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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动手指美食就能送上门，扫一扫二

维码就能开启掌上智慧生活……如今，数

字技术正使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一

部手机就能满足衣食住行需求。你体验过

哪些数字产品与服务？数字技术给你的生

活带来哪些改变？

在世界青年发展论坛召开前夕，中国

青 年 报 社 社 会 调 查 中 心 联 合 问 卷 网

（wenjuan.com），进行的“青年数字发

展”调查显示 （2001 人参加）， 88.6%的

受访青年认为数字技术让生活更加便捷智

能，60.0%的受访青年觉得智慧城市让出

行更便利。

线上点餐、智慧医疗、线
上购物是受访青年体验最多
的三大数字服务

作为一名“数字原住民”，在北京上

学的 00 后韩捷雨每天电子产品的使用时

间高达 12 个小时。平时她使用线上餐饮

服务的频率很高，出门会用网约车、共

享单车、扫码乘坐地铁公交等方式，生

病就医时，会在医院的 App 或小程序上

查询号源信息，一键预约挂号。她感

叹，数字技术的发展正深刻改变着自己

的生活方式。

来自长沙的胡月，每当要去一个新地

方时，都会打开地图导航类 App，搜索如

何乘坐交通工具、怎样换乘。在异国旅行

时，胡月会和朋友在社交软件上查找游玩

攻略，她觉得很方便，旅行目标也更明确。

95 后网店店主李童 （化名） 对数字

藏品非常感兴趣，她觉得数字藏品可以带

给消费者一定的精神满足感，“数字技术

让虚拟艺术品走入大家的生活。”她表

示，在网络空间里，每个人既是收藏者又

能成为创作者，数字技术让艺术“流动”

起来。

调查中，线上点餐 （61.3%）、智慧医

疗 （59.9%）、线上购物 （58.0%） 是受访

青年体验最多的三大数字化服务，其他还

有在线教育 （57.2%）、网约车、共享单车

等出行服务 （53.4%）、线上娱乐活动

（47.2%）、远程办公 （45.9%） 等。

“目前我国数字经济已形成数字产业

化和产业数字化的发展态势，并朝着高端

化、绿色化、智能化的方向发展。”天津

财经大学教授丛屹表示，随着智能手机的

普及，出现了很多新的应用场景，在消费

领域，网购、语音识别技术、智慧汽车等

都迎来了高速发展期；在算法算力上，随

着我国自主研发的芯片的问世，自主创新

能力不断增强，相关产业体系也在进一步

完善。“对于今天的青年来说，他们活在

一个大数据时代。”

“很多数字技术正在融入我们的生

活。”23岁的马超是北京某高校计算机学

院人工智能方向的一名学生，平时他比较

关注大数据技术，他注意到，现在许多视频

和社交平台会运用大数据技术、云计算，分

析用户喜好，实现信息的精准推送。

“对于像我这样时常刷手机的人来

说，网络上一出现新内容就能立刻知

道。”在韩捷雨看来，一部智能手机就是

她在数字世界的“冲浪板”，除了能体验

数字化生活的便捷，更能随时随地了解世

界动态。

60.0%受访青年感到智
慧城市让出行更便利

韩捷雨觉得，数字化的生活给她省

去了一些不必要的麻烦。线上支付的普

及让她不再担心钱包被偷，时收到假

钞。此外，电子驾驶证等电子证件的出

现也让她觉得出行越来越方便，“查驾

照时不用担心找不到，它就在手机里。”

她觉得，在人生的各个阶段都能感

受到数字技术 带 来 的 便 利 ，“ 初 高 中

时，在线教育的相关产品和服务可以

让我有更好的学习条件。现在社交媒体

上的信息，给我的衣食住行提供了更多

决策参考。”

“技术的便利性体现在衣食住行 4 个

方面。”李童表示，如今电商平台上的虚

拟试衣技术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网购买到

不喜欢的衣服的问题。在“食”方面，

人们不仅能网购食物，还能通过炒菜机

等智能家电轻松做出美味佳肴。她觉

得，数字技术对生活最大的改变体现在

智能家居上，“通过手机控制空调、电

灯、电视、扫地机器人等电器，解放了

我的双手，也让生活有了更多可能性。”

马超也觉得，数字技术的发展让生

活更加便捷智能了。从以前的短信到如

今的语音、视频通话，沟通的形式更加

多样，质量也在不断提升，“这让我感觉

生活品质在提高。”

近几年，人工智能产品的出现让马

超深刻体会到“技术赋能生活”。他表示

无论在工作还是生活中，“智能助手”都

能高效地帮助人们完成任务。

数据显示，88.6%的受访青年觉得数

字技术让生活更便捷智能。具体来看，

60.0%的受访青年觉得智慧城市让出行更

便利，53.1%的受访青年表示智能家居提

升生活品质，46.8%的受访青年感叹一部

手机就能开启无卡生活。此外，受访青

年表示一根网线一块屏，让人们享受到

更多教育资源 （46.5%），数字文创丰富

了精神文化生活 （37.5%），即时通信使

沟通交流更畅通 （36.4%），依托社交网

络了解更广阔的世界 （34.6%）。

在马超看来，尽管数字技术给生活

带来便利，但也产生了一些弊端。在算

法推荐的模式下，用户虽然能轻松获

取信息，但也会产生“信息茧房”现

象，“我们接触的信息面可能会变窄，

只看自己喜欢的，而忽略了对其他领域

的探索。”

“面对技术的发展，青年的学习方

法和学习工具都在快速变迁。”丛屹认

为，智能化工具的出现便利了青年的工

作和生活，正在赋能青年发展。但他也

表示，在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的过程

中，青年要认真学习数字化的相关知

识，也要围绕数字产业和产业数字化的

发 展 方 向 学 好 本 领 ，“ 更 多 地 进 行 实

践，不断突破创新，这样才能承担起建

设数字强国的任务。”

受访青年中， 00 后占 29.9%， 90 后

占 48.6% ， 80 后 占 21.5% 。 男 性 占

42.4%，女性占 57.6%。来自一线城市的

占 35.0%，二线城市的占 39.3%，三四线

城市的占 18.5%，县城或城镇的占 5.3%，

农村的占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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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数字技术领域的交流合

作不断加深，国际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不断

拓展。在世界青年发展论坛召开前夕，中

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

（wenjuan.com） 进行的“青年数字发展”

调查显示 （2001 人参加）， 69.4%的受访

青年感觉数字技术缩短了人与人的距离，

世界变得更“小”。54.2%的受访青年认为

社交媒体促进全球信息文化传播，53.5%
的受访青年认为数字技术打破时空限制，

企业间合作更便捷。

近七成受访青年感觉数
字技术让世界变“小”

来自长沙的胡月，曾在日本北海道大

学进行了为期 5 个月的交流学习。“每天

都有学到新知识的充实感，也交到很多来

自世界各地的朋友，在与他们的交流中感

受不同文化的魅力。”

北京某高校大学生韩捷雨说，现在通

过一部手机就能认识很多外国朋友，大家

虽然身处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区，但可

以进行线上的即时聊天，从这方面来说，

世界好像变小了。但数字技术也拉大了数

字鸿沟，比如老年人，跟不上时代潮流，

不会使用数字技术。

调查显示，69.4%的受访青年感觉数

字技术缩短了人与人的距离，世界变得更

“小”了。

杭州 95后淘宝店主李童(化名)对此的

感受更明显。出门在外时，一个视频电话

就能见到家人，缓解牵挂之情。人与人的

沟通，也应了“网络一线牵，相逢即是

缘”这句话。她觉得，如果不是数字技

术，自己很难获得一些远在千里之外的顾

客，更不可能跟他们沟通合作。

54.2%受访青年认为社
交媒体促进全球信息文化传播

韩捷雨说，近年来国产手机、汽车走

出国门，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外国对中国

品牌的认知，移动支付、共享经济成为外

国人认识中国的名片，他们通过这些应用

对中国产生兴趣。

“大学期间我认识了一个俄罗斯同

学，毕业后我们依然通过网络保持联系，

交流彼此家乡的文化、美食等。”李童

说，语言和距离的障碍在数字技术面前都

不存在了。

数字技术为国际交 流 带 来 哪 些 便

利？调查中，54.2%的受访青年认为社交

媒体促进全球信息文化传播，53.5%的受

访青年指出打破时空限制，企业间合作

更便捷，50.8%的受访青年认为即时通信

产品让跨国沟通不再是难事，50.7%的受

访青年觉得跨境电商兴起让国际贸易往

来更密切。

“出国前，我通过邮件传输各种通知

和材料，这是我第一次进行跨国邮件往

来。出国后，我依然可以通过微信或 QQ
等软件与国内的朋友和同学保持联系。与

此同时，在国外也可以用其他软件与其他

国家的同学进行学习上的沟通。”胡月说。

此外，45.3%的受访青年指出线上支

付让跨境消费更便捷，41.6%的受访青年

认为数字技术为政府间达成共识与合作提

供机会，41.3%的受访青年认为在线教育

实现了资源共享与思想碰撞，35.1%的受

访青年认为实时翻译技术让跨国沟通无障

碍，30.3%的受访青年表示跨境旅游、留

学、工作更加便利，24.1%的受访青年认

为创新了合作形式，实现资源共通共享。

天津财经大学教授丛屹说，数字化、

人工智能的发展，减少了交流的语言障

碍，数据、图像、影像可以即时传输，交

流的空间距离大大缩短，时间成本也大大

压缩，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世界越来越

小，也给全球青年加强文化、学术、社

会交流创造了越来越便利的条件。“当代

青年应该借助数字化手段，加强和世界

的交流。”

受访青年中，00后占 29.9%，90后占

48.6%，80后占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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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我们也面

临更多机遇和挑战。在世界青年发展论坛

召开前夕，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

合问卷网 （wenjuan.com） 进行的“青年

数字发展”调查显示 （2001 人参加），

49.4%的受访青年指出数字技术发展存在

信息安全与隐私保护问题。61.8%的受访

青年建议引导青年提高网络信息辨别力，

破除“信息茧房”，51.8%的青年建议提供

更人性化、更贴合青年特点的智能服务。

数字发展面临的挑战，受访
青年首选信息安全与隐私保护

“在我初中时，很流行一种打字的网

上兼职，我想利用闲暇时间赚点零用钱，

但被骗了。对方把我拉入一个群，让我交

入会费，我转了 99 元，对方就把群解散

了。”北京某高校大学生韩捷雨感觉，现

在网络信息太多，不知道哪个是真，哪个

是假，青年在网络中可能会被骗钱财，也

可能会被骗感情。

目前数字技术的发展还面临哪些挑

战？调查中，49.4%的受访青年指出，存

在信息安全与隐私保护问题，49.1%的受

访青年认为传统监管模式难以适应数字时

代的需要，47.9%的受访青年认为要平衡

数据保护与开放共享的关系，47.7%的受

访青年指出在不同群体、区域间存在数字

鸿沟，40.1%的受访青年指出算法决策一

切的模式存在弊端。

北京某高校计算机学院人工智能方向

的学生马超说，首先我国数字技术面临一

些“卡脖子”的问题，其次市场引导性不

强，技术应用的覆盖面不够，此外，相对

于一些比较成熟的技术，进一步的应用还

比较受限。

“一些人把网络当作情绪的宣泄口，

当自己有了情绪就随意发帖，随着内容的

发酵，其他人很容易被情绪裹挟，进而放

大负面情绪，影响更多人。”韩捷雨认

为，辨别力是青年在数字技术发展过程中

需要提升的能力，如果没有自己的想法和

甄别能力，别人说什么就认为是什么，会

随波逐流。

此外，39.2%的受访青年指出传统行

业数字化转型困难，31.5%的受访青年认

为 要 在 智 能 化 过 程 中 提 升 人 的 价 值 ，

20.0%的受访青年指出国际冲突阻碍数字

技术的联通。

杭州 95 后淘宝店主李童 （化名） 认

为，数字发展提高了生产效率，但也意味

着人力的使用会减少。对于青年来说，最

大的挑战是提升自己的能力，适应数字技

术的发展，不被社会所淘汰。

“国际冲突会在一定程度影响数字技

术的交流，比如国内的一些企业被制裁，

影响产品的生产。”韩捷雨说，这更加凸

显了人才培养的重要性，要从小注重创造

力的培养，同时提高从业人员的待遇，真

正留得住人才。

“大数据平台杀熟侵犯消费者权益，

不注意保护个人隐私所产生的网络诈骗，

这些都是数字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

天津财经大学教授丛屹说，对于工具的使

用，人类社会还要经过一个比较长的适应

期，如果在数字化运用上不注意规范发

展，可能会造成数字经济、数字产业的发

展偏离了我们的需要。

61.8%受访青年建议引
导青年提高网络信息辨别力，
破除“信息茧房”

“我看过一个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

视剧，有人通过 AI换脸成一个在外留学的

男生欺骗他的家里人，以生病为由要家里

人打钱，AI 合成人的外貌、声音都跟留学

生本人一模一样。”韩捷雨说。

在数字时代助力青年发展，61.8%的受

访青年认为要提高网络信息辨别力，破除

“信息茧房”，51.8%的受访青年建议提供

更人性化、更贴合青年特点的智能服务，

49.1%的受访青年建议为数字技术领域就

业创业者提供更多便利，46.7%的受访青

年建议提供高质量的数字文化产品。

马超认为，首先要培养青年对数字技

术的兴趣，其次要减少数字技术的负面影

响，完善法律法规，剔除不符合规范的技术

应用。

李童说，数字技术打破了空间限制，一

定程度上避免了信息的闭塞，让人们有更多

的发展道路。年轻人应该主动利用数字技术

筛选并获取想要的信息，以此确定未来的职

业目标，把自己的能力更好地发挥出来。

“我国无论在基础研发还是应用技术

开发方面，自主创新能力都越来越强，同时

我国的人口数量、市场空间都决定了我们

的产业数字化基础很雄厚，在有些领域的

发展几乎是跨越性的。”丛屹指出，任何技

术的发展都是有利有弊的，在这个过程中，

青年要学好知识、用好工具，围绕人民的美

好生活和世界的发展需要不断努力，防止

数字技术的错误运用或滥用，对网络上不

良意识形态的侵蚀保持足够的警惕之心。

此外，39.3%的受访青年建议完善数字

技术应用场景的基础设施建设，39.3%的受

访青年建议为青年参与数字技术的国际交

流合作创造更多机会，36.6%的受访青年建

议开设数字技术相关课程，35.9%的受访青

年建议完善数据立法，保护信息安全，

27.5%的受访青年建议完善监管体系，加强

网络乱象治理。

马超建议想从事这方面工作的青年，

在享受数字技术带来的便利的同时，也要

了解和学习相关技术，推动技术的更迭进

步，同时注重个人的信息安全、隐私保护。

丛屹指出，在数字化的教育培训、数字

化生活场景建设、数字化工具运用以及数

字安全保障、产业数字化方面，都要不断完

善相关政策，保护消费者、劳动者的权益。

受访青年中，00后占 29.9%，90后占

48.6%，80后占 21.5%。

应对数字挑战 61.8%受访青年认为要提高网络信息辨别力
49.4%受访青年指出数字技术发展存在信息安全与隐私保护问题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品芝
见习记者 吴欣宇
实习生 包鋆丽 王 忆

数字技术不断更新迭代，深刻影响

着青年的学习生活。大家对哪些数字技

术最感兴趣？在世界青年发展论坛召开

前夕，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

问卷网 （wenjuan.com） 进行的“青年

数字发展”调查显示 （2001 人参加），

受访青年对人工智能 （69.7%） 和大数

据 （55.8%） 最感兴趣。数字时代，受

访青年认为自己最需要提升数据分析处

理能力 （47.7%） 和网络工具的使用能

力 （45.7%）。

受访青年对人工智能和
大数据最感兴趣

北京某高校大学生韩捷雨对元宇宙

和物联网比较感兴趣。“我在初中时就

听过物联网这个词，老师在上课时放过

一个视频，讲述的是在 5G 时代家具都

可以联网，现在的智能家居基本实现了

这样的场景。”

杭州 95后淘宝店主李童(化名)对元

宇宙最感兴趣。“时代飞速发展，元宇

宙可以满足人们精神生活方面的需要。”

调 查 中 ， 受 访 青 年 对 人 工 智 能

（69.7%） 和大数据 （55.8%） 最感兴

趣，其他还有：物联网 （45.9%）、虚拟

现实 （42.0%）、云计算 （38.3%）、信息

通讯 （37.3%）、区块链 （19.4%） 等。

北京某高校计算机学院人工智能方

向大学生马超在学术研究上，对人工智

能更感兴趣，但平时生活中更关注物联

网、5G 技术。“生活中的物联网、5G
能真切地感受到，比如我们有一块屏

幕，还有一个笔记本电脑，如果想把一

张图片放大看全貌，可以直接从电脑拖

拽到大屏幕，虽然两个物体没有连接，

但物联网技术提供了支撑可以实现隔空

传输。”

47.7%受访青年觉得
自己最需要提升数据分析处
理能力

曾在日本交流学习的胡月指出，不

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数字技术的发展都

面临着用户隐私保护和信息安全的挑

战，信息泄露会给用户带来极大的不安

全感，从而降低对数字技术的信任。

韩捷雨觉得，现在数字技术发展

了，但被骗的人也多，所以年轻人要提

高甄别能力和反诈意识，同时培养自身

的责任感，在享受数字技术的同时，尽

自己的能力让数字技术造福更多人。

调查显示，受访青年觉得在数字时

代，自己最需要提升数据分析处理能力

（47.7% ）、 网 络 工 具 的 使 用 能 力

（45.7%）、学习能力 （44.4%） 和创新能

力 （43.2%）。
胡月觉得青年应该提升自控力，少

刷短视频，多思考，防止沉迷网络。此

外，网上信息良莠不齐，“标题党”层

出不穷，青少年要对这些信息进行筛选

和辨别，不能盲目跟风。

马超认为，数字技术和相关概念的

更新发展特别快，年轻人要不断学习，

提升人际交流、总结和提取信息的能

力。此外，数字技术离不开国际交流，

也需要提升外语能力。

李童认为，学习能力是一切的基

础，只有保持谦逊的学习态度，不断适

应数字技术的发展，才能获得更多的发

展可能。“其次要有独立的思考能力，

在数字技术普及的今天，我们受到的

诱惑比以前多，要在多元的世界里立

足，必须坚定信念，不被杂念所影

响。此外，还要有自我管理能力，通过

提高自制力和时间规划能力，实现自己

的目标。”

此外，受访青年认为还应提升沟通

协作力 （38.6%）、交叉学科知识背景

（36.9%）、市场洞察力 （36.4%）、与人

工智能的协同能力 （30.6%）、对于网络

信息的鉴别力与判断力 （29.4%）、算

法/编程能力 （29.2%）、全球化视野

（26.5%）、对技术伦理问题的思考力

（16.1%） 等。

天津财经大学教授丛屹说，越是在

技术革命的时代，青年越应该意识到，

只有努力学习，更好地掌握数字技术、

运用数字技术，才能使国家更加强大。

受访青年中，00后占 29.9%，90后
占 48.6%，80后占 21.5%。

47.7%受访青年
认为需提升数据分析处理能力
受访青年对人工智能
和大数据最感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