解了数字技术运作的底层逻辑。“在数字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青年本身就是数据的

生产者和使用者，未来更应成为主要创作者和关键推动者。

陈柏宇则呼吁更多年轻人成为既懂“技术”，又懂“艺术”的人才。他引用了中国传媒大学党委书记、

校长廖祥忠毕业典礼致辞中的话——“数字大航海时代的大幕已经开启”，“立在时代潮头，拥抱数字经济，

才能找到开启数字未来的钥匙。”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张诚源为化名）

00 后：
我是这样的

“数字新青年” 00 后说：#我的“有数”生活#

@唐九黎小黎的黎

数字化将带领我们走向前所未有的新世界。未来的

技术或许可以实现脑电波捕捉，脑海中的某个新奇的点

子、哪怕一闪而过的片段都会被记录下来，成为工作或

生活的素材。

或许也可以通过技术让人物形象在大脑中重塑，

让人们与已经逝去的人相见。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抚

平悲伤和愁绪。

@深浅的深_

我平时就比较关注数字经济，前几天正好看到世

界青年发展论坛的分论坛——“数字经济主题论坛”

的网上直播，当时就期待着要蹲点去看。这场直播让

我看到在数字经济中青年所拥有的活力，青年案例分

享也展现了这一点。来自各国的青年将自己的理想和

数字经济相结合，用青年独特的方法为人类事业的发

展作出了贡献。这也是我所敬佩并愿意为之奋斗的。

@无色烟火 367

青年是数字时代的宠儿，也是数字中国的创造

者和主力军，他们的数字素养水平将对未来社会产

生深远影响。青年应具备的数字素养和能力还有待

提高，应在数字生活实践中反思数字技术对人的认

知与行为的影响，学会自我调适、适度节制，让自

己掌握信息获取和遨游数字世界的主动权，让数字

技术服务现实所需。

@小陈要爆炸

未来的元宇宙生活连接虚拟和现实，可能会对

人 们 的 生 活 带 来 翻 天 覆 地 的 变 化 。 在 元 宇 宙 世 界

里，人们可以脱离现实生活，足不出户就能完成一

系列的旅游和冒险；能够让我们亲身感受现实中不

存在的科幻场景；能够让我们身临其境体验古代文

明，感受宇宙奥妙⋯⋯

@小兔雾屿

数字经济能让我们突破距离的限制，通过数字

的共享与融合，推动了城乡区域一体化的融合与发

展 。 新 的 信 息 技 术 与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紧 密 结 合 在 一

起，使数字化成为重要的驱动力，不但实现了治理

模式的转型，更推动了基础设施的迭代更新。例如

政务数字化办公平台可以让老百姓和让政府办事机

构之间无缝对接，其开放融合的能力既提高了办事

效率，又减轻了基层治理的压力。

@strawbberryyyy

数字经济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太多便利。网上授

课、无纸质化学习等等，在加快科技进步的同时也

提 高 了 我 们 的 工 作 和 学 习 效 率 。 看 网 课 、 网 上 休

闲、网上购物简直不要太幸福。

@认真很重要的

数字经济可能会以我们现在无法想象的方式改

变我们的生活，路 上 的 车 辆 不 在 需 要 司 机 ； 街 道

公 路 等 不 仅 仅 在 地 上 、 还 可 以 悬 空 ； 电 子 影 像 不

再依托于实体的屏幕；手机充电时可以不用进行适

配⋯⋯

@简单的米勒

未来的工业、农业、商业等等都是建立在数字技

术的基础上，并在大数据下进行优化、改造、管理。

数字技术如同空气无处不在。例如农业生产者要了解

土壤肥料营养数据、气候数据、农作物生长数据，土

地里的无人设备全天候工作。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程 思 罗 希 谭雅丽
实习生 范子菁

“不仅人长得漂亮，更重要的是优秀上进、

内心成熟。”陈凯是华东交通大学大二的学生，

他的理想型是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

孩》中的女主角“沈佳宜”。当影像映照进现实，

陈凯的心里也有一个“沈佳宜”。

在北京一所高校读大一时，张明徳“和女生

说话都会脸红，没有谈恋爱的底气。”工作后，张

明德正式开启初恋，女友是他的高中同学。相比

17 岁时“恋爱意识尚未觉醒”，现在的他更知道

什么是适合自己的，“不会要求十全十美，只要

人品好、合得来，我就很满意。”

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仅

戏剧欣赏如此，不同的人也拥有不同的择偶观。

通过微博检索关键词“择偶标准”“择偶观”，可

以检索到“当代年轻人的择偶标准”“当代大学

生的择偶观”“原生家庭会影响择偶标准么”等

数十个话题。从近九成受访大学生支持学校开

设恋爱课到大学恋爱课爆满，男生坐窗台听讲

座，恋爱、结婚一直是人们热衷讨论的话题。

中青校媒面向全国高校大学生发起问卷调

查，共回收来自 283 所高校的有效问卷 1296 份。

参与此次问卷调查的受访者中，36.03%从未有

过 恋 爱 经 历 ，34.80%有 过 恋 爱 经 历 ，现 在 是 单

身，24.77%正在恋爱中，另有 3.70%受访者正处

在暗恋阶段，0.7%处于其他状态。在目前单身的

人群中，21.01%想投入一段恋爱，24.02%目前还

不想恋爱，还有 54.97%表示随缘、遇到合适的

人再考虑。自然的情感需要（57.89%）、遇到了心

仪的人（49.25%）、感觉自己到了可以谈恋爱的

阶段（27.35%）、希望有人陪伴（26.22%）和看到

身边有人恋爱所以也想尝试（26.22%）是部分受

访大学生希望投入恋爱的原因；感觉现阶段单

身也不错（35.51%）、以学业为重（23.68%）、没遇

到合适的人（22.43%）等是部分受访大学生暂时

不想投入恋爱的理由。

超九成受访大学生择偶看重
人品，近九成看重性格

来自北京科技大学的杜筱说喜欢一个人没

有固定的标准，择偶观常令人“捉摸不透”。自诩

感性的她，总是凭直觉行事。恋爱也是如此，“因

为午后的阳光恰好勾勒出男孩背影的轮廓，觉

得他整个人都在发光。”

同样刚刚毕业不久的王婧择偶则相对有明

确的判定标准。“希望对方身高 175 厘米以上，

中等身材，有稳定的收入，家庭条件和自己差不

多。”但在她看来，这些曾经为自己择偶定下的

“硬指标”，在相互喜欢面前都可以“软下来”。

“择偶首先要谈感情，相比只看物质条件的择偶

观，谈感情更能提高幸福指数。”王婧说。

中青校媒调查结果显示，93.44%受访者在

寻 找 恋 爱 或 结 婚 对 象 时 最 关 注 对 方 的 人 品 ；

89.04%关注对方的性格，59.95%关注对方是否

有责任心；进取心和相貌紧随其后，分别占受访

总人数的 54.55%和 54.24%。此外，健康、情绪稳

定、家庭背景、学历、收入、潜力、脑力、职业、地

域等也是受访者的关注点。

中国矿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

大学博士段鑫星介绍：“这一调查结果与现实非

常符合，契合了我们生活中讲的恋爱‘始于五

观，终于三观’的朴素判断。”段鑫星还强调，受

主流文化与主流价值观影响，青年对恋爱的态

度积极而谨慎，“不迁就、不将就、不妥协是这一

代人婚恋的重要特征。”通过调查发现，46.76%
受访者表示不会调整择偶标准，可以慢慢找或

者保持单身；34.80%受访者遇到觉得合适的人

会为对方放弃以往的择偶标准；另有 14.27%受

访者认为可以适当调整择偶标准。

今年 21 岁的吴念昔曾有过恋爱经历，她认

为自己的择偶观正趋于稳定，会更多地考虑这

段亲密关系是否能给自己带来进步和提升。“三

观相符、脑力、人品、性格”是她对未来的另一半

的 期 待 。“ 如 果 找 不 到 心 仪 的 人 ，也 可 以 慢 慢

找”，相比调整自己的择偶观，她更愿意耐心等

待一个合心意的人出现。

超八成受访大学生希望爱情
中能同甘共苦，也能共同成长

中青校媒调查结果显示，受访者认为情感

和婚姻中必备的事物中，85.65%认为需要两人

能共同面对生活中的问题和难关，83.64%认为

两个人需要互相促进、共同成长，成为更好的自

己；79.48%认为要能理解和包容彼此，67.90%认

为两人要情投意合，54.71%认为需要有相同或

相近的价值观。在段鑫星看来，心理成熟度高的

大学生更倾向于与伴侣共同规划未来，重视志

同道合。

吴 念 昔 的 择 偶 观 便 更 倾 向 于 从 长 远 角 度 考

虑。“这个人哪里吸引我，我可以从他身上学习到

什么？这段亲密关系带给我什么？同时，我能带给

对方什么？”在她看来，好的择偶观是“寻找理想状

态的自己”。

为了更好地避免恋爱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段

鑫星认为“有能力爱自己，有余力爱别人是爱情中

的必修课”。在她看来，恋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情

感的成熟需要自己亲历爱情，在爱中学习、反思、

磨合，获得心灵的成长。

这届大学生眼中健康的爱情观是怎样的？通

过中青校媒调查结果可以发现，77.70%受访者认

为需要爱对方的同时，也要学会爱自己；71.84%表

示要不过度依赖彼此，保持独立的人格；49.77%认

为要尊重差异，多换位思考，学会理解；44.91%表

示对自己和对方都要负责。能够共同面对困难、理

性选择合适的伴侣、不盲目追求某些特质等，也是

受访者认为有益的爱情观。

在杜筱看来，爱情在于质量而不是数量，人

的感情也不是可以无限挥霍的。最理想的恋爱是

双方在一起后，各方面都能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

效果。

面对心中的“沈佳宜”，陈凯觉得高水平的择

偶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督促自身进步，“美好的

爱情会让我觉得自己有了后盾，同时也拥有了拼

搏的勇气和动力”。但他认为择偶标准也不必太过

刻板，真正让你心动的人，是可以改变你的择偶标

准的。虽然还没谈过恋爱，但陈凯已经总结出一套

“爱情经”。他将爱情的精髓总结为“三个互相”，

“互相理解，互相尊重，互相支持”。中青校媒调查

发现，和陈凯不谋而合的青年不在少数，79.48%受

访者认为两个人能理解和包容彼此是情感关系中

的必备要素。

期待家庭、社会、校园同做青年
爱情观“护航员”

在陈凯看来，大众媒体传播、影视作品等所呈

现、倡导的爱情观显得尤为重要。“大众媒介对择

偶观的影响，往往体现在让年轻人择偶观念固化，

短视频、短平快的信息铺天盖地地灌输，似乎只有

满足‘恋爱攻略’‘爱情小课堂’里的要求，才是好

的、对的。”

张明徳同样认为大众媒体传播、影视作品对

青年爱情观的走向存在一定的影响。“部分影视作

品中营造的完美伴侣形象，让青年对择偶有了更

高期待”。在张明徳看来，“影视作品里都是男俊女

靓，服装华丽，主角不是皇亲国戚就是当代精英，

尤其是以情感为主线的作品中，普通人少之又少，

他们更像是‘超人’，按 10 分制算，他们全都是平

均分 8 分以上的人，这样的形象容易让青年对伴

侣持有过高期待，可能很难接纳现实中身边人的

‘普通’。”

就读于湖南某高校的王易非最羡慕别人一家

三口手牵手走在马路上的样子，“父母在我很小的

时候就离婚了，所以我一直很渴望能够拥有美满

的爱情。”因为对爱情的期待值很高，王易非在择

偶方面也非常慎重，还未曾谈过恋爱。

中青校媒调查发现，受访青年择偶观的成因

较为多元化。73.23%受访者表示源于家庭潜移默

化 的 影 响 ；49.69%表 示 较 多 地 来 自 于 社 会 共 识 ；

37.04%根据自己以往的恋爱经验；34.49%表示父

母会在一定阶段提出一些择偶建议；19.44%会将

影视剧、综艺节目、言情小说等中的角色作为参照

物；另有，11.11%受访者会把喜欢的明星偶像的特

质列入择偶标准。

在段鑫星看来，“大学生的爱情观首先受到影

视、媒体文化、同学、舍友等的影响，其次社会文化

也间接渗透与影响，更深层则是受原生家庭的影

响。”

从未有过恋爱经历的王易非认为，当下的自

己缺乏恋爱方面的经验和常识，如果现在谈恋爱

会走很多弯路。在大学生活的闲暇之余，他会去

图 书 馆 翻 看 爱 情 方 面 的 书 籍 ，听 学 校 的 恋 爱 讲

座。

在吴念昔看来，爱情的本质源于自我探索，需

要每个人自己探寻才能找到答案，社会、高校、家

庭，应该包容并启发学生进行爱的探索与尝试，培

养他们爱的能力。

中青校媒调查发现，89.43%受访者期认为原

生家庭应尽可能提供健康、理性的爱情观教育；

75.23%认为学校和社会应该多提供一些恋爱或情

感关系的心理辅导；74.77%期待学校提供一定的

爱情观教育；56.87%认为大众媒体传播、文艺影视

作品等保有健康的爱情观导向。

为了帮助青年人树立健康的择偶观、爱情观，

段鑫星强调家庭、学校、社会要齐心协力。首先，家

庭对孩子情感的示范作用不可或缺，“在温暖、包

容、开放的家庭中成长的孩子更有爱，也更容易感

受爱。”其次，高校通过开设大学生幸福课、大学生

恋爱与感情等相关课程，让大学生更多维度认识

爱的社会性与神圣性，“可以通过校园情景剧表

演、校园爱情三行诗等积极向上的活动影响大学

生的爱情选择，形塑大学生的爱情观。”

段鑫星强调，除了家庭和学校外，风清气正的

社会环境对大学生本身就是一种教育，“通过社会

主流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学习，宣传身边

的爱情榜样、正面典型，与此同时对腐化堕落的爱

情观进行批评，以此来弘扬正气，净化空气。”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除段鑫星、王婧外均为化名）

近九成受访大学生看重原生家庭爱情观教育，超九成择偶最看重人品

向往的爱情：能同甘共苦，也能共同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