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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互联网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成为社会、经济、文化活动和个人生活的重要

平台。互联网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塑造了全新的生活形态。互联网带来的价值促进了社

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  

当前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存在明显的“二元结构”问题，这种二元结构表现在中国城乡

之间、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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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于互联网发展领域。从获取信息和信息应用的角度来看，城乡信息技术鸿沟是加深二元结

构分化的一个重要因素。重视和加强农村互联网发展，不仅能有效地缩小城乡“数字鸿沟”、

消除城乡之间的信息壁垒、化解二元结构的诸多矛盾，也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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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NIC自 2007 年开始发

布《中国农村互联网发展状况调查报告》，引起较大社会反响。本次《2013年中国农村互

联网发展状况调查报告》以 CNNIC第 3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调查数据为基础，对

农村互联网发展状况进行了细分研究。希望本报告的发布能让读者更全面的了解农村互联网

发展状况。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  

2014年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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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定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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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12 月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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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农村网民规模继续扩大 

截至 2013年 12月，农村网民规模达到 1.77亿，比上年增加 2101万人，增长率为 13.5%。

我国网民中农村人口占比为 28.6%，是近年来占比最高的一次。 

 城乡互联网普及差距进一步缩减 

截至 2013年 12月，中国农村互联网普及率达到 27.5%，继续增长态势，较上年提升了

近 4个百分点，与城镇 62%的互联网普及率差距较去年同期下降了近 1个百分点，降至 34.5%，

城乡互联网普及差距进一步缩减。 

 手机作为农村网民上网主流设备，使用比例超过城镇 

在几种上网设备中，农村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高于城镇网民，使用其余设备的比例

则均低于城镇网民。截至 2013年 12月，农村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已达到 84.6%，高出

城镇 5个百分点。手机上网成本低、易操作，便于农村地区居民接入互联网，成为农村居民

上网的主流设备。 

 农村网民网吧上网比例继续下降，但仍高于城镇 

家里是农村网民上网的主要场所。截至 2013年 12月，农村网民家里上网的比例为 89.2%，

比例最高；单位上网比例位居第二，为 24%；其次是网吧上网，占比为 22%。与城镇网民相

比，农村网民网吧上网的比例更高，高出 4.3个百分点，其他上网地点比例则低于城镇。 

 娱乐应用趋于饱和，商务应用存在潜力 

农村网民各互联网应用中使用率最高的为即时通信，其次是搜索引擎和博客/个人空间，

网络音乐和网络视频分列第四、五位。网络音乐、网络视频和网络游戏在农村网民中使用率

下滑，娱乐类应用发展趋于饱和。而商务类应用在农村网民中的渗透不断扩大，使用率得到

一定提升，农村电子商务未来存在较大增长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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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国农村互联网宏观环境 

1．居民收入增长情况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3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了 8896元，较上年度实

际增长 9.3%，增速继续放缓。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达 26955元，较上年实际增长了

7%，增幅出现下滑。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速在继续放缓，但是增幅仍超过了城镇居民，这

说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逐渐缩减，2013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降至农村居民的 3

倍。 

农村居民收入从 2005年至今保持着快速增长，已经从 3255元跨入 8896元，居民收入

的增加，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加速，也将继续促进农村地区互联网发展。 

 

图 1 2005-2013 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较
1
 

 

2．通信运营业发展情况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2013年通信运营业统计公报》显示，2013 年电信业务收

入达到 11689.1亿元，同比增长 8.7%，比上年回落 0.2个百分点, 连续三年高于同期 GDP

                                                             
1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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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速。电信业务总量达到 13954亿元，同比增长 7.5%，比上年回落 3.2个百分点。 

 
图 2 2009-2013 年电信业务总量与业务收入增长情况 

行业发展对话音业务的依赖持续减弱。2013年，非话音业务收入占比首次过半，达 53.2%；

移动数据及互联网业务收入对行业收入增长的贡献显著加大，从上年的 51%猛增至 75.7%。

用户结构进一步优化，3G移动电话用户在移动用户中的渗透率达到 32.7%，比上年提高 11.8

个百分点；光纤接入 FTTH/0用户占宽带用户总数的比重突破百分之二十，达 21.6%。融合

业务发展逐渐成规模，截至 12月末，IPTV用户和物联网终端用户数分别达 2842.5和 3200.4

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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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09-2013 年话音业务和非话音业务收入占比变化情况
2 

3．农村互联网发展情况 

截至2013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18亿，全年共计新增网民5358万人。互联网普及率

为45.8%，较2012年底提升3.7个百分点，整体网民规模增速保持放缓的态势。 

3.1. 农村互联网用户数 

中国网民中农村人口比例进一步增加，中国互联网在农村地区的普及速度不断加快。截

至2013年12月，农村网民规模达到1.77亿，比上年增加2101万人，增长率为13.5%。2013年

底，我国网民中农村人口占比为28.6%，是近年来占比最高的一次。自2012年以来，农村网

民的增速超越了城镇网民，城乡网民规模差距继续缩小。农村网民已经成为中国互联网的重

要增长动力。 

 

图 4 2005-2013 年城镇和农村网民规模对比 

3.2. 农村互联网普及率 

截至 2013年 12月，中国农村互联网普及率达到 27.5%，继续增长态势，较上年提升了

近 4个百分点，与城镇 62%的互联网普及率差距较去年同期下降了近 1个百分点，降至 34.5%，

城乡互联网普及差距进一步缩减。 

近年来，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推进，我国农村人口在总体人口中的占比持续下降，截

                                                             
2 数据来源：工业和信息化部《2013 年通信运营业统计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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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13年底，已降至 47.4%，但我国农村网民在总体网民中的占比却依旧保持上升趋势，

农村地区依然是目前中国网民规模增长的重要动力。农村互联网普及工作已得到成效。 

 

图 5 2008-2013 年城镇和农村互联网普及率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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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国农村网民构成特征 

1．性别结构 

从城乡网民性别结构来看，农村网民与城镇网民没有明显的性别差异，男女占比均相似。

同时，与去年底相比，农村网民男性比例为56.9%，女性为43.2%，农村网民男女差异减少，

性别结构更为均衡。  

 
图 6 城镇和农村网民性别结构对比 

2．年龄结构 

从年龄结构来看，与城镇网民相比，农村网民更趋于年轻化，30岁以下各年龄段的农

村网民比例均高于城镇网民，而 30岁以上的农村网民比例则均低于城镇网民。其中，20-29

岁是农村网民的最大群体，占比为 32%，高出城镇网民 1.1个百分点，其次为 10-19岁群体，

比例为 25.1%，较城镇网民高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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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城镇和农村网民年龄结构对比 

3．学历结构 

农村网民学历水平明显低于城镇网民，初中及以下学历群体比例为62.7%，高出城镇网

民21.7个百分点。其中，45.5%即接近一半的农村网民学历水平为初中，比城镇网民高13.8

个百分点；小学及以下学历拥有者在农村网民中占到17.2%，高出城镇网民近8个百分点。农

村网民学历低是一个持续存在的现象，这与农村人口受教育程度低有直接的关系。 

 

图 8 城镇和农村网民学历结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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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职业结构 

从城乡网民职业结构来看，农村网民中学生群体占比最高，为22.6%，低于城镇网民学

生群体近4个百分点；其次为个体户/自由职业者，比例为17.2%，比城镇网民该职业群体低

2.2个百分点。 

农村网民中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农林牧渔劳动者以及无业/下岗/失业人员占比均高于城

镇网民中的比例，农村网民整体受教育程度低，使得网民在其他职业方面比例低于城镇网民。 

 

图 9 城镇和农村网民职业结构对比 

5．收入结构 

中国城乡收入水平的差距，也导致了城乡网民收入差距。收入在 500元以下的低收入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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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收入中农村网民略高于城镇网民外，其余均是城镇网民占比明显高于农村网民。经济是基

础，收入低制约着农村网民在设备采购、网络资费方面的消费。因此，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

水平是促进互联网在农村发展的一大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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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城镇和农村网民收入结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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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国农村网民上网行为 

1. 上网设备 

在几种上网设备中，农村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高于城镇网民，使用其余设备的比例

则均低于城镇网民。截至2013年12月，农村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已达到84.6%，高出城

镇5个百分点。手机上网成本低、易操作，使农村地区居民上网成为可能，成为农村居民上

网的主流设备。因此，手机终端作为上网设备的使用率远高于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和平板

电脑。 

 

图 11 城镇和农村上网设备对比 

截至 2013年 12月，农村网民手机上网规模已达到 1.49亿，较去年底增加了 3220万人，

增长率为 27.5%，比去年 20.9%的年增长率提高了近 7个百分点。城镇网民手机上网规模在

2013年增长了 19.4%，低于农村网民手机上网增速。未来随着 3G网络的推进，网络资费的

进一步下调，手机在农村网民中的渗透将进一步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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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城镇和农村手机上网增长对比 

 

2. 上网地点 

家里是农村网民上网的主要场所。截至2013年12月，农村网民家里上网的比例为89.2%，

单位上网比例位居第二，为24%，其次是网吧上网，占比为22%。与城镇网民相比，农村网民

网吧上网的比例相比城镇高出4.3个百分点，其他上网地点比例则低于城镇。 

 

图 13 城镇和农村上网地点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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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是农村网民上网最主要的场所，这与农村地区电信业务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的推动

有直接关系。截至 2013年 12月，农村网民在网吧上网的规模为 3886 万人，年增长 8.5%，

而农村网民家庭上网规模年增长为 11.9%，家庭上网增长速度更快。 

 

图 14 网吧和家庭上网网民对比 

 

3. 上网时间 

截至2013年12月底，农村网民平均上网时长为21.5小时/周，较去年平均每周上网时长

增加了4.1小时，比城镇网民上网时长少5个小时。 

 

图 15 城镇和农村上网时间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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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中国农村网民网络应用 

1. 网络应用概况 

农村网民各类应用使用率均低于城镇网民，其中商务交易类应用与城镇网民差异相比其

他类型更为显著，但是与去年相比，农村网民商务交易类应用的使用率已得到了一定的提升，

商务类应用在农村网民中的渗透不断扩大。 

农村网民各互联网应用中使用率最高的为即时通信，其次是搜索引擎和博客/个人空间，

网络音乐和网络视频分列第四、五位。网络音乐、网络视频和网络游戏在农村网民中使用率

下滑，娱乐类应用发展已趋于饱和。 

表 1  2013 年农村网民的网络应用情况 

应用类别 应用细项 农村使用率 城镇使用率 差异 

信息获取类  搜索  70.5% 82.8% -12.2% 

网络娱乐类 

 网络音乐  66.9% 77.3% -10.4% 

 网络视频  55.0% 74.4% -19.4% 

 网络游戏  46.7% 58.4% -11.7% 

 网络文学  37.5% 47.6% -10.1% 

商务交易类 

 网络购物  31.1% 55.2% -24.1% 

 网上支付  25.7% 47.9% -22.2% 

 网上银行  25.4% 45.8% -20.4% 

 旅行预订 22.1% 31.8% -9.6% 

 团购  15.2% 25.4% -10.3% 

 网上炒股或炒基金  1.1% 6.9% -5.8% 

交流沟通类 

 即时通信 86.0% 86.3% -0.3% 

 博客/个人空间 70.5% 70.9% -0.4% 

 微博  35.2% 49.1% -13.8% 

 电子邮件  23.0% 48.6% -25.6% 

 论坛和 BBS  14.4% 21.3%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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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信息获取类网络应用 

截至 2013年 12月，中国农村搜索引擎用户规模为 1.25亿，较去年底增长了 1051万人，

年增长率为 9.2%。农村网民搜索引擎使用率为 70.5%，比去年底下降了 2.7个百分点，较城

镇网民使用率低 12.2 个百分点。 

 

图 16 城镇和农村网民网络搜索使用情况对比 

3．网络娱乐类网络应用 

3.1 网络音乐 

截至2013年12月，农村网民网络音乐用户规模为1.18亿人，较去年底增长454万人，年

增长率为4.0%，较去年下降了18个百分点。农村网络音乐使用率为66.9%，比去年下跌了6.1

个百分点，较城镇使用率低10.4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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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城镇和农村网民网络音乐使用情况对比 

3.2 网络视频 

截至2013年12月，农村网民网络视频使用率为55%，比去年底下降了3.3个百分点，用户

规模为9714万，比去年增加了633万，增长率为7.0%。城镇网民网络视频使用率为74.4%，比

去年增加了4.4个百分点，用户规模为3.28亿人，年增长率为14.8%。网络视频对手机功能、

网速及资费的要求较高，因此在农村网民中使用远不及城镇网民普及。 

 

图 18 城镇和农村网民网络视频使用情况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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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网络游戏 

截至 2013年 12月，农村网民网络游戏的使用率降至 46.7%，比去年低 10个百分点，

农村用户规模为 8249万人，较 2012年底下降了 6.6个百分点。城镇网民使用率也略有下降，

降至 58.4%，用户规模提升了 2.4%。手机应用的丰富性渐渐使农村网民有了更多选择，分散

了他们在网络游戏中的时间，因此网络游戏使用比例下降，用户向其他应用的转移带来了网

络游戏用户规模的下滑。 

 

图 19 城镇和农村网民网络游戏使用情况对比 

3.5 网络文学 

截至 2013年 12月，农村网民网络文学使用率为 37.5%，较去年增长了近 2个百分点，

用户规模为 6616万，比 2012年底增加了 1080万人，增长了 19.5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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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城镇和农村网民网络文学使用情况对比 

4．商务交易类网络应用 

4.1 网络购物 

截至2013年12月，农村网民网络购物使用率为31.1%，比去年增加了2.1个百分点，但较

城镇使用率低24.1个百分点。用户规模为5485万，增加了970万人，年增长21.5%。网络购物

在农村网民中的使用程度虽不及城镇网民，但可以看到，网络购物正在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渗

透，这也说明了农村网民对网络购物存在需求，这种购物形式也将慢慢改变农村居民的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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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城镇和农村网民网络购物使用情况对比 

    但是不可否认，农村地区网络购物要想缩小和城镇的差距，使线上的消费形式进一步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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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城镇和农村网民团购使用情况对比 

 

4.3 网上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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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城镇和农村网民网上银行使用情况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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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网上支付 

截至 2013年 12月，农村网民网上支付用户规模为 4543万人，年增长 628万人，年增

长率 16%。网上支付在农村网民中的使用率为 25.7%，较 2012年略有增长，但比城镇网民使

用率仍低 22.2个百分点。 

 

图 24 城镇和农村网民网上支付使用情况对比 

商务类应用的增长直接影响着网上支付使用的增长，而农村网民商务类应用使用较低，

直接导致网上支付应用的使用比例低。 

4.5 旅行预订 

截至2013年12月，农村网民旅行预订用户规模为3910万人，年增长2228万人，增长率

132.5%，是网民增长率位居第二的网络应用。农村网民旅行预订使用率为22.1%，较去年底

提升了11.3个百分点，比城镇网民使用率低9.6%。农村居民旅行需求增加，且在线预订使用

体验不断提升，推动了农村在线旅行预订应用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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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城镇和农村网民旅行预订使用情况对比 

 

5．交流沟通类网络应用 

5.1 即时通信 

截至2013年12月，农村网民即时通信用户规模为1.52亿人，年增长2649万人，增长率

21.1%。农村网民即时通信使用率为86%，相比去年底增加了5.4个百分点，仅比城镇网民使

用率低0.3个百分点，是城乡使用差距最小的网络应用。即时通信作为中国网民最基础的应

用之一，无论是在农村地区还是城镇地区，网民使用率均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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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城镇和农村网民即时通信使用情况对比 

5.2 博客/个人空间 

截至2013年12月，农村博客/个人空间用户规模1.25亿，较去年底增加了2859万人，年

增长率29.8%。农村网民博客/个人空间使用率为70.5%，比去年增长了8.9个百分点，比城镇

网民比例低0.4个百分点。 

 

图 27 城镇和农村网民博客/个人空间使用情况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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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微博 

截至 2013年 12月，农村网民微博的使用率为 35.2%，较去年下降了 11.3 个百分点。

农村微博用户规模为 6225万人，比去年下降了 1020万人，降低了 14.1%。2013 年，整体网

民中微博使用率大幅下降，使得微博在农村用户中也受到波及。 

 

图 28 城镇和农村网民微博使用情况对比 

 

5.5 电子邮件 

截至2013年12月，农村电子邮件用户规模为4066万人，相比2012年底减少了957万人，

年下降19.1%。农村网民电子邮件使用率为23%，比去年底减少了9.2个百分点，比城镇网民

使用率低25.6个百分点。电子邮件作为传统互联网应用，受到其他应用分流影响较大，使用

率逐步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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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 城镇和农村网民电子邮件使用情况对比 

5.6 论坛和 BBS 

截至2013年12月，农村网民中论坛/BBS用户规模为2552万人，相比去年减少445万人，

降幅达14.9%。农村网民论坛/BBS使用率为14.4%，比去年底降低了近5个百分点，低于城镇

水平6.8个百分点。 

 

图 30 城镇和农村网民论坛/BBS 使用情况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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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农村互联网发展结论与建议 

截至2013年12月，农村网民规模达到1.77亿，比上年增加2096万，增长率为13.5%。

截至 2013年 12月，中国农村互联网普及率达到 27.5%，继续增长态势，较上年提升了近 4

个百分点，与城镇 62%的互联网普及率差距较去年同期下降了近 1个百分点，降至 34.5%，

城乡间互联网普及差距继续缩小。 

近年来，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推进，我国农村人口在总体人口中的占比持续下降，截

至 2013年 12月，已降至 47.4%，但我国农村网民在总体网民中的占比却依旧保持上升趋势，

农村地区依然是目前中国网民规模增长的重要动力。农村互联网普及工作已取得一定成效。 

农村地区网络基础设施的建设，使互联网服务在城镇与农村之间的地域差距不断缩小，

让乡村人口可以更大范围的获得信息服务。2013年，农村人口的互联网应用水平使用较 2012

年继续提高，尤其是在电子商务类应用的使用上，较为突出。尽管与城镇网民电子商务使用

仍存在较大差距，但是，商务类应用在农村网民中的加大渗透，将对农村网民产生很大影响，

甚至将改变他们的消费渠道。未来，商务类应用在农村网民中将存在很大的增长潜力。 

为了进一步加快农村地区互联网建设，使互联网能真正融入到中国农村千家万户中，并

借助互联网切实解决农村地域“三农”问题：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加快新农村

建设，对中国农村互联网发展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 加强宽带建设，以推动农村网民增长 

2013年 4月，工信部等八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实施宽带中国 2013专项行动的意见》，

意见中指出 2013年的目标是新增通宽带行政村 18000 个，实现 5000所贫困农村地区中小学

宽带接入或改造提速。从该专项可以看出，下一阶段互联网普及工作将进一步向农村地区推

进，未来农村人群使用互联网数量将得到进一步提升。2013年 8月 1日，国务院印发的《“宽

带中国”战略及实施方案》也强调了加大农村宽带进入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加强将会推动

农村网民的继续增长，促进农村网民网络应用的使用深入。 

（2） 推出适合农民的流量套餐，加强移动互联网普及 

根据调查，农村网民最主要的上网设备为手机，手机上网以流量、套餐形式计费。农村

地域收入低，农民对手机上网资费的支付能力有限，因此如果不调整现有的传统计费方式，

将会限制农村网民的上网行为，阻碍农村地域互联网普及。为了加强移动互联网在农村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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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设，政府应当对运营商进行适当的补贴，以此帮助运营商下调农村上网资费。运营商需

要根据各地不同状况，推出适合各地农村手机上网的流量套餐，以此打破农村居民对网络使

用的障碍。 

（3） 将知识带入农村，加强农村互联网技术培训 

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农村人口较城镇人口接触电脑晚，而农村居民整体受教育水

平偏低，也使得他们在互联网技术培训方面存在严重的欠缺。电脑下乡政策虽然已经结束，

但厂商仍需要不断促销以此继续刺激农村市场，继续增加农民接触电脑以及网络的机会。这

样不仅是将电脑带入农村，也是将知识带入农村。加强农村居民网络教育，培育其互联网观

念，提高他们的互联网使用能力，进一步提高互联网应用在农村中的使用，为建设新农村做

出贡献。 

（4）娱乐类发展趋于饱和，发掘商务类应用潜力 

网络音乐、网络视频和网络游戏在农村网民中使用率下滑，娱乐类应用发展已趋于饱和。

而商务交易类应用在农村地区存在着巨大的发展潜力。不可否认，农村网民商务交易类应用

与城镇网民差异相比其他类型更为显著，但是与去年相比，农村网民商务交易类应用的使用

率已得到了一定提升，商务类应用在农村网民中的渗透不断扩大。这说明了农村网民对商务

交易类应用存在着需求，商务交易应用在农村网民中的渗透将会改变农村居民的消费习惯。

要想缩小农村地区和城镇的差距，使线上的消费形式进一步深化，需要加大物流体系建设，

完善购物条件的便利性，这样才能有助于商务类应用农村地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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