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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媒体文化是自媒体时代的重要产物。研究自媒体文化必须要清楚自媒体文化的发展现状，从文化选择

和文化创作两个视角出发更易审视自媒体文化的发展现状。当下自媒体文化存在倾向于视听类文化、青

睐于娱乐性文化、内容过于同质化和趋向于经济效益的现象。审视自媒体文化也必须认识到其产生和发

展的原因是人们的多样化文化需求、创作的多元化产生主体和创作的多维度传播介质等方面。认知自媒

体文化发展现状和原因是更好推进自媒体文化高质量发展，需要兼顾经济和社会效益、传播社会先进文

化和进行多方面创新等方面实现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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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e media culture is an important product of the era of we media. In the study of we media culture, 
we must clearly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we media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selection and cultural creation, it is easier to examine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we-media 
culture. At present, we-media culture tends to be audio-visual culture, favors entertainment cul-
ture, has too homogeneous content and tends to achieve economic benefits. When examining the 
we-media culture, we must also realize that the reasons for its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are 
people’s diversified cultural needs, the diversified generation subjects of creation, and the mul-
ti-dimensional communication media of creation. The current status and reason of the devel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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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t of we-media culture is to better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we-media culture. 
We need to take into account economic and social benefits, spread advanced social culture and 
carry out various innov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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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文化是实践的结晶，是时代的产物。不同的时代和社会缔造了不同的独特文化，自媒体迅猛发展的

时代同样也衍生出属于自媒体时代的文化。自媒体文化是文化的最新表现形式，是文化大家庭的重要组

成部分。自媒体文化已经成为人们日常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丰富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手段，其发

展现状直接或间接影响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影响社会文化的发展走向，甚至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发

展，所以探索和研究自媒体文化的发展原因、现状和趋势具有极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2. 自媒体文化兴起的原因 

自媒体文化的兴起根本原因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通过生产力的发展，人

们的闲暇时间从社会生产活动中脱离出来，对文化的需求逐渐提高，手机等传播介质广泛应用和普及，

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自媒体文化创作主体中去。 

2.1. 人们的多样化文化需求 

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马克思主义把人的需要分为生存需要、享受需要和发展需要，文化需要则是

贯穿于始终的需要。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样化文化需求是自媒体文化为新式代表的大众文化蓬勃发展

的重要原因。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受社会历史等原因，人民群众的受教育程度较低，文盲率较高，加之

国家各项基础建设百废俱兴，大多数人们还处于为满足“吃饱肚子”的基本生活需求阶段，更注重于物

质生活，对精神生活重视程度不高，其主要时间用于生产、劳动等方面，闲暇时间不多，对文化的关注

度和需求普遍不高，且当时的文化环境受历史限制，主要以宣传国家大政方针，发展社会主义等为主，

文化品类较为单一。随着社会经济的充分发展，社会阶层分化明显，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改善，人

民群众的闲暇时间逐渐充裕起来，受教育程度极大提升，文盲率持续降低，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快速发

展，开始对文化加以重视，对文化的追求更成为个体发展不可替代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不再局限于单

纯追求温饱的物质生活，既重视物质生活的创造和享受，同时又注重精神生活带来的愉悦和满足，使得

人民群众对文化需求大幅增长，且文化需求依据兴趣、爱好、口味、风格和审美划分不同的需求类别，

激发了不同方向的文化创作主体进行文化创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直接促进了自媒体文化的发

展，一定程度上推进了文化市场的繁荣。 

2.2. 创作的多元化生成主体 

在自媒体时代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文化的创作主体，多元的创造主体是自媒体文化兴起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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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丰富的其来源和途径[1]。人们多样化的文化需求直接决定自媒体文化的广阔市场，在自媒体平台上

更多的人们愿意加入到文化的创作行列之中。按照创作主体的类别来区分有个人也有团队，按照性质来

区分有公益性也有营利性，按照阶层来区分有学生、农民、工人还有专业人员，但不同创作主体的创作

原因和目的不尽相同。不同人们受经历、学识、家庭、价值观等因素影响形成各自不一的独特创作视角，

这些创作主体以自己的视角品味社会、创作作品和传播文化。不同的创作主体的题材、类型的受众不同，

但能满足某一群体的特定文化需求。自媒体文化具有趋利性，是市场经济所决定的，创作主体的创作目

的往往受利益驱使，若某一群体的文化需求不被满足，群体中的一些人在有利可图的情况下，由文化的

接受者和需求者转变成为文化的创造者，通过“投其所好”“精准把握”等策略方法，创作出符合该群

体喜好的作品，从中赚取流量和收益。  

2.3. 文化的多维度传播介质 

文化是人类实践的产物，根植于社会实践的变化发展。自媒体文化是人类实践的时代产物，其迅猛

发展依赖于一定的物质条件和实践载体。以手机为代表的大众传媒是自媒体文化的最佳载体，自媒体文

化的产生及兴起依赖于传播介质的更迭发展，传播介质的多样化为自媒体文化的蓬勃发展奠定了传播载

体基础。现今手机、电脑、平板等传播介质相较于过去报纸、电视、广播等传播介质，受众范围更广、

受众群体更多、传播时间更短，传播效果更好。在手机等传播介质未大范围应用时，人们浏览、欣赏、

接受、传播往往受限于传播介质的单一化，报纸作为过去长时间传播大众文化的重要介质，受众往往适

用于有识字识读能力的人们，且传播的文化内容过于简单空白，宣传、传播效果一般。电视作为视听结

合的传播介质，其宣传文化相比于报纸、广播，效果直观更具吸引力，但在展播文化选择上往往选择大

部分人的喜好的文化类型，难以做到面面俱到，不能全面满足人们对文化的多样性选择，对文化的关注

度、喜爱度和重视程度难以提升，但随着手机等传播介质的普及，网络空间的可储存性、无限制性，使

人们对文化的追求不再受时间、空间限制。 

3. 自媒体文化的发展现状 

创作者和受众者是自媒体文化发展的两大主体，探究自媒体文化发展的现状，需要从文化创作和文

化接受这两个视角去思考。 

3.1. 文化选择视角 

文化选择的视角立足于受众者角度，受众者在自媒体文化选择上有较强的倾向性，从类型上看是倾

向于视听类文化，从题材选择上看是青睐于娱乐性文化。 
1) 类型选择：倾向于视听类文化 
当下自媒体平台流行和人们在文化选择上的主要作品类型是视听类型，有主观和客观方面原因，一

是客观原因，缘于视听类型文化的自身独特优势。二是主观原因，视听类作品创作简便、需求高、收益

好以致于数量庞大。“观看”是人类的视觉机能的功能作用，是以直观的方式认识世界和了解世界的重

要过程。相较于文字阅读而言，视听文化以最直接、最清晰的方式，打破受众的年龄、学识的限制，通

过视觉和听觉让受众快速了解和直接感受到所宣传推介的视频内容，同时，视听类作品的情感交互性和

内容表达性较强，以较短的时间传播信息较大的内容，同时在作品中能够表达创作者的情感并且很容易

通过作品内容激发起受众的情感共情，实现创作者与受众者的情感和精神交互。由于视听文化在市场竞

争中占据显著优势，易获得价值回报，受利益追求影响大部分创作者喜欢创作视听类作品达到高收益目

的，加之视听类作品的娱乐效果更明显，人们喜爱视听类型的作品，对视听文化需求较高，同时创作门

槛较低，导致作品数量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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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题材选择：青睐于娱乐性文化 
自媒体文化的构成比重娱乐性文化占比高且受众广泛，浏览量、播放量居高不下。这是因为娱乐性

文化的价值导向与人们的选择娱乐性文化的目的初衷和目标导向不谋而合，其价值导向是满足人们的情

绪价值，调节负面情绪，使人身心愉悦。人们通过自媒体平台进行浏览和观看的目的是充实闲暇时间，

愉悦身心，获得情感价值。当下社会生活节奏变快，生活和心理压力变大，大部分人们选择通过浏览自

媒体上通俗娱乐性文化产生的直接观感或间接观感来放松紧绷的神经，缓解现实的身体和精神的双重压

力，实现受众的心灵慰藉，这是人们青睐于娱乐性文化的重要原因。同时，人们青睐于娱乐性文化的另

一方面原因是受当下社会娱乐思潮的影响，娱乐化成为时代文化的重要符号，不少企业文化、产品生产

经营、媒介运营发展、新闻舆论宣传甚至是课堂教学都趋向于娱乐化，一些新闻事件报道过程中会挑选

娱乐元素报道，新闻事件报道的比重中娱乐新闻高于时政等新闻。 

3.2. 文化创作视角 

文化创作的视角立足于创作者角度，创作者是自媒体文化作品的塑造者，是文化作品形成的初始端，

是自媒体文化流行发展的源头，但近年来内容过于同质化和向于经济效益的问题更趋于明显。 
1) 内容质量：内容过于同质化 
文化作品的内容质量是其生命力和灵魂的重要体现，优秀的文化作品一定是能够反映社会实际，内

容和创意新颖，激发人们的兴趣，引发人们深入思考。同质化问题作为网络空间的长期痛点，在自媒体

平台上也比较常见，在自媒体平台所流行的作品来看，同质化的问题严重，内容缺乏新意，题材存在抄

袭，质量普遍不高[2]。不同自媒体博主之间存在相互抄袭作品的现象，对于其他博主的作品有的进行一

些简单修改，有的甚至直接照搬照抄，毫无新意，人们在打开手机的某一自媒体平台后，往往喜欢对自

己有兴趣的作品进行点赞、评论或转发，自媒体平台通过相关的算法和程序了解用户的喜好和兴趣，随

后作品推送，但是推送的作品内容、题材相似，造成人们对不同作品的同一的内容和题材多次浏览，极

易致使浏览疲劳现象出现，不利于自媒体文化的长期性、健康性高质量发展。内容同质化的深层次原因

是创新思维的缺位，缺乏对文化作品的创新性思考和实践，创作者很难深入到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中去，

更不了解生产生活的具体实际，作品的价值意蕴和精神抒发难以到达人们的心坎中，人们的生产生活中

有许多文化的素材，但是真正能够利用这些素材的创作者少之又少，不少创作者宁可多看一看，也不愿

多走一走。 
2) 利益追求：趋向于经济效益 
内容质量同质化侧面反映出当下自媒体文化的目标导向更突出或侧重于经济效益，轻于社会效益[3]。

受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影响，各种环境发生深刻改变，人们的观念开始具有趋利性，自媒体文化的创作

趋利特征也愈发明显，虽然自媒体文化自身属性就带有商品性色彩，但是目前自媒体文化的发展仅仅注

重经济效益，受资本控制，以实现利润最大化为根本目标，不考虑社会效益。从自媒体博主的性质构成

来看，官方主办的账号占比不高，而文化传媒公司和个人的账号具多，大多是以营利为目的，公益性质

的账号相对较少，这些自媒体博主隐约存在良莠不齐问题，所传播的内容也复杂多样，一些博主在文化

创作的过程中只顾眼前的蝇头小利，不考虑社会发展的需要，不顾事实真伪、来龙去脉及作品带来社会

负面影响，不考虑发布的作品是否与道德伦理和社会主义价值观相悖，只以追求金钱为目的，难以潜心

钻研作品提升作品质量，为了经济效益不择手段，作品质量低下、内容空洞，甚至为了“博眼球”“抢

流量”，在作品中出现“擦边”现象，夹杂低俗、落后的文化。 

4. 自媒体文化高质量发展的思考 

马克思认为：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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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自媒体文化也可以称之为生产的特殊的方式，也必将受规律所支配，这

也决定了自媒体文化发展也必须遵循文化发展的一般的规律，根据这一规律有助于推进自媒体文化高质

量发展。 

4.1. 兼顾经济和社会效益 

自媒体文化的商业性是与生俱来的，没有商业性自媒体文化就无法生存，自媒体博主追求经济效益

有助于其本身良性发展，商业性所直接代表的就是经济效益对自媒体文化固然重要，但自媒体文化未来

的发展趋势一定是在注重经济效益的同时兼顾社会效益，做到二者之间相统一，实现动态平衡。自媒体

文化已经逐渐成为社会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自媒体博主且有一定的社会号召力和影响力，同时也是

推进社会进步发展的一份子。自媒体博主也必须清晰认识到社会效益是实现经济效益的前提，过度追求

经济效益，忽视社会效益，只会让文化作品的商业气息浓厚，各式广告充斥在作品的缝隙中，内容质量

下降，人们的观看舒适度只减不增，作品浏览量和经济效益转化量持续降低。注重社会效益就是在文化

创作中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创作对社会发展起到积极作用和有利于社会稳

定的文化作品。 

4.2. 传播社会先进文化 

自媒体文化以其丰富多样、简便快捷的特点被人们所熟知并喜爱，自媒体文化若要高质量发展，必

须承担起传播社会先进文化的重任[4]。所谓先进文化，即是以先进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为核心，

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反映时代精神、引领社会发展方向的文化。先进的、优秀的文化之所以能

够焕发活力与生机，离不开其本身的先进性，离不开传播时代的正能量文化，若自媒体文化做不到顺应

时代发展要求与时俱进，时常发布一些内容粗鄙搞怪、噱头包装、或戏剧化、剧本化滥情戏谑化方式表

演的作品，不能传播先进和科学的文化，不能传递社会正能量，一味地传播低俗、落后和愚昧的不良文

化，必将会被时代和人民所唾弃，走向消亡的态势，而最终被新的文化形式所替代。若自媒体文化将传

播社会先进文化为己任，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创新文化的表现的具体新形式，积极传播时代声音，为人

民发声，宣传社会正能量文化，坚决抵制落后、低俗文化，就一定会实现长足发展，长期活跃在人们的

生产生活之中，被人们所喜爱。 

4.3. 强化作品创新力度 

创新是文化永葆生机的源泉，是推动文化发展的不竭动力。自媒体文化同质化、娱乐化严重的问题

是阻碍自媒体文化健康良性发展的羁绊，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在于创新，这也是自媒体文化发展的趋势

所在。只有自媒体文化创作者紧紧联系密切变化发展的实际，自主进行手段、内容和形式创新，既要“向

前看”又要“望未来”，拓宽人文视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汲取营养和智慧，

学习和借鉴各类优秀的文化元素和时代元素，积极与人工智能相结合，生成新的文化因子，最大限度保

证文化作品的原创性，打造独具特色、内容别致和充满真情的文化作品，才能把握和迎合流量走向。同

时也要牢记创新不是某一时间的创新，不是某一阶段的创新，而是贯穿于自媒体文化发展的全过程和各

方面，自媒体文化的创新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久久为功，只有在创新上下功夫，才能为自媒体文化的

发展打通的创新源头。 

5. 结语 

自媒体时代的文化发展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自媒体的优势是不言而喻的，自媒体文化的影响力和

感召力是巨大的，必须加以重视并为社会所用，牢牢把握自媒体时代的文化话语权，奏响主旋律，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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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时代所需、满足人民所要的自媒体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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