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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互联网日新月异的发展，我们正处于移动设备、社交媒体、“永远在线”的互联网连接的时代。由

于移动支付逐渐渗入日常生活中，数字化阅读也逐渐成为主流形式，且人们认可网络付费阅读的方式。

本文在数字时代的背景下研究青少年群体阅读网络小说时的付费行为。青少年作为网络小说消费的中坚

力量，厘清其消费动因，为网络文学今后的发展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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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we are in the era of mobile devices, social media, and 
“always on” Internet connectivity. Due to the gradual infiltration of mobile payments into daily life, 
digital reading has gradually become the mainstream form, and people recognize the method of 
online paid reading. This article studies the payment behavior of young people when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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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line novels in the context of the digital age. As the backbone of online novel consumption, teen-
agers need to clarify their consumption motivations and provide ideas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online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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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几年，作为技术革新发展出来的产物——网络小说逐渐活跃于青少年的阅读范围里，读者以网络

小说的“产消者”的身份出现在互联网上。根据第 52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1]，截

至 2023 年 12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10.79 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趋近饱和。其中，网络文学用户增长速度

成为用户规模增长最快的三类应用之一，用户规模达 5.28 亿人，占网民整体的 47.6%，达到历史最高。

2023 年中国网络文学发展报告指出[2]，网络文学写作不断呈现出更加年轻的趋势，以 Z 世代(1995 年以

后出生的群体)为首的人群作为网文创作的主力军。数字化阅读已然成为人们阅读方式中尤为重要的一种

形式。在数字化阅读用户中，90 后与 00 后的青年一代成为了绝对的中坚力量，占比达到五成以上。以

上数据可以看出网络小说伴随着互联网的东风，在二十年间实现了从无到有的成长。那么网络小说消费

行为对于青少年这个特殊的群体来说它的动因是什么？在当前媒介场域中网络小说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本文将从情感消费的视角阐述以上问题。 

2. 文献综述 

(一) 网络小说的概述 
网络文学中的一个分支就是网络小说，它的发展趋势是网络文学各种体裁中相对流行的一种。目前，

业界对网络小说的定义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在网络上发布的小说，强调的是小说的发表依附于互联网；

另一种是强调首次发布就必须是在网络上，并且首次阅读的受众必须是互联网用户。不管是哪一种定义

都可以看出网络小说的基础是小说文本和互联网的结合。 
网络文学的起源与发展主要分为四个阶段。萌芽阶段(1990 年~2000 年)，此时互联网尚未普及，多

数的读者都是以实体书阅读网络文学作品，《华夏文摘》作为全球第一家中文电子刊物在北美发行，其

后各大中文网站如雨后春笋般涌现[3]。付费阅读阶段(2000 年~2010 年)，网络文学开始与传统刊物有了

较大的区分，并且网文阅读网站推出了全新的付费模式。移动端转变阶段(2010~2014 年)，得益于技术的

发展和移动阅读的便利性，用户数量与日俱增及网文平台活跃度不断增加，此间网络小说的创作题材已

经涵盖了上百种，是传统出版物难以企及的数量。移动互联网阶段(2015 年~至今)，在 2014 年之后，移

动设备在国内基本普及，IP 价值与泛娱乐化概念得到初步体现并且持续发展。网络小说与传统小说都是

一种文学表现形式，只不过在移动互联时代下，网络小说比起传统小说有着更为显著的特性。 
(二) 网络小说付费阅读模式 
数字阅读是指在文本内容或接触形式上呈现数字化。比如说用手机电脑等电子设备看/听电子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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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小说、微博、网页等内容都可以被称为数字阅读。近几年我国数字阅读行业发展迅猛。据中国音数协

数据显示[4]，我国数字阅读市场总体营收规模为 463.52 亿元，较之 2021 年增长 11.50%，我国数字阅读

呈现优质内容供给持续扩大，数字文化消费渐成主流，其中大众阅读依然占据主流。用户付费意愿呈现

稳步增长趋势，以 vip 模式进行阅读付费的用户比例也在增加[5]。网络小说作为数字阅读中最具生机的

一部分，呈现出喜人的发展势头。 
网络小说的付费阅读也可称之为网文付费，随着读者版权意识的觉醒，国家对盗版文学作品的法律

法规制定，网文付费阅读模式如今已被大众所接受并认可。网文付费阅读的形式总体来说可以分为两大

类：第一类是文学网站采用兑换虚拟币，使用虚拟币来购买小说章节。以晋江文学城为例，大部分的小

说都是有 10 到 20 章的免费阅读章节，在剧情升华与转折的节点就开始转变为使用晋江币订阅，而晋江

币就需要读者进行充值购买。也有充值 vip 模式，将网络小说的阅读权限缩小至 vip 用户，读者只能通过

充值相应网站或平台的会员进行小说阅读，如早期的起点中文网，现在的京东读书、知乎。第二类则是

广告变现，通俗来讲就是将网络小说免费提供给读者，但在阅读的过程中每一章节都会需要读者进行广

告浏览，读者和平台进行注意力与经济的交换，以此产生看似共赢的变现模式。 
(三) 大众文化的观点 
大众文化的概念最早被西班牙哲学家奥特加所提出，中国的大众文化起源于二十世纪末。本文众将

网络小说看做是大众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与费斯克的观点相匹配。大众文化在费斯克的眼中不仅是一

个积极的过程，并且具有流通意义，同时也体现文化工业中的经济特质。费斯克从积极地角度理解大众

文化，大众并非消极的消费者，而是积极的生产者，能够传造出自己的文化[6]。约翰·费斯克的大众文

化观突破原有的大众文化研究模式，强调大众的主体性和能动性，这是从前大众研究所忽略的地方[7]。
这与网络小说的读者有相契合的特点。 

3. 网络小说付费模式流行的成因分析 

本质上来说，网文付费的行为可以从情感、技术与社交三个方面分析。在情感方面，青少年阅读网

络小说时能够带来强烈的情感补偿，以及其对小说本身、写手、小说角色的情感认同，基于此形成的粉

丝经济；在技术方面，新媒介形态下“竖屏”这一物质载体的出场弱化了阅读时的时间概念，从而诱发

读者产生不停歇的阅读及消费行为；最后，网络小说成为桥梁给青少年搭建与他人交流的方式；这三个

方面的作用助推网文付费模式的普及并且被大众所接受和认同。 
(一) 青年亚文化中的粉丝经济 
数字化背景下网络小说的迅猛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读者对作品角色或作者的情感依赖进一步产

生情感消费。互联网的存在使网络小说的传播更加高效且有针对性，并提供阅读介质和付费渠道。网络

小说正是青年亚文化中的在网络上的一类分支。在此之前，伯明翰学派就指出亚文化的出现是青少年对

主流文化的抵抗，也是青少年自我认同感的寻求方式。青少年需要找到能够代表他们这个群体在数字时

代的媒介物，网络小说这样的超链接文本创作形式与定制化文本内容就十分契合青少年群体的需求，能

够充分满足青少年群体在情感、娱乐和认知上的空缺。 
随着网生代青年逐渐成为网络文学读者群体的主导力量，他们独特的认知方式和审美偏好不可避免

地对网络文学的叙事风格和价值取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青少年群体是产消合一的读者，他们在付费阅

读网络小说行为过程不仅仅是止步于付费阅读上，更是在后续的自主传播上，这也是资本家们注意到的

该群体背后不可估量的商业价值。正如普拉特所说“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经济正经历一场由‘火’到

‘冰’的转变，文化经济将成为后金融危机时代有力的经济增长点。”[8]对亚文化所带来的失序现象的

解决方法主要是强调商业化，也就是将亚文化当做一种商品来看，这样能够被资本家所收编；或者是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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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阶层通过标签化来重新定义亚文化的含义，让娱乐性成为青年亚文化的主要表达方式。在当今媒介环

境下，青年群体的网络小说亚文化裹着“抗争”的外衣在狂欢式的进行娱乐化表达[9]。当前数字媒介场

域中的网络小说付费模式在很大程度上能够用青少年群体网络亚文化所催生的粉丝经济来理解。 
(二) 新媒介形态下的阅读与消费 
目前，网络小说的消费趋势正显示出网页版、移动设备端、阅读 APP 同步发展的态势[10]。伴随着

二十多年的网络小说发展进程，数字阅读已经成为人们阅读的一种偏好。从物质角度来看网络小说的生

产模式，智能手机的竖屏界面正是媒介场域中人与技术交互的表现。小屏的出现不仅重新分配了人们的

器官系统运作，更是给予身体一定程度上的自由，能够将人与媒介的关系推向一个流动的模式[11]。部分

网络文学平台的阅读界面开始整合图像和声音元素，允许读者通过多种感官体验来丰富单一的视觉阅读

方式。并且读者与作者不再是割裂的，他们能够通过平台这个介质进行实时互动交流，比如说读者可以

在评论区发表自己对作品的看法与态度，作者能够通过读者的反馈来调整写作方向。但值得注意的是，

竖屏形式的物理限制也使得生产的内容势必以碎片化、轻量化为主，这在一定程度上对于文字和语言逻

辑产生负向作用。 
“竖屏”移动设备在空间和时间上带来的深远影响，为新媒介环境中的网络文学消费行为提供了更

大的灵活性和流动性。移动媒介的嵌入打破了传统文学所依赖的固定场所阅读，使之转变为随处皆可阅

读，任何一个流动场所都能成为一个阅读空间。互联网的出现将阅读消费方式从线下搬运到线上，从以

往到书店买书，再到挑选特定的场所看书都可以浓缩在一个电子屏幕中。 
技术提供了方便、快捷、自动化的载体。青少年付费阅读网络小说行为的动机大多可以归为娱乐性

消费，是付费行为意向中的感知趣味性[12]。移动阅读的形式多样，读者不需要在意时间和地点就能进行

阅读。移动阅读平台能够使读者得到更好地情感体验。 
(三) 网络小说构建社交桥梁 
网络小说的阅读依托与互联网的使用，而互联网使用中的一大特性就是社交性，通过阅读网络小说

能够为青少年提供一个交往介质，这就促进青少年更加不停歇的阅读网络小说。新媒介时代，青年群体

越来越希望通过互联网使用行为中获得的信息进行社会活动，以此来证明其互联网使用行为是有益的。

青少年群体不承担起网络信息的接收与搬运的职责。比如说青少年群体在阅读网络小说时，出于对小说

内容或角色的认可与喜爱，会自发的对小说进行二次创作与传播。就像詹金斯对电视节目的看法一样，

“媒体融合时代所推动的是公共而不是个人模式的反应……但是，很少有人是在完全沉默和隔绝的状态

下收看电视节目的”[13]。在网络文学领域，读者基于故事情节、角色命运和结构框架等元素进行的互动

和讨论，形成了一种与网络文学本身相区别的新社交环境。这种环境，被称为“第二景观”，它不仅为

原始网络文本提供了有益的补充和参考，而且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拥有其自身的价值和意义。 
在生态系统理论中也表明青少年的行为不是个体自发形成的而是与他们的成长环境相互影响所产生

的。随着青少年从孩童时期过渡到青年时期，家庭对其的影响逐渐减弱，随之由同伴关系所弥补。他们

寻求自我认知的其中一种方式就是通过同辈，因此同伴态度能够很大程度上影响并改变青少年的行为。

以青少年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为例，同伴支持可能会影响青少年的支持利用度，进而影响同伴支持，这

被称为同伴传染效应[14]。同伴对网络文学的看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青少年的网络小说阅读行为。青

少年将网络小说作为社交的桥梁，与同伴讨论、分享，从而紧密衔接彼此之间的情感纽带。 

4. 内容付费与网络文学创作影响 

进入现代社会以来，流行文化就备受争议。当前学界对于流行文化的态度无非两种：一是基于精英

主义立场的批判；二是基于大众文化立场的认同[15]。内容付费背景下，不同的立场会更加导致网络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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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出现不同导向[16]。精英主义者抨击付费的网络文学作品过于商业化，这就失去文学性，成为流水线

上的作业品，也违背“文化是非功利的”这样一个核心观点。而持大众文化立场的会认为内容付费意味

着网络文学创作应以付费方意愿来进行情节和人物设置，把网络文学创作当作一场大众狂欢的活动，并

认为理所当然。但文学创作不是工业复制品，而是个体独特的活动，是个人思想与思维的反映，是现实

社会存在的认知与思考。网络文学创作，若走传统的精英主义路线写作会曲高和寡，失去网络文学带会

大众的娱乐性，若仅定位为大众娱乐，就会让网络文学失去文字魅力，难以成为优质付费内容。而付费

模式也一直是网络小说生产机制中的核心要素，媒介、技术、资本各方联合促成网络小说付费行为的常

态化，这是“网文二十年”后的下一阶段发展。读者的喜好与付费能够促进网络小说的产出，网络小说

为了获取更大利益化而不断迎合当前读者的需求，以此陷入循环。但需要注意的是，一味的迎合会使得

网络小说产出大量低俗、恶趣味的作品，失去了文学的本质，也失去了令人思考的能力。网络文学创作

应该在文化性和商业化之间找到平衡点，才能创作出优质的文学作品。 

5. 结论 

追溯媒介的发展历程，技术与文化已然相互结合对时代产生改变与颠覆。当前学界对青少年行为的

研究必须考虑到一个重要的时代背景——数字时代，而青少年的网文消费行为不仅仅要从文化角度出发，

还要包括对数字技术的思考，以及数字平台反向作用的研究。 
推动青少年群体网文消费的动因可以总结为三个方面。首先，青少年群体自身的个人特质决定其消

费行为。网络小说的消费被青少年视为是一种合群的体现，为了更好的融入圈层中，青少年愿意自发的

进行网文消费；其次，网络小说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而诞生，其主要对应的阅读人群就是“互联网原住

民”的青少年群体。因此，网络小说的写作风格与获取渠道以贴合青少年心理为标准；最后，比起传统

纸质阅读来说，网络小说的阅读方式与呈现方式相对多元化与便捷化，其文本载体也更加契合当前数字

时代的需求。读者不需要等待专业人员审核之后再阅读到文学作品，网络将主动权让渡给读者，通过货

币的交换获取选择的主动权。只有当读者与文学作品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时，才能够使得文字的文学性

向商业性更加合理、顺畅的过渡。 
在这个被媒体热潮所包围的世界中，网络小说的发展方向昭然若揭。超文本、音视频等与网络小说

相结合的形式相继涌现，这正是文化与技术结合的体现。文学产业应超越对技术的完美幻想，同时也需

要放下对印刷时代的怀旧情绪。技术已然随着时代进步，全面的包裹融入进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随着

数字技术的深化，除了本文所说的网络小说付费阅读模式之外，还需要注意到免费小说阅读平台的兴起，

技术是否使得网络小说付费模式逻辑发生改变，读者的阅读是否被完全商业化了？这是需要学界一同关

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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