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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8 年以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
共发布了 9 次《中国青少年上网行为调查报告》（简

称《报告》），该报告以“半年内使用过互联网的

6~24 周岁青少年公民”为对象，在全国范围内（除

港澳台地区）进行统计调查，获得了具有全面性、动

态性的青少年网民数量、结构与行为信息，为相应

的学术研究及政策制定提供了支持。但纵观有关青

少年网民的研究成果，缺乏对这一宝贵资源的挖掘，

绝大多数研究尽管或多或少利用到了这些信息，但

是呈碎片化—仅采用少数几年的数据。唯一一篇

对《报告》进行动态汇总的文献出自汪琼，该文利用

2007—2011 年的《报告》数据，从群体规模、群体

特征（城乡、地区、学段、年龄段）、上网行为、网

络应用行为对《报告》进行了解读［1］。实际上，随

着时间的推移，《报告》所披露的内容处于不断完善

之中，2007—2008 版中，主要包括“上网规模”“群

体特征”“上网行为”“不同地区”“手机上网”“网络

生活形态”等指标。2009—2013 版中，报告内容一致，

包括规模及“群体特征”“上网行为特征”“网络应用

行为”“手机上网行为”“不同地区青少年上网行为”“未

成年人上网行为”等六个方面，2014 版中加入了“重

点应用分析”和“青少年互联网态度”，2015 年加入

了“网络文化娱乐行为分析”“家长对网络娱乐行为

的态度”等指标。对于《报告》所提供的时间序列

信息，应当从动态角度对我国青少年网民在过去的

近十年中“群体特征”“上网行为”“网络运用行为”

的变化特征进行深入的解读，这既是对报告信息进

行的深入挖掘和提炼，也助推相关学术研究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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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基于 CNNIC 已发布的 9 次《中国青少年上网行为调查报告》数据，从规

模与比重、群体特征、上网行为、网络运用、手机上网、城乡对比、地区对比、

未成年人上网等多个角度考察了青少年上网行为的变迁，并对报告内容进行深

度分析和解读，最后提出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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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伟宁

青少年网民群体特征

上网行为的动态变迁

—历年《中国青少年上网行为调查报告》研析

与



中国青年研究 02/2017
91

Yan Jiu Zong Shu
研 究 综 述

展开。

一、青少年网民规模与群体特征的变迁

1. 规模与比重

2007—2015 年，我国青少年网民规模由 1.07 亿

增长到 2.87 亿，从发展态势看，除 2013 年有一个明

显的下降外，所有年份均保持稳定增长态势。 青少

年网民占总体网民的比例基本处于 40%~56% 这一区

间，近年占比的下降凸显其他年龄段网民规模增速要

高于青少年网民规模的增长率（图 1）。这一数据表

明 25 周岁以下的青少年是我国网民的主体，对这一

群体的网络行为展开研究既有助于他们充分利用互联

网享受现代化成果，也有助于规避网络对其所带来的

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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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历年青少年网民规模与占比

2. 群体特征

从性别看，青少年网民中的男性较女性多，除了

2008 年外，所有年份的男性比重均超过 50%（图 2）。
本文将男女占比相减得到比例差异值发现，男女差异

整体上处于波动性降低状，2007 年差异绝对值最高

为 10.2%，2015 年最低为 0.2%。随着青少年网民的

成长，未来中国整体网民性别差异将进一步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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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历年青少年网民的性别比例

从年龄分布看，12 周岁以上占比基本上维持在

90% 以上（除 2013 年），6~11 岁占比从 2008 年的

4.7% 增加到了 2015 年的 11.5%（图 3）。可见低龄网

民的网络参与率正在逐渐提高。并且，12~18 周岁与

19~24 周岁这两个年龄段的对比情况正在发生变化，

在 2011 年及之前，前者占比要高于后者，从 2012 年

开始发生了反转，这是由于年龄增长的客观性导致的，

在 2011 年之前统计口径的青少年随着年龄增长进入

后一年龄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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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历年青少年网民的年龄分布

从城乡分布看，城镇青少年网民比例从 2007 年

的 67.7% 增加到了 2015 年的 72.4%，而农村青少年

网民比例则从 32.3% 下降到了 27.6%（图 4）。这一

趋势说明两个问题，一是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大

量的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调查研究的统计口径需要

调整 ；另一方面，也体现出我国城镇化质量没有得到

显著提高，因为衡量城镇化质量的关键是“城乡统筹”

力度，农村青少年互联网普及率及农村地区互联网资

源保有量是体现城乡统筹力度的一个重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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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历年青少年网民的城乡分布

二、青少年网民上网行为特征变迁

1. 上网行为

（1）上网地点　青少年上网的地点主要集中在

家里，这一地点集中度从 2008 年的 72.1% 增加到了

2015 年的 89.9%（图 5）。究其原因，随着经济发展

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电脑、手机不再是普通家庭

的奢侈品，已经成为普通家庭的生活必需品，这为青

少年在家中上网创造了客观条件。相对应的是，在网

吧上网的比率从 57.5% 下降到了 24.2%，“禁止 18 岁

以下的青少年进入网吧” 的法规实施以一种制度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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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将未成年人排除在网吧之外。学校上网的比率经

历了一个倒 U 型的转变，从 2008 年的 19.1% 快速增

加到 2011 年的 34.6%，经历这一转折点后又开始下

滑至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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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历年青少年网民的上网地点选择

（2）上网设备　青少年上网所采用的设备在近十

年里发生了重要变化。台式机一直作为青少年的主要

上网工具，但采用的比例从 2008 年的 89.6% 逐渐下

降到了 2015 年的 69.0%，而手机的采用率从 49.7% 陡

然上升到 2009 年的 74.0%，此后则以一种平稳的速率

上升（图 6）。随着手机软件功能的改进，以往需要在

台式终端上完成的娱乐与工作内容都可以用手机来完

成，大大提高了使用的便捷性，同时随着无线局域网

（WLAN）技术 Wi-Fi 的流行，传统台式机网络安装的

烦琐变得荡然无存，青少年可随时随地地进行信息搜

索与娱乐。相比于手机的高效、轻便与灵活，笔记本

电脑的选择率近两年也出现了明显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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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历年青少年网民的上网设备选择

（3）上网时长　从时序看，青少年上网时间近年

来保持着平稳上涨态势，从 14.6 小时 / 周增加到了

26 小时 / 周，按每天 12 个非睡眠时间计算，一周大

约有 2.17 天的时间用于上网。其中，小学生、中学

生、大学生的周上网时间从 2008 到 2015 年大体上翻

了一倍，截至 2015 年分别为 14.9、22.0、31.7 小时

（图 7）。这折射出青少年对网络强烈的依赖性正在悄

无声息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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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历年青少年网民的上网时长

2. 网络运用行为

由于 2007、2008 版调查数据中对网络运用行为

的统计相对粗略，故仅采用 2009 年之后调查数据。

青少年网民的网络搜索引擎使用率在 7 年中由 73.9%
增加到 86.6%，新闻使用率一直保持在 70% 左右，

均低于同期其他群体使用率，可见“娱乐性、沟通性

功能”是这一群体的主要网络动机，对于网络新闻的

关注度相对较低。

在交流沟通方面，即时通讯使用率保持在一个较

高水平，且呈现稳定增长态势，从 77.0% 增加到了

92.4%。而博客、社交网站、电子邮件、论坛 /BBS
的使用率则出现下滑趋势。近年来，随着腾讯、网易

和搜狐等公司纷纷减少对微博客的投入，各个微博客

服务商之间竞争逐步趋缓，用户群体主要向新浪微博

倾斜，这造成了包括青少年在内的网民微博使用的减

少。同时，青少年倾向于快速、简单、互动性和社交

性强的信息互动方式，QQ、微信等网络软件迅速快

捷的优势也是导致电子邮件、博客使用量下降的主要

原因。

在网络娱乐方面，网络游戏、网络音乐的使用

率明显下滑，但仍处于高位，分别为 66.5%、80.2%，

是青少年网民网络娱乐的主要工具。网络视频使用率

从 67.0% 增加到了 75.4%，这是由于网络视频能够以

电脑或者移动设备为终端，利用 QQ、MSN 等 IM 工具，

进行可视化聊天，这能够有效满足青少年即时交流和

学习的需要。

在商务交易方面，网络购物、支付与网银的使用

率均有大幅提高，2015 年有超过 6 成的青少年网民

使用了网购和网络支付功能，有近一半使用网银操作。

随着生活水平和收入的提高，不少家庭都逐步提高了

子女零花钱的水平，这为网络商务交易提供了经济基

础，并且，网络购物安全性的提高与支付方式的多元

化和易操作化，则大大提高了网络交易频度。具体见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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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手机上网行为

近年，青少年手机网民的数量已经突破 2.5 亿大

关，占总体比例也快速提升到了 90.0%（图 8），“低

头”已成为青少年生活方式。上海师范大学 2015 年

展开的《都市青少年“低头一族”的新媒体使用》报

告称：50.8% 的人表示在聚会时也不忘浏览手机信息，

有 54.1% 的人承认因长时间使用手机而对人际交往

造成了负面影响，37.3% 的青少年因使用新媒体网络

减少与亲友相处［2］。青少年低头族的攀升所带来的

危害不仅显而易见也是深远的，现实空间中人际关系

的淡薄、学习工作注意力的不集中、突发事件应对能

力与身体机能的下降等诸多后果正在侵蚀着下一代。

当然，“低头族”的低龄化在国外同样普遍，一些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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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历年青少年手机网民规模及占比

外网站的统计称 ：87％的青少年宁愿通过发信息沟

通，而不是面对面交流，进而形成“phubbing”现象：

“低头玩手机而忽视周围任何事物和人的怪相”。

群体特征方面，青少年手机网民的男女差距

正 在 缩 小， 由 2009 年 的 53/47 下 降 到 2015 年 的

50.1/49.9 ；6~11 岁占比有显著提高，从 2.9% 提高到

8.4%，12~18 岁占比一直维持在 40% 以上，但近年

来有所下降，从 42.2% 下降到 40.5%，19~24 岁占比

经历了先降后增的过程，基本维持在 50% 左右。这

些数据显示，越来越多的低龄儿童深陷手机网络之中，

未成年人过早地接触高科技产品，不利于儿童发育，

造成成长道路上的诸多困难。在城乡分布上，城镇的

青少年手机网民占比从 67.3% 提高到了 72.4%，相对

的农村占比降低到了 27.6%，这与青少年网民整体的

城乡分布变化趋势相同。

三、青少年网民网络运用的城乡差异
与地区差异变迁

1. 城乡差异

城乡二元化社会结构与“互联网 +”时代的交织，

表现出“网络应用程度”在城乡之间的差异大小是体

现城乡统筹效果的重要指标，因为城乡青年在网络运

用能力上差异的缩小在很大程度上表明时代发展的成

表 1 ：历年青少年网民的网络运用行为           单位 ：%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信息获取
搜索引擎 73.9 84.7 82.3 84.1 80.5 81.6 86.6

网络新闻 72.0 70.1 61.8 — — 73.8 74.5

交流沟通

拥有博客 68.6 74.1 71.9 65.0 76.7 44.4 37.6

即时通信 77.0 82.6 86.0 85.1 91.1 93.0 92.4

社交网站 50.9 62.0 57.7 55.6 45.7 — —

电子邮件 56.2 55.0 47.2 46.3 37.6 37.8 34.5

论坛 /BBS 31.7 34.9 25.8 30.7 21.4 21.1 18.0

网络娱乐

网络音乐 88.1 85.1 81.2 82.8 83.7 77.5 80.2

网络视频 67.0 66.6 66.8 66.4 72.9 69.4 75.4

网络文学 47.1 48.1 44.4 46.9 45.0 46.9 44.6

网络游戏 77.2 74.8 72.9 68.4 65.7 64.3 66.5

商务交易

网络购物 26.5 32.9 36.5 45.2 50.0 56.9 61.3

网上支付 22.9 27.8 31.9 41.6 39.0 48.8 62.0

网上银行 21.4 26.1 29.6 40.1 37.0 43.7 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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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充分被全体民众所分享。当然，网络运用存在着多

个维度，正如《报告》所总结出的信息获取、网络娱

乐、交流沟通、商务交易。在信息获取应用上，城乡

青少年网民的“搜索引擎”和“网络新闻”上的使用

率差异从 2009 年的 10.6%、10.7% 下降到了 2015 年

的 3.4%、6.3%，但值得关注的是，在 2014 年之前，

两个指标上的差异均超过 10 个百分点，2015 年是一

个重要转折点。网络娱乐维度上，“网络音乐”和“网

络视频”的使用率差异经历了一个“先涨后跌”的过

程，说明农村青少年在这两项上的使用上是对城市青

少年的“追逐”—后者率先使用并普及化致使使用

率差异拉大，后者通过学习模仿提高使用率降低差异。

“网络游戏”使用率差异体现出较强的无序性，最高

差异为 11.9%（2013 年），最低差异为 0.1%（2014 年），

这与一些无法考虑到的扰动项有关。“网络文学”使

用率差异表现出增长态势，从 1.3% 增加到了 7.9%，

在农村家庭的父辈普遍文化素质低，缺乏文化素养，

在对子女的教育方面缺少文化维度的培养，这种缺失

同样渗透到了子女网络运用层面，对于网络这种新兴

媒介所具有的文化制造与传播功能认知不足。

在交流沟通方面，“即时通信”的城乡青少年使

用率差异从 8.4% 下降到 3.9%，在 2013 年表现为“逆

差”（-2.7%），而在“拥有博客”“社交网站”“电子

邮件”“论坛 /BBS”的使用率上，一直保持着城镇领

先农村的状态。其中，“电子邮件”的使用率差异最

大（各年均处于 10% 以上），这与农村青年网络使用

的“重休闲、轻商务”特征有关，电子邮件作为 PC
时代网络办公的重要工具，对于包括农村青年在内

的农村居民显然并不是生活、工作中主要的交流工

具。同时，商务交易类的使用率城乡差异趋于拉大，

“网络购物”“网上支付”的城乡使用率差异在 2009
—2015 年均保持在 10% 以上，且在近年有进一步拉

大的趋势，城乡群体之间在经济水平、消费理念、对

网络交易的态度认知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是网络

金融行为在农村地区偏低的主要原因，同时，农村金

融创新步伐的缓慢与教育水平的落后，在客观条件上

抑制了农村青少年商务交易行为的可操作性。具体见

表 2。
总而言之，城乡青少年网民网络信息行为存在着

较大差距。吕艳飞认为农村基础设施滞后、公共服务

不足，学校、家庭、图书馆的网络设施无法满足农

村青少年需求，农村信息化水平低加剧了农村青少

年上网成本，农村网络行为缺乏监管使青少年对网

络信息性功能弱化和娱乐性功能强化［3］。这些问题

的存在是导致青少年网民网络运用城乡差异的主要

原因。

表 2 ：青少年网民网络运用的城乡差异 单位 ：%

指标 / 年份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搜索引擎 10.6 11.8 9.5 10.07 10.4 11.3 3.4

网络新闻 10.7 13.9 12.8 — — 10.0 6.3

网络音乐 4.2 8.0 7.1 6.86 13.1 8.1 5.2

网络视频 11.9 15.2 7.1 12.11 18.3 8.9 9.4

网络文学 1.3 7.4 5.3 6.95 5.4 7.0 7.9

网络游戏 2.2 5.2 7.0 2.42 11.9 0.1 4.7

拥有博客 7.4 12.4 14.1 9.62 3.1 6.6 —

即时通信 8.4 7.5 4.9 6.07 -2.7 4.5 3.9

社交网站 14.1 18.3 11.7 9.76 — — —

电子邮件 16.3 18.9 18.9 17.1 17.6 11.6 13.2

论坛 /BBS 11.8 14.9 14.8 12.48 7.7 6.1 9.5

网络购物 13.9 17.4 19.6 15.54 15.8 18.7 17.0

网上支付 12.0 15.3 18.0 17.59 16.3 18.6 16.7

网上银行 10.9 14.8 17.1 16.33 14.2 16.4 15.6

旅行预订 3.9 4.4 4.4 10.85 14.4 16.8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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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区差异

由于《报告》中按照东、中、西、东北等四个区

域对青少年网民十余个网络运用指标进行了统计，加

之本文重点考察的是这些指标的动态变化特征，将所

有指标纳入分析框架将非常烦琐。为了分析简便，从

四个运用维度中各抽出一个代表性指标进行分析。

“搜索引擎”方面，四个地区青少年网民的使用

率均出现大幅上涨，分别从 76.0%、70.7%、70.7%、

70.6% 提 高 到 87.8%、87.1%、85.1%、84.1%。 各 个

地区青少年网民的使用率对比情况较为不稳定，2011
和 2015 年呈现“东部 > 中部 > 西部”，2010、2012 和

2013 年则表现为“东部 > 西部 > 中部”。2014 年中部地

区搜索引擎使用超过了其他区域，达到 83.1%（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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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分地区青少年网民“搜索引擎”使用率

“网络游戏”方面，四个地区青少年网民的使

用率均出现明显下降态势，分别从 76.7%、74.6%、

79.7%、82.6% 下降到 67.0%、63.9%、66.4%、74.2%（图

10），但说明社会普遍关注的青少年网络游戏问题得

到有效的治理，还需要进一步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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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分地区青少年网民“网络游戏”使用率

“即时通讯”方面，四个地区青少年网民的使

用率均明显提高，分别从 77.3%、77.6%、76.8%、

73.8% 提 高 到 93.5%、92.6%、90.0%、94.2%（ 图

11），在过去的几年中，随着 QQ，百度 hi，网易泡泡，

盛大圈圈，淘宝旺旺、Fetion 等诸多客户端软件的推

广与运用，通信的移动化扩张步伐加快，这一时代潮

流正逐步改变青少年与外界交流的方式与频率。

“网络购物”方面，四个地区青少年网民的使用

率的增幅非常惊人，分别从 26.9%、26.2%、26.3%、

25.8% 提高到 65.2%、60.2%、57.5%、58.9%（图 12），
除 2011 年外，各年东中西地区青少年网民的使用率基

本上呈现“东部 > 中部 > 西部”的梯度格局，但差异

程度较小，可见，青少年网购的发展具有区域同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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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分地区青少年网民“即时通讯”使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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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分地区青少年网民“网络购物”使用率

四、未成年网民群体特征与运用行为变迁

1. 群体特征

我国未成年人网民人数从 2009 年的 7917 万人

增加到 2015 年的 13400 万人，翻了近一番，青少年

网民的比例从 2009 年的 40.6% 增加到了 2011 年的

55.9%，突破这一顶点后逐步下降到 2015 年的 46.6%。

整体上看，未成年网民数量及比例是非常高的，换

言之，三个网民中就有一个是未成年人，“宅”·闷·

散—移动时代炼成“不移动”生活已经成为未成年

人的生活特征，网络的使用造就了大量的“屏奴”，

户外活动不足与中小学生近视率逐年上升、少年封闭

孤僻与交流障碍增多、碎片化冲击注意力游移等问题

愈发严重。对于这些后果，针对未成年人的网瘾矫治

是必要的，但不可过度依赖矫治机构，因为这一组织

存在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资质认证混乱、矫正方

法粗暴等缺陷，要通过国家网游分级管理制度的实施、

绿色网吧的建设、形成有效监督和引导机制以实现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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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治理［4］。
2. 网络运用

未成年人在家上网的比例最高，且从 81.1% 增加

到 94.6%，网吧上网比例从 37.6% 下降到 17.7%。这

与青少年整体上网地点分布的变化趋势相同。网络接

入方式看，手机上网使用率从 63.0% 上升至 81.2%，

台式机选择率从 75.0% 下降到 70.2%。在互联网时代，

智能手机相比于传统的 PC 工具更加适用于碎片化的

场景，未成年人更加青睐高度自由化的手机终端，可

以预见在不远的将来，PC 时代或许即将没落。使用

行为上，未成年的搜索引擎使用率有大幅提高，已经

从 70% 左右提高到了 85% 左右，网络游戏和论坛 /
BBS 使用率出现了同步下滑趋势，但网络游戏的使用

率仍然处于 69.2%，笔者认为 ：将未成年人网络游戏

行为看作洪水猛兽是不合理的，只要进行健康的引导，

不失为缓解学习压力和提高情商智商的有效工具。国

家文化部门采取的向社会征集两批国产原创、健康益

智、寓教于乐、适合未成年人的优秀网络游戏产品，

实践证明效果是非常理想的［5］，相信它们将会引导

和丰富未成年人健康的游戏娱乐需求，让孩子们在网

络游戏中健康成长。网络购物使用率从 16.1% 增加

到了 43.9%，超过 4 成的未成年人有网购行为，这其

中也会包括一定的非理性购买行为，未成年人在家长

不知情的情况下随意网购的现象层出不穷，这需要家

长、电商、政府的共同努力，从家庭监管、行业自律

和法规完善等多个角度多管齐下，以保护未成年人网

购权益和引导正确网购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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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未成年人网民数量与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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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未成年人上网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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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未成年人网络交流沟通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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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未成年人网购行为

五、结论与展望

经过以上分析，能够充分体现出青少年网民上网

行为特征的变化，可归纳为 ：

（1）青少年网民尤其是未成年网民的规模持续提

高，群体特征上表现为男女性别比缩小、网民低龄化

趋势明显、城乡差距进一步增加。

（2）青少年网民在家中上网的集中度逐年提高，

在网吧上网的比率呈下降趋势。台式机仍然是上网的

主要终端，但选择率有所下降，手机的采用率有了大

幅提高，已经超过台式机的使用率，青少年成为“低

头一族”的比例大大提高。每周上网时间有了大幅提

高，尤其是大学生上网时间在近年内翻了一番。

（3）青少年网民的搜索引擎、即时通讯、网络购

物、支付与网银等方面的使用率增加，而在博客、社

交网站、电子邮件、论坛 /BBS、网络游戏、网络音

乐等方面的使用率下降明显，显示信息搜寻、网络交

易、快捷化通讯是青少年网民网络运用的主要需求，

社交、网络娱乐功能的吸引力下降。

（4）城乡二元化差异同样体现在青少年网民的网

络运用上，信息获取、网络娱乐、交流沟通、商务交

易的使用率整体上城镇高于农村，尤其是在网络文学、

网络购物、网上支付的使用率上，城乡之间的差距在

加大。

（5）东、中、西、东北等四个地区青少年网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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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引擎、即时通讯、网络购物使用率均出现同步上

涨趋势，从横向对比看各地区的使用率差异不大。网

络游戏的使用率均处于下滑态势，青少年网络游戏沉

溺问题正在逐步得到改善。

（6）未成年网民规模从 2009 年翻了近一倍，成

为我国网民的主体。上网地点主要集中于家中，主要

上网方式为手机上网，在搜索引擎、网络购物方面的

使用率提高显著，网络游戏的使用率虽然下降明显，

仍然处于高位。

通过对历年《报告》信息的汇总、从动态角度挖

掘青少年网民上网行为的走向能够得出很多有价值的

结论。但是，《报告》所归纳的信息侧重于描述性统

计，并没有从现象产生的原因、未来的走向及针对性

的建议等角度进行深入的论述，这正是学者们要重点

关注的内容，也是《报告》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内容。

同时，随着调查年份的增加（指标数据跨度的延长），

经济社会领域所流行的计量分析方法完全能够运用到

这一领域当中，探索青少年网民各行为特征之间的关

联性存在与否以及相互作用的程度，希望其他学者能

在这一方向上做出更深刻的挖掘研究。■

姚伟宁 ：西南石油大学机电 工程学院

党委副书记，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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