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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前    言言  

 

互联网已经成为人们重要的信息渠道之一，网民足不出户就可以跨越地域，找寻到自己

需要的各种信息。与此同时，互联网还在不断扩展自己的应用边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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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各个领域产生了重大

影响。 

但是，互联网是双刃剑，为网民提供信息和沟通平台的同时，也会带来暴力、色情、极

端主义等方面的不健康影响，尤其对世界观价值观尚未定形、自控能力相对较弱的青少年网

民而言，这种负面影响可能会更大。 

如何趋利避害，使我国的青少年既跟上科技发展的步伐，充分应用和享受现代科技的成

果，又避免互联网带来的不利影响，是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而要探索恰当的“趋”与“避”

的策略，首先需要了解青少年的互联网使用状况。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一直致力于全面、准确、深度认知与研究中国互联

网的发展状况，同时不断追踪政府、社会、业界的关注热点，为相关决策提供支持。 

网络游戏成瘾等和青少年上网相关的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和政府普遍关注的问题，为给政

府管理和规范青少年上网提供更多思路和数据支撑，我中心特推出了 2008 年系列发展报告

之《中国青少年上网行为研究报告》，以期为相关管理部门提供决策参考。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 

2008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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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报告告术术语语界界定定  
 

◇ 网民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对网民的定义为：半年内使用过互联网的 6 周岁及

以上中国公民。 

◇ 青少年网民 

指年龄在 25 周岁以下的网民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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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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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 年 12 月 31 日。 

 

 

 

 

                                                        
1 1995 年 12 月 14 日联合国大会第 50 届会议通过的《到 2000 年及其后世界青年行动纲领》中，对青年人

口规定为 15～24 岁的年龄组，本文将 6~24 岁人群称为青少年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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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内容容摘摘要要  
（一）青少年上网规模已超过 1 亿，仍具有较大上网潜力 

25 岁以下的青少年网民规模已经达到 1.07 亿，网民规模超过总体网民规模的半数

（50.9%），是中国网民中规模最大的一个年龄群体。其中，非学生网民为 4671 万，青少年

非学生网民中，高中学历者占到近一半。 

青少年群体的互联网普及率为 24.2%，虽比总体网民的 16%较为领先，但普及率仍旧不

高，这一群体的上网潜力还很大。 

（二）青少年学生网民中性别差异微小 

尽管青少年网民中男女性别比仍旧存在差异，男性占到 55.1%。但是其中学生网民的性

别差异已非常微小，男性比例只占 51.6%。 

（三）网吧成为青少年上网的重要去处，中小学生网民中仍有 33.5%在网吧上网 

家里与网吧是青少年上网的两大地点，近一半（47.8%）的青少年网民都在网吧上网。

尤其是大多数处于未成年范围的中小学生网民，仍有 33.5%在网吧上网，许多网吧存在接

纳未成年人进入等违规经营问题，对网吧和上网内容的合理监管是保护青少年健康上网的

重要途径。 

（四）除去中小学生外，青少年网民属于上网活跃群体，上网时长与网络应用个数均高

于平均水平 

青少年群体中的非学生网民属于较活跃的网民群体，上网时长已经达到 20.8 小时/周，

远高于网民 16.2 小时/周的平均水平；在校大学生上网时长为 14.8 小时/周，但在校中小学

生上网时长仅为 6.4 小时/周。分析网民较为常用的 15 种网络应用， 18 至 24 岁年龄段达到

每人 7.4 个，仅次于 25 至 30 岁年龄段，高于全国 6.5 个的平均水平，网络应用相对比较丰

富。 

（五）青少年网民网络交友聊天频繁 

青少年网民属于年轻、富有活力、思想活跃、勇于尝新和接受新事物、渴望群体归属感

的一个群体。这些特征的一个表现即是网络交友火爆。青少年网民中的即时通信使用率已经

超过 9 成，比总体网民的使用率高了 10 个百分点，并有超过一半（55.9%）的青少年网民

声称在网上结交过新朋友。 

（六）青少年网民网络娱乐行为倾向明显，玩网络游戏比例高达 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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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互联网娱乐的三大代表性网络应用为网络音乐、网络影视和网络游戏，这三者在青

少年网民中的使用率比总体网民分别高了 4 至 9 个百分点不等。  

尤其是网络游戏，青少年中未成年人玩网络游戏的比例更高。在 18 岁以下的网民中，

有 73.7%的青少年网民都玩过网络游戏。目前中小学生游戏时间是平均每周 3.3 个小时，每

周游戏时间超过 10 个小时的占中小学生网络游戏用户的 5.5%。 

（七）青少年网民中近三成有网瘾倾向 

青少年网民中有近三成（27.1%）有网瘾倾向，认为“一天不上网，就会觉得缺少了点

什么”。网瘾倾向在青少年网民的非学生网民中表现更为明显，有超过 1/3(36.5%)的网民存

在这种倾向。 

（八）城镇与农村青少年上网差异明显，农村青少年在网吧上网比例更高，行为更趋于

单一化和偏于娱乐化 

农村青少年网民中有 6 成选择在网吧上网，比城镇的 43%高了 17 个百分点。农村上网

设备的相对缺乏使得网吧成为重要上网渠道、网吧治理的相对松散诱使很多未成年人进入，

是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 

从上网行为上看，农村青少年网民行为更趋于单一化和娱乐化，处于互联网应用的更初

级阶段，倾向于仅利用互联网聊天和进行娱乐活动，网上聊天和收听音乐的比例与城镇相差

无几；但在互联网的基础应用上落后较多，如搜索引擎、电子邮件、网络新闻等，比城镇低

了 11 至 19 个百分点不等。 

（九）青少年网民使用手机上网较为普遍，比例已超过 3 成，高于总体网民使用水平 

半年内超过 3 成（31%）的青少年网民使用手机上过网，高于全国 24%的比例。其中在

校大学生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最高，已有 4 成（40.2%）半年内使用手机上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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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青少少年年上上网网行行为为管管理理建建议议  

互联网上具有极其丰富的内容与应用，青少年使用互联网能够完善其知识结构、丰富其

知识内容、提升其知识水平、丰富其课外生活等，但是不可忽视，互联网上也存在大量不利

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信息和应用，因此，在鼓励青少年积极使用互联网的同时，也要对其上

网行为进行引导与管理。 

对青少年上网行为的管理主要围绕净化青少年上网环境、帮助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上网理

念、引导与规范青少年上网行为三个方面展开。 

（一）政府各机构联手，加大对互联网行业的治理力度 

1、加强对网吧行业的治理。目前近一半（47.8%）的青少年网民都在网吧上网，大多

是未成年人的中小学生也有 33.5%的网民在网吧上网。近年来屡屡出现的青少年沉溺网络

事件，往往都发生在网吧，特别是黑网吧。黑网吧、青少年沉溺网络游戏等各种问题，对

青少年网民的危害很大，已经成为互联网治理的重中之重。 

2、构筑互联网内容健康发展的屏障。坚持互联网产品及内容的分层分类管理，对于网

络产品内容进行更加严格的审核和分级，对于有色情、暴力倾向的游戏和影视内容予以限

制，对于有教唆犯罪倾向的内容予以坚决取缔，推进游戏软件年龄分级制度，净化青少年

的上网空间。 

（二）加强对青少年上网理念的正确引导 

加强对青少年上网行为的引导与管理，首要的是加强对其上网理念的正确引导。可以

从几个方面实现： 

1、家庭教育。家庭是青少年上网的第一大地点，有 57.2%的青少年均在家中上过网。

重视家长在引导青少年正确使用互联网方面的影响力，提高家长的网络素养，加强家长对上

网态度的引导，是树立青少年正确上网理念的重要教育方式。鉴于很多家长并不清楚如何能

够正确地教育和引导青少年上网，建议有关部门编制家长互联网行为指导手册，并加强对家

长正确上网理念的宣传。 

2、学校教育。关于上网和学习的关系，问题的关键是合理分配时间。在此过程中，对

于在校学生，学校的教育非常关键。应提倡一种科学上网的观念，让兼顾好学习和娱乐的学

生成为榜样，塑造借助网络提高自身综合素质的班级明星，总结明星学生的时间分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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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学生们复制和学习。 

3、社会教育。在家长和学校引导学生正确用网的同时，社会和政府也应该高度重视社

会舆论对青少年使用互联网的行为的重要影响，要积极宣传合理用网，教育青少年识别并自

觉抵制网上不良信息，引导青少年养成科学、文明、健康的上网习惯。 

（三）大力推进互联网的均衡及深入发展 

1、加大对农村及中西部地区的互联网投入。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理念，这一方针政策涉及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等各个方面。在青少年上网

问题上，城乡之间、东中西部之间存在上网比例、上网设备及上网行为等各方面的差异。农

村和中西部青少年网民不仅在上网规模和互联网普及率上远低于城镇和东部地区，在对互联

网的利用上也较为单一化，主要集中在娱乐方面，对互联网在信息获取、经济发展等方面的

利用还不够。 

要解决这些“数字鸿沟”的问题，需要政府统筹城乡发展和区域发展，重点加强农村和

中西部地区信息化，以信息化引领农村和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2、强化对学校的互联网设施设备建设与应用。目前一些地方存在这样一种问题：学生

有合理的上网需求，但是家庭与学校不具备上网条件，他们只有进入网吧上网。而学生一旦

进入网吧，就脱离了家长与老师监控的视线，容易受到不良环境的影响。 

针对青少年在学校上网的比例相对较小问题，研究人员判断：这可能是由于学校缺少互

联网基础设施所致，也可能和学校的互联网设施设备有效应用不足有关，推动学校的互联网

基础设施建设和加强对相关设施设备的充分应用能够把学生留在可监控的上网渠道上。 

重视学校的互联网普及推广，将互联网的使用作为一项常规工作，不仅符合国家信息化

的要求，让更多的人可以通过正规途径学习，弥补信息来源的差距，还可以通过学校教育，

让学生更多地认识到互联网的积极一面，使网民对互联网的应用不仅仅集中在娱乐层面，还

更多地利用互联网的其他有用功能，抑制互联网的负面影响。此外，对教师上网知识的培训

也是学校互联网建设的一个方面。 

3、深入推进更多互联网应用的发展。从调查结果发现，娱乐是很多青少年上网的第一

要务，网络音乐、影视和网络游戏等是青少年上网的重心。因此，促进青少年上网良性发展

的重要一步是推进互联网应用的深入。对于青少年网民来说，互联网不仅有娱乐功能，更能

在知识获取、生活帮助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搜索引擎、网络教育、网络购物等都是值得

鼓励和推广的网络应用。只有这些互联网应用的渗透率提高，才是真正的完善利用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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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219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