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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8月，在全国各级网信、公安、工信、市场监管等政府部门的指导和支持下，全国135家网
络社会组织共同发起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为主题的“2022网民网络安全感满意度调
查”（以下简称“安满度调查”），共收回问卷303万份。其中第6专题为“特殊人群（未成年人、老年
人等） 网络权益保护”，共收集样本 19183 份。男性占 39.39%，女性占 60.61%。未成年人 （18 周岁以
下）占19.8%，青年人（18-44周岁）占66.11%，中年人（45-59周岁）占14.07%，老年人（60周岁及以
上）占0.92%。地区分布上，东部地区占55.93%，中部地区占21.33%，西部地区占11.19%，东北地区占
11.50%，港澳台地区占0.04%，海外地区占0.02%。基于安满度调查完成了《未成年人网络权益保护及安
全感满意度调查报告》。

调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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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已经成为未成年人学习、生活的

重要工具，未成年人也越来越离不开网络。《未

成年人网络权益保护及安全感满意度调查报

告》显示，67.69%的受访者表示家中存在未成

年人上网的情况，79.2%的受访未成年人每天

上网超过 1小时。64.98%的受访者认为应加

强未成年人网络信息辨别能力培养。

受访未成年人平均网龄
为4.35年

调查显示，受访未成年人的平均网龄

为 4.35年，其中网龄为 3年的比例最高，占

17.35%；其次是 5年网龄，占 14.84%。值得注

意的是，5.38%的受访未成年人表示自己的

网龄在 10年及以上，说明这部分未成年人

可能在 5-7岁甚至更早就有了上网经历。

统计发现，79.2%的受访未成年人每天

上网超过 1小时，不足 1小时的仅有两成。

从不同年龄段来看，12岁以上未成年人上

网时间更长，平均每天上网时间在 3 小时

及以上的占半数；而在 12岁以下的未成年

人中，近九成平均每天上网时间在 2 小时

以内。课题组分析，这可能与中学生拥有智

能手机，或需要通过上网来辅助学习等情

况更多有关。

调查显示，67.69%的受访者表示家中

存在未成年人上网的情况。在未成年人受

访者中，这一比例为 84.69%，而在受访成

年人中这一比例为 63.74%，二者相差了近

20个百分点，由此看出成年人对未成年人

是否上网了解不足。

对于未成年人经常使用的网络应用，在

受访未成年人中，排在前五位的依次是网络

视频、网络游戏、网络音乐、社交应用、在线教

育；在受访成年人中，排在前五位的依次是

网络游戏、网络视频、在线教育、网络音乐、社

交应用。可以看到，无论是未成年人还是成

年人都表示“网络游戏”和“网络视频”是未成

年人最常使用的两种网络应用。

但是，受访成年人更多地认为未成年

人使用网络玩游戏和进行在线学习，而受

访未成年人则表示，使用网络视频、社交应

用较多，在线学习的获选率排在第五位。另

外，受访未成年人表示自己较少使用“网络

直播”，比例不足两成（18.40%），而受访成

年人认为未成年人较少使用“新闻资讯”

（18.85%）。可见，成年人对未成年人经常使

用哪些网络应用的了解，与未成年人的实

际情况存在一定偏差，对未成年人的上网

行为缺乏全面了解。课题组认为，掌握未成

年人网络使用情况是引导和保护未成年人

的前提之一，需要引起家长、老师的更多关

注和重视。

未成年人对上网态度更
积极，成年人更谨慎

调查中，不同年龄段的受访者对未成

年人上网的看法存在明显差异。受访成年

人更认同上网对未成年人的负面影响，与

之相关的选项获选率均高于未成年人：认

为容易沉迷在网络游戏和短视频中的比

例，比未成年人高 16 个百分点；认为缺乏

辨识能力、容易被网友欺骗的比例，比未成

年人高近 20个百分点；认为容易受低俗不

良信息影响的比例，比未成年人高 17个百

分点；认为可能导致不良生活习惯、影响身

体健康成长的比例，比未成年人高超过 18
个百分点；认为可能影响学习的比例，比未

成年人高 14个百分点。

而受访未成年人更加认同上网的积极

影响，认为网络有利于缓解学习压力的比

例，比成年人高 18个百分点；认为网络可以

拓宽视野、激发和培养创造力的比例，比成

年人高 13个百分点；认为网络可以扩大社

交面的比例，比成年人高超过 17个百分点。

在对网络使用的管理上，未成年人与

成年人也有不同的态度。34.49%的受访成

年人认为需要对未成年人上网进行严格管

理，比未成年人高近 11 个百分点。而受访

未成年人更赞同“不应当反对，但应合理安

排上网时间”的管理方法，获选比例比成年

人高出近 10个百分点。

由此可见，未成年人对上网持更积极

的态度，成年人则较为谨慎，这也体现出明

显的代际差异。作为网络一代的原住民，未

成年人更希望通过网络提升能力、打开视

野，同时也希望用网时养成合理安排时间

的良好习惯。

在期待的网络素养教育上，受访者认

为学校和社区应对未成年人加强“网络信

息辨别能力培养”（64.98%）、“网络使用规范

和道德修养培养”（60.98%），获选率均超过

六成。其他还有：“网络安全有关法律知识”

（57.84%）、“互联网基本知识”（54.95%）、“网

络安全典型案例宣传教育”（52.61%）和“网

络使用技能”（44.35%）等。可见，信息辨识、

规范学习、道德培养被认为是最需要对未

成年人开设的网络素养课程。

比较发现，总体来说成年人对各类网

络素养教育课程的期待比未成年人更高，

其中在“网络安全典型案例的宣传教育”方

面，受访成年人的获选率比未成年人高近

7个百分点。但和成年人不同的是，未成年

人希望学习更多互联网基本知识和网络使

用技能，受访未成年人在这两项上的获选

率比成年人高两个多百分点。

近八成受访未成年人每天上网时长超1小时
64.98%受访者认为应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信息辨别能力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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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已经成为未成年人学习娱乐、

获取信息的重要方式，但网络沉迷、信息泄

露等网络安全问题也会影响未成年人的身

心发展。未成年人网络安全与网络保护问

题既是全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也是网络

治理的重点问题。

《未成年人网络权益保护及安全感满

意度调查报告》显示，受访者对未成年人网

络权益保护整体的满意度为 3.24分（满分

5 分），较 2021 年（3.17 分）有所提升，受访

未成年人的满意度比成年人高 0.43分。

学历越高对未成年人网
络权益保护满意度越低

近年来，我国加大了未成年人保护力

度，尤其在维护未成年人网络权益方面更

是出重拳进行综合治理。本次调查显示，受

访者对未成年人网络权益保护整体的满意

度为 3.24 分（满分 5 分），较 2021 年（3.17
分）有所提升。

数据显示，受访未成年人的满意度比

成年人高 0.43分。具体到各个年龄段的受

访者中，未成年人和老人的满意度更高，分

别为 3.59分和 3.47分，青年人与中年人（18
周岁-60周岁以下）的满意度相对偏低，分别

为 3.18分和 3.08分。可见，中、青年群体对未

成年人网络权益保护持更加严格的态度。

不同学历的受访者对未成年人网络权

益保护持有不同看法，呈现出“学历越高

满意度越低”的特征。大专及以下学历受

访者的满意度高于平均分，而本科及以上

学历受访者的满意度低于平均分，其中本

科受访者满意度为 3.10 分，硕士为 2.81
分，博士为 2.44分。课题组分析，这一现

象可能与高学历群体具有更强的信息收集

能力、辨识能力以及安全意识有关，他们

更能捕捉到网络环境中的潜在风险和隐

患，因此对未成年人的网络权益保护现状

更易产生担忧。

具体到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各项措

施，受访者对游戏公司的“宵禁”“实名”“限

时令”等措施的满意度最高（3.64 分），对

“饭圈”整治行动（3.12 分）的满意度最低，

低于整体的平均得分（3.24 分）。受访未成

年人对青少年模式/防沉迷模式的满意度

最高（3.74 分），然后是“网络宵禁”“限时

令”（3.71分），对“饭圈”文化整治行动效果

满意度最低（3.29分）。

比较发现，受访未成年人对各种措施

的满意度均高于成年人。其中，在“保护软

件的使用体验”方面，未成年人与成年人的

满意度评分差距最大，为 0.44分。五成多

受访未成年人对保护软件的使用体验表示

满意，认为其“功能较多，过滤效果好”

“基本能达到预期效果”，但持同样观点的

成年人仅有三成多。15.35%的受访成年人

对现有未成年人保护软件的使用体验感到

不满， 8.06%的受访成年人认为“功能

少，与预期效果差太多”，7.29%的受访成

年人认为“不能过滤相关 App、网址，起

不到应有作用”，而有相似感受的未成年

人占比不到一成。

超九成未成年人了解“青
少年保护模式/防沉迷模式”，
但不到四成经常使用

受访者对“青少年保护模式/防沉迷

模式”的作用较为认可，总体满意度为

3.52 分，比 2021 年 （3.42 分） 略有上升。

分别有 62.01%的受访未成年人和 46.98%
的受访成年人对“青少年保护模式/防沉

迷模式”的作用表示认可。

对于“青少年保护模式/防沉迷模式”

作用小的主要原因，受访者的观点主要有

“流于形式，和一般模式板块设置完全相

同”“保护能力有限，不能防止直播平台主

播诱导打赏”和“功能不完善，可轻易延长

使用时限”等，受访成年人持这些观点的比

例均超过了未成年人，而在“现行的青少年

保护模式/防沉迷模式内容极少，没有吸引

力，长期不更新，外观界面幼稚”这一观点

上，未成年人的认同比例（32.17%）比成年

人高出 9 个百分点以上，说明未成年人有

对多元化内容的强烈需求。

调研还发现，超九成未成年人了解

“青少年保护模式/防沉迷模式”，但仅有

36.30%会经常使用， 35.28%偶尔使用，

19.61% 虽然了解却从未使用过，还有

8.80%表示对“青少年保护模式/防沉迷模

式”不了解。

对防止未成年人网络沉迷的若干措施

进行考察发现，超五成受访成年人支持对

未 成 年 人 “ 限 制 上 网 时 间 和 时 长 ”

（57.58%） 和“限制未成年人开设网络账

户”（51.40%），支持比例排在前两位。此

外，“限制未成年人浏览不适宜的网站和

信息”（43.35%）“规定在可受监督的地方

上网”（36.61%） 和“上网使用的软硬件

有明确保护未成年人的要求”（34.56%）
也受到较多受访成年人的认同，占比均在

三成以上。

未成年人对多数措施的认可度与成年

人基本一致，仅在“限制未成年人开设网络

账户（30.71%）”上与成年人的观点存在较

大出入，认可率相差超 20个百分点。这说明

未成年人对限制开设网络账户的接受度不

高，希望能开设自己的网络账户，具有较强

的自主意识和隐私意识。另外，未成年人更

赞同父母对子女上网进行监督约束以及学

校进行宣传教育等措施，比例超过成年人。

“2022网民网络安全感满意度调查”显示

网民对“饭圈”整治行动满意度最低
网民对未成年人网络权益保护满意度同比有所提升，其中对“网络宵禁”“限时令”的满意度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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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率越来越高，公众

对未成年人安全绿色上网也越来越关注。

《未成年人网络权益保护及安全感满意度

调查报告》显示，网络沉迷、接触不良信息、

遭遇网络诈骗或欺凌、被诱导过度消费、盲

目追星等与未成年人上网相关的问题，受

到受访者的广泛关注。家长普遍采用“限

时”措施来引导和管理未成年人。

72.78%受访成年人担心
未成年人接触色情、赌博、毒品、
暴力等不良信息

调查显示，近八成（76.99%）受访成年

人担心未成年人出现“网络沉迷”问题，七

成多（72.78%）担心“接触色情、赌博、毒品、

暴力等不良信息”问题，五成左右担心未成

年人遭遇“网络诈骗”“个人隐私泄露”“虚

假信息或网络谣言”。未成年人对这些问题

也较为关注，近七成（66.09%）受访未成年

人担心“网络沉迷”问题，五成多担心上网

可能接触到不良信息或遭遇网络诈骗。

比较发现，在“个人隐私泄露”“网络欺

凌”“盲目追星，粉丝应援”问题上，未成年

人关注的比例超过成年人。课题组分析，这

说明未成年人对上网行为可能存在的风险

有一定认知，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近些

年未成年人网络素养教育的成果。

12 岁以下未成年人遇冒
充熟人诈骗更多，12岁以上未
成年人遇兼职诈骗更多

近年来，网络违法犯罪呈现高发且低龄

化的特点。如“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以
下简称“帮信罪”）已成为致使许多青年甚至

未成年人在不经意间跌入泥潭的原因。

调查发现，在过去一年中，两成左右的

受访未成年人表示在用网时遇到过违法有

害信息，一成多曾遇到过流量绑架，如浏览

器绑架、软件捆绑下载等，一成多遇到过网

络入侵，如木马入侵、账号被盗，一成多遇

到过网络攻击，如黑客攻击、勒索病毒等。

还有一成多遇到过网络诈骗，如金融诈骗、

电信诈骗、杀猪盘等，一成多遇到过个人信

息被侵犯，如强制采集人脸信息、个人资料

被出售牟利等，接近一成遇到过“虚假账号

租售、非法交易平台/中介平台、网络水军、

木马等恶意软件等”网络黑灰色产业犯罪。

比较发现，12岁以下受访未成年人称

遇到网络入侵、网络攻击比例更高，12 岁

以上受访未成年人称遇到违法有害信息、

流量绑架的比例更高。

对受访未成年人遇到的网络诈骗形式

进行统计发现，遇到较多的是“贷款金融诈

骗”，如校园贷、助贷套路等。其次是“电话

欠费、积分兑换、中奖诈骗”“低价诱惑、网

络钓鱼”等诈骗形式。这说明各式各样的网

络骗局，已经对未成年人用网构成了一定

威胁。

比较发现，12岁以下的未成年人遇到

贷款金融诈骗、疫情诈骗圈套、冒充领导熟

人或政府工作人员诈骗、交友诈骗更多，尤

其是冒充熟人等诈骗，比 12岁以上的未成

年人高两个百分点；而 12岁以上的未成年

人遇到电信诈骗、网络购物诈骗、投票诈

骗、兼职招聘诈骗、还款诈骗更多，尤其是

兼职招聘诈骗，比 12岁以下的未成年人高

近 4个百分点。

管理未成年人上网：家庭
排在责任主体第一位

针对各种上网问题，调查显示，家长们

普遍采用“限时”的措施来引导和管理未成

年人，包括“规定了上网的时间限制”

（71.30%）和“规定上网前提（如先完成作

业）”（53.80%）等。此外，还有 24.10%受访成

年人通过陪伴家中未成年人上网的方式进

行引导和管理，17.50%受访成年人给儿童

安装儿童上网监控和过滤软件，16.91%受

访成年人要求家中未成年人上网只能学习

不能玩游戏。

对于“应由谁来主要引导和管理未成

年人上网”的问题，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存在

一定的认知差异。受访未成年人认为家庭

（73.10%）、自己（65.78%）和学校（58.22%）
是排在前三名的责任主体；而在受访成年

人中，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家庭（81.82%）、
学校（69.64%）和互联网平台（58.51%）。

可见，未成年人对待上网行为，在自我

约束、自我管理方面有一定的认知，而成年

人更强调成年群体应承担引导和管理责

任，在未成年人自身责任上，受访成年人与

未成年人的认知差异接近 15个百分点。这

提示成年人可以在引导和管理中，侧重挖

掘和鼓励未成年人的主观能动性，督促其

形成健康上网的认知及自我约束态度，在

外界给予干预监管的同时，进一步降低未

成年人的网络使用风险。

同时，无论是未成年人还是成年人，都

将家庭排在责任主体的第一位。因此，课题

组建议通过家长学校、家长教育培训等途

径，提升家长的教育素质，使广大家长不仅

知网懂网，还知娃懂娃，在家庭中为未成年

人筑牢网络安全的第一道防线。

近八成成年人担心未成年人“网络沉迷”
受访家长普遍采用“限时”措施引导管理未成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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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网络暴力问题受到社会

各界的关注。在互联网环境下成长起

来的青少年，也会受到网络暴力的影

响。《未成年人网络权益保护及安全

感满意度调查报告》 显示，超半数

受访未成年人表示在自己身边发生

过网络暴力，近三成受访未成年人

在遭遇网络暴力后会感到情绪低

落、抑郁。同时，也有三成多受访

未成年人表示参与过与网络暴力行

为相关的活动。

超半数受访未成年人
表示在自己身边发生过网
络暴力

调查显示，在 12岁以下及 12-18
岁未成年人群体中，称在自己身边网

络暴力多发的比例均超过了一成

（“非常多”和“比较多”），分别

达 15.84%和 12.29%；另外，分别有

15.84% 的 12 岁 以 下 未 成 年 人 和

22.83%的 12-18岁未成年人表示偶尔

会遇到网络暴力行为。比较而言，12
岁以下未成年人没有遭遇到网络暴力

的比例更高 （50.50%），比 12岁以上

未成年人 （40.51%） 高近 10 个百分

点。由此可见，至少有超过半数的未

成年人遭遇网络暴力。

调查还显示，成年人没有遭遇网

络暴力的比例为 30.93%。虽然未成

年人中遇到过网络暴力的比例较成年

人低，但在 12 岁以下未成年人中，

表示身边网络暴力多发的比例，比成

年人 （12.81%） 高得多。

对未成年人遭遇网络暴力的形式

进行研究发现，12 岁以上受访未成

年 人 遭 遇 羞 辱 谩 骂 的 比 例 达

30.57%， 13%左右遭受过威胁恐吓、

被传谣言；还有不到一成曾遭到电

话、围观、私信等骚扰，遭遇泄露个

人或家人信息、人肉搜索等网络暴力

行为。

而在 12 岁以下受访未成年人

中， 15.19%在网络上遭遇过威胁恐

吓，12.66%遭遇过羞辱谩骂，11.39%
曾遭到电话、围观、私信等骚扰以及

泄露个人或家人信息，10.13%曾被传

谣言，还有不到一成受到过人肉搜索

或其他形式的网络暴力。

对比可以发现， 12 岁以下未成

年人遭遇威胁恐吓、电话或信息骚扰

等，比例高于 12 岁以上未成年人；

而 12 岁以上未成年人遇到最多的是

羞辱谩骂，比 12 岁以下未成年人高

出近 18个百分点。

近三成受访未成年人
遭遇网暴后情绪低落

在受到网络暴力攻击时，未成年

人普遍在情绪状态、学习能力、社会

功能等方面受到影响，进而影响身体

健康。调查显示，近三成受访未成年

人在遭遇网络暴力后会感到情绪低

落、抑郁。感到暴躁易怒、学习受到

影响，出现封闭自己的情况，占比也

在一成以上。还有的受访未成年人与

朋友、家人的关系受损，出现身体疾

病等。

比较而言， 12 岁以上未成年人

出现暴躁易怒和学习受到影响的比例

均比 12岁以下未成年人高，超过 4个
百分点。由此可见，网络暴力行为会

对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造成极大影

响，需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

调查也发现，三成多受访未成年

人参与过与网络暴力行为相关的活

动。在 12 岁以上受访未成年人中，

有 12.2%参与过网络对骂， 7.26%参

与过帮推转发，6.18%参与过恶搞刷

评， 4.47%参与过网络出征，还有

3.57%参与过人肉搜索。而在 12岁以

下受访未成年人中，参与过这些网络

活动的比例均在 6%-7%左右。

由此可见，有些未成年人是网

络暴力行为的受害者，同时亦有些

未成年人是参与者、施暴者。这是

未成年人心智尚未成熟、是非判断

能力不足的表现，也是未成年人缺

乏媒介素养和法律意识的表现，需

要得到广泛关注。

超半数受访未成年人
表示身边发生过网络暴力
近三成受访未成年人
遭遇网暴后情绪低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