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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1997 年，国家主管部门研究决定由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牵头组织有关互

联网单位共同开展互联网行业发展状况调查，自 1997 年至今 CNNIC 已成功发布了 36 次

全国互联网发展统计报告，本次报告是第 37 次报告。CNNIC 的历次报告见证了中国互联

网从起步到腾飞的全部历程，并且以严谨客观的数据，为政府部门、企业等各界掌握中国

互联网络发展动态、制定相关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受到各个方面的重视，被国内外广泛

引用。 

自 1998 年以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形成了于每年 1 月和 7 月定期发布《中国互联

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的惯例。2015 年，随着国家“互联网+”行动计划的提出和推进，

互联网对于整体社会的影响进入到新的阶段，作为互联网发展的见证者，CNNIC 也提升了

互联网对于整体社会应用调查的广度与深度。第 37 次统计报告主体部分由基础资源、企业

应用、个人应用三篇构成：基础资源篇主要介绍中国互联网基础资源发展情况；企业应用

篇从企业“互联网+”发展的角度出发，针对中国企业开展互联网应用情况调查，以帮助

全社会及时了解企业“互联网+”的发展；个人应用篇主要介绍网民规模和结构、互联网

接入环境、个人互联网应用的发展状况。通过以上三方面内容，力求准确、客观的反映互

联网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本年度《报告》的数据采集工作一如既往地得到了政府、企业以及社会各界的大力支

持。各项调查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在各互联网单位、调查支持网站以及媒体等的密切配合

下，数据采集及时完成。在此，谨对他们表示最衷心的感谢！同时也对接受第 37 次互联网

发展状况统计调查的网民朋友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2016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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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摘要 

一、基础数据 

◇ 截至 2015 年 12 月，中国网民规模达 6.88 亿，全年共计新增网民 3951 万人。互联网普

及率为 50.3%，较 2014 年底提升了 2.4 个百分点。 

◇ 截至 2015 年 12 月，中国手机网民规模达 6.20 亿，较 2014 年底增加 6303 万人。网民

中使用手机上网人群占比由 2014 年的 85.8%提升至 90.1% 。 

◇ 截至 2015 年 12 月，中国网民中农村网民占比 28.4%，规模达 1.95 亿，较 2014 年底增

加 1694 万人。 

◇ 截至 2015 年 12 月，中国网民通过台式电脑和笔记本电脑接入互联网的比例分别为 67.6%

和 38.7%；手机上网使用率为 90.1%，较 2014 年底提高 4.3 个百分点；平板电脑上网

使用率为 31.5%；电视上网使用率为 17.9% 。 

◇ 截至 2015 年 12 月，中国域名总数为 3102 万个，其中“.CN”域名总数为 1636 万个，

占中国域名总数比例为 52.8% ，“.中国”域名总数为 35 万个。 

◇ 截至 2015 年 12 月，中国网站总数为 423 万个，其中“.CN”下网站数为 213 万个。 

◇ 截至 2015 年 12 月，中国企业使用计算机办公的比例为 95.2%，使用互联网的比例为

89.0%，通过固定宽带接入方式使用互联网的企业比例为 86.3%、移动宽带为 23.9%；

此外，开展在线销售、在线采购的比例分别为 32.6%和 31.5%，利用互联网开展营销推

广活动的比例为 33.8% 。 

 

二、企业应用特点 

企业“互联网+”应用基础更加坚实，互联网使用比例上升 10.3 个百分点 

2015 年，中国企业计算机使用比例、互联网使用比例、固定宽带接入比例相比 2014

年分别上升了 4.8 个、10.3 个和 8.9 个百分点。在此基础上，企业广泛使用多种互联网工具

开展交流沟通、信息获取与发布、内部管理、商务服务等活动，且已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将

系统化、集成化的互联网工具应用于生产研发、采购销售、财务管理、客户关系、人力资

源等全业务流程中，将互联网从单一的辅助工具，转变为企业管理方法、转型思路，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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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改革，踏入“互联网+”深入融合发展的进程。 

企业具备基础网络安全防护意识，91.4%企业安装了杀毒软件、防火墙软件 

我国企业已具备基本的网络安全防护意识：91.4%企业安装了杀毒软件、防火墙软件，

其中超过 1/4 使用了付费安全软件，并有 8.9%企业部署了网络安全硬件防护系统、17.1%部

署了软硬件集成防护系统。随着企业经营活动全面网络化，企业对网络安全的重视程度日

益提高、对网络活动安全保障的需求迅速增长，这将加速我国网络安全管理制度体系的完

善、网络安全技术防护能力的提高，同时提升我国网络安全产业的产品研发与服务能力，

激活企业网络安全服务市场。 

互联网正在融入企业战略，决策层主导互联网规划工作的企业比例达 13.0% 

专业人才是企业发展“互联网+”必不可少的支撑，有 34.0%的企业在基层设置了互联

网专职岗位；有 24.4%的企业设置了互联网相关专职团队，负责运维、开发或电子商务、网

络营销等工作，互联网已经成为企业日常运营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同时，我国企业

中决策层主导互联网规划工作的比例达 13.0%，“互联网+”正在成为企业战略规划的重要

部分。 

移动互联网营销迅速发展，微信营销推广使用率达 75.3% 

在开展过互联网营销的企业中，35.5%通过移动互联网进行了营销推广，其中有 21.9%

的企业使用过付费推广。随着用户行为全面向移动端转移，移动营销将成为企业推广的重

要渠道。移动营销企业中，微信营销推广使用率达 75.3%，是最受企业欢迎的移动营销推广

方式。此外，移动营销企业中建设移动官网的比例为 52.7%，将电脑端网页进行优化、适配

到移动端，是成本较低、实施快捷的移动互联网营销方式之一。 

互联网推动供应链改造，超过 30%的企业在网上开展在线销售/采购 

截至 2015 年 12 月，全国开展在线销售的企业比例为 32.6%，开展在线采购的企业比例

为 31.5% 。受中国网络零售市场发展带动，开展网上销售业务的企业数量、销售规模增长

迅速。此外，有 40.7%的上网企业部署了信息化系统，通过建设 OA 系统以提高内部流程化

管理水平与效率，部署实施 ERP 和 CRM 等信息系统来优化配置产销资源、开展高效的客

户服务。但各业务之间协同联动效果不足，亟需从局部流程优化向全流程再造方向进行升

级。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218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