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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发布

我国网民规模首超7亿人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8 月 3
日在京发布的第 38 次 《中国互联
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
至 2016 年 6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7.1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1.7％，
超过全球平均水平 3.1 个百分点，
网民规模连续9年位居全球首位。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互联
网发展研究部副主任刘鑫介绍，随
着互联网对我国经济、文化、社会
等领域发展影响的进一步深入，互
联网对于整体社会的影响进入新阶
段。上半年，我国新增网民2132万
人，网民规模首超7亿人，互联网普
及率比2015年底提高1.3个百分点，

超过亚洲平均水平8.1个百分点。
据了解，随着移动通讯网络环

境的不断改善以及智能手机的进一
步普及，移动互联网应用向网民生
活深入渗透，促进手机上网使用率
增长，网民上网设备进一步向移动
端集中：手机网民规模达 6.56 亿
人，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人群占比
由 2015 年底 90.1％提升至 92.5％，
仅 通 过 手 机 上 网 的 网 民 占 比 达
24.5％。

同时，我国农村互联网普及率
保 持 稳 定 增 长 ， 截 至 6 月 为
31.7％。但是，城镇地区互联网普
及率超过农村地区 35.6 个百分点，

城乡差距仍然较大。上半年，我国
各类互联网公共服务类应用均实现
用户规模增长，在线教育、网上约
车、在线政务服务用户规模均突破
1亿。

此外，互联网金融类应用在
2016年保持增长态势，网上支付、
互联网理财用户规模增长率分别为
9.3％和12.3％。电子商务应用的快
速发展、线上支付厂商不断拓展和
丰富线下消费支付场景，促进用户
转化；互联网理财用户规模不断扩
大，理财产品日益增多、产品用户
体验的持续提升，带动大众线上理
财的习惯逐步养成。 据新华社

通过手机聊天、社交、看新
闻 ， 网 购 、 理 财 、 打 车 、 订 外
卖，旅游、听音乐、看视频、看
直播……互联网在引领传统产业
巨大变革的同时，也渗透到我们
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大幅扩展了
我们的生活空间。

从 2016 年上半年中国网民各
类手机互联网应用的使用率来看，
手机即时通信 （包括微信和 QQ
等） 的用户规模最大，达 6.03 亿
人，使用率高达91.9％，紧随其后
的是手机网络新闻 （用户规模5.18

亿、使用率 78.9％），手机搜索
（ 用 户 规 模 5.24 亿 、 使 用 率
79.8％），手机网络音乐 （用户规
模 4.43 亿、使用率 67.6％）、手机
网络视频（用户规模4.40亿、使用
率 67.1％），以及手机网上支付、
手机网络购物、手机网络游戏、手
机网上银行、手机网络文学等。

由此可见，当前国人用手机上
网最经常干的五件事就是：即时通
信、看新闻，搜索相关信息、听音
乐、看视频。

据新华社

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透视
中国网民规模达 7.1 亿，农村

网民1.91亿，人均周上网时长26.5
小时……一系列数据，从不同侧面
透视出我国互联网发展的新成果、
新趋势、新动向。

此次报告最新数据显示，截至
2016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到7.1
亿。针对近年来我国网民规模不断
扩大的趋势，报告认为，这是由于
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断完善、
利好政策的持续出台，以及互联网
对于各个行业的渗透，共同促进了
网民规模持续增长。

报告显示，截至 2016 年 6 月，
我国网民中农村网民占比 26.9％，
规模为1.91亿。城镇地区互联网普
及率超过农村地区 35.6 个百分点，
城乡差距仍然较大。

报告调查认为，“不会上网”
和“不愿上网”仍是农村人口上网
的主要障碍，68％的农村非网民因
为“不懂电脑/网络”不上网，认
为“不需要/不感兴趣”的农村非
网民比例为10.9％。

CNNIC互联网发展研究部副
主任刘鑫认为，除了宽带网络覆盖
等“硬件建设”之外，包括普及互
联网知识、贴近农民需求、培养农
民上网意愿等“软件建设”应成为
农村非网民转化的重要方式。

网民规模破7亿
城乡普及率仍有差距1

网民日均“粘屏”3.8小时2
近年来，国人的上网方式也发

生很大变化，从 PC 端的门户网
站、搜索引擎到如今的智能手机、
APP，已经进入了移动互联时代。

手机从通话工具成为上网终
端，手机上网催生的“低头族”，
随时随地碎片化上网时间的不断累
加，也让国人的上网时长不断增
加。报告调查显示，2016 年上半
年，中国网民的人均周上网时长为
26.5 小时，比 2015 年提高 0.3 小
时。这相当于 7.1 亿网民，平均每
人每天上3.8小时的网。

而这些“粘屏”数据中，年轻
人无疑作出了最大“贡献”。报告

显示，截至2016年6月，我国网民
仍以10-39岁群体为主，占整体的
74.7％。其中 20-29 岁年龄段的网
民占比最高，达 30.4％，其次是
30-39岁和10-19岁的群体，分别
占比24.2％、20.1％。

“根据我们的判断，中国移
动互联网仍然处于发展前期，尤
其是手机将成为更多智能设备的
连接器，包括穿戴设备、智能家
电等，都可以通过手机实现移动
互联。将来，手机的信息价值会
不断提升，包括大数据的挖掘，
都将更多通过手机端来实现。”刘
鑫说。

国人上网最常干五件事3

最高人民法院 8 月 3 日发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网络
司法拍卖若干问题的规定》，对网
络司法拍卖的平台准入规则、运行
模式、各主体之间的权责划分、具
体的竞拍规则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
梳理和规范。

解决执行难是一项系统工程，
财产变现是实现债权人利益的关键
环节，其中司法拍卖是财产变现的
最重要途径之一。据统计，每年全
国法院的执行财产价值约 6000 亿
元，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要通过司法
拍卖的途径予以变现。

网 络 司 法 拍 卖 最 早 出 现 于
2010 年，其市场超地域化，拍卖
快捷化，拍卖虚拟化，交易成本低
廉化，拍卖信息透明化等诸多特
性，使得司法拍卖变得更公开、更
高效、更便捷。目前，我国已经有
1400 余 家 法 院 自 主 开 展 网 络 拍
卖，进行网拍超过 25 万次，成功
处置标的物金额超过 1500 亿元。
但作为一种新事物，网络司法拍卖

实践中也存在拍卖模式多样、拍卖
主体多元、操作规程不一等问题。

此次出台的规定全文共三十八
条，明确了实施网络司法拍卖的主
体为人民法院；明确最高人民法院
统一建立全国性网络服务提供者名
单库，具体个案中由申请执行人选
择拍卖平台；明确了网络司法拍卖
中人民法院、网络服务提供者、辅
助工作承担者各自的职责；明确了
一人竞拍有效的原则；通过规则设
计努力促成一拍成交，对同一拍卖
标的只有无人出价时才再次拍卖；
结合网络拍卖的特点，改变了传统
的拍卖竞价模式，充分保证竞买人
和优先购买权人的权利；确定了悔
拍保证金的处置规则；明确网络司
法拍卖撤销的情形和责任承担；明
确了网络司法拍卖中各主体的相关
责任，严禁网络服务提供者违规操
作、后台操控的行为。

据悉，规定将于2017年1月1
日起正式施行。

据新华社

最高法规范网络司法拍卖

一人竞拍也有效

河南规范新型政商关系
提供一张“明白纸”

河南省纪委日前联合工商联等
部门下发《河南省构建新型政商关
系暂行办法》。据介绍，办法尽可
能全面列出政商交往的“正面清
单”和“负面清单”，给政商交往
提供一张“明白纸”。

为解决政商关系中存在的“谈
商色变”和“勾肩搭背”等突出问
题，办法明确，在政商交往中，各
级党委、政府和职能部门及其工作
人员，不得有利用职权影响或职务
之便从事收受企业及其负责人红
包、礼金、礼品、有价证券等8种
行为；明确列出非公有制企业及其
负责人在政商交往中，不得给予领
导干部及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和其
他特定关系人财物或者其他好处等
6种具体行为。

领导干部在与非公有制企业负
责人交往中可能存在利益冲突情形

的，应当事先报告或者主动申请回
避；应当回避而未回避的，有关机
关应当依规直接作出回避决定，拒
不回避的严肃追究相关人员法纪责
任。

与此同时，为避免出现政商关
系“清”而不“亲”倾向苗头，办
法还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和职能部
门及其工作人员，要坦荡真诚同非
公有制企业接触交往，特别是在非
公有制企业遇到困难和问题情况下
更要积极作为、靠前服务，对非公
有制经济人士多关注、多谈心、多
引导，帮助解决实际困难。根据办
法，纪检部门也将依法依纪整治对
非公有制企业及其负责人正当要求
置若罔闻、对其合法权益不予保护
等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行为，
对相关责任人进行问责。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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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日，巴铁1号试验车准备进行路面测试。当日，我国自行设
计研制、全面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空中巴士”——巴铁1号试验车，
在河北秦皇岛北戴河区开始启动综合试验，包括刹车距离、摩擦系
数、耗电等，检验车和路、人和车的关系。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