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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前言言  

1997 年，国家主管部门研究决定由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牵头组织有关互

联网单位共同开展互联网行业发展状况调查，自 1997 年至今 CNNIC 已成功发布了 32 次

全国互联网发展统计报告，本次报告是第 33 次报告。当前互联网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经济社

会发展、改变人民生活形态的关键行业，CNNIC 的历次报告则见证了中国互联网从起步到

腾飞的全部历程，并且以严谨客观的数据，为政府部门、企业等各界掌握中国互联网络发

展动态、制定相关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受到各个方面的重视，被国内外广泛引用。 

自 1998 年以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形成了于每年 1 月和 7 月定期发布《中国互联

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的惯例。第 33 次统计报告延续了以往内容和风格，对我国网民规

模、结构特征、接入方式和网络应用等情况进行了连续的调查研究。 

本年度《报告》的数据采集工作一如既往地得到了政府、企业以及社会各界的大力支

持。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国家主管部门指导下，各项调查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在各互联网

单位、调查支持网站以及媒体等的密切配合下，基础资源数据采集及时完成。在此，谨对

他们表示最衷心的感谢！同时也对接受第 33 次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调查的网民朋友表示最

诚挚的谢意！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2014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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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报告告摘摘要要  

一、基础数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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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截至 2013 年 12 月，中国手机网民规模达 5 亿，较 2012 年底增加 8009 万人，网民中使

用手机上网的人群占比提升至 81.0%。 

◇ 截至 2013 年 12 月，我国网民中农村人口占比 28.6%，规模达 1.77 亿，相比 2012 年增

长 2101 万人。 

◇ 中国网民中通过台式电脑上网和笔记本电脑上网的比例分别为 69.7%和 44.1%，相比

2012 年均有所下降，下降比例分别为 0.8 个百分点和 1.8 个百分点。手机上网比例保持

较快增长，从 74.5%上升至 81.0%，提升 6.5 个百分点。 

◇ 我国域名总数为 1844 万个，其中.CN 域名总数较去年同期增长 44.2%，达到 1083 万，

在中国域名总数中占比达 58.7%。截至 2013 年 12 月，中国网站总数为 320 万，全年增

长 52 万个，增长率为 19.4%。 

◇ 截至 2013 年 12 月，全国企业使用计算机办公的比例为 93.1%，使用互联网的比例为

83.2%，固定宽带使用率为 79.6%。同时，开展在线销售、在线采购的比例分别为 23.5%

和 26.8%，利用互联网开展营销推广活动的比例为 20.9%。 

 

二、趋势与特点 

中国网民规模增长空间有限，手机上网依然是网民规模增长的主要动力 

截至 2013 年 12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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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底提升了 3.7 个百分点，普及率增长幅度与 2012 年情况基本一致，

整体网民规模增速持续放缓。与此同时，手机网民继续保持良好的增长态势，规模达到 5

亿，年增长率为 19.1%，手机继续保持第一大上网终端的地位。而新网民较高的手机上网比

例也说明了手机在网民增长中的促进作用。2013 年中国新增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高

达 73.3%，远高于其他设备上网的网民比例，手机依然是中国网民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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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互联网发展正在从“数量”转换到“质量” 

2013 年 12 月，中国互联网普及率为 45.8%，较 2012 年底提升了 3.7 个百分点，普及率

增长幅度延续自 2011 年来的放缓趋势。总体而言，中国互联网的发展主题已经从“普及率

提升”转换到“使用程度加深”，而近几年的政策和环境变化也对使用深度提供有力支持：

首先，国家政策支持，2013 年国务发布《国务院关于促进信息消费扩大内需的若干意见》，

说明了互联网在整体经济社会的地位；其次，互联网与传统经济结合愈加紧密，如购物、物

流、支付乃至金融等方面均有良好应用；再次，互联网应用逐步改变人们生活形态，对人们

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均有较大改变。 

 

高流量手机应用的发展较快 

2013 年，手机端视频、音乐等对流量要求较大的服务增长迅速，其中手机视频用户规

模增长明显。截至 2013 年 12 月，我国手机端在线收看或下载视频的用户数为 2.47 亿，与

2012 年底相比增长了 1.12 亿人，增长率高达 83.8%。手机视频跃升至移动互联网第五大应

用。手机端高流量应用的使用率增长主要由三方面原因促进，首先是用户上网设备向手机端

的转移，整体网民对于电脑的使用率持续走低；其次，使用基础环境的完善，如智能手机和

无线网络的发展吸引更多用户使用手机上网；最后是上网成本的下降，如上网资费降低、视

频运营商和网络运营商的包月合作等措施降低了手机视频的使用门槛。 

 

以社交为基础的综合平台类应用发展迅速 

2013 年，微博、社交网站及论坛等互联网应用使用率均下降，而类似即时通信等以社

交元素为基础的平台应用发展稳定。从具体数字分析，2013年微博用户规模下降 2783万人，

使用率降低 9.2 个百分点。而整体即时通信用户规模在移动端的推动下提升至 5.32 亿，较 

2012 年底增长 6440 万，使用率高达 86.2%，继续保持第一的地位。移动即时通信发展迅速

的原因一方面由于即时通信与手机通信的契合度较大，另一方面是由于在社交关系的基础之

上，增加了信息分享、交流沟通、支付、金融等应用，极大限度的提升了用户黏性。 

 

网络游戏用户增长乏力，手机网络游戏迅猛增长 

2013 年中国网络游戏用户增长明显放缓。网民使用率从 2012 年的 59.5%降至 54.7%。

网络游戏用户规模为 3.38 亿，网络游戏用户规模增长仅为 234 万。与整体网络游戏用户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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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趋势不同，手机端网络游戏用户增长迅速。截至 2013 年 12 月，我国手机网络游戏用户数

为 2.15 亿，较 2012 年底增长了 7594 万，年增长率达到 54.5%。整体行业用户的增长乏力

以及手机端游戏的高速增长意味着游戏行业内用户从电脑端向手机端转换加大，手机网络游

戏对于 PC 端网络游戏的冲击开始显现。 

 

网络购物用户规模持续增长，团购成为增长亮点 

商务类应用继续保持较高的发展速度，其中网络购物以及相类似的团购尤为明显。2013

年，中国网络购物用户规模达 3.02 亿人，使用率达到 48.9%，相比 2012 年增长 6.0 个百分

点。团购用户规模达 1.41 亿人，团购的使用率为 22.8%，相比 2012 年增长 8.0 个百分点，

用户规模年增长 68.9%，是增长最快的商务类应用。商务类应用的高速发展与支付、物流的

完善以及整体环境的推动有密切关系，而团购出现“逆转”增长，意味着在经历了野蛮增长

后的洗牌，团购已经进入理性发展时期。 

 

中小企业互联网基础应用稳步推进，电子商务应用有待进一步提升 

总体来看我国企业使用计算机、互联网信息化状况较好，但微型企业需重点加强；东、

西部地区企业的互联网基础应用水平差距有所缩小，但中部地区与其他地区间存在的差距较

大。我国使用网络营销推广的企业比例仍然不高，利用即时聊天工具、搜索引擎、电子商务

平台推广保持在前三位。即时聊天工具庞大的用户基数、较强的用户黏性和丰富的管理工具，

已成为企业营销的重要工具；从消费者行为模式来看，搜索行为直接指向购买，电子商务平

台正是购买行为的发生场所，并且由于营销推广成本有限，因此中小企业更倾向于选择投入

可控、性价比较高的方式。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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