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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前    言言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人们对互联网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和深入，互联网的使用人群更

是向年龄段的两端不断延伸。作为互联网行业的潜在用户和生力军，中国青少年的互联网应

用行为备受关注，研究和引导青少年特别是未成年人的网络行为成为营造积极健康的网络文

化的关键环节。 

CNNIC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5.64亿网民中，25周岁以下的青少年网民规模为2.35亿，

占网民总体的41.7%。2012年，中国未成年手机网民规模为1.73亿，与2011年相比，未成年

青少年网民增长幅度高达83.8%。由于青少年网民发展势头迅猛，而且容易受到互联网不良

信息的影响，青少年网民的网络行为应该引起社会公众的高度关注。 

从 2007 年开始，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每年发布《中国青少年上网行为调

查报告》。本次《中国青少年上网行为调查报告》以 CNNIC 第 31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

况统计调查数据为基础，对青少年网民进行细分研究。该报告较为全面地反映我国青少年网

民网络使用的特点和发展状况，连续的研究报告给政府部门、社会公众管理和规范青少年上

网提供了更多思路和数据支撑，也为相关管理部门提供了决策参考依据。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 

2013 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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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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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东中西部区域划分 

东部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 

中部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 

西部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

宁夏和新疆。 

东北包括：辽宁、吉林和黑龙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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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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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内容容摘摘要要  

 截至 2012 年 12 月，中国青少年网民规模达 2.35 亿，占青少年总体的 66.4%，超过全

国平均水平（42.1%）24.3 个百分点，较 2011 年增加 2 个百分点。 

 2012 年，中国青少年网民男女比例为 51.2：48.8，网民性别结构进一步达到均衡，且远

远小于全国网民男女比例差异（全国网民男女比例为 55.8:44.2）。 

 从年龄分布分析，青少年网民集中分布于 12-18 岁年龄段和 19-24 岁年龄段，所占比例

分别为 45.7%和 46.5%。 

 中国青少年网民中，中学生群体和非学生群体规模最大，所占比例分别为 40.5%和 39.8%。

与 2011 年相比，中学生网民群体所占比例下降 4.2 个百分点。 

 截至 2012 年底，青少年网民中城镇地区占比为 72.2%，农村地区占比为 27.8%。 

 2012 年，青少年网民中在家上网的占比达 89.0%；与 2011 年相比，在网吧和学校上网

的占比有较大幅度下降，分别下降 5.0 和 4.7 个百分点。 

 2012 年学生网民在网吧上网的比例持续下降。大学生网民在网吧上网的比例从 2010 年

56.9%下降至 2011 年的 46.5%，进而下降至 2012 年的 33.2%。 

 截至 2012 年 12 月中国青少年网民平均每周上网时间达 18.4 个小时，比 2011 年增加 1.9

个小时，且各个群体上网时间普遍增加。 

 截至 2012 年 12 月，中国青少年网民搜索引擎的使用率为 84.1%，相比 2011 年（82.3%）

提高了 1.8 个百分点，比整体网民平均水平高 4.1 个百分点，其中大学生网民的搜索引

擎在使用率最高，达 93.5%。 

 在微博类应用中，大学生的使用率最高，为 80.7%，超过青少年总体水平 15.7 个百分

点，超过网民总体水平 26 个百分点。 

 截至 2012 年 12 月，中国青少年手机网民规模达 1.96 亿人，同比增长 5.9%。中国青少

年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占比达 83.5%，高出整体网民的平均水平（74.5%）9.0 个百分

点。 

 与 2011 年相比，2012 年青少年手机网民群体的性别结构变化不大。截至 2012 年 12 月，

青少年手机网民男女比例为 51.8：48.2。 

 相比 2011 年，青少年手机网民年龄分布无显著变化。青少年手机网民集中分布在 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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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年龄段，占比 95.5%；低龄的青少年手机网民占比略有增加，6-11 岁的青少年手机网

民占比从 3.5%增加至 4.5%，与 2011 年相比，增加 1.0 个百分点。 

 青少年手机网民中使用手机即时通讯的比例为 90.4%，使用手机搜索、手机网络音乐、

手机微博、手机社交网站和手机网络文学的青少年手机网民比例均为 50%以上，分别

为 72.6%、62.3%、60.5%、52.3%和 50.9%。 

 截至 2012 年 12 月，中国城镇青少年网民规模为 1.69 亿人，农村青少年网民规模为 6513

万人。城镇、乡村网民规模的增长率分别为 1.7%和 0.7%。 

 农村地区青少年网民在学校、公共场所上网的比例均低于城镇地区，分别低 5.8 和 5.6

个百分点。农村地区青少年网民中在网吧上网的比例逐渐下降，从 2011 年的 43.8%下

降到 2012 年的 35.2%，降幅为 8.6 个百分点。 

 青少年网民使用手机上网较为普遍，而农村地区的青少年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更

高，达 84.0%，比城镇地区高 2.3 个百分点。 

 城镇青少年网民使用率较高的前五类网络应用分别是搜索引擎、即时通信、网络音乐、

博客/qq 空间和网络视频，使用率均在 69.0%以上。 

 城乡青少年网民网络应用使用差异较大的前五类应用分别为：网络支付（差异 17.59%）、

电子邮件（17.10%）、网上银行（16.33%）、网络购物（15.54%）、微博（13.9%）。 

 中国东部地区是互联网发展较好、网民较为集中的地区，该地区青少年网民规模占总体

青少年网民的 48.2%，达 2.72 亿，而 2011 年这一比例为 51.0%。 

 东部和东北地区的青少年在家上网的比例较高，分别达 91.3%和 92.2%；中部、东北部

青少年在网吧上网的比例相对其他区域较高，分别为 40.3%、39.8%。 

 各区域横向比较，东部地区青少年使用手机和笔记本上网的比例最高，分别为 85.4%和

50.6%；西部地区使用台式电脑上网的比例相对较高，为 71.5%。 

 未成年人是各类网络应用的长驱潜力用户。与整体青少年网民相比，未成年网民在家里

和学校上网的比例更高，分别为 92.4%和 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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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一一章章  青青少少年年上上网网行行为为概概述述  

一、青少年网民规模及群体特征 

（一）网民规模 

近年来，青少年互联网普及率持续上升。截至 2012 年 12 月，中国青少年网民规模达

2.35 亿，占青少年总体的 66.4%，超过全国平均水平（42.1%）24.3 个百分点，较 2011 年增

加约 2 个百分点。 

由于网民人口红利时代的结束，以及近年来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下滑，青少年互联网渗透

率在高位前行缓慢，青少年网民规模增长速度进一步放缓。2012 年中国新增青少年网民 313

万，同比增长 1.4%，远远低于全国 9.9%的网民增幅。同时，青少年网民在整体网民中的占

比从 2011 年的 45.1%下降到 2012 年的 41.6%。 

 

 

  图表 1：2009-2012 青少年网民规模及占比 

 

（二）群体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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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2 年 12 月，中国青少年网民男女比例为 51.2：48.8，网民性别结构进一步达到

均衡，且远远小于全国网民男女比例差异（全国网民男女比例为 55.8:44.2）。 

 

 

图表 2：2011-2012 年青少年网民性别构成 

 

 年龄分布 

从年龄分布分析，青少年网民集中分布于 12-18 岁和 19-24 岁年龄段，所占比例分别为 

45.7%和 46.5%。而 6-11 岁年龄段青少年占比，仅为 7.8%。这说明受家长管制的影响，大部

分青少年到初中时才开始逐渐接触网络。 

 

图表 3：2011-2012 青少年网民年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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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少年网民中，中学生群体和非学生群体规模最大，所占比例分别为 40.5%和 39.8%。

与 2011 年相比，中学生网民群体所占比例下降 4.2 个百分点，为 40.5%；而非学生群体网民

上升 6.3 个百分点，为 39.8%。从整体上看，学生群体的网民规模有所下降，这与课业负担

和逐渐加大的升学压力不无关系。 

 

图表 4：2011-2012 年青少年网民在学状态分布 

 

 地区分布 

截至 2012 年底，青少年网民中城镇地区青少年网民占比为 72.2%，农村地区青少年网

民占比为 27.8%。同期全国网民中城镇地区网民占比为 72.4%，比青少年网民中城镇地区占

比高出 0.2 个百分点，说明青少年网民城乡结构与全国网民相当。 

中国青少年网民中农村人口占比从 2009 年开始，呈现持续下降趋势：2009 年为 32.5%，

2011 年为 28.0%，2012 年下降到 27.8%。 

 

8.1%

44.7%

13.6%

33.5%

7.4%

40.5%

12.4%

39.8%

0%

10%

20%

30%

40%

50%

小学生 中学生 大学生 非学生

2011年 2012年



 

2012 年中国青少年上网行为调查报告                                                                                                                                           

· 11 

 

图表 5：2011-2012 年青少年网民城乡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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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青少年上网行为特征 

（一）上网地点 

2012 年青少年网民群体最常上网地点在家里。截至 2012 年 12 月，青少年网民中在家

上网的占比达 89.0%；与 2011 年相比，在网吧和学校上网的占比有较大幅度下降，分别下

降 5.0 和 4.7 个百分点，这从侧面反映了互联网的高普及率。 

 

图表 6：2011-2012 年青少年网民上网地点 

 

2012 年学生网民在网吧上网的比例持续下降。大学生网民在网吧上网的比例从 2010 年

56.9%下降至 2011 年的 46.5%，进而下降至 2012 年的 33.2%。与 2011 年相比，中学生网民

在网吧上网的比例下降 3.5 个百分点，而小学生在网吧上网的比例提升 0.6 个百分点。 

 

图表 7：2011-2012 年不同学龄期青少年网民网吧上网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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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网设备 

与 2011 年相比，青少年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占比小幅提升，增加 3.5 个百分点；使

用台式机上网的占比略有下降，下降 0.9 个百分点；使用笔记本电脑上网的占比下降 1.3 个

百分点。 

    

 

图表 8 ：2010-2011 年青少年网民上网设备 

 

（三）上网时长 

截至 2012 年 12 月中国青少年网民平均每周上网时间达 18.4 个小时，比 2011 年增加 1.9

个小时，且各个群体上网时间普遍增加。非学生网民的每周上网时间从 2011 年的 21.3 个小

时上升至 23.6 个小时；在学生网民群体中，大学生网民上网时间最长，为 22.8 个小时/周，

比青少年网民平均上网时长长 4.4 个小时/周；中学生网民平均每周上网时间增加 1.5 小时，

达 13.3 个小时/周；小学生网民平均每周上网时间略有增加，为 6.7 个小时/周。 

图表 9：不同学龄期青少年网民周上网时长 

上网时长 小学生 中学生 大学生 非学生 青少年总体 

2011 年 6.3 11.8 21 21.3 16.5 

2012 年 6.7 13.3 22.8 23.6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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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二二章章  青青少少年年网网络络应应用用行行为为分分析析  

青少年网民对网络应用的使用较为积极。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除小学生外，

青少年网民群体的信息获取需求和应用普遍高于网民总体平均水平。其二，除小学生外，青

少年网民群体的交流沟通需求和应用也远远高于网民总体平均水平。尤其是博客/qq 空间的

使用情况。其三，青少年网民群体对网络游戏较为热衷，包括小学生在内对网络游戏的使用

率均高于网民总体平均水平。其四，青少年网民群体对商务交易的使用程度明显逊色于其他

网络应用。只是大学生和非学生群体对其应用相对活跃一些。特别是团购类应用，青少年群

体对其的应用程度普遍不及网民总体平均水平。 

图表 10：各互联网应用在青少年网民中的普及率    

类别 应用 小学生 中学生 大学生 非学生 
青少年总

体 
网民总体 差距 

信息

获取 
 搜索  76.4% 86.9% 93.5% 82.4% 84.1% 80.0% 4.14% 

交流

沟通 

 即时通信 75.0% 87.1% 93.8% 87.8% 85.1% 82.9% 2.20% 

 微博  36.5% 71.3% 80.7% 62.7% 65.0% 54.7% 10.28% 

 电子邮件  24.5% 48.1% 74.1% 41.3% 46.3% 44.5% 1.81% 

 论坛和 BBS  17.3% 28.4% 46.8% 32.6% 30.7% 26.5% 4.24% 

博客/qq 空间 66.3% 73.2% 82.4% 76.4% 73.0% 66.1% 6.83% 

社交网站 30.7% 56.6% 76.5% 55.7% 55.6% 48.8% 6.83% 

网络

娱乐 

 网络音乐  72.1% 84.2% 90.8% 82.3% 82.8% 77.3% 5.52% 

 网络游戏  87.0% 73.3% 61.4% 61.8% 68.4% 59.5% 8.91% 

 网络视频  58.8% 63.9% 84.1% 64.7% 66.4% 65.9% 0.50% 

 网络文学  23.5% 51.2% 57.4% 45.8% 46.9% 41.4% 5.56% 

商务

交易 

 网络购物  15.7% 38.5% 74.9% 48.9% 45.2% 42.9% 2.31% 

 团购  3.6% 11.6% 31.5% 14.2% 14.7% 14.8% -0.08% 

旅行预订 1.6% 11.0% 43.3% 19.4% 17.2% 19.8% -2.56% 

 网上支付  11.2% 35.8% 69.1% 46.4% 41.6% 39.1% 2.55% 

 网上银行  8.5% 30.3% 68.6% 48.5% 40.1% 39.3% 0.85% 

 网上炒股或

炒基金  
0.5% 3.0% 4.2% 3.6% 3.2% 6.1% -2.85% 

 

注：粗体斜体数字表示使用比例高于总体网民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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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信息获取 

截至 2012 年 12 月，中国青少年网民搜索引擎的使用率为 84.1%，相比 2011 年（82.3%）

提高了 1.8 个百分点，比整体网民平均水平高 4.1 个百分点，其中大学生网民的搜索引擎使

用率最高，达 93.5%。 

图表 11：不同群体青少年网民信息获取类应用使用率 

小学生 中学生 大学生 非学生 青少年总体 网民总体 

76.4% 86.9% 93.5% 82.4% 84.1% 80.0% 

 

二、交流沟通 

中国青少年网民交流沟通类应用普遍高于网民总体平均水平。微博、博客/qq 空间、社

交网站这三类应用的使用率均高出网民总体平均水平 5 个百分点。其中，在微博类应用中，

大学生的使用率最高，为 80.7%，超过青少年总体水平 15.7 个百分点，超过网民总体水平

26.0 个百分点。博客/qq 空间的应用中，各类青少年网民群体的使用率均高于网民总体平均

水平。使用最多的大学生群体高于网民总体平均水平 16.3 个百分点，使用最少的小学生也

高出网民总体平均水平 0.2 个百分点。 

图表 12：不同群体青少年网民网络社交类应用使用率 

应用 小学生 中学生 大学生 非学生 青少年总体 网民总体 

 即时通信 75.0% 87.1% 93.8% 87.8% 85.1% 82.9% 

 微博  36.5% 71.3% 80.7% 62.7% 65.0% 54.7% 

 电子邮件  24.5% 48.1% 74.1% 41.3% 46.3% 44.5% 

 论坛和

BBS  
17.3% 28.4% 46.8% 32.6% 30.7% 26.5% 

博客/qq 空

间 
66.3% 73.2% 82.4% 76.4% 73.0% 66.1% 

社交网站 30.7% 56.6% 76.5% 55.7% 55.6% 48.8% 

 

三、网络娱乐 

偏重于网络娱乐应用尤其是网络游戏应用是青少年网民群体的特征之一。截至 2012 年

12 月，青少年网络音乐、网络游戏、网络视频和网络文学的使用率分别为 82.8%、68.4%、

66.4%和 46.9%，均高于网民总体平均水平。 

网络游戏是青少年重要的网络应用之一。小学生网民是网络游戏使用率最高的群体，玩

网络游戏的比例高达 87.0%。 

图表 13：不同群体青少年网民网络娱乐类应用使用率 

应用 小学生 中学生 大学生 非学生 青少年总体 网民总体 

 网络音乐  72.1% 84.2% 90.8% 82.3% 82.8% 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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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游戏  87.0% 73.3% 61.4% 61.8% 68.4% 59.5% 

 网络视频  58.8% 63.9% 84.1% 64.7% 66.4% 65.9% 

 网络文学  23.5% 51.2% 57.4% 45.8% 46.9% 41.4% 

 

四、商务交易 

中国青少年网民各个群体在商务类应用方面差异较大。大学生网民群体网络购物、网上

支付和网上银行的使用率分别达 74.9%、69.1%和 68.6%，分别高出整体网民平均水平 32.0、

30.0 和 29.3 个百分点；非学生青少年网民网络购物、网上支付和网上银行的使用率分别

48.9%、46.4%和 48.5%，也高于整体网民平均水平；由于中、小学生年龄偏小、经济来源主

要依靠父母等因素，因而很少在商务交易中做主要决策者。 

图表 14：不同群体青少年网民商务类应用使用率   

应用 小学生 中学生 大学生 非学生 青少年总体 网民总体 

 网络购物  15.7% 38.5% 74.9% 48.9% 45.2% 42.9% 

 团购  3.6% 11.6% 31.5% 14.2% 14.7% 14.8% 

旅行预订 1.6% 11.0% 43.3% 19.4% 17.2% 19.8% 

 网上支付  11.2% 35.8% 69.1% 46.4% 41.6% 39.1% 

 网上银行  8.5% 30.3% 68.6% 48.5% 40.1% 39.3% 

 网上炒股或

炒基金  
0.5% 3.0% 4.2% 3.6% 3.2%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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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三三章章    青青少少年年手手机机上上网网行行为为分分析析  

一、青少年手机网民规模 

2012 年青少年网民群体中手机网民规模已经超过 PC 网民规模，成为青少年的主要上网

终端。截至 2012 年 12 月，中国青少年手机网民规模达 1.96 亿人，同比增长 5.9%。中国青

少年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占比达 83.5%，高出整体网民的平均水平（74.5%）9.0 个百分点。 

 

 

图表 15：2009-2012 青少年手机网民规模及占比 

 

二、青少年手机网民特征 

与 2011 年相比，2012 年青少年手机网民群体的性别结构变化不大。截至 2012 年 12 月，

青少年手机网民男女比例为 51.8：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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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6：2011-2012 年青少年手机网民性别结构 

 

相比 2011 年，青少年手机网民年龄分布无显著变化。青少年手机网民集中分布在 12-24

岁年龄段，占比 95.5%；低龄的青少年手机网民占比略有增加，6-11 岁的青少年手机网民占

比从 3.5%增加至 4.5%，与 2011 年相比，增加 1.0 个百分点。 

     

 

图表 17：2011-2012 年青少年手机网民年龄结构 

 

 中国青少年手机网民城乡比为 72.0：28.0，与 2011 年相比，青少年手机网民的城乡结

构变化不大。由于手机上网的普及化发展趋势和手机上网的便捷性，手机上网在农村地区相

对于传统的互联网有一定的普及推广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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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8：2011-2012 年青少年手机网民和青少年网民城乡结构 

三、青少年手机网民网络应用行为 

中国青少年手机网民在交流沟通、信息获取和网络娱乐类的应用上使用较为积极活跃。

青少年手机网民中使用手机即时通讯的比例为 90.4%，使用手机搜索、手机网络音乐、手机

微博、手机社交网站和手机网络文学的青少年手机网民比例均为 50%以上，分别为 72.6%、

62.3%、60.5%和 52.3%和 50.9%。 

青少年网民在交流沟通和娱乐类上较为突出，这与青少年热情好动、热爱社交不无关系，

手机应用正好迎合了这种趋势，因此青少年群体手机网络应用的使用较为活跃。 

 

 

图表 19：2012 年青少年手机网民网络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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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四四章章    不不同同地地区区青青少少年年上上网网行行为为分分析析  

一、城乡青少年上网行为对比 

（一）城乡青少年网民规模特点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乡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农村青少年网民的增长速度与城镇

的差距逐渐缩小，2012 年二者的增长率差异仅为 1.0 个百分点。 

截至 2012 年 12 月，中国城镇青少年网民规模为 1.69 亿人，农村青少年网民规模为 6513

万人。城镇、乡村网民规模的增长率分别为 1.7%和 0.7%，这说明城乡互联网发展水平依然

存在较大差距，但这种差距在逐渐缩小。 

 

 

 

图表 20：2011-2012 年青少年城乡网民规模及增长率 

 

由于农村互联网基础建设水平相对落后，农村地区青少年网民在学校、公共场所上网的

比例均低于城镇地区，分别低 5.8 和 5.6 个百分点。农村地区青少年网民中在网吧上网的比

例逐渐下降，从 2011 年的 43.8%下降到 2012 年的 35.2%，降幅为 8.6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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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1：2012 年城乡青少年网民上网地点对比 

 

青少年网民使用手机上网较为普遍，而农村地区的青少年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更

高，达 84.0%，比城镇地区高 2.3 个百分点。在使用台式电脑和笔记本电脑上网方面，城镇

地区的青少年比例明显高于农村地区。城镇青少年网民中使用台式电脑上网比例为 69.9%，

而农村地区该比例为 66.3%；城镇地区青少年网民使用笔记本电脑上网比例为 54.5%，而农

村地区这一比例仅为 37.6%。 

  

 

图表 22：2012 年城乡青少年网民上网设备对比 

（二）城乡青少年应用差异 

虽然农村地区青少年上网普及率有一定的提高，但是其网络应用水平与城镇地区相比还

存在较大的差距。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城镇青少年网民更倾向于主动获取信息，农村青少年网民更崇尚娱乐社交。城镇

青少年网民使用率较高的前五类网络应用分别是搜索引擎、即时通信、网络音乐、博客/qq

空间和网络视频，使用率均在 69.0%以上；农村青少年网民使用率较高的前五类网络应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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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即时通讯、网络音乐、搜索引擎、网络游戏、博客/qq 空间，使用率均在 66.0%以上。 

其二，城乡青少年网民在商务交易类应用方面的使用差异较大。城乡青少年网民网络应

用使用差异较大的前五类应用分别为：网上支付（差异 17.59%）、电子邮件（差异 17.10%）、

网上银行（差异 16.33%）、网络购物（差异 15.54%）、微博（差异 13.90%）。 

其三，城乡青少年网民在网络娱乐和社交应用方面较为相似。城乡青少年网民网络应用

使用差异较小的前五类应用分别为：网络游戏（差异 2.42%）、即时通讯（差异 6.07%）、网

络音乐（差异 6.86%）、网络文学（差异 6.95%）、团购（差异 7.84%）。 

图表 23：城乡青少年网民在各网络应用上的使用率差异   

类别 网络应用 城镇 农村 2012 差异 

信息获取 搜索引擎 87.2% 77.1% 10.07% 

网络娱乐 

网络游戏 69.4% 67.0% 2.42% 

网络视频 69.9% 57.8% 12.11% 

网络音乐 85.0% 78.2% 6.86% 

网络文学 49.0% 42.0% 6.95% 

交流沟通 

即时通信 87.2% 81.1% 6.07% 

博客/qq 空间 75.8% 66.2% 9.62% 

微博 68.9% 55.0% 13.90% 

社交网站 58.4% 48.7% 9.76% 

电子邮件 50.9% 33.8% 17.10% 

论坛/BBS 34.1% 21.6% 12.48% 

商务交易 

网络购物 49.5% 33.9% 15.54% 

网上支付 46.4% 28.8% 17.59% 

网上银行 44.5% 28.2% 16.33% 

团购 16.8% 8.9% 7.84% 

旅行预订 20.1% 9.3% 10.85% 

 

二、东、中、西部青少年上网行为对比 

（一）东中西部青少年网民规模特点 

中国东部地区是互联网发展较好、网民较为集中的地区，该地区青少年网民规模占总体

青少年网民的 48.2%，达 2.72 亿，而 2011 年这一比例为 51.0%，可见青少年网民的地域差

异在逐渐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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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4：2011 年东中西部青少年网民规模及占比 

东部和东北地区的青少年在家上网的比例较高，分别达 91.3%和 92.2%；中部、东北部

青少年在网吧上网的比例相对其他区域较高，分别为 40.3%、39.8%；中部和西部青少年在

学校上网的比例较高；东部和西部青少年在公共场所上网的比例较高。  

 

图表 25：2012 年东中西部青少年网民上网地点对比 

从区域分布来看，全国各区域青少年中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均高于台式机和笔记本。各

区域横向比较，东部地区青少年使用手机和笔记本上网的比例最高，分别为 85.4%和 50.6%；

西部地区使用台式电脑上网的比例相对较高，为 71.5%。 

 

27196

12090 12526

4589

48.2%

21.4% 22.2%

8.1%
0%

30%

60%

90%

0

5000

10000

15000

20000

25000

30000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北

青少年网民规模 占比

91.3%
84.8% 85.7%

92.2%

31.1%
40.3% 36.5% 39.8%

27.9%
34.8%

33.1%
24.3%

16.6% 11.7%
16.2%

10.8%

0%

20%

40%

60%

80%

100%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北

家里 网吧 学校 公共场所

万人 



 

2012 年中国青少年上网行为调查报告                                                                                                                                           

· 24 

 

图表 26：2012 年东中西部青少年上网设备对比 

 

（二）东中西部青少年网络应用差异 

从区域分布来看，东部地区的青少年善于主动获取信息，喜欢音乐、视频等震撼视听的

应用。搜索引擎、网络音乐、网络视频的使用率高于其他地区，分别为 85.9%、85.2%和 67.4%。

此外，东部地区的青少年网民更愿意使用传统的沟通交流工具。电子邮件、论坛/BBS 的使

用率高于其他地区，分别为 48.6%和 32.4%。东部地区旅游预订的使用率也高于其他地区。 

中部和西部地区网络文学的使用程度旗鼓相当，均为 47.6%。西部地区青少年在传统社

交领域表现较为积极活跃。博客/qq 空间、微博和社交网站的使用率最高，分别为 75.2%、

66.8%和 58.5%。东北部青少年网民崇尚网络娱乐、社交和商务交易应用。网络游戏和即时

通信的使用率较高，分别为 69.9%和 88.5%。网络购物、网上支付、网上银行和团购的使用

率分别为 49.9%、44.1%、41.9%和 49.9%。 

图表 27：东中西部青少年网民网络应用对比 

类别 网络应用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北 

信息获取 搜索引擎 85.9% 82.8% 83.0% 84.0% 

网络娱乐 

网络音乐 85.2% 80.2% 82.2% 78.6% 

网络游戏 68.9% 68.6% 67.9% 69.9% 

网络视频 67.4% 63.7% 67.0% 67.2% 

网络文学 47.4% 47.6% 47.6% 40.3% 

交流沟通 

即时通信 86.5% 80.9% 86.5% 88.5% 

博客/qq 空

间 

74.3% 69.0% 75.2% 74.1% 

微博 65.5% 63.0% 66.8% 63.1% 

社交网站 55.4% 53.3% 58.5% 54.8% 

电子邮件 48.6% 43.3% 45.1% 40.4% 

论坛/BBS 32.4% 30.8% 29.7%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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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交易 

网络购物 46.5% 44.7% 41.9% 49.9% 

网上支付 43.2% 38.9% 39.7% 44.1% 

网上银行 41.8% 39.5% 36.5% 41.9% 

团购 46.5% 44.7% 41.9% 49.9% 

旅行预订 18.0% 16.0% 16.9% 17.9% 

 



 

2012 年中国青少年上网行为调查报告                                                                                                                                           

· 26 

第第五五章章  未未成成年年人人上上网网行行为为分分析析  

一、未成年网民规模和特征 

未成年人是各类网络应用的长驱潜力用户。与整体青少年网民相比，未成年网民在家

里和学校上网的比例更高，分别为 92.4%和 34.0%；但是未成年人网民中在网吧上网的占

比为 25.9%，较 2011 年下降 5.1 个百分点。 

 

 

图表 28：2012 年未成年网民和青少年网民上网地点对比 

手机是未成年人上网的重要终端之一，未成年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超过台式电

脑，达到 74.0%，低于青少年手机上网比例 9.5 个百分点，同时低于全国网民手机上网比例

0.5 个百分点；与青少年整体网民相比，未成年人中使用笔记本电脑上网的比例相对偏低，

为 38.6%。   

 

 

图表 29：2012 年未成年网民和青少年网民上网设备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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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未成年网民网络应用情况 

未成年人由于辨别能力和自控能力不高，很多网络应用的使用受限于家长，与青少年

总体平均水平存在较大差异：除网络游戏外，各类网络应用的使用程度均小于青少年总体

平均水平。 与整体青少年网民相比，未成年网民网络游戏的应用相对突出，使用率达76.4%，

与 2011年相比下降 1.7个百分点。 

图表 30：各互联网应用在未成年网民中的普及率 

类别 网络应用 未成年 青少年总体 

信息获取 搜索引擎 82.6% 84.1% 

网络娱乐 

网络音乐 81.0% 82.8% 

网络游戏 76.4% 68.4% 

网络视频 63.5% 66.4% 

网络文学 44.8% 46.9% 

交流沟通 

即时通信 82.4% 85.1% 

博客/qq 空间 67.3% 73.0% 

微博 61.6% 65.0% 

社交网站 48.7% 55.6% 

电子邮件 41.3% 46.3% 

论坛/BBS 24.2% 30.7% 

商务交易 

网络购物 32.3% 45.2% 

网上支付 28.2% 41.6% 

网上银行 23.7% 40.1% 

团购 10.7% 14.7% 

旅行预订 9.5% 17.2% 

注：粗体斜体数字表示未成年网络应用使用比例高于总体网民。 

 

2012年，中国未成年手机网民规模为 1.73亿，在青少年网民中占比 74%。与 2011年

相比，未成年青少年网民增长幅度高达 83.8%。未成年人成为手机网民增长的重要来源之

一。未成年人手机网络应用 TOP5为手机即时通讯、手机搜索、手机网络音乐、手机网络文

学和手机微博，所占比例分别为 88.9%、75.1%、62.2%、52.4%和 51.8%。而 2011 年，未成

年人手机网络应用 TOP5分别为手机即时通信、手机搜索、手机网络音乐、手机社交网站和

手机网络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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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1：2012 年未成年手机网络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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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六六章章  总总结结和和建建议议  

2012 年青少年网民规模持续上升，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截至 2012 年 12 月，中国

青少年网民规模达 2.35 亿，占青少年总体的 66.4%，超过全国平均水平（42.1%）24.3 个百

分点，较 2011 年增加 2.0 个百分点。与此同时，2012 年青少年网民群体中手机网民规模已

经超过 PC 网民规模，成为青少年的主要上网终端。截至 2012 年 12 月，中国青少年手机网

民规模达 1.96 亿人，同比增长 5.9%。中国青少年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占比达 83.5%，高

出整体网民的平均水平（74.5%）9.0 个百分点。 

2012 年政府相关部门对网吧的监管取得成效，青少年在网吧上网的比例大幅下滑。截

至 2012 年 12 月，青少年网民在家上网的比例高达 89.0%；与 2011 年相比，在网吧上网的

青少年比例下降约 5 个百分点。农村地区青少年网民中在网吧上网的比例也逐渐下降，从

2011 年的 43.8%下降到 2012 年的 35.2%。未成年人网民中在网吧上网的比例为 25.9%，较

2011 年下降 5.1 个百分点。 

2012 年青少年网民对网络的应用和依赖程度加深。截至 2012 年 12 月中国青少年网民

平均每周上网时间达 18.4 个小时，比 2011 年增加 1.9 个小时。除小学生外，青少年网民群

体的信息获取需求和应用以及交流沟通需求和应用远远高于网民总体平均水平，尤其是博客

/qq 空间的使用情况。青少年网民群体对网络游戏较为热衷，包括小学生在内对网络游戏的

使用率均高于网民总体平均水平。而在商务交易类应用方面，青少年网民的使用程度明显逊

色于其他网民群体。 

城乡青少年网民在网络应用方面仍然存在较大差异，只是在网络娱乐和社交应用方面较

为相似。城镇青少年网民更倾向于主动获取信息，农村青少年网民更崇尚娱乐社交。城乡青

少年网民网络应用使用差异较大的前五类应用分别为：网络支付（差异 17.59%）、电子邮件

（17.10%）、网上银行（16.33%）、网络购物（15.54%）、微博（13.90%）。城乡青少年网民

网络应用使用差异较小的前五类应用分别为：网络游戏（差异 2.42%）、即时通讯（6.07%）、

网络音乐（6.86%）、网络文学（6.95%）、团购（7.84%）。 

青少年网民规模发展迅速，逐渐成为网民群体的生力军。为了规范和引导青少年健康积

极的网络文化行为，政府相关部门应该及时关注青少年的网络行为，主动引导活跃向上的网

络文化行为，杜绝不良的网络现象。 

加大网吧的规范管理力度，杜绝未成年人进入网吧 

国家明文规定禁止未成年人进入网吧，然而在本次调查中，未成年人在网吧上网的比例

高达 25.9%，政府相关部门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加大对网吧的检查的监管力度，同时配合学

校和家长做好未成年人的思想教育工作。设置更加丰富多彩的课余文化活动，进而对网吧上



 

2012 年中国青少年上网行为调查报告                                                                                                                                           

· 30 

网行为予以取代。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鼓励家长在家里陪同未成年人上网，使用寓教于乐

的益智类网络应用培养和提高学习兴趣。只有全社会都积极行动起来，关注未成年人的成长

和网络行为，才能杜绝未成年人进入网络、在辨识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学坏。 

加强农村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缩小城乡互联网应用差距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互联网与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密切。作为便捷化的信息沟通交流工

作，互联网在改善人们提升，提高效率方面发挥着举世瞩目的作用。然而，由于经济发展水

平有限，农村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明显落后，农村网民在互联网的应用方面与城镇相比有明

显的差距，未曾充分享受到互联网变革的红利。因此，国家相关部门应该加强农村互联网基

础设施建设，提高农村互联网普及率和宽带速度。普及互联网应用知识和技能；从青少年网

民开始。积极正向地引导青少年网民的网络行为，充分发挥互联网的正能量。 

规范网络游戏市场和游戏文化产品，引导青少年加强自控能力 

包括小学生在内，青少年网民对网络游戏的使用程度明显高于其他网络应用。随着青少

年上网时长的逐渐增加和网络依赖性的加深，越来越多的青少年沉迷于网络游戏。为了防止

青少年迷失于互联网，政府相关部门一方面要整顿网络游戏市场，规范和甄别网络游戏产品，

坚决取缔粗制滥造和限制级别的游戏产品；另一方面引导青少年加强自控能力和辨别能力，

只玩对自己的身心健康成长起到有益促进作用的游戏产品。从而净化青少年的互联网成长环

境，让青少年借助互联网的正能量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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