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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前    言言  

互联网改变了人们传递信息的方式，缩短了时空的距离，影响了我们的生活。在互联网

迅速发展的中国，网络已逐渐渗透到社会的各个人群，尤其对于处于成长期的青少年而言，

上网行为对其学习和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 

截止2008年，中国网民已达2.98亿，其中青少年网民数量占到55.9%。青少年网民既是

网民中最大的群体，也是使用网络较活跃的群体。随着青少年网民数量的增加，不健康上网

行为的监管难度也在加大。如何趋利避害，帮助青少年开展多样化的网络应用，保护青少年

免受不良信息毒害，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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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7

年开始，我中心推出了《中国青少年上网行为调查报告》，给政府管理和规范青少年上网提

供更多的思路和数据支撑，也为相关管理部门提供了决策参考。 

今年的《中国青少年上网行为调查报告》根据第二十三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调

查，对青少年网民群体进行了细分研究，尤其加入了对青少年网络生活形态的深入分析，从

不同使用深度和各个应用领域考察上网行为与青少年人际交往、网络信任、网络依赖和社会

参与意识的关系。 

我们期待对青少年网民的连续研究，能够为政府管理部门制定政策措施、社会各界加强

舆论监督、业界制定发展战略等提供支持。我们期待我们的努力能够为青少年营造积极向上

的文化氛围，打造健康良好的网络环境出一份力、尽一份心。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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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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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 年 12 月 31 日。 

◇生活形态测试语句 

测试项目 测试语句 

网络学习依赖感 离了互联网，我无法工作学习 

网络娱乐依赖感 没有互联网，我的娱乐生活会很单调 

网络依赖性 

网络信息依赖感 重大新闻我一般都首先从互联网上看到 

通过互联网我认识了很多新朋友 
人际拓展 

互联网加强了我与朋友的联系 

互联网时代，我感觉更孤单 

人际交往感 

人际隔离 
互联网减少了我与家人相处的时间 

网络人际信任感 即使是没见过面的网友说的话我也相信 

在网上进行交易是安全的 

网络信任感 

网络交易信任感 
我在互联网上填写注册信息是真实的 

意见表达意识 互联网是我发表意见的主要渠道 社会参与度 

社会关注倾向 上网以后，我比以前更加关注社会事件 

◇ 统计检验 

本报告使用统计显著性检验，*表示.05 水平显著，**表示为.01 水平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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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内容容摘摘要要  

1.1.1.1.互联网在青少年中普及率的地区差异互联网在青少年中普及率的地区差异互联网在青少年中普及率的地区差异互联网在青少年中普及率的地区差异进一步缩小进一步缩小进一步缩小进一步缩小    

截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中国青少年网民数达到 1.67 亿。与 2007 年相比，中国城乡

青少年网民占比的差距下降了 2.2 个百分点；东部和中西部地区青少年网民占比的差距也进

一步缩小，中西部青少年网民增长迅速，增速分别达到了 89.5%和 73.1%，2008 年共有 3590.1

万中西部青少年成为新增网民。 

 

2.2.2.2.青少年青少年青少年青少年在网吧在网吧在网吧在网吧上网上网上网上网的比例长期处于高位的比例长期处于高位的比例长期处于高位的比例长期处于高位，，，，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成为成为成为成为青少年青少年青少年青少年第二位的第二位的第二位的第二位的上网工具上网工具上网工具上网工具    

2008 年，青少年在网吧上网的比例为 57.5%，网吧仍然是青少年主要的上网场所之一。

这在农村青少年网民群体中表现更为突出，过去半年这一群体在网吧上网的比例达到

65.4%，高出平均水平 7.9 个百分点。同时，青少年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也在逐渐升高，目

前有近五成的青少年网民使用过手机上网。 

    

3.3.3.3.青少年青少年青少年青少年的的的的网络社交网络社交网络社交网络社交使用使用使用使用率率率率较较较较高高高高，，，，上网行为上网行为上网行为上网行为能积极能积极能积极能积极拓展拓展拓展拓展青少年青少年青少年青少年人际交往人际交往人际交往人际交往    

青少年网民使用即时通信和交友网站的比例均高于网民总体平均水平，其中，有 80.2%

的青少年网民使用即时通讯，高于网民总体平均水平 4.9 个百分点；有 20.5%的青少年网民

使用交友网站，高于网民总体平均水平 1.2 个百分点。青少年网民对上网促进其人际交往的

测试语句认同度较高，如对“通过互联网我认识了很多新朋友”，“互联网加强了我与朋友的

联系”的认同度分别达到了 71.7%和 86.4%，二者均高于网民总体平均水平。 

 

4.4.4.4.博客使用量增长迅速博客使用量增长迅速博客使用量增长迅速博客使用量增长迅速，，，，青少年网民使用网络表达青少年网民使用网络表达青少年网民使用网络表达青少年网民使用网络表达意见意见意见意见的的的的意愿意愿意愿意愿强烈强烈强烈强烈    

有 66.8%的青少年网民拥有自己的博客，年增长 33.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2.5 个百分

点。其中，有 81.7%的大学生网民拥有自己的博客，并且有 80.2%的人更新过自己的博客。

中小学生使用博客的比例也较大，分别有 65.6 %、52.0%的中学生和小学生网民拥有自己的

博客，近七成青少年网民在半年内更新过博客。同时，青少年网民对“互联网是我发表意见

的主要渠道”的认同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网民的年龄越小，通过网络渠道表达意见的意愿

越强，有四成多的中小学生将网络作为其发表意见的主要渠道。 

 

5.5.5.5.娱乐仍是青少年网民主要的网络应用娱乐仍是青少年网民主要的网络应用娱乐仍是青少年网民主要的网络应用娱乐仍是青少年网民主要的网络应用，，，，青少年青少年青少年青少年对对对对网络娱乐网络娱乐网络娱乐网络娱乐的的的的依赖依赖依赖依赖程度程度程度程度较高较高较高较高    

青少年网民听网络音乐、看网络视频、玩网络游戏的比例均高于网民总体，使用率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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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 87.7%、69.3%和 67.4%。同时，青少年网民对网络娱乐依赖测试语句的认同度高于网民

总体。在青少年群体中，有近六成的青少年网民认为如果没有互联网，生活会很单调。随着

年龄增加，青少年网民对网络娱乐的依赖程度也不断增加。大学生将网络作为娱乐工具的依

赖程度最高，达到 56.1%。 

 

6.6.6.6.青少年网络教育使用比例较低青少年网络教育使用比例较低青少年网络教育使用比例较低青少年网络教育使用比例较低，，，，网络学习和信息依赖网络学习和信息依赖网络学习和信息依赖网络学习和信息依赖程度程度程度程度较弱较弱较弱较弱        

2008 年青少年使用网络教育的比例相比 2007 年下降了 2.2 个百分点，农村地区青少年

网民使用网络教育的比例要低于城镇 4.5 个百分点。同时，青少年的网络学习依赖性低于全

国水平，对“离了互联网，我无法工作学习”的认同度只有 37.1%，低于全国数 2 个百分点。

对 “遇到问题时，我首先会去网上找答案”的认同度与网民总体平均水平相比，也有 7 个

百分点的差距。 

 

7.7.7.7.青少年青少年青少年青少年上网上网上网上网时长和网络应用数量有所增加时长和网络应用数量有所增加时长和网络应用数量有所增加时长和网络应用数量有所增加，，，，提高网络应用丰富提高网络应用丰富提高网络应用丰富提高网络应用丰富程度程度程度程度有利于防止社会隔有利于防止社会隔有利于防止社会隔有利于防止社会隔

离离离离，，，，并并并并增强增强增强增强青少年青少年青少年青少年社会参与社会参与社会参与社会参与意识意识意识意识    

与 2007 年相比，2008 年青少年上网时长有所增加。总体来看，青少年每周上网时间长

达 14.6 小时，约增加了 1.9 个小时。2008 年，青少年平均使用网络应用的数量达 7.2 个，

与 2007 年相比有所提高。上网时长的增加可能会带来青少年网络依赖感、人际拓展度和网

络信任感的增加，但是，也可能增加了他们的社会隔离感。网络应用的增加，有利于促进青

少年拓展人际交往，增加对社会的关注度，并且降低社会隔离感。 

    

8.8.8.8.青少年网民青少年网民青少年网民青少年网民具备较强具备较强具备较强具备较强的网络防范意识的网络防范意识的网络防范意识的网络防范意识，，，，女性女性女性女性的的的的防范意识防范意识防范意识防范意识要要要要强强强强于男性于男性于男性于男性    

只有 11%的青少年网民对“即使是没见过面的网友说的话我也相信”表示认同。同时，

青少年男性比女性更容易相信陌生网友，其对“即使是没见过面的网友说的话我也相信”的

认同度高出女性 3.9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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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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一一、、、、青少年青少年青少年青少年网民网民网民网民规模及群体特征规模及群体特征规模及群体特征规模及群体特征    

（（（（一一一一））））网民网民网民网民规模规模规模规模 

截至 2008 年 12 月，中国青少年网民数已经达到 1.67 亿，占总体网民人数的比例为

55.9%，较去年上升了 5 个百分点，新增青少年网民六千万。目前，青少年群体已经成为中

国最大的网民群体。 

过去一年，青少年网民规模增长速度达到 56.1%，高出全国网民总体增速 14.2 个百分

点。青少年网民群体规模迅速增加，主要是源于近年来各地学校开设了计算机操作相应课程，

使学生群体使用计算机的技能不断提高，这为青少年顺利上网创造了较好的条件；同时，随

着中西部地区网吧数量和密度的增加，具有上网功能的手机的普及，青少年可选择的上网设

备更多，这推动了青少年网民群体的增长。 

（（（（二二二二））））群体属性群体属性群体属性群体属性 

� 性别性别性别性别分布分布分布分布 

全国网民中男性占比高于女性 5个百分点，而在青少年网民中，女性网民占比达 51.1%，

较男性多出 354.2 万人。青少年网民性别构成变化与全国网民性别构成变化呈现出一定的反

差。可以预见的是，随着青少年网民的成长，未来中国整体网民性别差异将进一步缩小。 

52.5%
47.5%

51.1%48.9%

0%

20%

40%

60%

80%

整体网民 青少年网民

男性 女性

 

图图图图    1111 整体网民与青少年网民性别构成整体网民与青少年网民性别构成整体网民与青少年网民性别构成整体网民与青少年网民性别构成    

� 年龄分布年龄分布年龄分布年龄分布 

从青少年网民的年龄分布看，95.3%的青少年网民在 12 岁以上，这部分群体主要是在校

的中学生、大学生以及刚工作的 80 后职场新人。其中，12-18 岁之间的网民最为集中，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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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网民总数的比例达五成以上。 

近年来，网络使用出现越来越低龄化的趋势，更多的青少年享受到了信息化带来的资源

优势。但是，由于未成年人身心发展还未成熟，鉴别能力和自控能力较弱，网络不良信息对

这一群体的危害更大，这对网络信息的净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6-11岁
4.7%

12-18岁
50.9%

19-24岁
44.4%

 

        图图图图    2222 青少年网民年龄分布青少年网民年龄分布青少年网民年龄分布青少年网民年龄分布    

� 地区分布地区分布地区分布地区分布 

青少年网民规模的城乡差异小于网民总体城乡规模差异。青少年人群中农村网民占比高

出整体网民中农村网民占比 6.1 个百分点，在农村地区，部分成年人往往通过处于青少年

期的子女或晚辈接触网络，接受网络信息。同时，随着国家相关信息化政策的推行，特别是

农村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的加强，互联网正在向农村地区不断渗透，青少年网民中农村网民

所占比重不断提高。与 2007 年相比，农村青少年网民占比提高了 6.8%，青少年网民城乡占

比差距从 35.4%下降到 31.0%，缩小了 4.4 个百分点。 

 

28.4%
34.5%

71.6%

65.5%

0%

20%

40%

60%

80%

整体网民 青少年网民

农村 城镇

 
图图图图    3333    青少年网民与整体网民城乡规模差异青少年网民与整体网民城乡规模差异青少年网民与整体网民城乡规模差异青少年网民与整体网民城乡规模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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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和中西部地区青少年网民规模的差异也在逐渐缩小。2008 年，中西部地区与东部

地区青少年网民的占比差距缩小 13.7 个百分点。这表明，国家对经济薄弱、信息化水平低

的地区开展的信息化推进工作收到了明显的效果，青少年一代的数字鸿沟有缩小的趋势。 

 

59.0%
52.2%

47.8%
40.9%

0%

20%

40%

60%

80%

2007年 2008年

东部 中西部

 
图图图图    4444 2007 2007 2007 2007 年与年与年与年与 2008200820082008 年青少年网民东中西部地区规模年青少年网民东中西部地区规模年青少年网民东中西部地区规模年青少年网民东中西部地区规模差异差异差异差异    

 

二二二二、、、、青少年上网行为特征青少年上网行为特征青少年上网行为特征青少年上网行为特征    

（（（（一一一一））））上网地点上网地点上网地点上网地点 

家里和网吧是目前青少年最主要的上网场所。青少年网民在家里上网的比例达到

72.1%，在网吧上网的比例为 57.5%，在学校上网的比例只有 19.1%。随着学龄的增长，在家

上网的青少年占比在下降，在网吧和学校上网的比例有所增加。2008 年，虽然各地加强了

网吧禁止未成年人进入的规定的执行力度，但仍有 48.4%的中学生网民在网吧上网。大学生

最常上网的地点是学校，比例高达 87.2%，远远超出中小学生在学校上网的比例。高等学校

的网络资源远优于中小学，能够提供更完善和便利的上网资源。 

总体来看，学校还没有为中小学生提供足够的上网资源，中小学生除了家庭外，网吧仍

是获取网络信息的主要场所。由于中小学生上网行为发生在学校环境下，要比网吧更加可控

和安全，因此，加强学校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仍然是未来中国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重要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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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6%

13.6%
9.0%

18.0%

87.2%

3.0%

2.2%

3.1%

2.9%

1.6%

2.4%

77.7%

90.1%

66.0%

48.4%

0% 20% 40% 60% 80% 100%

小学生

中学生

大学生

家里 网吧 学校 单位 公共场所

 
图图图图    5555 不同学龄期青少年网民上网地点不同学龄期青少年网民上网地点不同学龄期青少年网民上网地点不同学龄期青少年网民上网地点    

 

（（（（二二二二））））上网上网上网上网设备设备设备设备 

近九成青少年网民使用台式机上网，但使用手机上网的青少年网民数量在迅速增长。有

近五成的青少年使用过手机上网，超过了使用笔记本电脑上网的比例。手机作为网络终端工

具使上网更加便利，已经成为青少年除台式机外第二位的上网终端。对于缺少电脑等上网设

备的农村地区和部分城镇地区，手机接入网络的方式为青少年提供了另一条接触互联网的途

径。 

89.6%

28.7%

0.1%

49.7%

1.5% 1.3%
0%

20%

40%

60%

80%

100%

台式机 手机 笔记本电脑 PDA 信息家电 其他

    

图图图图    6666        青少年上网青少年上网青少年上网青少年上网设备设备设备设备    

 

由于拥有手机是使用手机上网的前提条件，非学生群体已经就业，具有稳定的收入来源，

经济支付能力较强，手机拥有率也较高，因此，他们占到青少年手机网民中的 57.5%。在学

生群体中，中学生手机网民要高于其他学生群体，占比达 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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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使用手机上网的青少年经济支付能力较强，其中 44.9%的月个人可支配收入在一

千元以上，手机网民更集中于具有较高可支配收入的青少年人群。 

44.1%

28.9%

13.4%

23.8%
18.6% 16.0%

21.9%

33.2%

0%

20%

40%

60%

500元以下 501～1000元 1001-2000元 2001以上

青少年网民
青少年手机网民

 

图图图图    7777        青少年网民青少年网民青少年网民青少年网民和和和和青少年青少年青少年青少年手机网民月可支配收入手机网民月可支配收入手机网民月可支配收入手机网民月可支配收入对比对比对比对比 

 

（（（（三三三三））））上网上网上网上网深度深度深度深度 

在网民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青少年网络使用深度也在逐渐增加。2008 年，青少年平

均每周上网时间为 14.6 小时，比 2007 年增加了 1.9 个小时。相比学生群体而言，非学生群

体的上网时间更长。在学生群体中，大学生上网时长最长，达到了 18.4，超过了平均水平；

中小学生由于课业负担较重，受到家长和学校的管理，平均每周上网时间都在 10小时以内。 

青少年群体是网络应用较为活跃的群体，平均使用网络应用的数量达 7.2 个，高于网民

总体平均水平。随学龄的增加，青少年网络运用的数量逐步上升。其中，大学生是最活跃的

网民，平均网络应用数量达 9.2 个。网络应用数量的性别差异不明显，但是城乡差异存在，

城镇青少年网络使用数量要高出农村地区 1.6 个，城乡青少年网络应用深度仍然存在一定的

差距。 

表 1 不同学龄期青少年网民网络使用深度 

  小学生 中学生 大学生 青少年总体 

上网时长（小时/周） 7.8 9.7 18.4 14.6 

网络应用（个） 5.4 6.7 9.2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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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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一一、、、、青少年网络应用行为概述青少年网络应用行为概述青少年网络应用行为概述青少年网络应用行为概述    

青少年处于身心发展期，具有强烈的好奇心、求知欲和敏感性。青少年的网络应用偏好

直接受青少年独特的情感、认同等心理需求的支配，上网行为是青少年的学习、社交和娱乐

在网络上的延续。本报告结合青少年独特的网络使用偏好，对其重点的网络应用行为展开分

析。 

首先，网络社交是青少年网民使用较为活跃的应用领域之一，其中包括撰写博客、使用

即时通讯工具、登录论坛/BBS 等。其次，网络游戏、音乐和视频都是网络娱乐的范畴，通

称为网络娱乐。网络娱乐往往是青少年最开始接触的网络应用，也是最容易造成网络沉迷的

应用。另外，目前网络教育在青少年网民中的使用比例不高，但随着远程教育体系在学校中

使用的增加，青少年将来可以更多地接触外部教育资源，因此，网络教育对青少年成长的影

响将更大。 

网络购物等交易使用是青少年潜力最大的网络应用领域之一，大学生群体已经成为网络

购物的重要人群。但是从整体看，由于大部分青少年处于学龄期，他们使用较为活跃的网络

运用集中于娱乐领域，网络购物、搜索引擎、网络新闻等其他网络应用的使用率还较低。 

 

表表表表    2222        各互联网应用在青少年各互联网应用在青少年各互联网应用在青少年各互联网应用在青少年网民网民网民网民中的普及率中的普及率中的普及率中的普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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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2% 88.9% 94.0% 87.1% 87.7% 83.7% 

网络视频 60.1% 68.4% 84.3% 67.4% 69.3% 67.7% 网络娱乐 

网络游戏 69.3% 69.7% 64.6% 65.4% 67.4% 62.8% 

拥有博客 52.0% 65.6% 81.7% 65.9% 66.8% 54.3% 

即时通信 68.3% 78.7% 91.0% 80.4% 80.2% 75.3% 

交友网站 7.2% 18.0% 26.1% 23.3% 20.5% 19.3% 
网络社交 

论坛/BBS 10.9% 25.8% 55.3% 31.4% 30.6%30.6%30.6%30.6%    30.7% 

网络教育 网上教育 13.9% 16.5% 25.5% 12.7% 15.8%15.8%15.8%15.8%    16.5% 

网络购物 13.4% 16.6% 38.5% 25.1% 22.4%22.4%22.4%22.4%    24.8% 

网上卖东西 1.9% 2.1% 5.2% 4.9% 3.6%3.6%3.6%3.6%    3.7% 

网上支付 4.8% 10.2% 29.9% 19.2% 15.8%15.8%15.8%15.8%    17.6% 
电子商务 

旅行预订 2.7% 2.0% 6.6% 4.9% 3.7%3.7%3.7%3.7%    5.6% 

搜索引擎 55.7% 64.4% 84.3% 67.2% 67.3%67.3%67.3%67.3%    68.0% 
信息搜索 

网络招聘 4.6% 9.3% 29.4% 25.2% 17.8%17.8%17.8%17.8%    18.6% 

网络媒体 网络新闻 52.0% 70.2% 89.8% 71.2% 71.8%71.8%71.8%71.8%    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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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银行 6.2% 7.8% 29.4% 20.2% 15.2%15.2%15.2%15.2%    19.3% 
其他 

网络炒股 5.3% 4.6% 4.6% 4.5% 4.6%4.6%4.6%4.6%    11.4% 

注：斜体数字表示使用比例高于总体网民的应用；粗体数字表示使用比例低于总体网民的应用 

 

二二二二、、、、网络社交网络社交网络社交网络社交    

网络社交增加了青少年同伴之间、群体之间相识和了解的途径，使日常生活中部分人际

交往的需要在网络上得到了满足。对于青少年群体而言，网络社交的匿名性能回避面对面的

人际交往中的羞怯和畏惧，培养交际能力，获得人际交往中的认同和自信，因此，青少年使

用网络社交工具的比例较高。青少年网民即时通信、博客和交友网站的使用率均高于网民总

体，其中，即时通讯用户高达 80.2%，有九成的大学生网民使用即时通讯，小学生网民也有

68.3%的使用比例。 

书写博客也是青少年较为青睐的网络社交方式。目前青少年中拥有博客的达到 66.8%，

年增长 33.8%。开博客和写博客的爱好不仅限于成年的大学生，中小学生使用博客的比例也

较高，分别有 65.6 %和 52.0%的中学生和小学生网民拥有自己的博客。青少年通过博客和日

志空间等记录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使其自我表达意愿可以得到充分的展示，从而在网络空间

产生共鸣，这有利于青少年提升个人价值感。 

在交友网站、论坛和 BBS 的使用上，青少年也比较活跃。高校的论坛/BBS 已经成为大

学生使用便利、应用广泛的信息交流平台。 

表表表表    3333        不同群体青少年不同群体青少年不同群体青少年不同群体青少年网民网民网民网民网络社交应用网络社交应用网络社交应用网络社交应用            

 小学生 中学生 大学生 非学生 青少年总体 网民总体 

拥有博客 52.0% 65.6% 81.7% 65.9% 66.8%66.8%66.8%66.8%    54.3% 

即时通信 68.3% 78.7% 91.0% 80.4% 80.2%80.2%80.2%80.2%    75.3% 

交友网站 7.2% 18.0% 26.1% 23.3% 20.5%20.5%20.5%20.5%    19.3% 

论坛/BBS 10.9% 25.8% 55.3% 31.4% 30.6% 30.7% 

 

网络社交能够满足青少年的交流需求，来自其他网民的积极反馈也能提高青少年的自信

心，培养良好的信任感。但是，过度的网络社交也可能导致青少年回避正常人际交往，与现

实社会隔离，沉迷于网络虚拟世界无法自拔。因此，家长和老师应做好引导工作，帮助青少

年善用网络社交。 

 

三三三三、、、、网络网络网络网络娱乐娱乐娱乐娱乐 

（一）网络游戏 

青少年的网络游戏使用一直是家长和社会关注的焦点。目前，青少年网民中网络游戏用

户占 67.4%，中小学生玩网络游戏的比例高于青少年平均水平，有近七成中小学生网民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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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游戏用户。低龄群体自我控制能力较弱，长时间使用网络游戏，会直接造成网络游戏沉迷

等问题，严重影响正常的学习和生活。  

 

表表表表    4444        2007200720072007 与与与与 2020202008080808 年年年年青少年青少年青少年青少年网民网民网民网民网络游戏使用对比网络游戏使用对比网络游戏使用对比网络游戏使用对比            

 中小学生 大学生 非学生 青少年总体 总体网民 

2008 年 69.5% 64.6% 65.4% 67.4% 62.8% 

 

处于不同年龄段青少年，对网络游戏的娱乐需求有所不同，因此其网络游戏使用偏好也

有一定的差异。棋牌类休闲类游戏由于运行便捷，操作简单，整体青少年网民使用比例均较

高。随着年龄的增长，青少年网民所偏爱的游戏的复杂程度和对战程度在增加，使用对战平

台和大型对人在线游戏的比例明显增加。而小学生使用网页游戏的比例达到 50.4%，超过青

少年总体平均水平 21 个百分点。 

了解不同年龄段青少年偏好的网络游戏使用类型，有利于加强青少年网游使用监管。通

过掌握玩网络游戏主要学生群体的年龄段，有的放矢地审查网络游戏的内容，评价其对特定

青少年群体的影响，进而推进游戏软件年龄分级制度。以期达到帮助青少年享受网络游戏带

来的益智性和愉悦性，同时减少网络游戏的负面影响的目的。 

表表表表    5555        不同群体青少年不同群体青少年不同群体青少年不同群体青少年网民网民网民网民使用网络游戏类型使用网络游戏类型使用网络游戏类型使用网络游戏类型    

 小学生 中学生 大学生 非学生 青少年总体 

棋牌类休闲类游戏 62.0% 53.7% 65.6% 67.5% 60.9% 

对战平台游戏 23.2% 30.5% 34.1% 29.9% 30.3% 

大型多人在线游戏 34.9% 45.7% 43.7% 47.6% 45.7% 

网页游戏 50.4% 32.5% 23.3% 25.0% 29.4% 

其他 6.1% 1.5% 1.0% 1.8% 1.8% 

 

（二）音乐视频 

网络音乐和视频对青少年身心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它潜移默化地向青少年传

递着价值观和生活信念，一些好的网络作品往往会给予青少年心理支持，而低俗内容会误导

青少年的好奇心，毒害青少年。有 87.7%的青少年网民使用网络音乐，青少年网络视频用户

也达到了 69.3%，高于网民总体 1.6 个百分点。随着青少年手机上网比例的上升，从上网设

备来控制低俗内容传播愈加困难。如何防范低俗内容对青少年的影响是一个日益严峻的问

题。 

表表表表    6666        不同群体不同群体不同群体不同群体青少年青少年青少年青少年网民网民网民网民网络音乐和视频使用对比网络音乐和视频使用对比网络音乐和视频使用对比网络音乐和视频使用对比            

 小学生 中学生 大学生 非学生 青少年总体 总体网民 

网络音乐 70.2% 88.9% 94.0% 87.1% 87.7% 83.7% 

网络视频 60.1% 68.4% 84.3% 67.4% 69.3% 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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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游戏、网络音乐和网络视频等娱乐应用仍然是青少年最活跃的网络应用领域，其对

青少年网民的影响最大，不健康的上网行为和不良内容通过网络进行传播，会影响青少年的

身心健康。尤其是中小学生，其网络应用更为娱乐化和单一化，更易出现游戏沉迷和聊天上

瘾的现象。近年来推出的网络游戏防沉迷系统，通过对青少年使用网络游戏的时间进行监控，

按时提醒下线，使用技术手段对未成年人在线游戏的时间予以限制，有利于更好地监管青少

年的网络使用，控制网络娱乐使用的时间。但是如何使这一系统更加有效的运行，是需要进

一步思考的问题。 

 

四四四四、、、、网络网络网络网络教育教育教育教育    

网络教育旨在通过远程技术，实现知识和教育的跨地区传递。通过网络教育，帮助教育

资源落后地区的青少年享受到丰富的教育资源。目前，中西部地区青少年网民网络教育使用

率要高于东部地区，东部地区青少年网民网络教育使用率仅为 15%，而中、西部地区这一比

例分别达到 16.5%和 17.2%，中、西部地区青少年网民对网络教育的需求和使用程度高于东

部地区。 

长期以来，我国的教育资源存在严重的东西部失衡问题，网络教育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

弥补了中西部地区的教育资源的不足，给中西部地区青少年提供了更为便捷的受教育方式。

但是，目前农村地区青少年网民使用网络教育比例低于城市 4.5 个百分点，应该加强网络教

育在农村地区的拓展工作，让更多的农村地区青少年了解并使用网络获取教育资源。 

 

表表表表    7777        东中西部东中西部东中西部东中西部青少年青少年青少年青少年网民网民网民网民网络教育使用对比网络教育使用对比网络教育使用对比网络教育使用对比                

 东部 中部 西部 青少年整体 

网络教育 15.0% 16.5% 17.2% 15.8% 

 

五五五五、、、、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一）信息搜索 

网络信息搜索包括新闻浏览和搜索引擎使用。相比全国网民，青少年网民整体上网查找

信息的比例较低，其中大学生使用比例较高，大学生浏览网络新闻和使用搜索引擎的比例分

别高于整体网民 11.3 和 16.3 个百分点，而中小学生和非学生群体使用网络信息水平偏低。 

对青少年而言，网络信息查询提供了一条快速便捷的求知渠道。但是，网络信息社会下

搜索引擎的过度使用，也会使青少年形成急于求成、不求深入的心理特点。因此家长、学校

和社会应该促进信息搜索与网络教育相结合，通过信息的初步搜寻深入到进一步的系统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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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从而在青少年群体中发挥信息搜索的学习价值，推广和普及网络教育。 

 

（二）网络求职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企事业单位通过互联网发布招聘信息，通知笔试面试等。大学生和

其他求职者也越来越多地通过邮件投递简历。据统计，2008 年，大学生使用互联网查找招

聘信息，进行网络求职的比例达到了 29.4%，高于全国平均值 10.8 个百分点。  

    

（三）网络购物 

大学生是网络消费的重要群体。2008 年，大学生网民有 38.5%的人曾使用网络购物，高

出全国网民平均值 13.7 个百分点。另外，大学生在网络售物、网上支付、旅游预定和网上

银行网络等交易应用上都高于网民平均水平。由于高校学生越来越多地使用电子银行支付学

费，公务员考试、各类资格考试等也可以通过网络支付报名费，间接促进大学生成为网络支

付和交易的活跃人群。同时，也有 16.6%的中学生和 13.4%的小学生涉足网络购物，他们可

能成为未来网络购物的重要消费人群。网购具有的方便、快捷特性适合青少年的冲动性消费

习惯，网上出售的时尚产品和较低的价位也与学生群体的需求吻合，网络购物等交易应用将

会成为未来青少年群体的网络使用的重要领域，成长起来的青少年一代的购买需求也将带动

中国电子商务市场的发展。 

 

表表表表    8888        不同青少年不同青少年不同青少年不同青少年网民网民网民网民群体群体群体群体网络交易使用网络交易使用网络交易使用网络交易使用    

 小学生 中学生 大学生 青少年总体 网民总体 

网络购物 13.4% 16.6% 38.38.38.38.5%5%5%5%    22.4% 24.8% 

网上售物 1.9% 2.1% 5.2%5.2%5.2%5.2%    3.6% 3.7% 

网上支付 4.8% 10.2% 29.9%29.9%29.9%29.9%    15.8% 17.6% 

网上银行 6.2% 7.8% 29.4%29.4%29.4%29.4%    15.2% 19.3% 

 

综观青少年网络应用行为，虽然目前青少年在网络交易使用和生活助手使用上还较低，

但是与 2007 年相比，2008 年青少年网络音乐、网络视频和网络游戏等娱乐性应用上的使用

率有所下降，在网络新闻和网络招聘等生活助手类应用上的使用率有所增加。同时，青少年

网民在网上银行和网上支付等交易类应用上的使用率也有所提升。目前，青少年网民的网络

运用已经开始从单一娱乐性应用向工具性应用扩展，趋向平衡化和丰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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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图图    8888        2007200720072007 年与年与年与年与 2008200820082008 年青少年网民部分网络应用使用率年青少年网民部分网络应用使用率年青少年网民部分网络应用使用率年青少年网民部分网络应用使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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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三三章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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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一一、、、、城乡城乡城乡城乡青少年上网青少年上网青少年上网青少年上网行为对比行为对比行为对比行为对比    

青少年网民规模的城乡比例约为 2：1，城镇青少年网民比农村青少年网民多 5178 万。

由于城乡之间在基础设施和社会发展上存在差距，城镇与农村青少年在上网场所、上网设备

和网络应用方面的差异，均表现出与规模差异相似的特点。 

由于城乡拥有家用电脑的比例悬殊，城镇青少年一般在家就可以上网，因而他们在家上

网最多，而农村青少年往往只能在网吧上网。农村地区有 65.4%的青少年网民使用网吧上网，

这一比例要高出城镇 11.7 个百分点。网吧给农村青少年提供了可及的上网环境，但是，农

村网吧管理松散，也是最容易出现安全隐患的上网场所。目前，在学校上网的青少年网民较

少，为此，应进一步加大学校网络设施的建设，将更多的青少年网民转移到安全可控的学校

环境下。 

77.3%

53.7%

11.9%

20.1%

2.5%

61.3% 65.4%

7.9%

16.9%

1.9%
0%

20%

40%

60%

80%

100%

家里 网吧 单位 学校 公共场所

城镇 农村

 

图图图图    9999    城乡青少年网民上地点对比城乡青少年网民上地点对比城乡青少年网民上地点对比城乡青少年网民上地点对比 

     

由于网络基础设施的城乡差异，目前城镇青少年使用电脑上网的比例高于农村地区，但

农村地区使用手机上网的青少年占比高于城镇。手机上网为电脑设备匮乏地区的青少年提供

了另一条接触网络的渠道。随着 3G 牌照的发放，手机上网可以提供更为丰富的网络应用。

同时，“电脑下乡”的政策也能促进农村地区家庭电脑拥有量的提升，未来农村地区青少年

网民使用台式机或笔记本上网的比例有望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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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图图    10101010        城乡青少年上网城乡青少年上网城乡青少年上网城乡青少年上网设备对比设备对比设备对比设备对比    

在几乎所有的网络应用的使用比例上，城镇青少年都高于农村青少年，其中，青少年使

用电子邮件的城乡差距为 16.2 个百分点，使用网络浏览新闻的城乡差距为 11.4 个百分点。 

农村青少年网民的网络使用更加偏重于娱乐性，更远离信息性功能。缩小城乡青少年网

民差距不仅体现在网民构成的平衡，还应该帮助农村青少年网民拓展网络应用，发挥互联网

信息功能，弥补农村地区发展落后带来的信息资源不足。 

 

二二二二、、、、东东东东、、、、中中中中、、、、西部青少年上网西部青少年上网西部青少年上网西部青少年上网行为对比行为对比行为对比行为对比    

东部地区是互联网发展较好、网民较集中的地区，青少年网民数量占到了整体的一半以

上。青少年网络使用呈现明显的东西部差异。 

东部地区青少年网民在大部分网络应用上都高于中西部地区。但是，在偏娱乐的网络应

用，如网络音乐、网络游戏使用上，西部地区的青少年网民使用比例高于东部地区。中西部

地区互联网发展较慢，青少年网络应用还停留在娱乐阶段。但是，网络教育的优势在中西部

地区得到了体现，西部地区青少年使用网络教育的比例达到 17.2%，高于东部 2.2 个百分点。 

    

表表表表 9  东中西部青少年东中西部青少年东中西部青少年东中西部青少年网民网民网民网民网络应用对比网络应用对比网络应用对比网络应用对比   

 东部 中部 西部 整体 

博客拥有 66.3% 67.2% 67.5% 66.8% 

网络音乐 87.1% 88.4% 88.3% 87.7% 

网络教育 15.0% 16.5% 17.2% 15.8% 

网络游戏 65.6% 68.9% 69.9% 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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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四四章章    青青少少年年网网络络生生活活形形态态  

与青少年网络应用行为相对应，本报告对青少年互联网价值观念进行了分析。通过调查

数据整理了青少年网民的网络生活形态，各指标的总体得分如下表：  

表表表表 10  青少年网民对生活形态语句的总体认同度青少年网民对生活形态语句的总体认同度青少年网民对生活形态语句的总体认同度青少年网民对生活形态语句的总体认同度       

测试项目 测试语句 青少年认同度 网民认同度 

网络学习依赖感 离了互联网，我无法工作学习 37.1% 39.0% 

网络娱乐依赖感 没有互联网，我的娱乐生活会很单调 59.4%59.4%59.4%59.4%    59.1% 网络依赖感 

网络信息依赖感 遇到问题时，我首先会去网上找答案 57.6% 64.6% 

通过互联网我认识了很多新朋友 71.7%71.7%71.7%71.7%    65.4% 
人际拓展感 

互联网加强了我与朋友的联系 86.4%86.4%86.4%86.4%    82.5% 

互联网时代，我感觉更孤单 19.6% 19.9% 
人际交往感 

人际隔离感 
互联网减少了我与家人相处的时间 25.4% 29.0% 

网络人际信任感 即使是没见过面的网友说的话我也相信 11.1% 11.3% 

在网上进行交易是安全的 27.1% 27.6% 网络信任感 
网络交易信任感 

我在互联网上填写注册信息是真实的 46.6% 47.5% 

意见表达意识 互联网是我发表意见的主要渠道 42.6%42.6%42.6%42.6%    41.9% 
社会参与度 

社会关注倾向 上网以后，我比以前更加关注社会事件 75.0% 76.9% 

 

通过对各个测试语句认同度的对比，发现青少年在网络娱乐依赖感、人际拓展感和意见

表达的认同度方面均高于整体网民的认同度。那么，网络使用对青少年的生活究竟产生了怎

样的影响，其人际交往和社会参与度是否因此发生了变化？下文将通过分类分组的对照分析

对此进行回答。 

 

一一一一、、、、青少年青少年青少年青少年网民网民网民网民人际交往人际交往人际交往人际交往    

网络拓展了青少年人际交往的广度，通过网络，青少年能够接触到更多的社会群体。相

比整体网民，青少年网民网络使用的人际拓展感评估值更高，而人际隔离感评估值更低，这

表明上网行为明显地促进了青少年的社会交往。 

（（（（一一一一））））人际拓展人际拓展人际拓展人际拓展度度度度 

 上网带给青少年更多的社会交流，中小学生通过网络拓展了人际交往，大学生使用

网络维护了已有的人际联系。网络也明显地促进了农村地区青少年的人际交往。 

青少年对“通过互联网我认识了很多新朋友”，“互联网加强了我与朋友的联系”的认同

度分别达到了 71.7%和 86.4%，高于全国网民平均水平。前文分析发现，青少年使用即时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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讯工具的比例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网络社交工具的使用是青少年主要的上网行为。通过网络

结交朋友，密切友情，拓宽了青少年的人际交往面，也相应地提升了他们的交际能力。 

分学龄群体看，不同学龄期青少年的网络社交形态有一定的差异，中小学生通过网络认

识了新的交往人群，他们对“通过互联网我认识了很多新朋友”的认同度分别达到了 72.9%

和 74.0%，均高于青少年平均水平；大学生使用网络维护了已有的人际联系，对“互联网加

强了我与朋友的联系”的认同度最高。  

表表表表    11111111        不同学生群体网民的人际拓展认同度不同学生群体网民的人际拓展认同度不同学生群体网民的人际拓展认同度不同学生群体网民的人际拓展认同度 

 小学生 中学生 大学生 青少年总体 网民总体 

通过互联网我认识了很多新朋友 72.9%72.9%72.9%72.9%    74.0%74.0%74.0%74.0%    56.7% 71.7% 65.4% 

互联网加强了我与朋友的联系 77.7% 84.6% 88.0%88.0%88.0%88.0%    86.4% 82.5% 

 

分城乡区域看，网络对城乡青少年的人际交往拓展的影响也存在一定差异：农村青少年

网民对“通过互联网我认识了很多新朋友”的认同度高于城镇青少年近 5 个百分点。虽然农

村青少年接触外界的机会比城镇少，但网络平台的确扩大了农村地区青少年的人际交往范

围。 

表表表表    12121212        城乡青少年网民的人际拓展认同度城乡青少年网民的人际拓展认同度城乡青少年网民的人际拓展认同度城乡青少年网民的人际拓展认同度    

 城镇 农村 青少年总体 网民总体 

通过互联网我认识了很多新朋友 70.1% 75.0%75.0%75.0%75.0%    71.7% 65.4% 

互联网加强了我与朋友的联系 86.3% 86.5% 86.4% 82.5% 

 

（（（（二二二二））））人际人际人际人际隔离隔离隔离隔离感感感感 

 上网行为对青少年正常社交产生的负面影响较小。相比女性，上网行为使男性青少

年产生了更强的社会隔离感。  

青少年网民对“互联网时代，我感觉更孤单”，“互联网减少了我与家人相处的时间”的

认同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表明，上网对青少年社会交往产生的阻碍作用不大。分性别看，

有 22.6%的青少年男性网民对“互联网时代，我感觉更孤单”表示认同，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7 个百分点，而女性对其的认同度只有 16.7%，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3.2 个百分点。男性对

“互联网减少了与家人相处的时间”和对“使用互联网是否感到更孤单”的认同有接近 6

个百分点的差距。这可能与特定的网络应用有关。由于青少年男性网民使用网络游戏比例高

于女性，而游戏会产生现实隔离感，同时网络游戏导致男性青少年网民受到社会和家庭更多

的负面评价，这会导致男性群体产生更强的社会隔离感。 

表表表表    13131313        男女青少年男女青少年男女青少年男女青少年网民的社会隔离网民的社会隔离网民的社会隔离网民的社会隔离感差异感差异感差异感差异    

 男性 女性 青少年总体 网民总体 

互联网时代，我感觉更孤单 22.6%22.6%22.6%22.6%    16.7% 19.6%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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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减少了我与家人相处的时间 28.6%28.6%28.6%28.6%    22.3% 25.4% 29.0% 

 

 

二二二二、、、、青少年青少年青少年青少年网民网民网民网民网络信任网络信任网络信任网络信任    

总体而言，青少年网络信任感较低。一方面，青少年的网络防范意识较强，自我保护意

识较高；另一方面，对人际的不信任过渡到交易等其他应用的不信任，这不利于青少年开展

其他网络应用。随着年龄的增加，青少年网民的网络信任感先下降后上升。  

（（（（一一一一））））网络人际信任感网络人际信任感网络人际信任感网络人际信任感 

 青少年网络信任感较低，具备一定的网络防范意识。其中，女性的网络防范意识要

高于男性。 

在青少年网民中，只有 11%的人表示“即使是没见过面的网友说的话我也相信”。这说

明，青少年网民具备一定的网络防范意识。同时，男性青少网民更容易相信陌生网友，其对

“即使是没见过面的网友说的话我也相信”的认同度为 12.8%，高出女性 3.9 个百分点。这

与人们一般认为的女性更轻信网友的观念相反。 

（（（（二二二二））））网络交易信任感网络交易信任感网络交易信任感网络交易信任感 

 青少年网络交易信任感较低，但有随年龄增加先减少后上升的态势 

青少年网民的交易信任感略低于网民总体平均水平，其对“我在互联网上填写注册信息

是真实的”，“在网上进行交易是安全的”的认同度随年龄增加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态势。总

体来看，12-18 岁青少年网民对填写网络信息和交易的信任感最低，而两端的青少年网民信

任感相对较高。这可能与青少年心理发展程度密切相关。青少年信任的发展呈现一定的年龄

差异，随着身心的发展，其信任感的变化可能并不是简单的直线上升。 

52.6%

31.0%

45.0%
41.4%

24.9% 23.8%

0%

20%

40%

60%

6-11岁 12-18岁 19-24岁

我在互联网上填写注册信息是真实的

在网上进行交易是安全的

 

图图图图    11111111    青少年网络交易信任青少年网络交易信任青少年网络交易信任青少年网络交易信任感感感感随年随年随年随年龄变化龄变化龄变化龄变化的变动的变动的变动的变动趋势趋势趋势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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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青少年青少年青少年青少年网民网民网民网民网络依赖网络依赖网络依赖网络依赖感感感感    

（（（（一一一一））））网络学习网络学习网络学习网络学习和信息和信息和信息和信息使用使用使用使用依赖依赖依赖依赖感感感感 

 青少年在学习和信息获取上对互联网的依赖程度较低，但网络作为学习工具的作用

日益重要。 

由于网络使用的时间和条件受限，网络对于大部分青少年而言还不是必备的信息获取和

学习工具。总体来看，青少年网民对 “遇到问题时，我首先会去网上找答案”的认同度与

网民总体相比有 7 个百分点的差距，对“离了互联网，我无法工作学习”的认同度也低于网

民总体 2 个百分点。但是，网络作为青少年学习的必备工具价值已经逐步体现，有三成多的

中小学生认为“离了互联网，我无法学习”，大学生群体对网络学习的依赖感更高，未来青

少年对网络学习和信息使用的依赖感将进一步增强。 

 

（（（（二二二二））））网络娱乐依赖网络娱乐依赖网络娱乐依赖网络娱乐依赖感感感感 

 青少年对网络娱乐的依赖感较强，网络娱乐使用依然需要重点关注。 

青少年对网络娱乐的依赖感高于网民总体。有近六成青少年网民认为“没有互联网，我

的娱乐生活会很单调”。随着年龄的增加，青少年对网络娱乐的依赖感增强。大学生对“没

有互联网，其娱乐生活会很单调”的认同度达到 63.9%，高出网民总体平均水平 4.8 个百分

点。 

目前，青少年网民中网络游戏用户为 67.4%，使用网络音乐青少年网民也高达 87.8%，

娱乐一直是青少年上网的主要行为。对于青少年群体而言。较高的网络依赖感可能导致网络

沉迷，家长和学校应该丰富青少年其他的娱乐方式，防止网络成瘾等现象的出现。 

 

四四四四、、、、青少年青少年青少年青少年网民网民网民网民社会社会社会社会参与参与参与参与度度度度    

青少年网民的社会参与度较低，但青少年使用网络表达意见的意识较强。因此，应该关

注青少年通过网络表达意愿的行为，做好引导和关怀工作。  

（（（（一一一一））））社会信息关注倾向社会信息关注倾向社会信息关注倾向社会信息关注倾向 

 上网增强了青少年对社会事件的关注度，但是其作用低于网民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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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对“上网以后，我比以前更加关注社会事件”的认同度低于网民总体平均水平。

青少年对社会信息的关注，并没有因为上网而大幅度增加，这可能与上网青少年信息使用量

较低有关。 

表表表表    14141414        不同青少年网民群体不同青少年网民群体不同青少年网民群体不同青少年网民群体信息信息信息信息网络信息网络信息网络信息网络信息关注倾向关注倾向关注倾向关注倾向差异差异差异差异     

  小学生 中学生 大学生 非学生 青少年总体 

网民

总体 

上网以后，我比以前更加关注社会事件 74.1% 75.0% 73.7% 75.5% 75.0% 76.9% 

 

（（（（二二二二））））网络渠道网络渠道网络渠道网络渠道意见表达行为意见表达行为意见表达行为意见表达行为 

 青少年偏爱使用网络表达意见，年龄越小的群体，使用网络表达意见的欲望越强。 

青少年对“互联网是我发表意见的主要渠道”的认同度略高于网民总体平均水平。由于

青少年在网络上发表意见可以避免家长的干扰，博客、个人空间逐渐成为青少年诉说内心的

主要场所。从表 15 可以看出，小学生认为“互联网是我发表意见的主要渠道”比例最高，

其次是中学生，大学生对其认同感反而较低。 

意见的顺畅表达是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青少年的困扰和烦恼在现实生

活中得不到宣泄，将互联网作为主要的意见表达场所，这有利于缓解他们的一些心理压力。

但是，中小学生使用网络的分辨能力还有待提高，其将网络作为意见表达的主要渠道，容易

受到蒙蔽和诱导。 

由于滥用网络，目前社会上出现了青少年宁愿与陌生网友聊天，也不愿与父母交心的现

象。借助网络平台，人们的意见表达更加自由，但是家长和学校应该更关注青少年的意见表

达需要，增进彼此的沟通，促进青少年健康上网。 

表表表表    15151515        不同青少年不同青少年不同青少年不同青少年网民网民网民网民群体网络群体网络群体网络群体网络渠道意见表达行为差异渠道意见表达行为差异渠道意见表达行为差异渠道意见表达行为差异        

  小学生 中学生 大学生 青少年总体 网民总体 

互联网是我发表意见的主要渠道 46.0% 42.5% 38.3% 42.6% 41.9% 

 

五五五五、、、、青少年青少年青少年青少年网民网民网民网民网络生活形态网络生活形态网络生活形态网络生活形态小结小结小结小结    

（（（（一一一一））））不同青少年网民群体的网络生活形态不同青少年网民群体的网络生活形态不同青少年网民群体的网络生活形态不同青少年网民群体的网络生活形态 

总体而言，网络的交友工具价值在青少年群体中得到更大的体现，青少年网民对互联网

拓展其人际交往的认可度较高，由于网络产生的人际交往的隔离感较小；网络的娱乐性仍然

是青少年网民最主要的需求，青少年对网络作为娱乐工具的依赖感较强，将其作为学习和信

息工具的依赖感较弱；网络作为青少年意见表达的渠道作用也较为突出。由于不同学龄期的

青少年认知和情感发展成熟度的不同，其网络生活形态存在一定的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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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16161616 不同不同不同不同群体青少年网络生活形态对比群体青少年网络生活形态对比群体青少年网络生活形态对比群体青少年网络生活形态对比    

 中小学生 大学生 非学生 全国数 

依赖感 46.7% 56.1%56.1%56.1%56.1%    55.2% 54.2% 

人际拓展 77.3%77.3%77.3%77.3%    72.3% 81.1%81.1%81.1%81.1%    74.0% 

人际隔离 20.3% 20.1% 25.7%25.7%25.7%25.7%    24.5% 

信任感 25.7% 33.3%33.3%33.3%33.3%    30.4% 25.0% 

参与度 59.4% 56.0% 59.5% 59.4% 

 

� 中小学生中小学生中小学生中小学生 

上网行为明显拓展了中小学生的社会交往。中小学生认为网络社交对其人际拓展的积极

作用要大于人际隔离的消极作用，他们对互联网的依赖感较弱。虽然年龄较小的网民更加侧

重于使用网络娱乐性，但从总体看，由于受到家长和学校的监管，中小学生的上网时间受到

限制，这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高的网络依赖性造成的网络沉迷。 

� 大学生大学生大学生大学生 

大学生对网络的依赖感最高，这与大学生群体网络生活最为活跃密切相关。在主要的网

络应用普及率上，大学生均高于其他青少年网民群体。同时，由于身心的成熟，大学生群体

的网络信任感最高，超出整体网民 8.3 个百分点。高信任是网络购物等商务运用最重要的因

素。时间上的闲暇、时尚和潮流的追随，都是促使大学生尝试网络应用，并成为忠诚用户的

原因。 

� 非学生非学生非学生非学生 

上网行为对非学生青少年群体的人际拓展造成的影响最大。由于非学生青少年群体比同

龄人更早地步入了职场，其人际圈受其职业的局限，网络成为他们联系同学，广交朋友的最

佳渠道。同时，这一群体也是人际隔离最强的群体。由于互联网社交和娱乐的增加，线下面

对面的交往就相应减少，因此更容易产生人际隔离感。 

 

（（（（二二二二））））不同网络运用行为不同网络运用行为不同网络运用行为不同网络运用行为对青少年对青少年对青少年对青少年网络生活形态网络生活形态网络生活形态网络生活形态的影响的影响的影响的影响 

根据前文分析，青少年网络应用行为中网络游戏使用和网络交友使用较为突出，将青少

年网民按照是否使用网络游戏为分界线，分为网络游戏组和非网络游戏组；按照是否使用网

络社交为分界线，分为网络社交组和非网络社交组。 

 

表表表表    17171717    不同网络应用行为下青少年网络生活形态的差异显著性检验不同网络应用行为下青少年网络生活形态的差异显著性检验不同网络应用行为下青少年网络生活形态的差异显著性检验不同网络应用行为下青少年网络生活形态的差异显著性检验    

 是是是是、、、、非网游非网游非网游非网游组均值差异组均值差异组均值差异组均值差异 是是是是、、、、非非非非交友组均值差异交友组均值差异交友组均值差异交友组均值差异 

通过互联网我认识了很多新朋友 0.138** 0.347** 人际交往人际交往人际交往人际交往 

互联网加强了我与朋友的联系 0.079* 0.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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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时代，我感觉更孤单 -0.043 0.109* 

即使是没见过面的网友说的话我也相信 0.030 0.104** 

我在互联网上填写注册信息是真实的 0.127** 0.157** 网络信任网络信任网络信任网络信任 

在网上进行交易是安全的 0.074 0.233** 

离了互联网，我无法工作学习 0.097* 0.196** 

没有互联网，我的娱乐生活会很单调 0.139** 0.296** 网络依赖网络依赖网络依赖网络依赖 

遇到问题时，我首先会去网上找答案 0.088 0.258** 

上网以后，我比以前更加关注社会事件 
0.056 0.199** 

社会参与社会参与社会参与社会参与 

互联网是我发表意见的主要渠道 
0.109* 0.258** 

 

� 网络社交对青少年网民的影响网络社交对青少年网民的影响网络社交对青少年网民的影响网络社交对青少年网民的影响 

统计分析发现，交友网站在帮助青少年扩大人际交往圈子方面具有显著影响。使用交友

网站的青少年网民比不使用者更认可 “通过互联网我认识了很多新朋友”，“互联网加强了

我与朋友的联系”。但是，交友网站也会使青少年网民产生较强的社会隔离感，使用交友网

站的青少年比不使用交友网站的青少年更多地认为“互联网时代，我感觉更孤单”，这种差

异十分明显。由此可见，网络交友对青少年产生了两个反差性影响：一方面，网络交友帮助

青少年认识、结交了更多的朋友，另一方面也使得仅仅依赖网络社交的青少年感觉更加孤独，

因此，网络交友不能完全取代线下人际交往，尤其是家庭在青少年的社交需求中的作用。 

网络交友增强了青少年网民的网络依赖感，提高了其网络信任感。青少年的网络人际信

任感和交易信任感要显著高于不使用网络交友的青少年。 

网络交友提高了青少年使用网络查询信息的意识，使用网络交友的青少年会更多地去网

上寻找答案，也更多地关注社会事件。相对而言，网络交友是“开放式”的网络应用，在增

进青少年社会关注度上，可以适当鼓励青少年的网络交友行为。 

 

� 网络游戏网络游戏网络游戏网络游戏对青少年网民的影响对青少年网民的影响对青少年网民的影响对青少年网民的影响 

网络游戏给青少年网民带来一定的人际拓展感，这可能是因为，网络游戏用户经常能结

成一定的群体，玩网络游戏的青少年一般也是群体中的活跃分子，容易得到更多的群体认同。 

玩网络游戏的青少年网民比不使用者从互联网上获取的信息更多，他们在网络上填写注

册信息的真实性方面显著高于后者，前者也更多地将互联网作为主要的意见表达渠道。随着

网络游戏的使用，青少年网络依赖感会显著增强。 

但是，网络游戏使用对其他应用的促进作用不明显，使用网络游戏的青少年与不玩网络

游戏的青少年，在使用网络解决问题、查找答案上基本无差异；在网上进行交易的信任感和

陌生网友的信任感上无显著差异；在对“上网以后，我比以前更加关注社会事件”的认同度

上也无显著差异。 



 

2008-2009 中国互联网研究报告系列之“中国青少年上网行为调查报告”                              

 28 

 

（（（（三三三三））））不同网络使用深度不同网络使用深度不同网络使用深度不同网络使用深度的青少年网络生活形态的青少年网络生活形态的青少年网络生活形态的青少年网络生活形态差异差异差异差异 

本报告分析网络使用深度，从上网时长和网络运用数量两方面考虑，以青少年网民上网

时长平均水平（14.6 小时/周）为分界线，分为上网时间长、短组；以网络应用数量平均值

（7 个）为分界线，分为网络运用多、少组。 

    

表表表表    18181818    不同网络使用深度下青少年网络生活形态的差异显著性检验不同网络使用深度下青少年网络生活形态的差异显著性检验不同网络使用深度下青少年网络生活形态的差异显著性检验不同网络使用深度下青少年网络生活形态的差异显著性检验    

 长长长长、、、、短上网时长组均值差异短上网时长组均值差异短上网时长组均值差异短上网时长组均值差异 

多多多多、、、、少网络运用组均值少网络运用组均值少网络运用组均值少网络运用组均值

差异差异差异差异 

通过互联网我认识了很多新朋友 0.121** 0.019 

互联网加强了我与朋友的联系 0.261** 0.230** 

人
际
交
往

人
际
交
往

人
际
交
往

人
际
交
往 互联网时ҷ，我ᛳ㾝ᄸऩ 0.095* -0.012 

े使ᰃ≵㾕过面的网友䇈的䆱我гⳌֵ 0.091** 0.070* 

我互联网上฿ֵݠ⊼ݭᙃᰃⳳᅲ的 0.312** 0.337** 

网
络
信
任

网
络
信
任

网
络
信
任

网
络
信
任 网上䖯行Ѹᯧᰃᅝܼ的 0.296** 0.449** 

⾏了互联网，我᮴⊩Ꮉᄺд 0.210** 0.161** 

≵᳝互联网，我的စФ⫳⌏Ӯ很ऩ调 0.361** 0.369** 

网
络
依
赖

网
络
依
赖

网
络
依
赖

网
络
依
赖 䘛到䯂乬时，我佪ܜӮএ网上ᡒㄨḜ 0.403** 0.373** 

上网以ৢ，我↨以前加݇⊼⼒Ӯџӊ 
0.003 0.111** 社

会
社
会
社
会
社
会
参
与
参
与
参
与
参
与 

互联网ᰃ我থ㸼ᛣ㾕的Џ㽕⏴䘧 
0.096* 0.151** 

 

� ϡৠ上网时长ϡৠ上网时长ϡৠ上网时长ϡৠ上网时长的的的的青少年网民青少年网民青少年网民青少年网民网络⫳⌏ᔶᗕ差异网络⫳⌏ᔶᗕ差异网络⫳⌏ᔶᗕ差异网络⫳⌏ᔶᗕ差异 

㒳䅵Ẕ偠থ⦄，䱣ⴔ上网时间的加，青少年的Ҏ䰙ᢧሩ度ᰒ㨫ᦤ催，ৠ时，݊⼒Ӯ䱨

⾏ᛳгᰒ㨫强。䖭ৃ㛑ᰃ为，䱣ⴔ上网时间的加，Ⳍ应线ϟ的Ҏ䰙Ѹᕔ时间Ӯޣ少。

ℸ，应䆹ড়⧚ᐂ助青少年ᅝᥦ上网时间，制݊上网时长，ޣ少互联网ᇍ青少年᮹ᐌ⼒Ӯ

Ѹᕔ的䋳面ᕅડ。 

上网时长的加，݊ 网络ֵӏᛳᰒ㨫ᦤ，使青少年通过网络㦋পֵᙃ和㸼䖒ᛣ㾕的行为

多，Ԛᑊ≵᳝Ⳍ应ᰒ㨫ᦤछ青少年ᇍ⼒Ӯ的݇⊼度。上网时间长的青少年和上网时间短的

青少年，ᇍ“上网以ৢ，我↨以前加݇⊼⼒Ӯџӊ”的认ৠ上差异ϡᰒ㨫。 

� ϡৠ网络应用数量ϡৠ网络应用数量ϡৠ网络应用数量ϡৠ网络应用数量的的的的青少年网民青少年网民青少年网民青少年网民网络⫳⌏ᔶᗕ差异网络⫳⌏ᔶᗕ差异网络⫳⌏ᔶᗕ差异网络⫳⌏ᔶᗕ差异 

䱣ⴔ网络应用使用量的加，青少年ᇍ“互联网加强了我与朋友的联系”的认ৠ度гᰒ

㨫加，Ԛ݊Ҏ䰙䱨⾏ᛳै≵᳝ᰒ㨫强，ড㗠᳝᠔ϟ䰡。ℸ网络应用的加᳝߽Ѣ֗䖯

青少年ᢧሩҎ䰙Ѹᕔ，㛑ᢉ⍜网络ѻ⫳的Ҏ䰙䱨⾏ᛳ。上᭛থ⦄，青少年上网的时间䍞长，

݊ѻ⫳的与⼒Ӯ的䱨⾏ᛳ䍞强。Ԛᰃ，加网络应用Єᆠ度，㛑ޣ少青少年为网络过度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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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而产生的与现实生活的脱离感。目前，网络音乐和游戏是青少年上网的主要内容，因此，

应该鼓励青少年进行网上教育、信息检索和网络购物等其他方面的使用，扩大网络应用的广

度。 

同时，网络应用的增加有利于提升青少年对社会的关注度。使用网络应用数量越多的青

少年，其网络信任程度显著高于网络应用数量少的青少年。网络运用数量的增加，也会显著

提升青少年网民的社会关注度，使用网络应用 7 个以上的群体对 “上网以后，我比以前更

加关注社会事件”认同显著高于使用 7 个以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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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五五章章  结结论论与与建建议议  

中国青少年网民群体数量持续增长，网络应用日趋丰富，但是，青少年网民的规模构成

和网络应用仍存在一定的问题，这突出的表现为： 

（（（（一一一一））））不同地区不同地区不同地区不同地区青少年青少年青少年青少年网民占比的网民占比的网民占比的网民占比的相对相对相对相对差距差距差距差距有所有所有所有所缩小缩小缩小缩小，，，，但绝对差距仍然很大但绝对差距仍然很大但绝对差距仍然很大但绝对差距仍然很大 

与 2007 年相比，中国城市青少年网民与农村青少年网民占比的差距下降了 2.2 个百分

点。同时，东部和中西部地区青少年网民占比的差异也进一步缩小，2008 年中西部地区新

增青少年网民 3590.1 万。但是，目前城镇与农村青少年网民的人数比约为 2：1，城镇青少

年网民比农村青少年网民多出 5178 万；东部地区青少年网民数量占到了网民总数的一半以

上。总体看地区间绝对差异还较大。青少年网民群体是未来中国网民群体的中坚力量，因此，

应加大农村地区信息化推进工作，提高农村和中西部青少年上网比例，进一步缩小地区数字

鸿沟。  

（（（（二二二二））））网吧网吧网吧网吧是青少年上网的主要场所是青少年上网的主要场所是青少年上网的主要场所是青少年上网的主要场所，，，，手机上网手机上网手机上网手机上网比例的上升比例的上升比例的上升比例的上升造成监管造成监管造成监管造成监管难度加大难度加大难度加大难度加大 

目前，我国已经出台了有关于未成年人禁止进入网吧上网的管理条例。但是，在网吧上

网的未成人尤其是学生所占的比例一直居高不下。2008 年，青少年在网吧上网的比例为

57.5%，其中，有 48.4%的中学生网民在网吧上网。在网吧上网的网民占比超过半数。农村

未成年网民在网吧上网比例高达 61.6%，城镇未成年网民在网吧上网比例也达到了 42.2%。 

目前有近五成的青少年使用手机上网，手机成为青少年第二位的上网设备。中学生使用

手机上网占比较高，达到 36.2%。手机上网应用相比互联网而言，上网时空限制少，未成年

人使用手机浏览信息下载文件，更容易接触到不健康的网络内容。因此，手机上网增加了青

少年接触网络机会，也使未成年人上网行为监管更加困难。 

（（（（三三三三））））青少年网络娱乐依赖感较强青少年网络娱乐依赖感较强青少年网络娱乐依赖感较强青少年网络娱乐依赖感较强，，，，网络网络网络网络教育使用比例较低教育使用比例较低教育使用比例较低教育使用比例较低 

青少年网民对网络娱乐的依赖感高于网民总体。其中，有近五成的小学生网民认为如果

没有互联网，生活会很单调。随年龄增加，青少年对网络娱乐的依赖感也不断增加。这与青

少年网民普遍地使用网络娱乐密切相关，有 87.7%的青少年网民听网络音乐，有 69.3%的青

少年看网络视频，有近七成中小学生网民是网络游戏用户。 

而青少年使用网络教育的比例较 2007 年下降了 2.2 个百分点。青少年群体对网络学习

和信息的依赖感也低于全国水平，如他们对“离了互联网，我无法工作学习”的认同度只有

37.1%，低于网民总体平均水平 2个百分点。总体看，娱乐性还是青少年上网的主要目的。 

（（（（五五五五））））网络空间信息良莠不齐网络空间信息良莠不齐网络空间信息良莠不齐网络空间信息良莠不齐，，，，青少年易受青少年易受青少年易受青少年易受不良不良不良不良信息影响信息影响信息影响信息影响    

网络信息丰富便利，但是仍然存在诸多不良信息，这会让青少年网民误入歧途。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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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民接受性强，又处在价值观形成时期，随着网络信息使用的增加，网络渠道中不良的网络

信息可能扭曲青少年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加强对青少年重点的网络应用行为的关注

和管理，仍将是一项艰巨的工程。 为了帮助青少年健康上网，政府、学校、家庭和社会各

界应该通力协作，从源头和渠道上铲除不健康网络内容，防止青少年网络沉迷。在帮助青少

年健康上网的同时，带动周边人群了解、使用互联网，全面推进信息化发展。 

为了有效解决青少年网民在规模构成和网络应用上存在的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

手： 

一、 净化网络环境，给青少年营造健康的上网氛围     

（（（（一一一一））））加大网吧管理力度加大网吧管理力度加大网吧管理力度加大网吧管理力度    

针对我国目前在网吧上网的未成人尤其是学生比例一直居高不下的现象，相关管理部门

应进一步加强网吧管理力度，尤其应该取缔和监管学校周边的网吧，加大未成年人禁止进入

网吧上网的管理条例的执行力度，防止青少年在网吧上网接触不健康内容。 

（（（（二二二二））））净化网络文化净化网络文化净化网络文化净化网络文化    

加强网络文化建设，一方面，要加大内容建设力度，满足青少年网民多样化、个性化的

文化信息需求；另一方面，要积极引导其他网络应用行为，引导青少年开展网络学习和商务

活动，鼓励青少年将网络从娱乐工具向生活助手转移。同时，充分发挥网络的特性，将传统

教育与网络教育结合，鼓励学生使用网络查询信息，使用网络搜索教育资源等。 

取缔不利于青少年身心健康的信息，依靠政策管理净化青少年网络空间。坚持互联网产

品及内容的分层分类管理，对网络产品内容进行更加严格的审核和分级。目前网络音乐、网

络视频和网络游戏是青少年最多的网络应用。网络娱乐产品的不良内容极易毒害青少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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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助对整体互联网内容的监管，强化对手机接入的互联网内容的管理。避免由于上网时

空限制少，未成年人使用手机浏览信息下载文件，接触不健康的网络内容。 

（（（（三三三三））））加强加强加强加强社会社会社会社会监督监督监督监督    

净化青少年上网环境，不仅仅是政府、网络运营者、内容提供的责任，同时需要全社会

的多方协作。近年来，文明办网、文明上网工程连续不断，犹如刮起了一股绿色风暴，整体

营造和谐的网络空间，这有助于青少年上网空间的净化，也增强了青少年自觉抵制不良信息

的意识。文明办网、文明上网将是一项长期的工程，需要全社会的积极支持和参与，它不仅

需要政府的正确监管，更需要行业组织长期的积极引导。 

 

二、 加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引导青少年网络学习 

学校应推广网络教育、提高学生的网络信息获取能力。一方面，引导青少年开展网络学

习和信息检索，将传统教育与网络教育结合，鼓励学生使用网络查询信息，使用网络搜索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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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资源等。另一方面，鼓励青少年的网络商务应用，促进青少年网络应用的多样化，从单一

娱乐使用向学习平台、信息媒介、生活助手转移。目前还有一些学校与开发商等机构展开合

作，开发和推荐绿色网络游戏，建立适宜青少年的网络交友社区，打造适宜青少年的网络空

间，可以帮助青少年在娱乐中掌握知识，增进品德。 

充分发挥家庭教育功能，鼓励青少年的正确上网行为。家里是青少年主要的上网场所之

一，青少年在家上网的比例较高。因此，家长应该监督和引导青少年上网行为，不应该单纯

使用消极的管制措施，而应该给予更多的积极引导。家长应该主动与青少年增加沟通与交流，

鼓励其在现实中拓展交往能力。家长可以和青少年一起上网，一方面对青少年上网活动进行

监管，另一方面也增加了亲子间的沟通，建立和谐的家庭氛围。 

 

三、 推进青少年网络使用，助力农村、中西部地区信息化发

展 

由于城乡网络基础的设施存在差异，人们接触网络的机会差异较大，城乡之间存在网络

使用的“数字鸿沟”。同时，东部地区互联网产业发展较好，网民占比较高，中西部地区信

息化程度较弱,“数字鸿沟”也出现了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 

要缩小地区间的数字鸿沟，在全国范围内推进信息化建设，让网络的信息和服务的便利

性能惠及农村和中西部经济薄弱地区，需要发挥网络使用活跃群体的带动力量。因此，促进

青少年群体的网络使用既是互联网普及工作的内容，也是更大范围推进信息化建设的助力。 

无论居住在城市还是农村，青少年普遍具有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因而在网络使用上

比其他年龄段群体更加主动。在农村和中西部地区，部分成年人往往通过处于青少年期的子

女或晚辈接触网络，接受网络信息。因此，青少年是经济薄弱地区互联网使用普及的重要推

动群体。应该鼓励和帮助青少年群体接触网络，开展网络应用，以点带面助力农村和中西部

地区的信息化发展。农村和中西部地区的信息化推进应该从“小”抓起，提高农村和中西部

地区青少年网络使用率，保证年轻一代能够较平等地享受信息社会资源，发挥信息的渗透性、

推动互联网在农村地区、中西部地区社会生产、人民生活各个领域的广泛应用。通过青少年

的小手，拉近农民与网络信息的距离，促进农村和中西部地区信息化发展。达到以信息化引

领农村和中西部地区的未来人力资本提升和社会进步的目的。 



 

2008-2009 中国互联网研究报告系列之“中国青少年上网行为调查报告”                              

 33 

附附录录：：图图表表目目录录  

图目录图目录图目录图目录 

图 1 整体网民与青少年网民性别构成..................................................................................................8 

图 2 青少年网民年龄分布......................................................................................................................9 

图 3 青少年网民与整体网民城乡规模差异 .........................................................................................9 

图 4 2007 年与 2008 年青少年网民东中西部地区规模差异 ............................................................10 

图 5 不同学龄期青少年网民上网地点................................................................................................ 11 

图 6  青少年上网设备 ......................................................................................................................... 11 

图 7  青少年网民和青少年手机网民月可支配收入对比 ..................................................................12 

图 8  2007 年与 2008 年青少年网民部分网络应用使用率 ...............................................................18 

图 9 城乡青少年网民上地点对比 .......................................................................................................19 

图 10  城乡青少年上网设备对比 .......................................................................................................20 

图 11 青少年网络交易信任感随年龄变化的变动趋势 .....................................................................23 

 

表目录表目录表目录表目录    
表 1 不同学龄期青少年网民网络使用深度 ........................................................................................12 

表 2  各互联网应用在青少年网民中的普及率..................................................................................13 

表 3  不同群体青少年网民网络社交应用..........................................................................................14 

表 4  2007 与 2008 年青少年网民网络游戏使用对比.......................................................................15 

表 5  不同群体青少年网民使用网络游戏类型..................................................................................15 

表 6  不同群体青少年网民网络音乐和视频使用对比......................................................................15 

表 7  东中西部青少年网民网络教育使用对比..................................................................................16 

表 8  不同青少年网民群体网络交易使用..........................................................................................17 

表 9  东中西部青少年网民网络应用对比..........................................................................................20 

表 10  青少年网民对生活形态语句的总体认同度............................................................................21 

表 11  不同学生群体网民的人际拓展认同度....................................................................................22 

表 12  城乡青少年网民的人际拓展认同度........................................................................................22 

表 13  男女青少年网民的社会隔离感差异........................................................................................22 

表 14  不同青少年网民群体信息网络信息关注倾向差异 ................................................................25 

表 15  不同青少年网民群体网络渠道意见表达行为差异 ................................................................25 

表 16 不同群体青少年网络生活形态对比 ..........................................................................................26 

表 17 不同网络应用行为下青少年网络生活形态的差异显著性检验..............................................26 

表 18 不同网络使用深度下青少年网络生活形态的差异显著性检验..............................................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