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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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报告》，引起较大社会反响。本次报告以 CNNIC 第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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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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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2 月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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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摘要 

一、基础数据 

◇ 截至 2015 年 12 月，中国农村网民规模达 1.95 亿，年增长率为 9.5%。网民中农村网民

占比 28.4%，较去年上升了 0.9 个百分点。 

◇ 农村网民使用各种设备上网的比例均低于城镇水平。截至 2015 年 12 月，农村网民使

用手机上网的比例最高，为 87.1%，农村手机网民规模为 1.70 亿，比去年增加了 2391

万，上升 16.3 个百分点。 

◇ 农村网民上网地点与城镇相比存在较大差异。截至 2015 年 12 月，农村网民除家里上

网比例略高于城镇网民外，其余上网地点占比均低于城镇网民，其中单位、学校以及

公共场所上网的比例与城镇差距较大。 

◇ 农村网民上网时长与城镇相比存在明显差异。截至 2015 年 12 月，农村网民人均周上

网时长为 23.8 小时，低于城镇网民人均上网时长 3.4 小时。 

◇ 截至 2015 年 12 月，中国农村搜索引擎用户规模为 1.52 亿，年增长率为 16.9%。农村

网民搜索引擎使用率为 77.7%，较去年底提高了 4.9 个百分点，但低于城镇使用率 6.4

个百分点。 

◇ 即时通信是农村网民使用率最高的应用。截至 2015 年 12 月，农村网民即时通信用户

规模为 1.72 亿，较去年底增加了 1685 万，年增长率为 10.8%。农村网民即时通信使用

率为 88.2%，比去年增加了 1 个百分点，低于城镇网民使用率 3.4 个百分点。 

◇ 截至 2015 年 12 月，农村网民网络视频用户规模为 1.31 亿，较去年底增加了 2203 万，

年增长率为 20.3%，使用率比去年提高了 6.0 个百分点。 

◇ 网上旅行预订类应用用户增长明显。截至 2015 年 12 月，农村网民旅行预订用户规模

为 4687 万，较去年增加了 659 万，年增长率为 16.4%，使用率相比去年提高 1.4%，低

于城镇网民使用率 19.2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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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趋势与特点 

农村网民规模增速回升，农村手机网民增长明显 

截至 2015 年底，农村网民规模达到 1.95 亿，相比 2014 年增长 1694 万，年增长率达

9.5%，较 2014 年 1.0%的年增长率回升明显。从互联网普及率来看，2015 年农村地区互联

网普及率达到 31.6%，相比 2014 年提升 2.8 个百分点，互联网普及度仍存在发展空间。农

村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用户达到 1.70 亿，相比去年的 1.46 亿增加了 2391 万人，增幅为

16.3%；手机网民占农村总体网民的 87.1%，相比 2014 年提升了 5.2 个百分点。 

农村非网民占比高，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难度加大 

截至 2015 年 12 月，62.3%的非网民为农村人口，占我国农村人口总数的 68.4%，而城

镇地区非网民比例为 34.2%，城乡差异明显。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 31.6%，仍存在很大

普及空间，但随着整体网民规模增幅逐年收窄、城市化率稳步提高，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

难度加大。 

网络娱乐类应用增长迅速，网络视频实现用户规模与使用率双增长 

截至 2015 年 12 月，农村网民网络视频用户规模为 1.31 亿，年增长率达到 20.3%，成

为网络娱乐类应用中增长率最高的应用类型。网络音乐、网络游戏、网络文学的用户使用

规模的年增长率分别为 7.3%、8.5%以及 1.3%，使用率与 2014 年底基本持平，网络视频的

用户使用率较 2014 年底增长 6.0%。 

商务交易类应用发展良好，农村电子商务推进工作效果显著 

从商务交易类应用的用户使用率来看，2015 年我国加速发展农村电子商务，出台各项

政策鼓励农村电子商务推进，农村地区商务交易类应用用户规模有明显增长，网络购物、

团购、网上旅行预订等商务交易类应用的用户规模年增长率分别达到 19.8%、4.6%以及

16.4%。 

农村地区网络金融类应用增速明显，保持平稳发展态势 

从网络金融类应用的使用率来看，截至 2015 年底，农村网民的网络金融类应用用户规

模增速明显。网上支付及网上银行类应用用户规模年增长率分别达到 48.5%和 25.6%，使用

率较 2014 年分别增长 12.5 和 4.7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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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国农村互联网宏观环境发

展情况 

一、居民收入增长情况 

截至 2015 年 12 月，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1966 元，比上年实际增长 7.4%。居民

收入持续增长，推动互联网不断普及。 

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1195 元，比上年实际增长 6.6%；农村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 11422 元，比上年实际增长 7.5%，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 10772 元，实际增

长 8.9%。数据显示，全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快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0.9 个百分点，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倍差 2.73，比上年缩小 0.02。随着城乡居民间收入

差距继续缩小，城乡互联网普及差异将持续减少。

 

图 1 2006-2015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较
1
 

 

  

                                                        
1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3587 4140 4761 5153 5919 
6977 7917 

8896 9892 10772 
11759 

13786 15781 17175 19109 
21810 24565 

26955 28844 
31195 

7.4%

9.5%

8.0%
8.5%

10.9%
11.4% 10.7%

9.3% 9.2% 8.9%
10.4%

12.2%

8.4%
9.8%

7.8%
8.4% 9.6%

7.0% 6.8% 6.6%

0%

5%

10%

15%

20%

0

5000

10000

15000

20000

25000

30000

35000

40000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较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农村居民收入年实际增长率 城镇居民收入年实际增长率

元



 

2015 年农村互联网发展状况研究报告 
 

4 

二、通信运营业发展情况 

截至 2015 年 12 月，电信业务收入完成 11251.4 亿元，按可比口径测算同比增长 0.8%，

较上年回落 2.8 个百分点。电信业务总量完成 23141.7 亿元，同比增长 27.5%，比上年提高

12 个百分点。随着电信业务费用下降，带动农村地区移动互联网广泛渗透，使农村居民能

够低门槛接入互联网，更顺畅地使用互联网。 

 

图 2 2009-2015年电信业务总量与业务收入增长情况
2
 

截至 2015 年底，非话音业务收入占比由上年的 58.2%提高至 68.3%；移动数据及互联

网业务收入占电信业务收入的比重从上年的 23.5%提高至 27.6%。移动宽带用户（3G/4G）

在移动用户中的渗透率达到 60.1%，比上年提高 14.8 个百分点；8M 以上宽带用户占比达

69.9%，光纤接入（FTTH/0）用户占宽带用户的比重突破 50%。融合业务发展渐成规模，截

至 12 月末，IPTV 用户达 4589.5 万户。随着移动数据网络以及固定宽带等网络基础设施建

设的不断完善，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得以进一步提高。 

                                                        
2数据来源：工业和信息化部《2015 年通信运营业统计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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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10-2015年话音业务和非话音业务收入占比变化情况
3 

三、农村互联网发展情况 

(一) 农村网民规模 

截至2015年12月，中国农村网民规模达1.95亿，年增长率为9.5%。城镇网民规模为4.93

亿，城镇网民增长幅度为4.8%。网民中农村网民占比28.4%，较去年上升了0.9个百分点。在

整体网民规模增幅逐年收窄、城市化率稳步提高的背景下，农村非网民的转化难度也随之加

大，未来将需要进一步的政策和市场激励，推动农村网民规模增长。 

 

                                                        
3 数据来源：工业和信息化部《2015 年通信运营业统计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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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06-2015年城镇和农村网民规模对比 

(二) 非网民情况 

截至 2015 年 12 月，62.3%的非网民为农村人口，占我国农村人口总数的 68.4%，而城

镇地区非网民比例为 34.2%，城乡差异明显。 

 

图 5 中国非网民城乡结构 

互联网知识与应用技能的缺乏，仍然是造成不同群体之间数字鸿沟的主要原因。调查显

示，非网民不上网的原因主要是不懂电脑/网络，比例为 60.0%，其次为年龄太大/太小，占

比为 30.8%，没有电脑等上网设备的比例为 9.4%，较 2014 年底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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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非网民不使用互联网的原因 

随着易转化人群规模的逐渐减少，我国非网民的转化速度逐步减慢。本次调查结果显示，

非网民中，有 11.8%的人表示未来肯定上网或可能上网，72.9%的人表示未来肯定不上网或

可能不上网，未来非网民的转化难度较大。非网民自身群体特点、上网意愿、网络知识技能

水平和区域信息化发展水平是影响非网民上网的重要因素。 

 

图 7 非网民未来上网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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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农村互联网普及率 

随着农村地区网民规模和互联网普及率的不断增长，城乡互联网普及率差异在 2015 年

出现缩小趋势，2015 年城镇地区互联网普及率超过农村地区 34.2 个百分点。随着农村地区

互联网普及工作力度加大，城乡差异正在逐步缩减，但普及率差异仍超过 30%。城乡间存

在差距一方面是由城镇化进程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互联网普及推进工作的成果造成；另

一方面则是由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造成，这也是城乡差距的主要原因，如何解决城乡数字鸿

沟需要继续探索。 

 

图 8 2007-2015年城乡互联网普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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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国农村网民构成特征 

一、性别结构 

从性别结构来看，农村网民男女比例差异较城镇更为明显。农村网民中男性比例为

55.2%，较城镇网民中的男性比例高出2.2个百分点。农村网民中男女比例差异较去年略有下

降，女性网民的占比提高了3.1个百分点。 

 

图 9 城镇和农村网民性别结构对比 

 

图 10 农村网民性别结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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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调查 20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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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龄结构 

从年龄结构来看，除了 20-29 岁青年群体及 60 岁及以上老年群体，其他年龄段农村网

民占比均高于城镇比例。与去年相比，农村网民 30 岁以上各年龄段比例均有提高，占比相

较去年共提高了 3.3 个百分点。此外，10-29 岁年龄段农村网民占比相较去年降低 3.6 个百

分点，但是农村网民在年龄结构上正在向更为均衡的方向发展。 

 

图 11 城镇和农村网民年龄结构对比 

 

图 12 农村网民年龄结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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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历结构 

从学历结构来看，农村网民学历水平较低，小学及以下和初中学历程度的农村网民占比

均高于城镇网民，分别高出9.9以及20.2个百分点。而高中及以上学历水平的农村网民占比则

均低于城镇，其中大专和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水平的农村网民占比分别低于城镇网民7.2和

12个百分点。 

与2014年相比，农村网民学历水平略有下降，高中及以上学历的农村网民占比降低6.9

个百分点，网民学历水平仍待提升。农村整体教育水平的落后制约了网民学历程度，与城镇

差异显著。 

 

图 13 城镇和农村网民学历结构对比 

 

图 14 农村网民学历结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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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职业结构 

从职业结构来看，农村网民中学生群体占比最高，比例为24.2%，低于城镇网民中的学

生群体比例1.4个百分点；其次为自由职业者，比例达到23.6%，高出城镇网民中的该群体比

例2.1个百分点。与城镇网民相比，农村网民中农林牧渔劳动者和无业/下岗/失业者比例较为

突出，占比达24.8%，高出城镇网民中该群体18.7个百分点。 

对比2014年，2015年农村网民中企业/公司一般职员占比有所下降，低于2014年该群体

占比2.7个百分点，而自由职业者和农林牧渔劳动者占比均有所提高，分别上升1.8和2.8个百

分点。 

 

图 15 城镇和农村网民职业结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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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农村网民职业结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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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城镇和农村网民收入结构对比 

 

图 18 农村网民个人月收入结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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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互联网安全事件发生比例 

农村网民遭遇过网络安全问题的比例整体低于城镇网民。农村网民遭遇电脑或手机中病

毒或者木马的比例最高，为 25.2%，略低于城镇网民；其次为账号或者密码被盗占比为 24.1%，

低于城镇网民 1.7 个百分点。农村网民在网上遭遇消费欺诈的比例为 16.7%，相比城镇网民

低 1.6 个百分点。农村网民发生互联网安全事件比例低，与农村网民互联网使用程度有关。 

 

图 19 城乡网民网络安全事件发生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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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国农村网民上网行为 

一、上网设备 

农村网民使用各种设备上网的比例均低于城镇水平。截至2015年12月，农村网民使用手

机上网的比例最高，为87.1%，低于城镇网民4.1个百分点。农村网民使用笔记本电脑和平板

电脑上网的比例与城镇差距最大，分别低于城镇网民18.3和16.2个百分点。对比2014年，除

手机和电视外，使用其他设备上网的比例均有所下降，其中下降最多的设备为平板电脑，降

低5.5个百分点。 

 

图 20 城镇和农村上网设备对比 

 

图 21 农村上网设备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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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调查 20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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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5 年 12 月，农村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规模为 1.70 亿，相比 2014 年增加 2391

万人，年增长率为 16.3%，相较 2014 年增长幅度明显。城镇网民中手机上网的用户规模为

4.50 亿，相比 2014 年增长 3923 万人，年增长率为 9.6%，增速低于去年。随着农村居民收

入的增长，农村地区上网费用的下调以及智能手机的普及，农村手机网民用户规模得到大幅

度增长。 

 

图 22 城镇和农村手机网民增长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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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民。其中单位上网和公共场所上网的比例与城镇差距最大，上网比例分别为20.5%和12.6%，

低于城镇网民比例17.1和9.2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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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城镇和农村上网地点对比 

对比 2014 年，农村网民使用电脑接入互联网的场所比例除单位和公共场所外，其余占

比均略有下降。网吧及学校上网比例分别下降 2.2 以及 2.3 个百分点，同时公共场所上网比

例相较去年上升 1 个百分点。 

 

图 24 农村网民上网地点对比 

三、上网时长 

与去年相比，农村网民上网时长略有下降。截至2015年12月，农村网民人均周上网时长

为23.8小时，对比2014年降低0.3小时，而城镇网民则提高了0.3小时，城乡网民上网时长差

距略有增加。 

90.1%

18.5%

37.6%

17.1%
21.8%

91.0%

14.7%
20.5%

10.2% 12.6%

0%

20%

40%

60%

80%

100%

家里 网吧 单位 学校 公共场所

城乡网民使用电脑接入互联网的场所

城镇 农村

来源 ：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调查 2015.12

91.4%

16.9%
20.3%

12.5% 11.6%

91.0%

14.7%
20.5%

10.2% 12.6%

0%

20%

40%

60%

80%

100%

家里 网吧 单位 学校 公共场所

农村网民上网地点对比

2014 2015

来源 ：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调查 2015.12



 

2015 年农村互联网发展状况研究报告 19 
 

 

图 25 城乡网民人均周上网时长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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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中国农村网民网络应用发展

状况 

一、网络应用概况 

农村网民各个互联网应用使用率均低于城镇网民水平。农村网民各应用中，即时通信使

用率位居第一，比例为 88.2%；网络新闻使用率排在第二位，比例为 77.8%；搜索引擎名列

第三位，比例为 77.7%。对比城镇网民使用率，差异最大的互联网应用为旅行预订，高达

19.2%，其次为网络购物和网上支付，差异均为 17.8%。 

表 1 2015年农村网民的网络应用使用率与城镇对比 

应用类别 应用 
农村 城镇 城乡网民使用

率差异 使用率 用户规模（万） 使用率 用户规模（万） 

信息获取类 
网络新闻 77.8% 15196 83.7% 41245  -5.9% 

搜索引擎 77.7% 15187 84.1% 41436  -6.4% 

交流沟通类 

即时通信 88.2% 17243 91.6% 45166  -3.4% 

微博 25.4% 4969 36.7% 18076  -11.2% 

电子邮件 25.5% 4988 42.3% 20859  -16.8% 

论坛/BBS 11.4% 2228 19.6% 9673  -8.2% 

网络娱乐类 

网络音乐 68.3% 13352 74.6% 36785  -6.3% 

网络游戏 53.5% 10458 58.2% 28690  -4.7% 

网络视频 66.9% 13078 75.7% 37313  -8.8% 

网络文学 37.6% 7354 45.3% 22320  -7.7% 

商务交易类 

网络购物 47.3% 9239 65.1% 32085  -17.8% 

团购 15.6% 3049 30.4% 14973  -14.8% 

旅行预订 24.0% 4687 43.2% 21268  -19.2% 

网络金融类 

网上支付 47.7% 9320 65.5% 32299  -17.8% 

网上银行 36.6% 7161 53.7% 26478  -17.1% 

网上炒股 4.4% 851 10.2% 5042  -5.9% 

根据网民使用互联网的目的将互联网应用分为信息获取、商务交易、网络金融、网络娱

乐和交流沟通五大类应用，总体来说，农村地区各类互联网应用与城镇地区水平相比仍存在

明显差异。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网上支付类应用在 2015 年的农村地区得到快速发展。与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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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相比，网上支付类应用的使用率增长最多，从 2014 年的 35.2%增至 2015 年的 47.7%，全

年用户规模增长率为 48.5%。 

表 2 2014-2015年农村网民各类互联网应用使用率 

应用类别 应用 
2014 年 2015 年 用户规模增长

率 使用率 用户规模（万） 使用率 用户规模（万） 

信息获取类 
网络新闻 74.2% 13247 77.8% 15196 14.7% 

搜索引擎 72.8% 12987 77.7% 15187 16.9% 

交流沟通类 

即时通信 87.2% 15558 88.2% 17243 10.8% 

微博 29.9% 5333 25.4% 4969 -6.8% 

电子邮件 29.0% 5184 25.5% 4988 -3.8% 

论坛/BBS 14.8% 2635 11.4% 2228 -15.4% 

网络娱乐类 

网络音乐 69.7% 12444 68.3% 13352 7.3% 

网络游戏 54.0% 9637 53.5% 10458 8.5% 

网络视频 60.9% 10875 66.9% 13078 20.3% 

网络文学 40.7% 7261 37.6% 7354 1.3% 

商务交易类 

网络购物 43.2% 7714 47.3% 9239 19.8% 

团购 16.3% 2914 15.6% 3049 4.6% 

旅行预订 22.6% 4028 24.0% 4687 16.4% 

网络金融类 

网上支付 35.2% 6276 47.7% 9320 48.5% 

网上银行 31.9% 5700 36.6% 7161 25.6% 

网上炒股 - - 4.4% 851 - 

二、信息获取类网络应用 

(一) 搜索引擎 

截至 2015 年 12 月，中国农村搜索引擎用户规模为 1.52 亿，较去年底增加了 2200 万，

年增长率为 16.9%。城镇网民搜索引擎用户规模为 4.14 亿，较去年底增加了 2201 万，增长

率为 5.6%。农村网民搜索引擎使用率为 77.7%，较去年底提高了 4.9 个百分点，但低于城镇

使用率 6.4 个百分点。搜索引擎是农村网民除即时通信及网络新闻外使用率最高的应用。随

着语音识别、图像识别、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未来搜索引擎通过对用户行为大数据的深

入挖掘，针对农村网民需求，提供更完善的个性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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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城镇和农村网民网络搜索使用情况对比 

(二) 网络新闻 

截至 2015 年 12 月，农村网民网络新闻用户规模为 1.52 亿，使用率为 77.8%，年增长

率为 14.7%。城镇网民网络新闻用户规模为 4.12 亿，使用率为 83.7%，农村网民使用率低于

城镇网民 5.9 个百分点。农村网民网络新闻类应用使用率相较 2014 年增长 3.6%，未来网络

新闻领域的产品将以用户需求为核心，实时为用户推送更加贴近用户需求的新闻体验，以满

足农村地区网民获取外界信息的强烈需求。 

 

图 27 城镇和农村网民网络新闻使用情况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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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商务交易类网络应用 

(一) 网络购物 

截至2015年12月，农村网民网络购物用户规模为9239万，相比去年增加了1525万，年增

长率达19.8%，农村地区网络购物市场依然保持着稳健的增长速度。同时，城镇网民网络购

物用户规模为3.21亿，增幅12.9%，低于农村网民。农村网民网络购物使用率为47.3%，使用

率较去年增加了4.1个百分点，比城镇网民网络购物使用率低17.8个百分点。 

2015年，随着政府推动和社会资本的引入，农村电商发展迅猛。一方面，多项政策出台

支持农村电商发展。中央一号文件从农产品电商、涉农电商平台建设、电子商务进农村三个

方面进行了重点部署；另外，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促进农村电子商务加快发展的指导意

见》，推动农村电商与农村一二三产业的深度融合。另一方面，电商下乡加速。以阿里巴巴

为例，截至2015年底已在全国20个县建设了1万个农村淘宝服务站，加快农村地区电商基础

服务点建设。 

 

图 28 城镇和农村网民网络购物使用情况对比 

  

28428 

32085 

7714
9239

60.4%
65.1%

43.2%
47.3%

0%

10%

20%

30%

40%

50%

60%

70%

0

10000

20000

30000

40000

2014 2015

城乡网民网络购物用户规模及使用率

城镇网民网络购物用户规模 农村网民网络购物用户规模

城镇网民网络购物使用率 农村网民网络购物使用率

来源：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调查 2015.12

万人



 

2015 年农村互联网发展状况研究报告 
 

24 

(二) 团购 

截至 2015 年 12 月，农村网民团购用户规模为 3049 万，用户规模较去年提高了 4.6 个

百分点。城镇网民团购用户规模达到 1.50亿，年增长率为 4.3%。农村网民团购使用率为 15.6%，

相较去年下降 0.7 个百分点，比城镇网民使用率低 14.8 个百分点。 

 

图 29 城镇和农村网民团购使用情况对比 

(三) 旅行预订 

截至2015年12月，农村网民旅行预订用户规模为4687万，年增长率16.4%。城镇网民旅

行预订用户规模达2.13亿，年增长率为17.2%。 

中国居民旅游需求逐渐增长。随着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农村交通等基础设施

条件的逐步改善，广大农民开始关注和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消费，开始出门旅游，带动在线

旅行预订应用的发展。旅游产业在提升大众生活水平、缓解城镇居民生活压力、拉动内需促

进国民消费方面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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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0 城镇和农村网民旅行预订使用情况对比 

四、网络金融类应用 

(一) 网上支付 

数据显示，截至 2015 年底，农村网民网上支付类应用用户规模达到 9320 万，年增长率

为 48.5%，成为 2015 年农村用户规模增长最多的互联网应用类型。城镇地区网上支付应用

用户规模达到 3.23亿，年增长率为 33.7%，增速依旧强劲。农村网民网上支付使用率为 47.7%，

较 2014 年使用率增长 12.5%，成为 2015 年农村用户使用率增长最多的互联网应用类型。可

以预见未来随着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作为其核心的网络支付将得到迅速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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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城镇和农村网民网上支付使用情况对比 

(二) 网上银行 

截至 2015 年底，农村地区网上银行的用户规模为 7161 万，年增长率为 25.6%。城镇地

区网上银行的用户规模为 2.65 亿，年增长率为 17.6%。同时，农村网民及城镇网民 2015 年

网上银行的使用率分别为 36.6%和 53.7%，较 2014 年分别增长 4.7 和 5.8 个百分点。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数据4显示，截至 2015 年底，农村地区网上银行开通数累计 3.56 亿

户，当年业务笔数 105.46 亿笔，金额 150.44 万亿元。2015 年，我国各级金融相关机构与部

门为贯彻落实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大力发展农村普惠金融，全面提升农村金融服务质效，

推进基础金融服务“村村通”，为农村地区网上银行的发展提供基础支持。 

                                                        
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2015 年农村地区支付业务发展总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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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城镇和农村网民网上银行使用情况对比 

五、网络娱乐类应用 

(一) 网络音乐 

截至 2015 年底，农村地区网络音乐的用户使用规模达到 1.34 亿，相较 2014 年底增加

908 万，年增长率为 7.3%。城镇网民网络音乐用户使用规模达到 3.68 亿，年增长率为 4.0%。

同时，农村地区和城镇地区网络音乐使用率分别为 68.3%和 74.6%，较去年均有所下降。作

为互联网内容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网络音乐的版权问题在 2015 年受到政府相关部门的高

度重视，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展开的“剑网行动·2015”把音乐作为重点治理领域，严厉

打击未经许可传播音乐作品的侵权盗版行为，未来将对网络音乐类应用的规范使用产生一定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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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城镇和农村网民网络音乐使用情况对比 

(二) 网络视频 

伴随着移动4G网络的迅速普及和智能手机性价比的提升，网络视频逐渐成为农村地区

网民日常生活中休闲娱乐的重要组成部分。截至2015年12月，农村网民网络视频用户规模为

1.31亿，较去年底增加了2203万，年增长率为20.3%。城镇网民网络视频用户规模为3.73亿，

对比去年增加了4891万，年增长率为15.1%。农村网民与城镇网民的网络视频类应用的使用

率较2014年均有所上升，分别增长6.0和6.8个百分点。 

 

图 34 城镇和农村网民网络视频使用情况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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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网络游戏 

截至 2015 年 12 月，农村网民网络游戏用户规模为 1.05 亿，较去年底增长 821 万，年

增长率为 8.5%。城镇网民网络游戏用户规模为 2.87 亿，年增长率达到 6.5 个百分点。调查

显示，农村网民网络游戏使用率为 53.5%，对比 2014 年下降 0.5 个百分点，低于城镇网民

使用率 4.7 个百分点。2015 年，游戏类应用在农村地区增速持续稳定，网络的完善、智能手

机硬件的提升大大增加了农村网民网上娱乐的频率，随着农村网民休闲时间的增加，网络游

戏用户规模将保持平稳增长。 

 

图 35 城镇和农村网民网络游戏使用情况对比 

(四) 网络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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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点，呈现平稳增长态势。城镇网民网络文学用户规模为 2.23 亿，年增幅为 0.9%，低于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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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视频等娱乐方式具备更强代入感和更低使用门槛，预期未来网络文学发展将来自受到手

机视频、手机游戏等娱乐方式的冲击。同时，随着国家加大对网络文学盗版侵权行为的整治

力度的影响，网络文学用户使用率将持续降低或放缓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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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城镇和农村网民网络文学使用情况对比 

六、交流沟通类网络应用 

(一) 即时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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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的应用之一，成为广大农村网民沟通交流的重要平台和获取信息的重要入口。未来，即

时通信将作为农村网民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沟通社交应用，用户规模仍存在一定上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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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城镇和农村网民即时通信使用情况对比 

(二) 微博 

截至 2015 年 12 月，农村网民微博用户规模为 4969 万，比去年降低了 364 万，降幅为

6.8%，持续了 2014 年的下降趋势。城镇网民微博用户规模为 1.81 亿，相较 2014 年下降 1475

万，降幅为 7.5 个百分点。农村网民微博使用率为 25.4%，低于去年 4.5 个百分点，城镇网

民微博使用率下降了 4.9 个百分点，微博整体使用率下跌。 

 

图 38 城镇和农村网民微博使用情况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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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电子邮件 

电子邮件作为 PC 时代网络办公的重要工具，在农村地区普及程度较低，且在移动互联

网时代其地位略有下降。根据调查，截至 2015 年底，农村网民电子邮件用户规模为 4988

万，对比 2014 年下降 196 万，降幅为 3.8%。城镇网民电子邮件用户规模为 2.09 亿，相较

2015 年增长 865 万，年增长率为 4.3%。农村网民电子邮件使用率为 25.5%，对比去年下降

3.5 个百分点。城镇网民电子邮件使用率为 42.3%，对比 2014 年下降 0.2 个百分点。 

 

图 39 城镇和农村网民电子邮件使用情况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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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农村互联网发展总结及建议 

一、农村互联网发展状况总结 

农村网民规模增速回升，农村手机网民增长明显 

截至 2015 年 12 月，农村网民规模达到 1.95 亿，相比 2014 年增长 1694 万，年增长率

达 9.5%，较 2014 年 1.0%的年增长率回升明显。从互联网普及率来看，2015 年农村地区互

联网普及率达到 31.6%，相比 2014 年提升 2.8 个百分点，互联网普及率仍存在发展空间。

农村地区网民规模相比去年保持较快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网络基础设施的不断发展完

善和智能手机的快速普及。以推进“宽带中国”、“无线城市”、“下一代互联网”、“三网融合”、

“宽带村通”等工程建设为契机，农村在 2015 年加快基础通信设施、光纤宽带网和移动通信

网、广电有线网络建设，构建有线无线相结合、覆盖城乡的信息网络体系。 

截至 2015 年 12 月，农村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用户达到 1.70 亿，相比去年的 1.46 亿

增加了 2391 万人，增幅为 16.3%；手机网民占农村总体网民的 87.1%，相比 2014 年提升了

5.2 个百分点。同时，手机上网比例已经远远超过台式机（63.4%）和笔记本电脑（25.6%），

成为农村网民的首选上网设备。 

农村非网民占比高，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难度加大 

截至 2015 年 12 月，62.3%的非网民为农村人口，占我国农村人口总数的 68.4%，而城

镇地区非网民比例为 34.2%，城乡差异明显。农村地区受收入、教育水平较低，互联网使用

需求较为薄弱等因素影响，未来仍是我国互联网普及的重点区域，且存在很大普及空间。但

随着整体网民规模增幅逐年收窄、城市化率稳步提高，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难度加大。 

网络娱乐类应用增长迅速，网络视频实现用户规模与使用率双增长 

娱乐类应用在农村网民中保持上升态势。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智能手机的普及

大大增加了网络娱乐类应用的农村网民规模。截至 2015 年 12 月，农村网民网络视频用户规

模为 1.31 亿，年增长率达到 20.3%，成为网络娱乐类应用中增长率最高的应用类型。同时，

农村地区网络音乐的用户使用规模达到 1.34 亿，年增长率为 7.3%，使用率为 68.3%，较去

年略有下降。网络游戏是网络娱乐类应用中城乡网民使用率差距最小的互联网应用。截至

2015 年 12 月，农村网民网络游戏用户规模为 1.05 亿，较去年底提升了 8.5 个百分点。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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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民网络游戏使用率为 53.5%，较去年底下降 0.5 个百分点，低于城镇网民使用率 4.7 个百

分点。农村网民网络文学用户规模为 7354 万，较去年底增加了 1.3 个百分点。城镇网民网

络文学用户规模年增幅为 0.9%，低于农村网民。农村网民网络文学使用率为 37.6%，相比

2014 年底下降 3.1 个百分点。 

商务交易类应用发展良好，农村电子商务推进工作效果显著 

2015 年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受到国家各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通过壮大新业态促消费

惠民生，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农村电子商务发展。从商务交易类应用的用户使用率来看，

受 2015 年我国加速发展农村电子商务的影响，农村地区商务交易类应用用户规模有明显增

长，网络购物、团购、网上旅行预订等商务交易类应用的用户规模年增长率分别达到 19.8%、

4.6%以及 16.4%。其中网络购物和网上旅行预订发展势头强劲，随着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不

断提高和农村交通等基础设施条件的逐步改善，广大农民开始关注和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消

费。 

农村地区网络金融类应用增速明显，保持平稳发展态势 

相比传统金融业服务来说，网络金融类服务具有成本低、效率高、覆盖广、发展快的特

点，是对于传统金融行业现有业务的有效补充，因此其未来发展应得到更多重视。从政策上

看，我国在 2015 年加快普惠金融发展力度，鼓励村级电子商务服务站、助农取款服务点相

互依托，优势互补、资源整合；同时，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和支付机构研发适合农村特点的

网上支付、手机支付、供应链贷款等金融产品。从网络金融类应用的使用率来看，截至 2015

年底，农村网民的网络金融类应用用户规模增速明显，其中网上支付类用户规模达 9320 万，

年增长率达到 48.5%，使用率达到 47.7%，对比 2014 年底增长 12.5%；网上银行类的用户规

模达 7161 万，年增长率达到 25.6%，使用率为 36.6%，较去年增长 4.7%。 

二、农村地区互联网发展建议 

多管齐下，加强农村地区的非网民转化 

截至 2015 年 12 月，62.3%的非网民为农村人口，占我国农村人口总数的 68.4%，互联

网普及空间仍存。一方面，政策支持，建立非网民转化机制。政府制定针对性鼓励政策，如

补贴减税等措施，鼓励企业及个人参与互联网相关的服务行业。同时，鼓励企业以需求为导

向，推行更贴近农民生活的措施及服务。另一方面，深入了解农村非网民需求，了解其上网

意愿。以需求为维度，区分不同属性群体的上网意愿，制定更满足需求的互联网普及推动措

http://gu.qq.com/jj16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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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提升农村非网民群体的上网意愿。 

改善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环境，加快农村电商发展 

当前，城镇电子商务发展已逐渐饱和，农村电子商务市场仍存在巨大发展潜力。首先，

积极培育农村电子商务市场环境。利用农村环境与特点，大力发展适应农村环境和能为农民

提供福利的电子商务，鼓励电商、物流、商贸、金融、邮政、快递等各类社会资源加强合作，

构建农村购物网络平台，实现优势资源的对接和整合；其次，大力培养农村电商人才。鼓励

返乡高校毕业生、返乡青年和大学生村官等优秀人才参与农村电子商务的建设，发挥其带动

和引领作用。再次，加快完善农村物流体系。鼓励传统农村商贸企业建设乡镇商贸中心和配

送中心，发挥好邮政普遍服务的优势，发展第三方配送和共同配送，重点支持老少边穷地区

物流设施建设，提高流通效率。 

加快完善互联网金融监管体系，推进农村互联网金融发展 

农村地区网络金融类应用在 2015 年发展迅速，网上支付、网上银行、网上炒股的使用

率分别达到 47.7%、36.6%和 4.4%，预计未来将进入高速增长期。但互联网金融作为新生业

态，目前与其相配套的安全、监管体系还尚未完善，因此，结合农村地区互联网金融推广安

全因素，搭建安全、高效的在线支付平台，规范金融机构和互联网企业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是

当务之急。具体在于：第一，政府推动相关部门建立健全互联网金融网站备案审查、客户资

金第三方存管、信息披露、风险提示和合格投资者等制度；第二，通过互联网金融业务数据

进行大数据分析、监测和风险评估，降低互联网金融业务的投资风险，维护农村地区互联网

金融市场秩序；第三，完善农村网络环境，鼓励农村网民使用互联网金融类应用服务，普及

互联网金融安全知识，促进农村网民网上消费。 

推进传统媒体与互联网结合，提升媒体服务功能 

截至 2015 年 12 月，信息获取类应用中，农村网民群体的网络新闻和搜索引擎应用使用

率较去年分别提升 3.6 及 4.9 个百分点；同时，交流沟通类应用中，除即时通信的使用率稍

有增长外，其余应用均有所下降。信息化时代，媒体力量不容小觑，未来农村地区应注重推

进传统媒体与互联网融合，提升媒体传播能力，打造全媒体发布平台。鼓励网络媒体拓展服

务功能，向农民提供公共服务、电子商务、便民服务等，将媒体进化成综合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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