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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回顾 

注释：本次调研以父母提供的信息作为儿童青少年行为的可靠信息。 

 本次网上调研运用iUserSurvey是艾瑞公司专为网络媒体用户调研而开发的市场调研平台。 

调研时间 2015.05.09至2015.05.14 

调研对象 3-15岁孩子的家长 

调研省份/城市 
一线省份/城市：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 

二线省份/城市：浙江，江苏，河南和四川等一共22个省份 

调研平台 iUserSurvey 

年龄分布 

1. 3-5岁孩子家长：299 
2. 6-8岁孩子家长：297 
3. 9-11岁孩子家长：297 

4. 12-15岁孩子家长：247 

样本量 1140个 

调研内容 

1. 儿童及青少年的上网需求、行为特征 

2. 家长对孩子互联网接触的了解和担忧 

3. 家长对孩子上网行为的了解和管理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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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龄 

超过一半的孩子在学龄前已经接触互联网，青少年及儿童触网年龄的低龄化发展，引起父母的担

忧。 

 设备 

76%的青少年及儿童的主要常用上网设备是手机，其中29%的一线城市孩子会使用智能电视上

网，较二线城市（16%）高。 

 上网需求 

视频观看（71%）和玩游戏（65%）是青少年及儿童的主要上网需求，其次是学习、做功课。 

 关注点 

上网关注点、兴趣和浏览内容偏好是家长关心的孩子上网内容。 

 管理手段 

98%的家长会使用上网设备的管理作为孩子上网行为管理的解决方法。 

 核心需求 

孩子上网时长和不良内容的管控是家长比较关注的上网行为管理需求。 

总结 
青少年及儿童上网年龄有低龄化趋势，孩子上网时长和浏览
内容是家长关心和担忧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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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及儿童互联网接触概况 

青少年及儿童上网行为特征 

家长对青少年及儿童互联网接触的了解和担忧 

家长对青少年及儿童互联网接触的态度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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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民规模与年龄分布 

截至2014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6.49亿，全年共计新增网民3117万人。互联网普及率为47.9%，较2013年底提升了
2.1个百分点。 
其中，19岁以下网民占比为24.5%， 这主要受电子设备的普及、娱乐方式的多样化的影响。 

来源：CNNIC第3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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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民增长向低年龄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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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及儿童上网设备接触情况 

根据CNNIC第3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随着网络技术和宽带技术的发展，使用平板电脑，手机作为互
联网接入设备的比例继续上升，其中，智能电视使用率已达到15.6%； 
基于本次调研的3-15岁的孩子中，有超过92%的青少年儿童日常生活会接触数码设备，其中，76%的儿童青少年会使用数
码产品上网。 

女生：72.1% 

男生：76.2% 

91.8% 

2015年5月中国青少年及儿童接触电子产品及使用互联网比例 

电子数码产品的使用成为孩子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样本：总体家长人群，N=2320；于2015年5月通过iClick调研社区问卷调研获得。 

青少年及儿童电子数码产品日常接触率 青少年及儿童使用电子产品上网性别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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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及儿童互联网接触概况 

青少年及儿童上网行为特征 

家长对青少年及儿童互联网接触的了解和担忧 

家长对青少年及儿童互联网接触的态度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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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29% 

12% 
3% 

2015年5月中国青少年及儿童初次接触

互联网年龄-总体 

青少年及儿童互联网接触年龄 

从调研结果得知，超过56%的孩子5岁前已经接触互联网，在这年龄段上，一线城市的孩子占比较二线城市高12%。青少
年及儿童接触互联网的年龄段向低年龄发展，且受电子设备的普及和社会客观条件变化的影响。 

样本：孩子有上网行为的家长人群，N=1140；一线城市孩子的家长，N=506；二线城市孩子的家长，N=634，于2015年5月通过iClick调研社区问卷调研获得。 

5岁及以下 

12岁-15岁 

9岁-11岁 

6岁-8岁 

63% 

26% 

9% 
2% 

51% 

32% 

14% 

3% 

5岁以下 6-8岁 9-11岁 12岁以上 

2015年5月中国青少年及儿童初次接触互联网年龄 

一线城市 VS二线城市 

一线城市 二线城市 

超过一半的孩子在学龄前已经接触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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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上网场所及联网方式 

2015年5月中国青少年及儿童主要上网场所 2015年5月中国青少年及儿童主要使用的网络类型 

使用2G/3G/4G移动网络 

使用无线（Wi-Fi）/有线网络 

7% 

93% 96% 家里 

4% 

其他地方 
(学校/图书馆/网吧等) 

由于青少年及儿童缺乏独立经济能力，家长管控相对严格，上网场所主要在家中（96%），而绝大多数（93%）使用的是
由家庭宽带提供的Wi-Fi及有线网络。 
因此青少年及儿童的网络使用情况会受到家长管理和约束。 

大部分青少年及儿童在家使用无线/有线网络上网 

样本：孩子有上网行为的家长人群，N=1140，于2015年5月通过iClick调研社区问卷调研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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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上网设备-年龄差异分析 

手机是青少年及儿童的主要常用上网设备 
从使用的上网设备看，青少年及儿童最初是通过手机或平板电脑接触到互联网；随着学习或成长需求的改变，9岁开始，
手机由于其便携性，使用比例继续上升，电脑由于功能的多样性逐渐成为青少年及儿童的主要上网设备。 

电脑 

手机 

平板电脑 
(iPad等) 

智能电视 

65% 

76% 

73% 

26% 

77% 

73% 

60% 

19% 

80% 

81% 

53% 

14% 

53% 

74% 

75% 

27% 

样本：孩子有上网行为的家长人群，N=1140；3-5岁孩子家长，N=299；6-8岁孩子家长，N=297；9-11岁孩子家长，N=297；12-15岁孩子家长，N=247，于2015年5月通过iClick调
研社区问卷调研获得。 

6-8岁 12-15岁 3-5岁 9-1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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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上网设备-地域差异分析 

一线城市的青少年及儿童较多机会接触到互联网 
从地域上看，由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环境的差异，一线城市的家长和孩子的数码产品普及较高，一线城市的使用平板电脑和
智能电视上网的比例较二线城市高。 

67% 

76% 

58% 

16% 

69% 

76% 

76% 

29% 

样本：孩子有上网行为的家长人群，N=1140；一线城市孩子的家长，N=506；二线城市孩子的家长，N=634，于2015年5月通过iClick调研社区问卷调研获得。 

一线城市与二线城市
相比 

一线城市 

+2% 

0% 

+18％ 

+13% 

二线城市 

电脑 

手机 

平板电脑 
(iPad等) 

智能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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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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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网设备管理情况-年龄差异分析 

随着年龄增长，青少年及儿童拥有属于自己的上网设备 
从设备管理手段看，3-8岁的孩子由于年龄较少和自制能力低的原因，他们一般是使用家人的手机或电脑上网； 
9-15岁的青少年及儿童，超过60%已经拥有了自己的上网设备，随着学习需求和自制能力的增强，上网设备由家长保管转
变为自己保管的比例也逐渐上升。 

用家里人的手机或电脑 

有自己的上网设备， 
但平常由家人保管 

有自己的上网设备， 
平常自己保管 

45% 

35% 

20% 

34% 

41% 

25% 

26% 

40% 

34% 

48% 

39% 

13% 

样本：孩子有上网行为的家长人群，N=1140；3-5岁孩子家长，N=299；6-8岁孩子家长，N=297；9-11岁孩子家长，N=297；12-15岁孩子家长，N=247，于2015年5月通过iClick调
研社区问卷调研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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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家里人的手机或电脑 

有自己的上网设备， 
但平常由家人保管 

有自己的上网设备， 
平常自己保管 

上网设备管理情况-地域差异分析 

保管上网设备是一二线城市家长共同的管理孩子上网的方法 
一二线城市的家长都偏向采用保管孩子的上网设备的手段管理孩子上网行为； 
但一二线城市在设备拥有上存在差异，一线城市的青少年及儿童通常拥有自己的上网设备，而二线城市的孩子是使用家里
人的。 

样本：孩子有上网行为的家长人群，N=1140；一线城市孩子的家长，N=506；二线城市孩子的家长，N=634，于2015年5月通过iClick调研社区问卷调研获得。 

47% 

35% 

18% 

29% 

43% 

27% 

二线城市 一线城市 一线城市与二线城市
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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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网频率和时长 

6-8岁的青少年及儿童开始上小学，由于刚开始接触互联网的新鲜感，所以他们对互联网的粘性较高； 
从平均每天上网时长看，时长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这跟他们的上网需求的变化有关； 

12-15岁 

3-5岁 

6-8岁 

9-11岁 

2015年5月中国青少年及儿童 
平均每天上网时长（小时） 

2015年5月中国青少年及儿童 
平均每周上网频率（天） 

样本：孩子有上网行为的家长人群，N=1140；3-5岁孩子家长，N=299；6-8岁孩子家长，N=297；9-11岁孩子家长，N=297；12-15岁孩子家长，N=247，于2015年5月通过iClick调
研社区问卷调研获得。 

当下青少年及儿童的普遍上网频率是每周上网天数不超过4天，每天上网时长不超过2小时 

3.6 

3.8 

3.4 

3.6 

1.2 

1.1 

1.3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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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网需求-年龄差异分析 

孩子在线视频和网上游戏的行为成为家长管理的2个重点 
对比各年龄段孩子需求，视频观看和玩游戏是3-8岁青少年及儿童的共同上网需求，由于他们在此年龄段主要使用手机或
平板电脑上网，增加了家长管理的难度，了解儿童上网内容和控制上网时间成为了该3-8岁孩子家长的担忧； 
9岁开始，跟学习相关的需求出现，如上网寻找学习资源、做作业等； 
当他们到了初中（12岁开始），对于社交的需求最大（77%）。在这年龄段，手机和电脑是他们的主要上网设备，网上的
不良内容和网络交友问题开始成为家长的担忧。 
 

样本：孩子有上网行为的家长人群，N=1140；3-5岁孩子家长，N=299；6-8岁孩子家长，N=297；9-11岁孩子家长，N=297；12-15岁孩子家长，N=247，于2015年5月通过iClick调
研社区问卷调研获得。 

12-15岁 3-5岁 9-11岁 6-8岁 

看视频 

70% 

听故事/音乐 

70% 

玩游戏 

67% 

玩游戏 

81% 

看视频 

71% 

听故事/音乐 

60% 

学习/写作业 

66% 

玩游戏 

74% 

看视频 

63% 

同学朋友聊天 

77% 

学习/写作业 

73% 

玩游戏 

63% 

2015
年5
月中
国青
少年
及儿
童主
要上
网需
求

To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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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网需求-地域差异分析 

一线城市青少年及儿童在互联网服务使用上较二线城市普遍 
由于经济发展和生活条件的差异，一线城市较二线城市的青少年及儿童运用互联网的需求较丰富。 
上网看漫画、课外书是一二线城市孩子差异较大的需求。 

样本：孩子有上网行为的家长人群，N=1140；一线城市孩子的家长，N=506；二线城市孩子的家长，N=634，于2015年5月通过iClick调研社区问卷调研获得。 

70% 

62% 

51% 

46% 

37% 

38% 

17% 

74% 

70% 

58% 

53% 

54% 

45% 

26% 

20
15
年
5
月
中
国
青
少
年
及

儿
童
主
要
上
网
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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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线城市 一线城市 一线城市与二线城市
相比 

+4% 

+9% 

+7% 

+7% 

+17% 

+7% 

+8% 

玩游戏 

看视频 

听故事或音乐 

上网学习、做作业 

看漫画，课外书 

与同学/朋友交流、聊天 

浏览新闻/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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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及儿童互联网接触概况 

青少年及儿童上网行为特征 

家长对青少年及儿童互联网接触的了解和担忧 

家长对青少年及儿童互联网接触的态度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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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83% 82% 83% 

3-5岁 6-8岁 9-11岁 12-15岁 

家长对青少年及儿童网上行为的了解和关注 

对家长而言，随着孩子的逐渐成长，他们对孩子上网行为的了解程度逐渐降低； 
超过80%的家长希望通过了解孩子上网浏览内容，从而知道孩子的兴趣偏好； 
此外，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家长对上网时长的管理的需求日益增加。 

4.1  4.1  
3.9  

3.7  

3-5岁 6-8岁 9-11岁 12-15岁 

2015年5月中国家长对孩子上网行为
的了解程度评分 

 

2015年5月中国家长对孩子上网行
为的关注因素 

样本：孩子有上网行为的家长人群，N=1140；3-5岁孩子家长，N=299；6-8岁孩子家长，N=297；9-11岁孩子家长，N=297；12-15岁孩子家长，N=247，于2015年5月通过iClick调
研社区问卷调研获得。 

69% 75% 74% 71% 

3-5岁 6-8岁 9-11岁 12-15岁 

42% 47% 39% 42% 

3-5岁 6-8岁 9-11岁 12-15岁 

孩子的兴趣/ 
内容偏好 

上网的时长 

上网的时间点 

5分 
完全了解 

4分 
大部分了解 

3分 
基本了解 

2分 
基本不了解 

1分 
完全不了解 

兴趣和内容偏好是家长最关注的孩子上网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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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对青少年及儿童上网频率的态度 

64%的家长认为孩子的上网频率属于正常范围，25%的孩子上网频率属于频繁或过于频繁； 
虽然孩子随着成长和学习，会越来越多的机会和需要使用互联网，但家长认为孩子合理的上网频率从3-15岁的变化不大，
维持每周3-4天左右。 

样本：孩子有上网行为的家长人群，N=1140；3-5岁孩子家长，N=299；6-8岁孩子家长，N=297；9-11岁孩子家长，N=297；12-15岁孩子家长，N=247，于2015年5月通过iClick调
研社区问卷调研获得。 

3-5岁 

6-8岁 

9-11岁 

12-15岁 

2015年5月中国家长对孩子上网频率的看法 2015年5月中国家长认为合理上网频率 

3天/周 

4天/周 

3天/周 

3天/周 

64% 
正常 

25% 
频繁/过于频繁 

11% 
较少/极少 

大部分家长都会适度管理孩子上网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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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对青少年及儿童的积极作用 

家长普遍认为，互联网上的资源的丰富和多样性能够激发创造力和扩展视野发掘兴趣爱好，但在孩子不同年龄段上家长的
需求存在差异； 
当孩子年龄比较小的时候，家长认为可以通过互联网娱乐和学习的功能，增加亲子间的互动； 
自孩子上小学开始（6岁以上），家长在互联网上运用学习和教育资源增值孩子的需求增加。 

73% 
68% 

54% 
58% 

34% 

47% 

74% 72% 

64% 
60% 

38% 
44% 

74% 73% 

66% 

57% 

47% 

35% 

75% 

83% 

69% 

61% 

53% 

31% 

0%

20%

40%

60%

80%

100% 2015年5月中国互联网对孩子起到的积极作用 

3-5岁 6-8岁 9-11岁 12-15岁 

开拓、发掘孩子的 
视野和兴趣爱好 

丰富的学习教育资源，
帮助孩子自我学习或

合作学习 

提供课余的 
休闲娱乐方式 

资讯内容的多样性 
激发孩子的创造力 

通过社交网络， 
与他人分享经验 

加强亲子互动 

样本：孩子有上网行为的家长人群，N=1140；3-5岁孩子家长，N=299；6-8岁孩子家长，N=297；9-11岁孩子家长，N=297；12-15岁孩子家长，N=247，于2015年5月通过iClick调
研社区问卷调研获得。 

发掘兴趣、休闲娱乐和教育资源是互联网提供的较大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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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61% 
55% 

50% 

33% 

26% 

29% 
25% 

30% 

74% 

64% 
65% 

54% 

34% 

29% 
28% 

30% 
27% 

77% 
73% 

63% 
59% 

43% 

31% 32% 30% 

26% 

74% 
68% 69% 

64% 

49% 

36% 

31% 
27% 26% 

0%

20%

40%

60%

80%

100% 2015年5月中国家长对孩子上网行为的担忧 

3-5岁 6-8岁 9-11岁 12-15岁 

影响身体 
健康发育 

沉迷于 
网络游戏 

上网 
时间失控 

接触色情/暴力
等不良信息 

沉迷于 
虚拟交友 

交友 
安全问题 

信息获取 
过于便利 

病毒木马影
响安全、隐
私问题 

因约束 
儿童上网 
产生矛盾 

家长对青少年及儿童上网行为的担忧 

总体上看，青少年及儿童上网时间长或坐姿不正确，影响视力和发育是比较多家长的担忧，小学生（6-11岁）家长尤其关
注此问题；其次是网络游戏的沉迷，上网时间失控影响正常学习或生活作息。 
在众多担忧中，家长对由于网络游戏的沉迷，色情/暴力等不良内容带来的影响和网络交友安全的担忧随着孩子年龄增加
而增加。 

样本：孩子有上网行为的家长人群，N=1140；3-5岁孩子家长，N=299；6-8岁孩子家长，N=297；9-11岁孩子家长，N=297；12-15岁孩子家长，N=247，于2015年5月通过iClick调
研社区问卷调研获得。 

健康，网游和上网时间的控制是家长比较关注的互联网带来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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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及儿童互联网接触概况 

青少年及儿童上网行为特征 

家长对青少年及儿童互联网接触的了解和担忧 

家长对青少年及儿童互联网接触的态度 

1 

2 

3 

4 



23 23 

家长对青少年及儿童互联网接触的态度 

整体来看，66%的家长认为，青少年及儿童上网行为需要适度的管理，20%的家长认为需要在陪同下引导使用。 
对比各年龄段家长：3-5岁孩子家长认为孩子年龄较小需要在陪同下使用的比例最高（38%）； 
6-8岁的孩子由于上学而产生的对学习资源的需求，鼓励使用互联网（31%）在此年龄段的比例较高； 
随着年龄增长，孩子会逐渐对家长监管陪同产生反感，9-11岁孩子家长态度向适度管理（29%）转变； 
12-15岁的家长担心孩子互联网过度使用或影响正常学习，认为适度管理（25%）或禁止孩子使用互联网（25%）的比例
较高。 

9% 

66% 

20% 

5% 

样本：孩子有上网行为的家长人群，N=1140；3-5岁孩子家长，N=299；6-8岁孩子家长，N=297；9-11岁孩子家长，N=297；12-15岁孩子家长，N=247，于2015年5月通过iClick调
研社区问卷调研获得。 

家长普遍认为孩子上网行为需要适度管理 

鼓励使用 

适度管理 

只在陪同下引导使用 

尽量不要使用 

36% 

21% 

38% 

33% 

31% 

25% 

29% 

24% 

20% 

29% 

22% 

18% 

14% 

25% 

11% 

25% 

3-5岁 6-8岁 9-11岁 12-15岁 

2015年5月中国家长对孩子互联网使用的态度 
年龄分布 

2015年5月中国家长对孩子互联网使用的态度 
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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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及儿童的上网管理人和管理方式 

在上网行为管理者中，51%的孩子是由爸爸管理，45%的是妈妈管理； 
由于数码科技产品的在日常生活的普及，和在教育上应用，青少年及儿童实际接触互联网的年龄是5岁，比家长理想的触
网年龄少。出于对孩子互联网接触的担忧，家长会使用不同的手段去管理孩子的上网行为。 

爸爸 
51% 

妈妈
45% 

 家长理想的孩子互联网接触
平均年龄：7岁 

其他人 
4% 

青少年及儿童触网年龄的低龄化发展，引起父母的担忧 

 实际上孩子互联网接触
平均年龄却是：5岁 

2015年5月中国孩子上网行为管理人 

10% 

5% 

46% 

36% 

29% 

32% 

13% 

16% 

2% 

11% 

实际触网

年龄 

理想触网

年龄 

2015年5月中国家长理想的孩子触网年龄 VS 实际上孩子触网年龄 

2岁或以下 3-5岁 6-8岁 9-11岁 12岁或以上 

样本：孩子有上网行为的家长人群，N=1140；3-5岁孩子家长，N=299；6-8岁孩子家长，N=297；9-11岁孩子家长，N=297；12-15岁孩子家长，N=247，于2015年5月通过iClick调
研社区问卷调研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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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及儿童对家长上网管理的反映 

超过60%的家长曾经通过沟通协商或管理上网设备作为管理孩子上网行为的手段； 
孩子上初中前（小于11岁）比较听从家长的管理，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青春期等原因，大于12岁的儿童及青少年开始对家
长的管理手段产生反感。 

65% 
63% 

41% 
40% 

72% 

64% 

45% 
38% 

69% 

58% 

40% 
36% 

70% 

56% 

34% 34% 

0%

20%

40%

60%

80%

100%

2015年5月中国家长管理上网手段 

58% 

35% 

6% 
1% 

61% 

36% 

3% 
0% 

57% 

38% 

4% 
1% 

50% 
43% 

6% 
1% 

2015年5月中国孩子对家长管理上网手段的反映 

3-5岁 6-8岁 9-11岁 12-15岁 

比较 
听从管理 

比较反感， 
但会听从管理 

不听从管理 任由自由上网 沟通协商 
管理孩子的 
上网设备 

奖罚制度 管理网络设备 

样本：孩子有上网行为的家长人群，N=1140；3-5岁孩子家长，N=299；6-8岁孩子家长，N=297；9-11岁孩子家长，N=297；12-15岁孩子家长，N=247，于2015年5月通过iClick调
研社区问卷调研获得。 

孩子对于家长的管理上网手段的反感随着年龄增长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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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孩子上网的时长 

限制浏览不良信息内容 
（如色情/赌博/非法违规等内容） 

限制游戏等娱乐的时间 

了解孩子上网的行为/内容偏好 

控制孩子上网的具体时间段 
（如时间段内断网/周末才能上网等） 

获取适合学习娱乐相关的内容推荐 

获取适合亲子交流互动的内容推荐 

控制孩子上网设备的联网权限 

禁止浏览钓鱼木马网站 

家长在管理孩子上网行为上的需求 

在孩子上网行为管理的需求上，控制孩子上网时长，限制不良内容信息的浏览和对游戏等娱乐时间的限制是家长比较关注
的内容。 

56% 

41% 

51% 

46% 

49% 

42% 

42% 

34% 

28% 

67% 

51% 

54% 

52% 

52% 

44% 

43% 

37% 

35% 

65% 

55% 

53% 

54% 

46% 

48% 

34% 

31% 

31% 

60% 

65% 

47% 

51% 

49% 

52% 

31% 

35% 

38% 

6-8岁 12-15岁 3-5岁 9-11岁 

样本：孩子有上网行为的家长人群，N=1140；3-5岁孩子家长，N=299；6-8岁孩子家长，N=297；9-11岁孩子家长，N=297；12-15岁孩子家长，N=247，于2015年5月通过iClick调
研社区问卷调研获得。 

孩子上网时长和不良内容的管控是家长比较迫切的上网行为管理需求 

20
15
年
5
月 

中
国
家
长
在
管
理
孩
子
上
网
行
为
上
的
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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