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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责编院郭 蓉

制版院包聪颖

野集五福冶尧抢红包尧晒视频噎噎刚刚过去的春节假期袁互联网上

年味甚浓遥 疫情之下袁众多互联网平台与应用为野就地过年冶的人们

提供了欢度春节的新方式遥
互联网与中国人的关系日益密切遥 近日袁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

心渊CNNIC冤发布的第 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渊下称

报告冤显示袁截至 2020年 12月袁中国网民规模已达 9.89亿袁占全球
网民人数的 1/5袁距离 10亿网民大关仅有野一步之遥冶遥 与此同时袁
中国互联网普及率已达 70.4%袁高于全球平均水平遥

即将到来的 10亿网民意味着什么钥随着野门槛冶的临近袁中国互

联网迎来了更强劲的发展动能和更广阔的发展空间遥

互联网上年味甚浓 中国网民逼近 10亿

网络平台提供欢度春节新方式

报告显示袁截至 2020年 12月袁我国网
民规模达 9.89 亿袁 较 2020 年 3 月增长
8540万遥 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 9.86亿袁较
2020年 3月增长 8885万遥

放在更长远的时间来看袁野十三五冶5
年间袁 得益于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的全面
推进袁中国网民规模实现平稳较快增长遥从
2015年 12月到 2020年 12月袁中国网民规
模增长 3.01亿遥 随着互联网普及和应用水
平的持续提升袁 更多人民群众得以享受到
互联网带来的便利袁 全球最大网民群体逐
步形成遥

CNNIC副主任张晓表示袁 我国网民
人口红利呈现 野从城到乡冶野从东到西冶的
野板块漂移冶特征遥

一方面袁 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进一步
缩小遥近年来袁中国持续深入推进数字乡村
战略袁 农村网民规模和网络普及率显著提
高遥截至 2020年 12月袁我国城镇地区互联
网普及率为 79.8%袁 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
率为 55.9%要要要城乡地区互联网普及率相
差 23.9%袁2017年以来首次缩小到 30%以
内遥 另一方面袁中西部地区网民增长较快袁
网民规模较 2016年增长 40%袁增速较东部
地区高 12.4个百分点遥

报告指出袁 近年来网络扶贫的纵深发
展袁带动了边远贫困地区非网民加速转化遥
除了打通贫困地区通信的 野最后一公里冶
外袁电子商务尧在线教育尧远程医疗尧基础金
融服务的覆盖增强了贫困地区的造血功
能袁激发了贫困群众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遥

在网民年龄的构成上袁一头一尾的野00
后冶和野银发族冶构成互联网时代的多元野数
字族群冶袁网民增长的主体从青年群体向未
成年和老年群体转化的趋势日趋明显遥

报告显示袁截至 2020年 12月袁我国已
有近 2.6亿 50岁以上的 野银发网民冶尧1.6
亿 20岁以下的年轻网民遥 在新增网民中袁
20岁以下和 60岁以上网民占比也有显著
提高遥

作为第一代网络野原住民冶袁野00后冶网
民规模的扩大自不必言遥 而老年网民群体
的增长袁则得益于互联网应用的野适老化冶
趋势遥

2020年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叶关于切实
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实施方案曳的
通知袁向进一步方便老年人享受智能化服务
迈出了坚实的一步遥 如今袁互联网的创新应
用正在逐步改变老年人的生活袁让野银发网
民冶同样可以享受野智慧时代冶的便利遥

形成全球最大网民群体

新基建的全面启动袁 成功助力互联网
产业发展和数字经济繁荣遥

电子工业出版社总编辑兼华信研究院
院长刘九如认为袁野十三五冶期间袁我国新基
建加快推进袁 为互联网产业快速发展及新
一代信息技术更广泛应用打下坚实基础遥

报告显示袁截至 2020年 12月袁我国已
建成 5G基站 71.8万个袁推动共建共享 5G
基站 33万个袁 连接终端超过 1.8亿个袁建
成全球最大的 5G网络曰 培育形成 100余
个具有一定行业尧 区域影响力的工业互联
网平台袁连接工业设备 4000万台渊套冤袁产
业规模达 3万亿元曰 空天网络设施加快建
设袁 提前半年全面完成北斗三号全球卫星
导航系统星座部署袁 基于北斗的导航服务
被电子商务尧移动智能终端制造尧位置服务
等领域广泛应用遥

2020年袁中国在量子科技尧区块链尧人
工智能等前沿技术领域不断取得突破袁应
用成果丰硕袁释放产业发展动能遥

报告指出袁 随着量子科技成为信息通
信技术演进和产业升级的关注焦点袁 我国

在政策布局尧 技术发展和产业应用方面均
取得显著进展曰 在区块链领域袁2020年全
国已建成 40个区块链产业园区袁区块链相
关企业数达 64996家袁2020年上半年区块
链产业市场规模 17.15 亿元袁 同比增长
246.5%曰 在大数据领域袁2020年我国大数
据产业规模突破万亿元袁 达到了 10100亿
元袁同比增长 26.3%曰在人工智能领域袁新
一代人工智能技术正加速在各行业深度融
合和落地应用袁 推动经济社会各领域从数
字化尧网络化向智能化加速跃升遥
中科院网络中心副主任尧 中国科学院

大学教授谢高岗表示袁 互联网相关产业与
应用的持续发展袁 对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安
全稳定运行尧 互联网体系结构与基础资源
技术的创新突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遥目前袁
我国互联网基础资源技术与大数据尧 区块
链等技术进一步深度融合袁 先后孵化出国
家互联网基础资源大数据渊服务冤平台尧基
于区块链的互联网基础资源管理服务 渊实
验冤平台等技术平台袁有力支持了互联网基
础资源的管理服务需要遥

前沿技术不断取得突破

从竞逐野春晚营销冶袁到掀起野红包大
战冶袁再到撬动野流量生意冶噎噎这个春节假
期袁短视频平台是毫无疑问的互联网主角遥

短视频的飞速发展袁 是中国互联网应
用繁荣发展的写照遥 报告显示袁截至 2020
年 12月袁我国网络视频渊含短视频冤用户规
模达 9.27亿袁较 2020年 3月增长 7633万袁
占网民整体的 93.7%遥 其中袁短视频用户规
模为 8.73亿袁较 2020年 3月增长 1亿袁占
网民整体的 88.3%遥

短视频用户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何以

野暴增冶钥 报告认为袁一方面袁各大短视频平
台加大对支付领域的布局袁 形成自身电商
交易闭环遥基于支付业务袁平台可以积累大
量用户数据袁 有针对性地进行产品的推送
和营销遥 另一方面袁以抖音尧快手为代表的
短视频平台积极拓展海外市场袁 凭借其先
发优势取得不俗成绩遥

值得注意的是袁 短视频的兴起或带动
多产业联动发展遥业内人士指出袁在大流量
通道的助推下袁广告尧电商尧游戏等行业有
望共享短视频行业的发展红利遥

CNNIC主任曾宇表示袁野十三五冶期

间袁我国数字经济欣欣向荣袁互联网应用百
花齐放袁为我国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尧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提
供了强大支撑遥

报告指出袁在网络零售方面袁自 2013
年起袁 我国已连续 8年成为全球最大的网
络零售市场遥 2020年袁我国网上零售额达
11.76万亿元袁较 2019年增长 10.9%遥其中袁
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 9.76万亿元袁占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的 24.9%遥截至 2020年 12
月袁 我国网络购物用户规模达 7.82亿袁较
2020年 3月增长 7215万袁 占网民整体的
79.1%遥值得一提的是袁网络直播成为野线上
引流+实体消费冶的数字经济新模式袁直播
电商成为广受用户喜爱的购物方式袁66.2%
的直播电商用户购买过直播商品遥

在网络零售持续增长的同时袁 网络支
付也在持续普及遥 报告显示袁截至 2020年
12月袁 我国网络支付用户规模达 8.54亿袁
较 2020年 3月增长 8636万袁 占网民整体
的 86.4%遥 未来袁数字货币将进一步优化功
能袁覆盖更多消费场景袁为网民提供更多数
字化生活便利遥

数字经济提供强大支撑

今年春节假期和春运期间袁 中国各地
群众有序流动袁 其中少不了互联网力量的
支撑袁野绿码冶出行就是一例遥 疫情期间袁全
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推出 野防疫健康
码冶袁 累计申领近 9亿人袁 使用次数超过
400亿人次袁 支撑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实现
野一码通行冶袁 大数据在疫情防控和复工复
产中作用凸显遥

在疫情防控方面袁 中国较为完备的互
联网基础设施和丰富的互联网应用为打赢
疫情防控阻击战起到了关键作用遥其中袁远
程办公尧 在线教育等新模式有效满足网民
工作尧学习等切实需要袁为全社会野重启冶和
经济复苏提供强大助力遥

报告显示袁截至 2020 年 12 月袁我国
远程办公应用用户规模达 3.46 亿 袁较
2020年 6月增长 1.47亿曰 各大在线教育
平台面向学生群体推出各类免费直播课
程袁方便学生居家学习袁用户规模迅速增
长曰受疫情影响袁网民对在线医疗的需求
量不断增长袁进一步推动我国医疗行业的
数字化转型噎噎截至 2020年 12月袁我国
在线教育尧在线医疗用户规模分别为 3.42

亿尧2.15亿袁占网民整体的 34.6%尧21.7%遥
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迫切需要袁更使

得数字政府建设步伐进一步加快遥冶中共中
央党校渊国家行政学院冤电子政务研究中心
主任尧 国家电子政务专家委员会副主任王
益民表示袁 我国充分发挥全国一体化服务
体系建设成效袁大力推进数字政府建设袁为
扎实做好野六稳冶工作袁全面落实野六保冶任
务提供服务支撑遥

报告显示袁截至 2020年 12月袁我国互
联网政务服务用户规模达 8.43亿袁较 2020
年 3月增长 21.6%袁 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
平台实名用户总量达 8.09亿遥 在数字政府
建设方面袁 各级政府 野一网通办冶野异地可
办冶野跨区通办冶 渐成趋势袁野掌上办冶野指尖
办冶逐步成为政务服务标配袁营商环境不断
优化遥

叶2020联合国电子政务调查报告曳显
示袁中国电子政务发展指数排名从 2018年
的第 65位提升至第 45位遥其中袁作为衡量
电子政务发展水平核心指标的在线服务指
数由全球第 34位跃升至第 9位袁迈入全球
领先行列遥 渊刘峣冤

数字政府进入全球领先行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