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 12 月 11 日 

 

数自力：科技生活中诞生的全新生活之力 

 —— 博报堂生活综研(上海)在京发布“生活者动察 2018” 研究成果 

 

12 月 11 日，博报堂生活综研(上海)与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在京联合发布了“生活者动察”的第六

个大型研究成果。本年度的研究主题为“中国的科技生活”。 

 

近年来，在“实现从制造大国到制造强国的转变”政策的引导下，中国的高科技产业得到迅速发展，

科技也在生活的各个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在强有力的国家战略政策的推动下，高科技企业成了投资的热

土，生活者也得以以更加亲民的价格获得相关的商品和服务。正是在这些社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科技

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广泛渗透和影响了每位生活者的生活。 

 

为了更好地理解和把握科技带给生活者的影响，博报堂生活综研(上海)分别针对普通生活者及各界

有识之士实施了「中美日三国科技生活调查」等多项定量、定性调查。调查结果表明，无论是在不同级

别的城市之间，还是在各年龄层之间，科技对中国生活者的渗透情况几乎没有太大差异。生活者在日常

生活中积极接受和运用科技的同时，也对其自身的意识行为做出了相应的调整和改变。 

 

概括地说，生活者的变化在于：他们开始想要避免单纯依赖便利的科技之力，希望依靠自身的力量

来消除被科技摆布的可能性，“自力”面对和解决各类生活课题。在此，我们将这种变化背后的深层需

求命名为“数自力”。 

 

“数自力”是我们用数字科技的“数字”和代表自我力量的“自力”加以组合造出来的一个新词，

寓意在科技生活中诞生的、可解决各类生活课题的全新“生活之力”。 

 

  



 

随着科技日益渗透生活，在生活者逐渐掌握“数自力”以后，其消费行为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 

 

・因为不满足于单纯收集企业提供的标准化信息而实施的，用以确认自己的非标准化个别疑问的「提

问行为(Ask)」 

 

・意在确认单凭标准化信息收集行为无法得知的、属于自己的非标准化个别需求的「尝试行为(Try)」 

 

・不再配合接受企业方所提供的标准化服务，而是通过合理运用科技与人工相融合的服务来迎合自己

的非标准化“个别讲究要求”的「任性行为(My way)」 

 

我们将上述三个新的消费行为分别取其英文首字母概括为“ATM 行为”，相应地，将应对科技生活

者变化的市场营销视点命名为“ATM 市场营销”。“ATM 市场营销”能够对应拥有了“数自力”的生

活者的“无法标准化的个别需求”，指向的是基于“ATM 行为”理解的、集科技与“自力”于一身的服

务体系，也是一个有助于今后理解和把握中国科技生活者的市场营销新视点。 

 

              
 

 

通过本次“生活者动察”研究，我们不仅充分认识到了中国科技生活的进展之快，更从中发现了中

国生活者先人一步的“数自力”，也深刻领略了这股全新生活之力所焕发的光彩。博报堂生活综研(上海)

今后也将继续致力于从独特的视点出发来关注和观察中国的生活者，以期呈现更多新颖的市场营销提案。 

 

 

 

 

 

 

 

 

 

 

 

【关于本信息的咨询】 
博报堂 广报室 (koho.mail@hakuhodo.c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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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者的变化的解读 

随着科技的日益渗透，生活者逐渐开始警惕陷入“生活模式化”、“被消费”和“单纯依赖机器及人

工智能”陷阱的可能性。或许正是出于这种潜意识的危机感，人们开始“为了避免生活模式化而不断求

新”，“为了免于被动的过量消费而费时费心甄选”，也开始学着“不偏听偏信机器或人工智能所提供的

信息，而是自发地扩充交流圈，以便更广泛地听取可信人士的意见”。这些行为其实都可以理解为，生活

者想要做到不完全依赖科技，免于被科技摆布而主动出击，由此掌握了一套属于自己的全新生活技巧。 

 

                                      
              

生活者希望在运用科技提高生活效率和尽享生活乐趣的同时，又能够免于被科技，或者说免于被科技

的提供方所摆布。也就是说，生活者不想被科技“自动”化，而是想要依靠“自力”来把控自己的生活。

由此也可以说，迄今为止，生活者是满足于接受科技提供方提供的解决方案来“自动”解决问题的，主导

权基本掌握在提供方手里；而现在，生活者开始希望通过自己运用科技来“自力”解决问题，相应地，是

想把主导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换句话说，生活者对于科技的运用意识已经从“自动”转为“自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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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中美日三国的科技运用，尤其是 OMO 领域的运用程度可知，中国的优势较为显著。    

                         

■中国各年龄层人士的科技使用率都很高，科技生活已经得到广泛渗透。 

            

 

 



 

Q. 请问，以下各项关于您自身生活的意识与行动，是否因科技而与 2、3 年前相比发生了变化？  

 

 
 

※「中美日三国科技生活调查」概要 
 

调查城市 
中国： 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广州）；二线城市（天津、成都、重庆、武汉、西安、郑州） 

美国： 纽约、洛杉矶、芝加哥 

日本： 关东、关西、东海地区 

调查对象 
各国拥有智能手机的 20~59 岁男女 

中国：一线城市 家庭月收入 7,000~30,000 元；二线城市 家庭月收入 5,000~20,000 元 

※美国、日本未设收入条件 

样本数 
中国：2,000 人；美国、日本：各 1,000 人 

调查方式 
网络调查 

调查时期 
2018 年 10 月 

调查机构 
乐天 INSIGHT 株式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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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报堂生活综研(上海) 

Hakuhodo Institute of Life and Living Shanghai 
 
 

博报堂生活综研(上海)是株式会社博报堂的全资子公司，2012 年成立于上海。作为博报堂中华

地区的智囊机构组织，公司基本定位是：通过有效运用日本方面积累的各项生活者研究成果，在支

援各界企业市场营销活动的同时，做出面向中国的洞察和提案，为中国生活者的未来带来更多的可

能性。 
 
 

目前的主要业务如下所示： 

・旨在洞察生活者本质欲求并做出新生活方式提案的“生活者动察”  

・为支援各界企业的市场营销活动而实施的“新手法开发” 

・志在为生活者或市场的解读工作提供新观点的“新视点提案” 
 
 

上述业务成果均可通过博报堂旗下各分支机构提供给广大客户。此外，部分研究成果还将通过

发布会、博报堂生活综研(上海)官方网站及出版物等渠道对外公开发表。 
 

 

“生活者动察”是博报堂生活综研(上海)携手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开展的大型研究项目，原则上

每年举办一次，主要研究分析中国生活者的行为及心态变化，并据此做出年度关键词提案。本次的“数

自力”是继 2013 年的“创漩”、2014 年的“信蜂”、2015 年的“出格消费”、2016 年的“衔能”

和 2017 年的“余乐”以来的第六个大型研究成果。 
 
 
＜博报堂生活综研(上海)的研究成果资料＞ 

 《生活者动察2018～数自力：科技生活中诞生的全新生活之力》 
 

著者：博报堂生活综研(上海) 

页数：115页 

出版：文汇出版社 

发行：2018年12月31日  

价格：48.00元 

 
 

 《生活者动察2017～余乐：营造“文化消费”新风尚的生活者及其心理洞察》 

 《生活者动察2016～衔能：成为新产品和服务提供方的生活者及其影响力》 

 《生活者动察2015～出格消费：中国消费行为新景象》 

 《生活者动察2014～信蜂：中国信息传播的新兴群体》 

 《生活者动察2013～创漩：都市年轻人的行为特征及其心理洞察》 

 

 

上述资料相关垂询敬请联系：博报堂生活综研（上海）news@hakuhodo-shzy.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