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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互联网已经成为网民重要的信息渠道之一，网民可以跨越地域等差距，寻找到自己需要

的各种信息。不仅如此，互联网已逐渐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成为社会、经济、文化

活动和个人生活的平台，极大地促进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存在明显的“二元结构”问题，这种二元结构表现在我国城

乡之间、东中西部之间等多个方面。城乡之间二元结构不仅仅存在于传统的社会经济领域，

也存在于诞生时间不久的互联网发展之中。从社会发展来看，农村信息匮乏是引致二元结构

的一个因素。重视和加强农村互联网的发展，可有效地缩小城乡“数字鸿沟”，促进农村思

想观念的更新和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化解二元结构的诸多矛盾，也是响应党中央号召，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了揭示我国城乡互联网发展差距，了解农村网民上网状态与行为及农村互联网发展存

在的问题，2005 年至今，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一直致力于农村互联网的研究，

并在2007 年推出了《2007 年中国农村互联网调查报告》，引起社会较大反响。2009 年又

推出了2008-2009中国互联网发展系列报告之《中国农村互联网发展状况调查报告》，希望

能够为政府制定农村信息化发展策略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参考依据。此份报告为

CNNIC 第23 次调查数据的深度挖掘，样本量为全国范围内的5801个，综合了家庭固定电

话调查、手机调查等多种调查方式。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 

2009 年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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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术语界定 

� 网民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对网民的定义为：过去半年使用过互联网的6周岁及以上

中国公民。 

� 宽带网民 

指过去半年使用过宽带接入互联网的网民。宽带包括：xDSL、CABLE MODEM、光纤接入、

电力线上网、以太网等。 

� 网吧网民 

指在网吧上网的网民，但不限于仅在网吧上网的网民。 

� 手机网民 

指半年内曾经通过手机接入互联网的网民，但不限于仅通过手机接入互联网的网民。 

� 农村网民 

指过去半年主要居住在农村的网民。 

� 城镇网民 

指过去半年主要居住在城镇的网民。 

� 未成年网民 

指年龄在18 周岁以下的网民。 

� 调查范围 

除非明确指出，本报告中的数据均不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在内。 

� 调查数据截止日期 

本次调查统计数据截止日期为2008 年12 月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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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一一一一））））    中中中中国整体经济保持平稳增长国整体经济保持平稳增长国整体经济保持平稳增长国整体经济保持平稳增长，，，，政府加大对农村信息化建设的扶持力度政府加大对农村信息化建设的扶持力度政府加大对农村信息化建设的扶持力度政府加大对农村信息化建设的扶持力度，，，，农村农村农村农村

互联网发展潜力较大互联网发展潜力较大互联网发展潜力较大互联网发展潜力较大 

中国 GDP 总体保持快速发展，从 2007 年的 257306 亿元人民币增长到 2008 年的 300670

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了 9.0%。同期中国居民的收入水平也逐渐提高，农村居民人均纯

收入由 2004 年的 2936 元人民币/年，增长到 2008 年的 4761 元人民币/年。但是，城乡发展

的“二元结构”依然存在，农村信息化建设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关键，为了让信

息技术和服务惠及亿万农民群众，政府加大对农村电信和互联网发展的扶持力度。截至 2008

年底，全国 98%的乡镇能上网、95%的乡镇通宽带，全国有 27 个省份已经实现“乡乡能上

网”。2008 年，全年共为 12364 个行政村开通互联网，全国能上网的行政村比重达 89%，已

有 19 个省份基本实现行政村“村村能上网”。 

（（（（二二二二））））    农村网民规模增长快速农村网民规模增长快速农村网民规模增长快速农村网民规模增长快速，，，，但城乡之间和地域之间的差距仍旧较大但城乡之间和地域之间的差距仍旧较大但城乡之间和地域之间的差距仍旧较大但城乡之间和地域之间的差距仍旧较大 

截至 2008 年底，农村网民规模已达到 8460 万人，年增长率超过 60%，远高于城镇网民

35.6%的增长率。在 2008 年新增的 8800 万网民中，新增的农村网民有 3190 万人，农村互联

网持续快速发展。 

“数字鸿沟”不仅仅存在于城乡之间，也存在于东中西部地区之间。城镇居民的互联

网普及率是 35.2%，农村仅为 11.7%。农村网民分布的区域差异更为明显，超过 50%的农村

网民集中在东部农村地区，但与 2007 年相比，东部地区的网民所占比例降低了 8.5%，而中

部地区上升了大约 7.9%，西部地区网民比重也有所增长。随着互联网网民结构的不断优化，

互联网逐步向女性群体、低学历群体的渗透，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将得以改善。同时，农村

不同区域之间的数字鸿沟也在逐步缩小，中国的广大农村也将成为未来互联网产业最具潜力

的市场。 

（（（（三三三三））））    手机上网在农村地区的渗透率高于城镇手机上网在农村地区的渗透率高于城镇手机上网在农村地区的渗透率高于城镇手机上网在农村地区的渗透率高于城镇，，，，农村手农村手农村手农村手机上网市场前景可期机上网市场前景可期机上网市场前景可期机上网市场前景可期 

2008 年移动电话与固定电话之间的用户规模差距已经超过 3 亿，随着固定电话用户的

减少，手机用户的增长，3G 应用的发展，手机作为上网终端迅速崛起。截至 2008 年底，中

国手机上网用户达到 1.2 亿，城镇手机上网用户 7789 万人，占城镇网民总体的 36.5%。农

村手机上网用户约为 4010 万人，占农村网民总体的 47.4%。2009 年，随着中国 3G 应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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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手机上网也将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农村手机上网市场的前景可期，农村通信市场将会

成为中国互联网快速增长的新动力。 

（（（（四四四四））））    农村网吧经济繁荣农村网吧经济繁荣农村网吧经济繁荣农村网吧经济繁荣，，，，未成年出入网吧上网现未成年出入网吧上网现未成年出入网吧上网现未成年出入网吧上网现象比城镇象比城镇象比城镇象比城镇严重严重严重严重 

城乡网民上网场所的选择侧重有所不同。农村家庭上网的人群比例为 68.0%，比城镇低

14.3%；而农村的网吧经济较为繁荣，网吧网民比例为 54.2%，比城镇高 16.2%。对于农村

网民而言，家庭和网吧几乎同等重要。8460 万农村网民中，网吧网民人数已达到了 4585 万

人，年增长率达 79.7%。其中，只在网吧上网的网民占农村网民总体的 9.3%，约有 787 万

人。农村未成年人出入网吧的情况比城镇要更为普遍，有 61.6%的未成年网民在网吧上过网，

即有 1793 万农村未成年网民出入网吧。 

（（（（五五五五））））    农村网民互联网应用深度有所农村网民互联网应用深度有所农村网民互联网应用深度有所农村网民互联网应用深度有所加深加深加深加深，，，，但娱乐化倾向更加明显但娱乐化倾向更加明显但娱乐化倾向更加明显但娱乐化倾向更加明显 

目前，农村网民的平均上网时长约 13.1 小时/周，与 2007 年相比，农村网民平均每周上

网时间增加了近 1 小时，但仍比城镇网民 17.9 小时/周的使用深度要浅；在中国农村，网络

音乐、网络视频、网络游戏以及网络聊天成为农村网民使用互联网的主要目的，其用户的规

模均超过了 5000 万人。其中，网络游戏的渗透速度较快，与 2007 年相比，中国农村网络游

戏用户年净增长 2022 万人，年增长率达 66.0%。农村网民在互联网上发帖的比例为 39.4%，

回帖的比例为 51.3%，虽然与城镇网民的参与度相比仍然有一定的差距。但与 2007 年的相

比，中国农村网民通过互联网参与公共舆论的积极性有所提高。 

（（（（六六六六））））    农村网民的性别分布逐步走向均衡农村网民的性别分布逐步走向均衡农村网民的性别分布逐步走向均衡农村网民的性别分布逐步走向均衡，，，，互联网向农村低学历群体渗透互联网向农村低学历群体渗透互联网向农村低学历群体渗透互联网向农村低学历群体渗透 

农村网民中，男性所占比例为 57.4%，高出女性 14.8%。但与 2007 年相比，农村的女

性网民所占比重提高了 5.3%，农村网民的性别结构正在逐步走向均衡；农村网民文化水平

相对较低，初中及以下学历的网民占 49.4%，远高于城镇中 27.0%的占比。其中，初中文化

程度的农村网民比例达到 42.3%，比城镇高 20.0%。与 2007 年相比，农村初中文化程度的

网民所占比例增长了 3.9%，互联网正在向中国农村的低学历人口渗透。与城镇相比，农村

网民则更加趋于年轻化，30 岁以下年轻群体所占比例高达 76.9%；从职业结构来看，农村

网民的构成主体是学生，所占的比例高达 38.8%。 

（（（（七七七七））））    城镇和农村网民对互联网的认知和态度略有差异城镇和农村网民对互联网的认知和态度略有差异城镇和农村网民对互联网的认知和态度略有差异城镇和农村网民对互联网的认知和态度略有差异 

城镇网民对互联网的生活辅助作用、信息渠道功能及对互联网的信任感和安全感的认同

度均高于农村网民。而农村网民较为认同互联网在拓展和加强人际关系方面的作用，从社会

参与的认同度来看，互联网对于农村网民的民主参与意义重大。随着互联网对农村网民的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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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219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