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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互联网已与国民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密不可分。在提供各种生活便利和沟通

便捷的同时，网络攻击、病毒传播、垃圾邮件等迅速增长；利用网络进行诈骗、盗窃、敲诈勒索、窃密等

案件逐年上升，严重影响网络的正常秩序，损害网民权益；网上色情、暴力等不良和有害信息的传播，也

正在严重危害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如何有效开展网络安全社会治理、保障广大人民群众上网用网安全，日

益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重大问题。 

开展网络安全满意度调查，旨在进一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切实落实《网络

安全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增强网民的网络安全意识和防范能力，促进互联网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升网

民网络安全感和满意度，最大限度调动网民参与网络生态治理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助力政府相关部门积极

探索网络治理规律，提高综合治网的成效和水平。 

调查问卷分为公众网民版和从业人员版。公众网民版从大众化的角度，设置七个专题二级问卷，在去

年的个人信息保护、遏制网络违法犯罪行为、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三个专题的基础上，增加了法制建设、网

络购物安全、网络平台企业安全监督管理、数字政府安全服务四个专题。从业人员版从专业化、运营服务

的角度，重点了解网络从业人员对当前网络安全状况的感知、评价、建议和期待，以及对有关问题的认知

和态度，面向网络服务提供者、网络安全产品服务提供者、联网使用单位、政府网络安全监督管理部门、

网络行业协会，设计分类问卷。2019 年 8 月 13 日 9:00，调查活动启动线上样本采集，8 月 22 日 24:00 结

束，历时十天。全国共收到样本 221266 份，其中公众网民答卷数量共计 189495 份，网络从业人员答卷数

量共计 31771 份。 

与 2018 年相比，2019 网民网络安全感满意度调查活动取得多方面的进步和突破。一是规格和规模更

上层次。公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成为活动指导单位，对调查活动的宗旨、定位、组织等各方面工作进行全

面指导；活动得到全国各省市网络社会组织积极响应，发起单位从 2018 年的 85 家增加至 135 家。二是调

查范围更加广泛，依托分布在全国各地区、各领域数量众多的发起单位和支持单位，大幅度扩大调查范

围。调查活动采取线上问卷调查和线下调研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主要通过“网络安全共建网”、活动发起

单位和支持单位网站、网络平台、商业门户网站、中央（地方）重点新闻网站等平台及其对应的移动端

App、公众号等媒体平台上发布调查公告和调查问卷的链接，通过持续置顶公告、持续悬浮窗公告、移动

客户端热点推文、微博微信等公众号热点推文等形式，发动和鼓励社会公众网民和网络从业人员参与填写

问卷。同时通过走访、座谈、培训、会议等方式开展线下调研，同步收集调查样本。三是更加注重倾听网

民真实的声音，调查问卷增加重要议题，围绕与网民上网的安全感满意度相关的关键因素、关键行业、关

键话题，从网络安全立法、应用、保护、执法司法、社会服务、产业发展等 6 个维度共 11 个议题，面向广

大网民和网络从业人员来设计问卷题目。四是宣传形式更加灵活多样，以视频、小程序等方式广泛宣传网

络安全法律法规及相关知识，利用活动平台，更好地提升网民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五是样本数据量更

多，覆盖面更广。样本覆盖全国 31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和港澳台，样本数据总量大幅度超越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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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网民网络安全感满意度调查数据统计报告 

（公众网民版） 

北京卷 

一、 概述 

1. 报告编制说明 

1）编写宗旨：本报告是基于本次调查活动的全国原始数据，提取本地区样本进行统计分析，为

客观呈现数据的真实性和有效性，方便各地获取第一手的原始数据，编制单位不会对样本数据做任

何增、减或修改，仅对数据统计结果做基本的对比、排序等定量分析，不做主观推断的定性分析。 

2）每一项内容的统计结果，会生成对应的数据表和图，并参照全国统计报告的对应内容进行对

比，对比方式为数据比对或排名比对。 

3）本报告对部分可读性不强的数据表进行了删减，如需要完整的数据表可直接联系编制单位索

取。 

4）本报告对数据对比结果相差 1 个百分点以内的称为“基本一致”，相差 1~5 个百分点的称为

“略高/低”，相差 5~20 个百分点的称为“高/低了”，相差 20 个百分点以上的称为“明显高/

低”。 

5）本报告对网民选择比例超过 80%的选项内容列入主要发现栏目。 

 

2. 安全感满意度总体分析 

2019 年网民网络安全感满意度调查公众网民版问卷，总计有 13 个方面涉及网民网络安全感满

意度评价，相较于全国数据，北京网民的评价有 2 个方面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一致，有 11 个方面低

于全国平均水平，分别如下（详情请参阅报告正文）。 

1）总体分析 3：总体网络安全感 

正面评价为 45.08%，相较于全国数据 51.25%，低了 6.17 个百分点。 

2）总体分析 3.1：与去年相比网络安全感变化 

有所提升为 42.47%，相较于全国数据 48.76%，低了 6.29 个百分点。 

3）总体分析 10：互联网企业承担网络安全责任现状 

正面评价为 33.01%，相较于全国数据 37.13%，略低 4.12 个百分点。 

4）网络安全法制建设专题 1：网络安全法制建设状况满意程度 

正面评价为 45.12%，相较于全国数据 49.79%，略低 4.67 个百分点。 

5）个人信息保护专题 1：网络个人信息保护现状 

正面评价为 28.44%，相较于全国数据 34.27%，低了 5.83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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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遏制惩处网络违法犯罪专题 1：遏制网络违法犯罪工作成效满意程度 

正面评价为 37.2%，相较于全国数据 43.35%，低了 6.15 个百分点。 

7）网络购物专题 1：网络购物安全状况满意程度 

正面评价为 59.11%，相较于全国数据 64.45%，低了 5.34 个百分点。 

8）网络购物专题 5.2：电商平台处理售假情况满意程度 

正面评价为 45.72%，相较于全国数据 45.42%，基本一致。 

9）网络购物专题 5.3：市场监管部门处理售假情况满意程度 

正面评价为 38.03%，相较于全国数据 50.89%，低了 12.86 个百分点。 

10）未成年人网络权益保护专题 1：未成年人网络权益保护状况满意程度 

正面评价为 41.46%，相较于全国数据 41.36%，基本一致。 

11）网络平台企业安全监管专题 5.2：网络平台投诉处理结果满意程度 

正面评价为 27.92%，相较于全国数据 37.54%，低了 9.62 个百分点。 

12）数字政府安全服务专题 2.：政府网上服务便利程度现状 

正面评价为 51.59%，相较于全国数据 65.59%，低了 14 个百分点。 

13）数字政府安全服务专题 3：政府网上服务安全性现状 

正面评价为 54.08%，相较于全国数据 72.16%，低了 18.08 个百分点。 

 

安全感满意度总体分析本地和全国数据对比如下图所示。 

 

图：安全感满意度总体分析 

 

45.08%
42.47%

33.01%

45.12%

28.44%

37.20%

59.11%

45.72%

38.03%

41.46%

27.92%

51.59%
54.08%

51.25%
48.76%

37.13%

49.79%

34.27%

43.35%

64.45%

45.42%

50.89%

41.36%
37.54%

65.59%

72.16%

0.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80.00%

本地正面评价 全国正面评价



2019年网民网络安全感满意度调查数据统计报告 

9 

广东新兴国家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发展研究院 2019.9 

3. 主要发现 

1）本次网民网络安全感满意度调查，北京市的公众网民版有效答卷样本量达 4836 份，相较于

2018 年数据 4428 份，数量有所增加，这一方面是本次活动中北京本地各发起和支持单位积极努力

的结果，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北京市广大网民网络安全意识水平也有提升。 

2）受调查网民中每天上网超过 5 小时的网民有 56.97%，相较于全国数据 42.97%，高出了 14 个

百分点，北京网民对网络的依赖程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3）超过 80%网民遇到或担心的网络安全问题有：虚假广告（83.22%）、个人信息泄露

（86.38%）、垃圾短信（90.08%）、弹窗广告（88.36%）、垃圾邮件（83.29%）、骚扰电话

（83.08%）、推销短信（84.47%）、推销电话（86.76%）。 

3）超过 80%的网民希望个人信息保护立法（80.49%），规范个人信息保护协议（84.38%）和

规范个人信息采集（80.15%）。 

4）有 82.69%的网民希望严厉打账号盗用行为。 

5）有 85.1%的网民认为互联网企业有意不承担或少承担网络安全责任。 

 

从整体数据统计结果可看出，网民遇到的问题和疑虑覆盖面广泛且复杂，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

及各行各业，这是信息化时代新兴技术爆发式发展和应用的体现，对信息网络安全保障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对政府网络安全监管监督部门及网络安全从业单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没有网络安全就没

有国家安全，信息化网络化的迅速发展必然要面对信息网络安全的全新挑战，北京市网络安全行业

要以更高的标准和要求来应对挑战，从涉及网络安全的人才培养、标准制定、产业链优化、普法宣

贯、民意收集、舆情分析、政府建言献策等各方面努力做到更好，为助力我国从网络大国向网络强

国的转变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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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网民基本信息 

本次问卷调查共收回北京公众版网民网络安全感满意度调查问卷 4852 份，经数据清洗消除无效

数据后，共有 4836 份问卷数据纳入统计。 

1. 性别分布 

参与调查的男网民占 69%，女网民占 31%。相较于全国数据，男网民 67% 及女网民 33%略有

不同。 

 

 

2. 年龄、网龄、学历情况 

1）年龄分布 

网民中年轻人占大多数，其中，12 岁到 18 岁占 13.46%，19 岁到 24 岁占 34.41%，25 岁到 30 岁

占 22.39%，31 岁到 45 岁占 20.74%,  即 30 岁以下年轻人占 70.26%。相较于全国数据，30 岁以下年

轻人占比 75.24%，低了 4.62 个百分点。 

 

 

2） 网龄分布  

大部分网民有多年的网络经验，有 61.6%的网民网龄在 4-12 年之间，其中网龄 10-12 年占

27.13%，4-6 年占 16.56%，7-9 年占 17.91%。相较于全国数据 4-12 年网龄比例 64.33%，略低 2.73

个百分点。 

男
69%

女
31%

图：男女比例

13.46%

34.41%

22.39% 20.74%

6.89%
2.11%

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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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8岁 19-24岁 25-30岁 31-45岁 46-60岁 61-80岁

图：年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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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历分布 

参与调查的网民中大学本科学历人数最多，占 44.93%，其次是大专学历，占 20.41%。大专以

上学历占 75.94%，在网民群体中受教育的程度比较高, 相较于全国数据的 65.52%，高了 10.42 个百

分点。 

 

 

3. 网民职业  

参与调查的网民职业中最高为在校学生，占比 28.06%，其次是企业一般员工占比 22.15%。相

较于全国数据排名也是第一的在校学生占比 35%，低了 6.94 个百分点。 

 

图：网民职业分布 

 

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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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网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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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学历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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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工作岗位与网络安全的相关性 

参与调查的网民中有 19.56%的人在与网络安全相关的岗位工作，相较于全国数据 17.07%的占

比高了 2.49 个百分点。 

表：是否在网络安全相关岗位工作 

选项 小计 比例 

是 946 19.56% 

否 3890 80.44% 

本题有效填写人数 4836  

 

 

图：是否在网络安全相关岗位工作 

 

5. 地区分布 

网民常住地（居住满 6 个月）的地区分布情况如下图。 

 

图：地区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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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总体分析 

1. 每天上网时长 

22.73%的网民上网时间 5-6 小时，34.24%的网民上网时间超过 7 小时，合计每天上网超过 5 小

时的网民有 56.97%，相较于全国数据每天上网超过 5 小时的网民占比 42.97%，高出了 14 个百分

点。 

表：每天上网时长 

选项 小计 比例 

少于 1 小时 147 3.04% 

1-2 小时 531 10.98% 

3-4 小时 1403 29.01% 

5-6 小时 1099 22.73% 

7 小时或以上 1656 34.24% 

本题有效填写人数 4836  

 

 

图：每天上网时长 

 

2. 经常使用的网络应用服务 

排名前六的分别是网上支付（68.67%）、在线视频（66.44%）、社交应用（59.39%）、网络购

物（59.18%）、网络音乐（55.48%）及网络游戏（50.5%），都有超过一半以上的网民选择，相较

于全国数据前六位的在线视频、网上支付、网络购物、网络音乐、网络游戏及社交应用，应用类型

一致，仅个别顺序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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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常用应用 

 

3. 总体网络安全感 

感到安全的占 37.37%，非常安全的占 7.71%，两者合计的正面评价为 45.08%。相较于全国数据

的正面评价 51.25%，低了 6.17 个百分点，网民总体网络安全感低于全国水平。 

表：网络安全感评价 

选项 小计 比例 

非常安全 373 7.71% 

安全 1807 37.37% 

一般 1893 39.14% 

不安全 557 11.52% 

非常不安全 206 4.26% 

本题有效填写人数 4836  

 

 

图：网络安全感评价 

 

3.1、与去年相比网络安全感的变化 

32. 9% 的网民认为网络安全感有提升，9.57%的网民认为有明显提升，两者合计有 42.47%的网

民认为网络安全感比去年有所提升。相较于全国数据的 48.76%，低了 6.29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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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网络安全感变化评价 

选项 小计 比例 

明显提升 463 9.57% 

有提升 1591 32.9% 

没有变化 2184 45.16% 

有下降 441 9.12% 

明显下降 157 3.25% 

本题有效填写人数 4836  

 

 

图：网络安全感变化评价 

 

4. 常见的网络安全问题 

最常遇到的网络安全问题是网络骚扰行为，有 77.11%网民经常遇到，侵犯个人信息（68.47%）

和发布、传播违法有害信息（65.3%）分别排名第二和第三，相较于全国数据前三，第二和第三顺

序互换。 

表：最常遇到的网络安全问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网络骚扰行为（垃圾邮件、垃圾短信、骚扰电话、弹窗广告、捆绑下载、霸王条款） 3729 77.11% 

侵犯个人信息（采集规则不规范、过度采集、个人信息泄露、注销规则不完善） 3311 68.47% 

发布、传播违法有害信息（淫秽色情、网络赌博、网络谣言、侮辱诽谤、违禁物品信息、

暴恐音视频、虚假广告） 
3158 65.3% 

利用网络实施违法犯罪（金融网络诈骗、电信网络诈骗、网络支付诈骗、数据违法交易、

账号违法交易、侵犯知识产权、套路贷、网络传销、网络招嫖） 
2068 42.76% 

大数据杀熟 1777 36.75% 

网络入侵攻击（病毒木马、WiFi 蹭网、账号被盗） 1476 30.52% 

未成年人网络沉迷 1068 22.08% 

为网络违法犯罪提供帮助 699 14.45% 

其他 263 5.44% 

本题有效填写人数 4836  

 



2019年网民网络安全感满意度调查数据统计报告 

16 

广东新兴国家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发展研究院 2019.9 

 

图：最常遇到的网络安全问题 

 

4.1、常见的违法有害信息种类 

网民遇到违法有害信息最多的是虚假广告（83.22%），第二和第三分别是是网络谣言

（67.16%）、淫秽色情（61.05%）。相较于全国数据，本题排名完全一致。 

表：违法有害信息覆盖率 

选项 小计 比例 

虚假广告 2628 83.22% 

网络谣言 2121 67.16% 

淫秽色情 1928 61.05% 

网络赌博 1721 54.5% 

侮辱诽谤 1133 35.88% 

违禁物品信息 672 21.28% 

暴恐音视频 446 14.12%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3158  

 

 

图：违法有害信息覆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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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常见的网络入侵攻击 

       网民遇到的网络入侵攻击病毒木马有 61.72%，账号被盗占 64.84%，WiFi 蹭网占 49.59%，分布

相对均匀，病毒木马相较于全国 59.09%的占比，高了 2.63 个百分点；账号被盗相较于全国 63.14%

的占比，高了 1.7 个百分点，WiFi 蹭网相较于全国 50.95%的占比，低了 1.36 个百分点。 

表：违法有害信息遭遇率 

选项 小计 比例 

病毒木马 911 61.72% 

WiFi 蹭网 732 49.59% 

账号被盗 957 64.84% 

本题有效填写人数 1476  

 

 

图：违法有害信息遭遇率 

 

4.3、常见的侵犯个人信息行为 

网民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侵犯个人信息的行为最多的是个人信息泄露，有 86.38%的网民选择，

第二位是个人信息过度采集（65.87%）。相较于全国数据，本题排名完全一致。 

表：侵犯个人信息行为遭遇率 

选项 小计 比例 

采集规则不规范 1799 54.33% 

过度采集 2181 65.87% 

个人信息泄露 2860 86.38% 

注销规则不完善 1703 51.43% 

本题有效填写人数 3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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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侵犯个人信息行为遭遇率 

 

4.4、常见的利用网络实施的违法犯罪 

常见的利用网络实施违法犯罪的有电信网络诈骗（66.59%）、网络支付诈骗（54.79%）。相较

于全国数据，本题排名完全一致。 

表： 利用网络实施违法犯罪遭遇率 

选项 小计 比例 

电信网络诈骗 1377 66.59% 

网络支付诈骗 1133 54.79% 

金融网络诈骗 1082 52.32% 

网络传销 955 46.18% 

账号违法交易 818 39.56% 

套路贷 755 36.51% 

数据违法交易 651 31.48% 

侵犯知识产权 636 30.75% 

网络招嫖 601 29.06% 

本题有效填写人数 2068  

 

 

图： 利用网络实施违法犯罪遭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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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常见的网络骚扰种类 

有高达 90.08%网民遇到过骚扰是垃圾短信，其次是弹窗广告（88.36%），垃圾邮件

（83.29%），骚扰电话（83.08%）和捆绑下载（76.86%）也有较多网民遇到过。相较于全国数据，

第三和第四顺序互换，其它一致。 

表： 网络骚扰遭遇率 

选项 小计 比例 

垃圾短信 3359 90.08% 

弹窗广告 3295 88.36% 

垃圾邮件 3106 83.29% 

骚扰电话 3098 83.08% 

捆绑下载 2866 76.86% 

霸王条款 1763 47.28% 

本题有效填写人数 3729  

 

 

图： 网络骚扰遭遇率 

 

5. 遇到安全问题后的应对 

网民在遇到安全问题后的应对选择最多的是不再使用该服务（57.49%），其次是上网搜索解决

办法（38.15%）。相较于全国数据前四，前二位一致，第三和第四位顺序互换。 

 

图：遇到安全问题后的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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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安全疑虑分析 

网民对网站、应用程序、小程序的安全疑虑排名前 7 位的依次是：网络社交（46.34%）、网上

支付（43.49%）、网络购物（38.83%）、在线视频（38.3%）、网络直播（36.56%）、网络游戏

（36.25%）及短视频（34.84%），相较于全国数据的前七位网络社交、网上支付、在线视频、网络

游戏、网络购物、网络直播及短视频，类型一致，顺序有所不同，从整体上看，网民有安全疑虑的

网络应用种类分散，覆盖面广泛。 

 

图：安全疑虑一览 

 

7. 常见的网络不安全行为 

过去一年中网民不安全行为中排在前三位的是在公共场所登陆 Wi-Fi（51.28%）、网络账户注

册时使用个人信息（51.22%）、打开来源不明的电子邮件或网站链接（44.85%）。相较于全国数

据，相较于全国数据，前八位一致。 

 

图：网络不安全行为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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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网络安全知识需求分析 

网民最希望了解的是个人信息保护方法（70.49%），相较于全国 69.78%的占比，高了 0.71 个

百分点。排名第二到第四依次是网络诈骗识别（52.65%）、网络维权方法和渠道（52.21%）、病毒

及木马防范方法（48.16%），相较于全国数据第二到第四的排名网络诈骗识别、病毒及木马防范方

法、网络维权方法和渠道，顺序不同。 

 

图：网络安全知识需求 

 

8.1、网络安全知识传播渠道分析 

        网络安全知识传播渠道多样，网络是主要的渠道，排名第一的是网上搜索（67.45%），第二、

第三分别是在实践中学习（44.29%）、网站的安全提示（41.75%）。相较于全国数据，除了第二在

实践中学习和第三网站的安全提示顺序互换外，排名一致。 

 

图：网络安全知识传播渠道一览 

 

9. 维护网络安全应采取的措施分析 

        在维护网络安全措施方面加强网络安全法制建设（71.57%）、严厉打击网络违法犯罪行为

（68.22%）、强化网络安全监管（66.75%）成为大多数网民选择的前三名。 相较于全国数据，排名

前八位的措施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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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维护网络安全应采取的措施一览 

 

10. 互联网企业承担网络安全责任现状 

9.02% 的网民认为非常好，23.99%的网民认为比较好，两者合计正面评价为 33.01%。相较于全

国数据的正面评价 37.13%，低了 4.12 个百分点。 

表：互联网企业网络安全评价 

选项 小计 比例 

一般 1859 38.44% 

比较好 1160 23.99% 

不太好 587 12.14% 

非常不好 567 11.72% 

非常好 436 9.02% 

不清楚 227 4.69% 

本题有效填写人数 4836  

 

 

图：互联网企业网络安全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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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评价不好的原因分析 

网民对互联网企业网络安全评价不好主要是态度、管理水平、意识方面的原因，排名前三位的

依次是有意不承担或少承担网络安全责任（85.1%）、网络安全管理水平低下（62.65%）、网络安

全责任意识不强（55.89%）。相较于全国数据，本题排名完全一致。 

表：互联网企业网络安全评价不好的原因一览 

选项 小计 比例 

有意不承担或少承担网络安全责任 982 85.1% 

网络安全管理水平低下 723 62.65% 

网络安全责任意识不强 645 55.89% 

网络安全技术落后 378 32.76% 

不了解应承担的网络安全责任 324 28.08% 

需要承担的网络安全责任超过企业能力 290 25.13% 

其他 107 9.27% 

不清楚 36 3.12% 

本题有效填写人数 1154  

 

 

表：互联网企业网络安全评价不好的原因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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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专题分析 

为了多角度、深入了解网民的意见，本次调查设立了 7 个专题的二级问卷，分别为网络安全法

制建设、个人信息保护、遏制惩处网络违法犯罪、网络购物、未成年人网络权益保护、网络平台企

业安全监管、数字政府安全服务等专题。其中参与人数最多的是个人信息保护子问卷，其后依次是

网络购物安全、网络安全法制建设、遏制网络违法犯罪行为、未成年人网络权益保护、网络平台企

业安全监督管理、数字政府服务安全。相较于全国数据，排名第一位都是个人信息保护，第二位到

第七位的全国数据依次是网络安全法制建设、网络购物安全、遏制网络违法犯罪行为、未成年人网

络权益保护、网络平台企业安全监督管理、数字政府安全服务，第二和第三顺序互换，其他排名一

致。 

表：二级问卷参与人数统计 

选项 小计 比例 

个人信息保护 2723 64.42% 

网络购物安全 1976 46.75% 

网络安全法制建设 1875 44.36% 

遏制网络违法犯罪行为 1569 37.12% 

未成年人网络权益保护 1463 34.61% 

网络平台企业安全监督管理 1178 27.87% 

数字政府安全服务 1012 23.94% 

不继续参与答题（点击“下一页”后按提交，领取奖励） 819 19.38% 

本题有效填写人数 4227  

 

 

图：二级问卷参与人数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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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安全法制建设专题】 

1. 网络安全法制建设状况满意程度 

12.24% 的网民认为非常满意，32.88%的网民认为比较满意，两者合计正面评价为 45.12%。相

较于全国数据的正面评价 49.79%，低了 4.67 个百分点，网民对当前我国网络安全法制建设状况满

意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表：对网络安全法制建设状况的评价 

选项 小计 比例 

非常满意 162 12.24% 

比较满意 435 32.88% 

一般 468 35.37% 

不太满意 193 14.59% 

非常不满意 65 4.91% 

本题有效填写人数 1323  

 

 

图：对网络安全法制建设状况的评价 

 

2. 《网络安全法》普及效果 

非常熟悉的网民有 10.49%，阅读过了解主要内容的有 21.96%，两者合计 32.45%。相较于全国

数据两者合计的 27.75%，高了 4.7 个百分点，网民对《网络安全法》的了解和熟悉程度略高于全国

平均水平。 

表：对网络安全法了解一览 

选项 小计 比例 

专门学习过，非常熟悉 139 10.49% 

阅读过，了解主要内容 291 21.96% 

知道，有些印象 317 23.92% 

知道法律名称，但不知道内容 418 31.55% 

完全不知道 160 12.08% 

本题有效填写人数 1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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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对网络安全法了解一览 

 

2.1、《网络安全法》传播渠道分析 

《网络安全法》传播渠道以主渠道为主，排名第一的是公共媒体（63.26%），其次分别是普法

宣传活动（45.06%），自主查阅（38.65%），单位内部培训宣传（27.12%），政府行业协会组织的

宣传活动培训班（21.58），他人介绍（16.64%）。相较于全国数据，排序完全一致。 

表：《网络安全法》传播渠道 

选项 小计 比例 

公共媒体 730 63.26% 

普法宣传活动 520 45.06% 

自主查阅 446 38.65% 

单位内部宣传、培训 313 27.12% 

政府、行业协会组织的宣传活动、培训班 249 21.58% 

他人介绍 192 16.64%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154  

 

 

图：《网络安全法》传播渠道 

 

3. 相关网络安全其他法律法规的普及效果 

网民对其它法律认识程度参差不齐，其中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66.82%）、《中

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61.33%）认识较多，分列第一和第二位，与全国数据一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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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到第五位依次是《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43.22%）、《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

（42.35%）、《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37.8%），相较于全国数据的第三到第五位《中

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

顺序有所不同。 

 

图：其它法律法规了解情况一览 

 

4. 网络安全立法需求分析 

网民对个人信息保护立法要求最高（80.49%）。对网络平台责任（70.05%）、数据安全保护

（62.37%）也有很高的呼声，排名第四和第五位的依次是网络违法犯罪防治（55.76%）和网络安全

等级保护（49.62%），相较于全国数据排名前五位的完全一致，从整体上看，网民对所列 13 个方

面都存在网络安全立法需求。 

 

图：网络安全立法热点一览 

 

5. 需要重点加强的网络安全工作分析 

网民对所列的个人合法权益宣传、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辨别网络违法犯罪行为宣传培训、拓展

和畅通网络维权渠道四个方面需求比较均匀，都认为要加强网络安全工作，与全国数据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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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应加强的网络安全工作一览 

选项 小计 比例 

个人合法权益宣传 911 70.24% 

辨别网络违法犯罪行为宣传培训 795 61.3% 

拓宽和畅通网络维权渠道 829 63.92%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864 66.62% 

其它 94 7.25% 

本题有效填写人数 1297  

 

 

表： 应加强的网络安全工作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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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信息保护专题】 

1. 网络个人信息保护现状 

认为非常好的占 5.11%，比较好的占 23.33%，合计正面评价为 28.44%，相较于全国数据的正面

评价占比 34.27%，低了 5.83 个百分点，网民对网络个人信息保护状况的满意程度低于全国平均水

平。 

表：对网络个人信息保护评价 

选项 小计 比例 

非常好 92 5.11% 

比较好 420 23.33% 

一般 601 33.39% 

不太好 372 20.67% 

非常不好 315 17.5% 

本题有效填写人数 1800  

 

 

图：对网络个人信息保护评价 

 

1.1、网络应用对个人信息保护评价的现状 

网民对社交应用（58.18%）负面评价最多，其次是网络购物（57.48%）。从整体上看，除了前

两位应用，其余 21 种应用网民的不满情绪较为均匀分散，说明个人信息保护涉及面广泛，应用类型

复杂。相较于全国数据，前三位一致，整体反映的情况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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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个人信息保护差评的应用一览 

 

2. 网络个人信息泄露的事例发生概率分析 

网民对网络个人信息泄露事例感受比较深，认为非常多和比较多的网民分别占 16.45%和

25.94%，两者合计 42.39%。另外认为有一些的网民占 42.95%，比例比较高。而没有遇到过网络个

人信息泄露的网民仅占 3.2%。相较于全国数据，非常多和比较多合计 37.4%，高了 4.99 个百分

点，有一些 43.6%，基本一致，没有遇到过 4.5%，略低 1.3 个百分点。 

表：近一年里遇到的网络个人信息泄露的事例情况 

选项 小计 比例 

非常多 293 16.45% 

比较多 462 25.94% 

有一些 765 42.95% 

很少 204 11.45% 

没有遇到 57 3.2% 

本题有效填写人数 1781  

 

 

图：近一年里遇到的网络个人信息泄露的事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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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常见的个人信息被泄露或被滥用情形 

网民对个人信息被泄露或被滥用的情形最为担心的前三位依次是接到各类中介的推销电话（高

达 86.76%）、收到推销短信（84.47%）、收到垃圾邮件（78.38%）。相较于全国数据，排名第一和

第二的顺序互换，其他排名一致。 

 

图：怀疑或确认个人信息被泄露或被滥用的情形 

 

4. 不同规模平台的不安全感评价 

网民对中小平台或新进入的平台的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的不安全感达到 48.12%，不如大平台或

拥有一定市场地位的平台（16.99%）。相较于全国数据，本题的排序完全一致。 

表：平台不安全感评价 

选项 小计 比例 

大平台或拥有一定市场地位的平台 303 16.99% 

中小平台或新进入的平台 858 48.12% 

没有明显差别 622 34.89% 

本题有效填写人数 1783  

 

 

图：平台不安全感评价 

 



2019年网民网络安全感满意度调查数据统计报告 

32 

广东新兴国家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发展研究院 2019.9 

5. 个人信息保护立法需求现状 

网民对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和出台强制标准有一定的呼声，分别占比 30.71%和 32.4%。相较于

全国数据，第一和第二顺序互换，从整体上看，网民对出台强制标准有较强的需求。 

表：对国家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的看法 

选项 小计 比例 

现有标准有效弥补了立法的空白 270 15.19% 

现有标准需转化为强制性规定 386 21.71% 

需要出台个人信息的专门立法 546 30.71% 

需要出台个人信息保护的强制标准 576 32.4% 

本题有效填写人数 1778  

 

 

图：对国家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的看法 

 

5.1、亟待规范个人信息使用行为分析 

网民对个人信息保护协议的规范呼声最高，其次依次为个人信息采集、个人信息共享要求、个

人信息提供、个人信息委托加工，相较于全国数据，本题的排名完全一致，从整体上看，网民对所

有选项都有较强的需求。 

表：立法时需规范的行为 

选项 小计 比例 

个人信息保护协议 459 84.38% 

个人信息采集 436 80.15% 

个人信息共享要求 350 64.34% 

个人信息提供 320 58.82% 

个人信息委托加工 245 45.04% 

本题有效填写人数 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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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立法时需规范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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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遏制惩处网络违法犯罪专题】 

1. 遏制网络违法犯罪工作成效满意程度 

9.12% 的网民认为非常满意，28.08%的网民认为比较满意，两者合计正面评价为 37.2%。相较

于全国数据的正面评价 43.35%，低了 6.15 个百分点，网民对当前遏制网络违法犯罪工作成效的满

意程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表：对遏制网络违法工作成效的评价 

选项 小计 比例 

非常满意 77 9.12% 

比较满意 237 28.08% 

基本满意 304 36.02% 

不满意 158 18.72% 

非常不满意 68 8.06% 

本题有效填写人数 844  

 

 

图：对遏制网络违法工作成效的评价 

 

2. 电信网络诈骗数量变化趋势 

网民认为电信网络诈骗数量少了或未遇到的比例合计为 59.74%，有 15.47%的网民认为数量增

加了。相较于全国数据数量少了或未遇到 61.15%，略低 1，41 个百分点。 

表：电信网络诈骗数量 

选项 小计 比例 

比过去多 131 15.47% 

没什么变化 210 24.79% 

比过去少了一些 273 32.23% 

比过去少多了 125 14.76% 

没有遇到 108 12.75% 

本题有效填写人数 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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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电信网络诈骗数量 

 

2.1、电信网络诈骗类型分析 

网民对代办信用卡贷款诈骗（57.1%），兼职刷单类诈骗（52.1%），投资理财诈骗

（51.01%），QQ 微信冒充老板亲友诈骗（42.9%）四类行为遇到的最多。相较于全国数据前四，前

两位顺序互换。 

 

图：电信网络诈骗行为一览 

 

2.2、电信网络诈骗解决状况 

在碰到问题的网民中，58.98%的网民的问题得到解决， 41.02%的问题没有解决。相较于全国数

据 57.28%解决比例，高了 1.7 个百分点。 

表：问题解决的状况 

选项 小计 比例 

否 297 41.02% 

是 427 58.98% 

本题有效填写人数 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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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问题解决的状况 

 

3. 色情暴力等低俗网络信息的数量变化趋势 

网民认为色情暴力等低俗网络信息的数量少了或未遇到的比例合计为 50.18%，相较于全国

50.6%的占比，基本一致；有 22.83%的网民认为数量增加了，相较于全国 22.54%的占比，基本一

致。 

表：遇到的色情暴力等低俗网络信息的数量的评价结果 

选项 小计 比例 

差不多 227 26.99% 

有所减少 226 26.87% 

有所增加 122 14.51% 

明显减少 120 14.27% 

没有遇到 76 9.04% 

明显增加 70 8.32% 

本题有效填写人数 841  

 

 

图：遇到的色情暴力等低俗网络信息的数量的评价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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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应对措施分析 

网民在遇到低俗网络信息时最多的选择是无所谓、直接忽略，其次是向网站投诉，排名第三到

第五的依次是向监管部门举报、向公安部门报警及告知熟悉的人。相较于全国数据，排名第一和第

二的顺序互换，其他排名一致。 

表：遇到色情暴力等低俗网络信息的应对 

选项 小计 比例 

向监管部门举报 204 26.7% 

向网站投诉 311 40.71% 

向公安部门报警 133 17.41% 

告知熟悉的人 91 11.91% 

无所谓，直接忽略 379 49.61% 

本题有效填写人数 764  

 

 

图：遇到色情暴力等低俗网络信息的应对 

 

4. 网络犯罪行为种类分析 

网民在网络上遇到最多的犯罪行为前三位依次是虚假广告（71.63%）、电信诈骗（58.76%）和

色情服务（50.3%），与全国数据前三名完全一致。侮辱诽谤、金融诈骗、传销也都有较多的网民

选择，其他 9 类行为的选择比较均匀分散，但都有涉及。相较于全国数据，除个别行为顺序互换

外，排名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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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网上遇到的犯罪行为一览 

 

5. 打击各类违法犯罪行为的关注度分析 

网民最关注打击的违法犯罪行为是侵犯个人信息（76.4%），其次为发布传播违法有害信息

（69.37%），第三是利用网络实施违法犯罪（67.34%）。相较于全国数据，本题的排名完全一致。 

表：打击违法犯罪行为关注度一览 

选项 小计 比例 

侵犯个人信息（采集规则不规范、过度采集、个人信息泄露、注销规则不完善） 641 76.4% 

发布、传播违法有害信息（淫秽色情、网络赌博、网络谣言、侮辱诽谤、违禁物品信

息、暴恐音视频、虚假广告） 
582 69.37% 

利用网络实施违法犯罪（金融网络诈骗、电信网络诈骗、网络支付诈骗、数据违法交

易、账号违法交易、侵犯知识产权、套路贷、网络传销、网络招嫖） 
565 67.34% 

网络入侵攻击（病毒木马、WiFi 蹭网、账号被盗） 470 56.02% 

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 341 40.64% 

为网络违法犯罪提供帮助 322 38.38% 

其他 77 9.18% 

本题有效填写人数 839  

 

 

图：打击违法犯罪行为关注度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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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发布、传播各类违法有害信息的关注度分析 

网民最关注的发布、传播违法有害信息前三位分别是网络谣言（76.78%）、虚假广告

（71.23%）、淫秽色情（59.27%）。相较于全国数据，第四和第五顺序互换，其它一致。 

表：违法有害信息一览 

选项 小计 比例 

网络谣言 443 76.78% 

虚假广告 411 71.23% 

淫秽色情 342 59.27% 

侮辱诽谤 297 51.47% 

网络赌博 287 49.74% 

违禁物品信息 214 37.09% 

暴恐音视频 177 30.68% 

本题有效填写人数 577  

 

 

图：违法有害信息一览 

 

5.2、打击各类网络入侵攻击的关注度分析 

网民最关注打击网络入侵内容是账号被盗（82.69%），其次是病毒木马（77.35%）和 WiFi 蹭

网（42.09%）。相较于全国数据，本题的排名完全一致。 

表：最关注打击网络入侵攻击的内容 

选项 小计 比例 

病毒木马 362 77.35% 

WiFi 蹭网 197 42.09% 

账号被盗 387 82.69% 

本题有效填写人数 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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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最关注打击网络入侵攻击的内容 

 

5.3、打击各类侵犯个人信息行为的关注度分析 

网民最关注打击侵犯个人信息行为依次是个人信息泄露（79.92%）、过度采集（70.66%）、采

集不规范（64.48%）、注销规则不完善（58.3%）。相较于全国数据，本题的排名完全一致。 

表：打击侵犯个人信息各种情形的关注度 

选项 小计 比例 

采集规则不规范 501 64.48% 

过度采集 549 70.66% 

个人信息泄露 621 79.92% 

注销规则不完善 453 58.3% 

本题有效填写人数 777  

 

 

图：打击侵犯个人信息各种情形的关注度 

 

5.4、打击各类利用网络实施违法犯罪的关注度分析 

网民最关注打击利用网络实施违法犯罪的行为是电信网络诈骗（70.07%）及网络支付诈骗

（70.07%），排名第三到第四位的是，金融网络诈骗（64.16%）、套路贷（56.81%），各项行为网

民的选择非常均匀分散，可以看出网民对几乎所有利用网络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都有着很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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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度，相较于全国数据前四网络支付诈骗、电信网络诈骗、金融网络诈骗、账号违法交易，有所

不同，整体来看，反映情况基本一致。 

表：打击利用网络实施违法犯罪各种情形的关注度 

选项 小计 比例 

电信网络诈骗 391 70.07% 

网络支付诈骗 391 70.07% 

金融网络诈骗 358 64.16% 

套路贷 317 56.81% 

数据违法交易 309 55.38% 

账号违法交易 304 54.48% 

网络传销 304 54.48% 

侵犯知识产权 268 48.03% 

网络招嫖 189 33.87% 

本题有效填写人数 558  

 

 

图：打击利用网络实施违法犯罪各种情形的关注度 

 



2019年网民网络安全感满意度调查数据统计报告 

42 

广东新兴国家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发展研究院 2019.9 

【网络购物专题】 

1. 网络购物安全状况满意程度 

网民对网络购物的满意度比较高，比较满意占 48.62%，非常满意占 10.49%，正面评价合计

59.11%。相较于全国数据的正面评价 64.45%，低了 5.34 个百分点，网民对当前网络购物安全状况

的满意程度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表：网络购物安全状况的满意度 

选项 小计 比例 

非常满意 110 10.49% 

比较满意 510 48.62% 

一般 320 30.51% 

不满意 71 6.77% 

非常不满意 38 3.62% 

本题有效填写人数 1049  

 

 

图：网络购物安全状况的满意度 

 

2. 网络购物时遭遇差别化待遇或歧视性行为发生概率 

因个体信息差异，在网络购物时遭遇差别化待遇或歧视性行为的占 30.31%，相较于全国 25.78

的占比，高了 4.53 个百分点。 

表：是否遭遇差别化待遇或歧视性行为 

选项 小计 比例 

是 317 30.31% 

否 729 69.69% 

本题有效填写人数 1046  

 



2019年网民网络安全感满意度调查数据统计报告 

43 

广东新兴国家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发展研究院 2019.9 

 

图：是否遭遇差别化待遇或歧视性行为 

 

3. 网络购物时遭遇过强制搭售等行为的概率 

有 33.91%的网民遭遇过强制搭售其它业务或被限制、拒绝服务。相较于全国数据的 29.89%，高

了 4.02 个百分点。 

表：是否遭遇强制搭售行为或被限制、拒绝数据分享 

选项 小计 比例 

是 353 33.91% 

否 688 66.09% 

本题有效填写人数 1041  

 

 

图：是否遭遇强制搭售行为或被限制、拒绝数据分享 

 

4. 网络购物中的违禁品现状 

网民网购遇到违禁品排名前五位的依次是窃听器材（29.77%）、各类证件（25.05%）、个人信

息交易（21.68%）、黑客软件（20.52%）及呼死你（18.21%）。相较于全国数据前五窃听器材、各

类证件、个人信息交易、色情暴力音像制品、黑客软件，前三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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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网络购物遇到违禁品的一览 

 

5. 网络购物购买假冒伪劣产品概率 

假冒伪劣产品在网络上比较普遍，有 57.12%的网民曾买过。相较于全国数据的 59.52%，低了

2.4 个百分点。 

表：网络购物遇到假冒伪劣产品的比例 

选项 小计 比例 

是 598 57.12% 

否 449 42.88% 

本题有效填写人数 1047  

 

 

图：网络购物遇到假冒伪劣产品的比例 

 

5.1、电商平台销售假冒伪劣商品时处理情况分析 

对假冒伪劣商品的处理网民以退货（61.44%）和向电商平台举报（50.92%）为主，其次分别为

依法索赔（29.05%）、无所谓（15.19%）、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举报（12.02%），相较于全国数

据，本题的排名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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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遇到电商平台售假时的应对 

选项 小计 比例 

收到产品发现问题后退货 368 61.44% 

向电商平台举报 305 50.92% 

依法索赔 174 29.05% 

无所谓 91 15.19% 

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举报 72 12.02% 

其他 59 9.85% 

本题有效填写人数 599  

 

 

图：遇到电商平台售假时的应对 

 

5.2、电商平台处理售假情况满意程度 

比较满意为 37.83%，非常满意为 7.89%，正面评价合计为 45.72%。相较于全国数据的正面评价

45.42%，网民对电商平台的处理情况的满意程度和全国平均水平基本一致。 

表：对电商平台处理情况的评价 

选项 小计 比例 

非常满意 24 7.89% 

比较满意 115 37.83% 

一般 118 38.82% 

不太满意 31 10.2% 

非常不满意 16 5.26% 

本题有效填写人数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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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对电商平台处理情况的评价 

5.3、市场监管部门处理售假情况满意程度 

网民认为比较满意的 25.35%，非常满意的 12.68%，正面评价合计 38.03%。相较于全国数据的

正面评价 50.89%，低了 12.86 个百分点，网民对市场监管部门处理情况的满意程度低于全国平均水

平。 

表：对市场监管部门的处理情况的评价 

选项 小计 比例 

非常满意 9 12.68% 

比较满意 18 25.35% 

一般 30 42.25% 

不太满意 8 11.27% 

非常不满意 6 8.45% 

本题有效填写人数 71  

 

 

图：对市场监管部门的处理情况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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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网络权益保护专题】 

1. 未成年人网络权益保护状况满意程度 

网民对当前未成年人网络权益保护状况的满意程度以正面为主，比较满意 28.12%，非常满意

13.34%，正面评价合计 41.46%。相较于全国数据的正面评价 41.36%基本一致。 

表：对未成年人网络权益保护状况的评价 

选项 小计 比例 

非常满意 93 13.34% 

比较满意 196 28.12% 

一般 257 36.87% 

不满意 93 13.34% 

非常不满意 58 8.32% 

本题有效填写人数 697  

 

 

图：对未成年人网络权益保护状况的评价 

 

2. 未成年人上网现状 

网民中家庭有未成年人上网的占 60.81%。相较于全国 73.19%的占比，低了 12.38 个百分点。 

表：未成年人上网比例 

选项 小计 比例 

是 422 60.81% 

否 272 39.19% 

本题有效填写人数 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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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未成年人上网比例 

 

2.1、未成年人常用应用服务分析 

未成年人上网主要以娱乐社交为主。排名第一的是网络游戏（75.48%），第二到第六位应用依

次为在线视频（66.19%）、短视频（61.19%）、网络音乐（46.43%）、社交应用（39.52%）及网络

直播（37.62%）。相较于全国数据，前五名一致。 

 

图：未成年人主要使用的应用服务一览 

 

3. 对未成年人上网态度分析 

网民的观点排名第一的是缺乏辨识能力容易被网友欺骗（61.26%），与全国数据排名第一的缺

乏辨识能力容易被网友欺骗（60.98%）基本相同。从整体上看，与全国数据相似，本题各选项的选

择均匀分散，说明网民对未成年人上网的担忧涉及的方面广泛。 



2019年网民网络安全感满意度调查数据统计报告 

49 

广东新兴国家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发展研究院 2019.9 

 

图：对未成年人上网的态度 

 

4. 未成年人上网各类问题关注度分析 

网络沉迷（34.2%）是网民最关注的未成年人上网问题，其次是接触色情暴力信息

（26.12%）。相较于全国数据，本题的排名完全一致。 

表：对未成年人相关问题的关注 

选项 小计 比例 

网络沉迷 237 34.2% 

接触色情暴力信息 181 26.12% 

隐私保护 98 14.14% 

虚假信息或网络谣言 94 13.56% 

网络欺凌 72 10.39% 

其他 11 1.59% 

本题有效填写人数 693  

 

 

图：对未成年人相关问题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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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防止未成年人网络沉迷的措施分析 

网民最关注措施是限制未成年人浏览不适宜的网站和信息（64.66%），其次是父母对未成年子

女上网进行监督约束（57.61%），第三是学校进行宣传教育并采取适当措施（56.18%）。相较于全

国数据前三限制未成年人浏览不适宜的网站和信息、限制上网时间和时长、学校进行宣传教育并采

取适当措施，有所不同。本题各选项的选择均匀分散，从整体上看，网民对所有选项都有较强的关

注。 

表：防止未成年人网络沉迷的措施有效 

选项 小计 比例 

限制未成年人浏览不适宜的网站和信息 450 64.66% 

父母对未成年子女上网进行监督约束 401 57.61% 

学校进行宣传教育并采取适当措施 391 56.18% 

限制上网时间和时长 372 53.45% 

规定在可受监督的公共空间上网 305 43.82% 

限制未成年人开设网络账户 275 39.51% 

上网使用的软硬件都有明确要求 252 36.21% 

其它 91 13.07% 

本题有效填写人数 696  

 

 

图：防止未成年人网络沉迷的措施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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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平台企业安全监管专题】 

1. 自媒体平台采取合规性措施有效性现状 

网民认为非常有效的占 16.96%，认为比较有效占 36.88%，有效性合计为 53.84%。相较于全国

47.67%的比例，有效性高了 6.17 个百分点。 

表：网络平台企业安全监管措施的有效性 

选项 小计 比例 

非常有效 86 16.96% 

比较有效 187 36.88% 

一般 146 28.8% 

效果不大 57 11.24% 

基本无效 31 6.11% 

本题有效填写人数 507  

 

 

图：网络平台企业安全监管措施的有效性 

 

2. 短视频平台采取合规性措施有效性现状 

网民认为非常有效的占 16.6%，认为比较有效占 30.24%，有效性合计为 46.84%。相较于全国

44.66%的比例，有效性高了 2.18 个百分点。 

表：平台采取的措施是否有效 

选项 小计 比例 

非常有效 84 16.6% 

比较有效 153 30.24% 

一般 174 34.39% 

效果不大 59 11.66% 

基本无效 36 7.11% 

本题有效填写人数 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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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平台采取的措施是否有效 

 

3. 网络群组的群主采取合规性措施有效性现状 

网民认为非常有效的占 12.62%，认为比较有效占 27.22%，有效性合计为 39.84%。相较于全国

39.51%的比例，有效性基本一致。 

表：群主采取的措施是否有效 

选项 小计 比例 

非常有 64 12.62% 

比较有效 138 27.22% 

一般 175 34.52% 

效果不大 78 15.38% 

基本无效 52 10.26% 

本题有效填写人数 507  

 

 

图：群主采取的措施是否有效 

 

4. 常见的自媒体平台、短视频平台、网络群组中不合规问题 

网民遇到不合规问题前四位分别是网络谣言与诽谤（58.38%）、个人隐私信息泄露

（52.86%）、网络色情（49.31%）、网络骚扰（49.11%），相较于全国数据前四，第二和第三顺序



2019年网民网络安全感满意度调查数据统计报告 

53 

广东新兴国家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发展研究院 2019.9 

互换。从整体上看，与全国情况基本一致，本题网民的选择较为分散，遇到的不合规问题覆盖面广

泛。 

 

图：不合规问题网络遭遇率 

 

5. 网络平台投诉概率 

有 44.16%的网民对网络平台进行过投诉。相较于全国数据的 55.34%，低了 11.18 个百分点。 

表：是否向网络平台投诉 

选项 小计 比例 

是 223 44.16% 

否 282 55.84% 

本题有效填写人数 505  

 

 

图：是否向网络平台投诉 

 

5.1、投诉后平台响应情况分析 

对投诉后平台响应速度，有 11.82%的网民认为很快，相较于全国 17.52%的占比，低了 5.7 个百

分点；有 32.73%的网民认为很慢，相较于全国 31.78%的占比基本一致；有 55.45%的网民认为一

般，相较于全国 50.69%的占比，高了 4.76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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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投诉后平台的响应速度 

选项 小计 比例 

很快 26 11.82% 

一般 122 55.45% 

很慢 72 32.73% 

本题有效填写人数 220  

 

 

图：投诉后平台的响应速度 

 

5.2、网络平台投诉处理结果满意程度 

对投诉的最终处理结果满意（包括处理周期短和长）的网民占 27.92%，对投诉的最终处理结果

不满意（包括处理周期短和长）的网民占 72.07%。相较于全国数据的 37.54%和 62.46%，分别低了

9.62 个百分点及高了 9.61 个百分点。 

表：对投诉处理结果满意吗 

选项 小计 比例 

投诉处理周期短，结果满意 32 14.41% 

投诉处理周期短，结果不满意 65 29.28% 

投诉处理的周期长，但结果满意 30 13.51% 

投诉处理周期长，结果不满意 95 42.79% 

本题有效填写人数 222  

 



2019年网民网络安全感满意度调查数据统计报告 

55 

广东新兴国家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发展研究院 2019.9 

 

图：对投诉处理结果满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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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政府安全服务专题】 

1. 常见的政府网上服务类型 

绝大部分网民都使用过政府网上服务，没有使用过的网民占 25.74%，与全国数据的 14.6%相

比，高了 11.14 个百分点。网民常用的服务前五名依次为医疗（58.42%）、银行（58.22%）、社保

（54.65%）、交通（53.07%）、教育（43.56%），相较于全国数据前五银行、交通、教育、社保、

医疗，类型一致，顺序不同。本题网民的选择较为分散，使用过的政府网上服务覆盖面广泛。 

 

图：使用过的政府网上服务 

 

1.1、需要加强政府网上服务分析 

       网民对政府网上服务需求强烈，前三名依次为交通（54.97%）、就业（53.28%）、教育

（53.1%）。相较于全国数据前三教育、医疗、交通，有所不同。从整体上看，与全国情况基本一

致，本题网民的选择较为分散，希望加强的政府网上服务覆盖面广泛。 

 

图：需要加强的政府网上服务 

 

2. 政府网上服务便利程度现状 

网民认可政府网上服务相差不大，占 51.59%。相较于全国数据的 65.59%，低了 14 个百分点，

网民认为现在政府网上服务的便利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2019年网民网络安全感满意度调查数据统计报告 

57 

广东新兴国家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发展研究院 2019.9 

表：政府网上服务是否便利 

选项 小计 比例 

是 260 51.59% 

否 244 48.41% 

本题有效填写人数 504  

 

 

图：政府网上服务是否便利 

 

2.1、加强政府网上服务便利性需求 

对政府网上服务便利性，网民认为最应该加强的是办理时效（70.66%），与全国数据一致。排

名第二到第五依次是资料提交（60.74%）、业务投诉（59.5%）、信息公开（56.2%）和办理收费

（54.96%）。相较于全国数据前五办理时效、结果反馈、信息公开、资料提交、业务投诉，有所不

同。从整体上看，本题网民的选择较为分散，希望加强的政府网上服务便利性覆盖面广泛。 

表：政府网上服务便利性需要加强的地方 

选项 小计 比例 

办理时效 171 70.66% 

资料提交 147 60.74% 

业务投诉 144 59.5% 

信息公开 136 56.2% 

办理收费 133 54.96% 

结果反馈 132 54.55% 

门类聚合 109 45.04% 

个性推送 98 40.5% 

移动应用 97 40.08% 

本题有效填写人数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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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政府网上服务便利性需要加强的地方 

 

3. 政府网上服务安全性现状 

54.08%的网民认为政府网上服务是安全的。相较于全国 72.16%的比例，低了 18.08 个百分点。 

表：政府网上服务是否安全 

选项 小计 比例 

是 272 54.08% 

否 231 45.92% 

本题有效填写人数 503  

 

 

图：政府网上服务是否安全 

 

3.1、政府网上服务风险分析 

网民对政府网上服务的风险最担忧的是个人信息泄露（58.08%），其次是数据集中（52.84%）

和硬件集中（50.22%）。相较于全国数据前三个人信息泄露、运维管理、数据集中，有所不同。 

表：政府网上服务存在的风险 

选项 小计 比例 

个人信息泄露 133 58.08% 

数据集中 121 5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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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集中 115 50.22% 

运维管理 113 49.34% 

运营机构管理 106 46.29% 

业务集中 87 37.99% 

供应链管理 76 33.19% 

本题有效填写人数 229  

 

 

图：政府网上服务存在的风险 

 

3.2、易遭泄露个人信息的政府服务类别分析 

网民担心的服务前五名依次是医疗（62.28%）、教育（56.58%）、交通（53.95%）、就业

（53.07%）和住房（46.93%）。相较于全国数据的前五名医疗、教育、就业、交通和住房，排序有

所不同。从整体上看，本题网民的选择较为分散，担心的服务覆盖面广泛。 

 

图：政府网上服务存在的风险 

 

4. 政府监管部门网络安全服务类型满意状况 

前五名分别是知识普及（53.49%）、信息查询（52.5%）、免费工具提供（46.71%）、风险提

示（45.91%）、操作指南宣传推广（39.72%）。相较于全国数据前五知识普及、信息查询、风险提

示、免费工具提供、投诉举报，有所不同。从整体上看，本题网民的选择较为分散，满意的服务覆

盖面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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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监管部门哪些服务比较满意 

 

5. 网民对政府部门加强网络安全建设需求分析 

网民认为政府部门最应当加强的是严厉打击违法犯罪（69.38%），其次是完善法律法规

（64.21%），再次是加强监管（64.02%）。相较于全国数据，相较于全国数据，排名第一和第二的

顺序互换，其他排名基本相同。从整体上看，本题网民的选择较为均匀分散，网民希望加强的网络

安全建设覆盖面广泛。 

 

图：如何加强网络安全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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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019网民网络安全感满意度调查活动各省提交问卷数（清洗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