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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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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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网民的评价有 2 个方面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有 1 个方面

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一致，有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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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85%，相较于全国数据 51.25%，低了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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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36%，相较于全国数据 48.76%，低了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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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2%，相较于全国数据 37.13%，低了 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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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34%，相较于全国数据 49.79%，低了 5.45 个百分点。 

5）个人信息保护专题 1：网络个人信息保护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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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评价为 30.35%，相较于全国数据 34.27%，略低 3.92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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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61%，相较于全国数据 43.35%，略低 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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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28%，相较于全国数据 64.45%，略低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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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41%，相较于全国数据 45.42%，低了 5.01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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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36%，相较于全国数据 50.89%，低了 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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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6%，相较于全国数据 41.36%，略低 1.76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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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7%，相较于全国数据 37.54%，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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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75%。相较于全国数据 65.59%，略高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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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74%，相较于全国数据 72.16%，略高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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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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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发现 

1）本次网民网络安全感满意度调查，广东省的公众网民版有效答卷样本量达 16472 份，

这一方面是本次活动中广东协会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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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广大网民网络安全意识水平也走在了全国的前列。 

2）参与调查活动的网民在校学生占比 41.68%，相较于全国数据 35%，高了 6.68 个百分

点。 

3）每天上网超过 5 小时的网民有 55.21%，相较于全国数据 42.97%，高了 12.24 个百分

点，广东网民对网络的依赖程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4）参与调查的网民中 30 岁以下年轻人占比 84.67%。 

5）有高达 92.88%的网民遇到过垃圾短信，相较于全国数据的 88.65%，高了 4.23 个百分

点。 

6）除了垃圾短信外，超过 80%网民遇到或担心的网络安全问题有：虚假广告

（84.42%）、个人信息泄露（86.66%）、弹窗广告（88.58%）、骚扰电话（80.4%）、推销短

信（87.22%）、推销电话（82.58%）。 

7）超过 80%的网民希望个人信息保护立法（87.11%），规范个人信息保护协议

（89.14%）和规范个人信息采集（81.02%）。 

8）超过 80%的网民希望严厉打击侵犯个人信息（82.53%）、账号盗用（81.96%）、泄露

个人信息（88.24%）行为。 

9）有 83.18%的网民认为未成年人使用最多的网络服务是网络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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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东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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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起到带头

示范作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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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网民网络安全感满意度调查数据统计报告 

10 

广东新兴国家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发展研究院 2019.9 

二、 受调查网民基本信息 

本次问卷调查共收回广东省公众版网民网络安全感满意度调查问卷 16482 份，经数据清洗

消除无效数据后，共有 16472 份问卷数据纳入统计。 

1. 性别分布 

参与调查的男网民占 70%，女网民占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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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调查网民中年轻人占大多数，其中 12 岁到 18 岁占 32.56%，19 岁到 24 岁占 37.03%，25

岁到 30 岁占 15.08%，31 岁到 45 岁占 11.99%。30 岁以下年轻人占比高达 84.67%，比全国 30

岁以下年轻人占比 75.24%，还要高出 9.43 个百分点。 

 

 

2）网龄分布  

大部分受调查网民有多年网络经验，有 68.64%网龄在 4-12 年之间，其中网龄 4-6 年占

24.26%，10-12 年占 24.05%， 7-9 年占 20.33%。相较于全国数据 4-12 年网龄比例 64.33%，高

了 4.31 个百分点。 

男
70%

女
30%

图：性别比例

32.56%
37.03%

15.08%
11.99%

2.73%
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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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年龄分布



2019年网民网络安全感满意度调查数据统计报告 

11 

广东新兴国家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发展研究院 2019.9 

 

 

3）学历分布 

参与调查的网民中大学本科学历人数最多占 29.37%，其次是高中学历占 23.54%，第三是

大专占 21.08%。大专及以上学历共计 55.12%，相较于全国数据的 65.52%，低了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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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8%，其次是企业一般员工占比

16.88%。相较于全国数据排名也是第一的在校学生占比 35%，高出了 6.68 个百分点。 

 

图：网民职业分布 

 

7.93%

24.26%

20.33%

24.05%

1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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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网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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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学历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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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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7%的人在与网络安全相关的岗位工作，相较于全国数据 17.07%

的占比低了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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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3 13.37% 

否 14269 86.63% 

本题有效填写人数 16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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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2%的网民上网时间 5-6 小时，29.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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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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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4 个百分点。 

表：每天上网时长 

选项 小计 比例 

少于 1 小时 507 3.08% 

1-2 小时 2051 12.45% 

3-4 小时 4820 29.26% 

5-6 小时 4236 25.72% 

7 小时或以上 4858 29.49% 

本题有效填写人数 16472  

 

 

图：每天上网时长 

 

2. 经常使用的网络应用服务 

排名前六的分别是在线视频（65.86%）、网上支付（63.92%）、网络音乐（62.71%）、网

络游戏（59.12%）、社交应用（58.35%）及网络购物（56.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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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购物、网络音乐、网络游戏及社交应

用，应用类型一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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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31%，非常安全的占 7.54%，两者合计的正面评价为 44.85%。相较于全

国数据的正面评价 51.25%，低了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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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2 7.54% 

安全 6145 37.31% 

一般 6902 41.9% 

不安全 1607 9.76% 

非常不安全 576 3.5% 

本题有效填写人数 16472  

 

 

图：网络安全感评价 

 

3.1、与去年相比网络安全感的变化 

31. 95% 的网民认为网络安全感有提升，10.41%的网民认为有明显提升，两者合计有

42.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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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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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5 10.41% 

有提升 5263 31.95% 

没有变化 7247 44% 

有下降 1624 9.86% 

明显下降 623 3.78% 

本题有效填写人数 16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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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45%网民经常遇到，发布、传播违法有害

信息（70.17%）和侵犯个人信息（63.6%）分别排名第二和第三，相较于全国数据，前三位排

名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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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87 7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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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58 7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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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76 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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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30 40.86% 

大数据杀熟 5061 30.72% 

网络入侵攻击（病毒木马、WiFi 蹭网、账号被盗） 4883 29.64% 

未成年人网络沉迷 4160 25.25% 

为网络违法犯罪提供帮助 2108 12.8% 

其他 736 4.47% 

本题有效填写人数 16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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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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42%），第二和第三分别是是网络谣言

（68.51%）、淫秽色情（65.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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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57 84.42% 

网络谣言 7918 68.51% 

淫秽色情 7616 65.89% 

网络赌博 7128 61.67% 

侮辱诽谤 4353 37.66% 

违禁物品信息 2475 21.41% 

暴恐音视频 2002 17.32% 

本题有效填写人数 11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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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78%，账号被盗占 55.66%，WiFi 蹭网占 58.16%，

分布相对均匀，与全国数据基本一致。 

表：违法有害信息遭遇率 

选项 小计 比例 

病毒木马 2870 58.78% 

WiFi 蹭网 2718 55.66% 

账号被盗 2840 58.16% 

本题有效填写人数 4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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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66%的网民选

择，第二位是个人信息过度采集（63.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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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80 53.26% 

过度采集 6697 63.93% 

个人信息泄露 9079 86.66% 

注销规则不完善 5198 49.62% 

本题有效填写人数 10476  

 

 

图：侵犯个人信息行为遭遇率 

 



2019年网民网络安全感满意度调查数据统计报告 

18 

广东新兴国家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发展研究院 20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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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06%）、网络支付诈骗（5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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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11 64.06% 

网络支付诈骗 3876 57.59% 

金融网络诈骗 3107 46.17% 

网络传销 3084 45.82% 

账号违法交易 2790 41.46% 

套路贷 2778 41.28% 

数据违法交易 2286 33.97% 

侵犯知识产权 2197 32.64% 

网络招嫖 1919 28.51% 

本题有效填写人数 6730  

 

 

图： 利用网络实施违法犯罪遭遇率 

 

4.5、常见的网络骚扰种类 

有高达 92.88%网民遇到过骚扰是垃圾短信，比全国数据的 88.65%还高了 4.23 个百分点。

其次是弹窗广告（88.58%），骚扰电话（80.4%），垃圾邮件（78.38%）和捆绑下载

（73.67%）也有较多网民遇到过。相较于全国数据，本题排名完全一致。 

表： 网络骚扰遭遇率 

选项 小计 比例 

垃圾短信 12155 92.88% 

弹窗广告 11593 88.58% 

骚扰电话 10522 80.4% 

垃圾邮件 10257 78.38% 

捆绑下载 9641 73.67% 

霸王条款 5331 4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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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题有效填写人数 13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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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6%），其次是上网搜索

解决办法（39.05%）。相较于全国数据，除第三位告知他人和第四位向互联网服务提供者投诉

顺序互换外，其他排名完全一致。 

 

图：遇到安全问题后的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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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网

上支付（42.7%）、网络游戏（39.15%）、网络购物（38.17%）、在线视频（38.05%）、短视

频（35.39%）及网络直播（34.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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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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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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账户注册时使用个人信息（50.7%）、

在公共场所登陆 Wi-Fi（48.99%）、打开来源不明的电子邮件或网站链接（45.4%）。相较于全

国数据，除了第一位网络账户注册时使用个人信息和第二位在公共场所登陆 Wi-Fi 顺序互换

外，前八位行为排序一致。 

 

图：网络不安全行为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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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58%），与全国数据一致。排名第二到第四依

次是网络维权方法和渠道（55.5%）、网络诈骗识别（55.04%）、病毒及木马防范方法

（52.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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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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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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37%），第

二、第三分别是网站的安全提示（45.08%）、在实践中学习（42.53%）。相较于全国数据，除

了第四媒体节目和第五宣传活动顺序互换外，排名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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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5%）、严厉打击网络违法犯罪行为

（69.81%）、强化网络安全监管（68.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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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7% 的网民认为非常好，23.35%的网民认为比较好，两者合计正面评价为 30.42%。相较

于全国数据的正面评价 37.13%，低了 6.71 个百分点。 

表：互联网企业网络安全责任评价 

选项 小计 比例 

非常好 1165 7.07% 

比较好 3847 23.35% 

一般 6334 38.45% 

不太好 2406 14.61% 

非常不好 1459 8.86% 

不清楚 1261 7.66% 

本题有效填写人数 16472  

 

 

图：互联网企业网络安全责任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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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69%）、网络安全管理水平低下

（62.23%）、网络安全责任意识不强（59.79%）。相较于全国数据，本题排名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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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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0 79.69% 

网络安全管理水平低下 2405 62.23% 

网络安全责任意识不强 2311 59.79% 

网络安全技术落后 1260 32.6% 

不了解应承担的网络安全责任 1112 28.77% 

需要承担的网络安全责任超过企业能力 930 24.06% 

其他 252 6.52% 

不清楚 83 2.15% 

本题有效填写人数 3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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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网络权益保护、遏制网络违法犯

罪行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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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二级问卷参与人数统计 

选项 小计 比例 

个人信息保护 9499 65.88% 

网络购物安全 6818 47.28% 

网络安全法制建设 6117 42.42% 

未成年人网络权益保护 5573 38.65% 

遏制网络违法犯罪行为 5382 37.33% 

网络平台企业安全监督管理 4007 27.79% 

数字政府安全服务 2978 20.65% 

不继续参与答题（点击“下一页”后按提交，领取奖励） 2379 16.5% 

本题有效填写人数 14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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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4% 的网民认为非常满意，35%的网民认为比较满意，两者合计正面评价为 44.34%。相

较于全国数据的正面评价 49.79%，低了 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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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7 9.34% 

比较满意 1488 35% 

一般 1629 38.32% 

不太满意 547 12.87% 

非常不满意 190 4.47% 

本题有效填写人数 4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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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1%，阅读过了解主要内容的有 17.63%，两者合计 23.34%。相较于

全国数据两者合计的 27.75%，低了 5.59 个百分点，网民对《网络安全法》的了解和熟悉程度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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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5.71% 

阅读过，了解主要内容 750 17.63% 

知道，有些印象 1159 27.24% 

知道法律名称，但不知道内容 1499 35.24% 

完全不知道 603 14.17% 

本题有效填写人数 4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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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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53%），其次分别是

普法宣传活动（51.74%），自主查阅（40.84%），政府行业协会组织的宣传活动培训班

（20.89%），单位内部培训宣传（19.78），他人介绍（15.52%）。相较于全国数据，除了政

府行业协会组织的宣传活动培训班和单位内部培训宣传顺序互换外，其他排名完全一致。 

表：《网络安全法》传播渠道 

选项 小计 比例 

公共媒体 2332 64.53% 

普法宣传活动 1870 51.74% 

单位内部宣传、培训 715 19.78% 

政府、行业协会组织的宣传活动、培训班 755 20.89% 

自主查阅 1476 40.84% 

他人介绍 561 15.52% 

本题有效填写人数 3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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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12%）、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65.39%）认识较多，分列第一和第二位，与全国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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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一致。第三到第五位依次是《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39.9%）、《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

怖主义法》（38.5%）、《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37.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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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11%），比全国数据还高出 4.5 个百分点。对网络

平台责任（77.53%）、数据安全保护（69.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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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76%）和网络安全等级保护（5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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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2 72.82% 

辨别网络违法犯罪行为宣传培训 2812 67.76% 

拓宽和畅通网络维权渠道 2743 66.1%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2970 71.57% 

其它 146 3.52% 

本题有效填写人数 4150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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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7%，比较好的占 25.48%，合计正面评价为 30.35%，相较于全国数据

的正面评价占比 34.27%，低了 3.92 个百分点，网民对网络个人信息保护状况的满意程度略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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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 4.87% 

比较好 1527 25.48% 

一般 2087 34.83% 

不太好 1305 21.78% 

非常不好 781 13.03% 

本题有效填写人数 5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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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34%）负面评价最多，其次是网络购物（53.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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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前七位的应用完全一致，整体反映的情况也基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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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1%和

23.97%，两者合计 37.48%。另外认为有一些的网民占 44.43%，比例比较高。而没有遇到过网

络个人信息泄露的网民仅占 4.44%。相较于全国数据，非常多和比较多合计 37.4%，有一些

43.6%，没有遇到过 4.5%，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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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1 13.51% 

比较多 1421 23.97% 

有一些 2634 44.43% 

很少 810 13.66% 

没有遇到 263 4.44% 

本题有效填写人数 5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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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推销短信（高达

87.22%）、接到各类中介的推销电话（82.58%）、收到垃圾邮件（78.96%）。相较于全国数

据，本题的排序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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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度不如大平台或拥有一定市

场地位的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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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平台或新进入的平台 3239 54.88% 

没有明显差别 1846 31.28% 

大平台或拥有一定市场地位的平台 817 13.84% 

本题有效填写人数 5902  

 

 

图：平台不安全感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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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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3%和 31.04%。

相较于全国数据，本题的排序完全一致。 

表：对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的看法 

选项 小计 比例 

需要出台个人信息的专门立法 1988 33.83% 

需要出台个人信息保护的强制标准 1824 31.04% 

现有标准需转化为强制性规定 1120 19.06% 

现有标准有效弥补了立法的空白 945 16.08% 

本题有效填写人数 5877  

 

 

图：对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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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信息提供、个

人信息共享要求、个人信息委托加工，相较于全国数据的排序个人信息保护协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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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个人信息提供和个人信息共

享要求两条顺序互换，其余顺序一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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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6 89.14% 

个人信息采集 1596 81.02% 

个人信息共享要求 1233 62.59% 

个人信息提供 1242 63.05% 

个人信息委托加工 883 44.82%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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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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4% 的网民认为非常满意，31.27%的网民认为比较满意，两者合计正面评价为 39.61%。

相较于全国数据的正面评价 43.35%，低了 3.74 个百分点，网民对当前遏制网络违法犯罪工作

成效的满意程度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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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8.34% 

比较满意 799 31.27% 

基本满意 963 37.69% 

不满意 455 17.81% 

非常不满意 125 4.89% 

本题有效填写人数 2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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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4%，有 17%的网民认为数量增

加了。相较于全国数据的 61.15%和 17.6%，占比基本一致。 

表：电信网络诈骗数量 

选项 小计 比例 

比过去多 434 17% 

没什么变化 577 22.6% 

比过去少了一些 803 31.45% 

比过去少多了 316 12.38% 

没有遇到 423 16.57%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2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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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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民对兼职刷单类诈骗（60%），代办信用卡贷款诈骗（50.38%），投资理财诈骗

（47.89%），QQ 微信冒充老板亲友诈骗（39.62%）四类行为遇到的最多。相较于全国数据，

前四位的排名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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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6%的网民的问题得到解决， 47.74%的问题没有解决。相较于全

国数据 57.28%解决比例，低了 5.02 个百分点。 

表：问题解决的状况 

选项 小计 比例 

否 995 47.74% 

是 1089 52.26% 

本题有效填写人数 2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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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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少了或未遇到的比例合计为 47.19%，相较于全国

50.6%占比，低了 3.41 个百分点；有 24.36%的网民认为数量增加了，相较于全国 22.54%的占

比，高了 1.82 个百分点。 

表：遇到的色情暴力等低俗网络信息数量的评价 

选项 小计 比例 

明显增加 272 10.67% 

有所增加 349 13.69% 

差不多 725 28.44% 

有所减少 671 26.32% 

明显减少 322 12.63% 

没有遇到 210 8.24% 

本题有效填写人数 2549  

 

 

图：遇到的色情暴力等低俗网络信息数量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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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和

第二的比例非常接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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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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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遇到色情暴力等低俗网络信息的应对 

选项 小计 比例 

无所谓，直接忽略 1055 33.1% 

向网站投诉 1053 33.04% 

向监管部门举报 609 19.11% 

向公安部门报警 263 8.25% 

告知熟悉的人 207 6.5%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3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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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31%）、电信诈骗

（54.97%）和色情服务（53.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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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网上遇到的犯罪行为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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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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53%），其次为发布传播违法有害信

息（74.66%），第三是利用网络实施违法犯罪（73.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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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7 8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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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7 7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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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1 73.24% 

网络入侵攻击（病毒木马、WiFi 蹭网、账号被盗） 1513 59.54% 

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 1055 41.52% 

为网络违法犯罪提供帮助 1045 41.13% 

其他 85 3.35% 

本题有效填写人数 2541  

 

 

图：打击违法犯罪行为关注度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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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35%）、虚假广告

（77.35%）、淫秽色情（64.85%）。相较于全国数据，本题的排名完全一致。 

表：违法有害信息一览 

选项 小计 比例 

网络谣言 1448 77.35% 

虚假广告 1448 77.35% 

淫秽色情 1214 64.85% 

网络赌博 1100 58.76% 

侮辱诽谤 1010 53.95% 



2019年网民网络安全感满意度调查数据统计报告 

39 

广东新兴国家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发展研究院 2019.9 

违禁物品信息 665 35.52% 

暴恐音视频 622 33.23% 

本题有效填写人数 1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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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96%），其次是病毒木马（79.83%）和 WiFi

蹭网（4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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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9 79.83% 

WiFi 蹭网 733 48.8% 

账号被盗 1231 81.96% 

本题有效填写人数 1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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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24%）、过度采集

（70.92%）、采集不规范（64.89%）、注销规则不完善（57.8%）。相较于全国数据，本题的

排名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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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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0 64.89% 

过度采集 1519 70.92% 

个人信息泄露 1890 88.24% 

注销规则不完善 1238 57.8% 

本题有效填写人数 2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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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支付诈骗（72.41%），排名第二到第

四位的依次是电信网络诈骗（72.19%）、金融网络诈骗（57.8%）、账号违法交易

（57.64%），与全国数据前四名完全一致。其余各项行为网民的选择也非常均匀分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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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度，与全国数据的统计

几乎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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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支付诈骗 1323 72.41% 

电信网络诈骗 1319 72.19% 

金融网络诈骗 1056 57.8% 

账号违法交易 1053 57.64% 

网络传销 1010 55.28% 

套路贷 995 54.46% 

侵犯知识产权 991 54.24% 

数据违法交易 986 53.97% 

网络招嫖 626 34.26% 

本题有效填写人数 1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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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打击利用网络实施违法犯罪各种情形的关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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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购物专题】 

1. 网络购物安全状况满意程度 

比较满意占 54.28%，非常满意占 8%，正面评价合计 62.28%。相较于全国数据的正面评价

64.45%，低了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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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8% 

比较满意 1731 54.28% 

一般 977 30.64% 

不满意 152 4.77% 

非常不满意 74 2.32%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3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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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8%，与全国数据的

25.78%基本一致。 

表：是否遭遇差别化待遇或歧视性行为 

选项 小计 比例 

是 790 24.8% 

否 2395 75.2% 

本题有效填写人数 3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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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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5%的网民遭遇过强制搭售其它业务或被限制、拒绝服务。与全国数据的 29.89%基本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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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5 30.05% 

否 2223 69.95% 

本题有效填写人数 3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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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9%）、个人信息交易

（21.14%）、各类证件（20.76%）、色情暴力音像制品（18.35%）及黑客软件（15.18%）。相

较于全国数据，排名前五中除各类证件和个人信息交易顺序互换外，其他排序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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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网络购物遇到违禁品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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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7%的网民曾买过。与全国数据的 59.52%基本一

致。 

表：网络购物遇到假冒伪劣产品的比例 

选项 小计 比例 

是 1866 58.7% 

否 1313 41.3% 

本题有效填写人数 3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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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42%）和向电商平台举报（52.57%）为主，其次分

别为依法索赔（31.75%）、无所谓（12.26%）、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举报（10.44%），相较于

全国数据，本题的排名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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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8 68.42% 

向电商平台举报 982 52.57% 

依法索赔 593 3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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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所谓 229 12.26% 

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举报 195 10.44% 

其他 129 6.91% 

本题有效填写人数 1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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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2%，非常满意为 4.39%，正面评价合计为 40.41%。相较于全国数据的正

面评价 45.42%，低了 5.01 个百分点，网民对电商平台的处理情况的满意程度低于全国平均水

平。 

表：对电商平台处理情况的评价 

选项 小计 比例 

非常满意 43 4.39% 

比较满意 353 36.02% 

一般 455 46.43% 

不太满意 87 8.88% 

非常不满意 42 4.29% 

本题有效填写人数 980  

 

 

图：对电商平台处理情况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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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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2%，非常满意的 11.34%，正面评价合计 45.36%。相较于全国数

据的正面评价 50.89%，低了 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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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11.34% 

比较满意 66 34.02% 

一般 87 44.85% 

不太满意 10 5.15% 

非常不满意 9 4.64% 

本题有效填写人数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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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非常满

意 8.3%，正面评价合计 39.6%。相较于全国数据的正面评价 41.36%，低了 1.76 个百分点，网

民对当前未成年人网络权益保护状况的满意程度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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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8.3% 

比较满意 713 31.3% 

一般 878 38.54% 

不满意 354 15.54% 

非常不满意 144 6.32% 

本题有效填写人数 2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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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12%。相较于全国 73.19%的占比，高了 1.93 个百分

点。 

表：未成年人上网比例 

选项 小计 比例 

是 1706 75.12% 

否 565 24.88% 

本题有效填写人数 2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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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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8%），第二到第六位应

用依次为在线视频（67.94%）、短视频（57%）、网络音乐（53.35%）、社交应用（47.94%）

及网络文学（39.53%）。相较于全国数据，前六位的排名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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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当反对但应合理安排上网时间（66.74%），与全国数据排名

第一的缺乏辨识能力容易被网友欺骗（61.55%）有所不同。说明网民对未成年人上网的有一

定的担忧，但态度倾向于理性和接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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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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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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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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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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2 36.28% 

接触色情暴力信息 520 22.95% 

隐私保护 351 15.49% 

虚假信息或网络谣言 275 12.14% 

网络欺凌 262 11.56% 

其他 36 1.59% 

本题有效填写人数 2266  

 

 

图：对未成年人相关问题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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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27%），其次是学校进行宣

传教育并采取措施（60.19%），第三是限制上网时间和时长（56.57%）。相较于全国数据，排

名第二和第三两项顺序互换，其余完全一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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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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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小计 比例 

限制未成年人浏览不适宜的网站和信息 1571 69.27% 

学校进行宣传教育并采取适当措施 1365 60.19% 

限制上网时间和时长 1283 56.57% 

父母对未成年子女上网进行监督约束 1205 53.13% 

规定在可受监督的公共空间上网 1003 44.22% 

限制未成年人开设网络账户 968 42.68% 

上网使用的软硬件都有明确要求 842 37.13% 

其它 125 5.51% 

本题有效填写人数 2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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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2%，认为比较有效占 34.91%，有效性合计为 43.23%。相较于

全国 47.67%的比例，有效性低了 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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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8.32% 

比较有效 487 34.91% 

一般 486 34.84% 

效果不大 221 15.84% 

基本无效 85 6.09% 

本题有效填写人数 1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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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9%，认为比较有效占 32.47%，有效性合计为 41.36%。相较于

全国 44.66%的比例，有效性低了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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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8.89% 

比较有效 453 32.47% 

一般 538 38.57% 

效果不大 208 14.91% 

基本无效 72 5.16% 

本题有效填写人数 1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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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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5%，认为比较有效占 28.18%，有效性合计为 36.23%。相较于

全国 39.51%的比例，有效性低了 3.28 个百分点。 

表：群主采取的措施是否有效 

选项 小计 比例 

非常有 112 8.05% 

比较有效 392 28.18% 

一般 503 36.16% 

效果不大 256 18.4% 

基本无效 128 9.2% 

本题有效填写人数 1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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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08%）、网络色情（56.28%）、个

人隐私信息泄露（55.63%）、网络骚扰（52.21%），相较于全国数据，前四位的排名完全一

致，从整体上看，本题网民的选择较为分散，遇到的不合规问题覆盖面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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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不合规问题网络遭遇率 

 

5. 网络平台投诉概率 

有 54.81%的网民对网络平台进行过投诉。相较于全国数据的 55.34%，占比基本一致。 

表：是否向网络平台投诉 

选项 小计 比例 

是 758 54.81% 

否 625 45.19% 

本题有效填写人数 1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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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3%的网民认为很快，相较于全国 17.52%的占比，低了

2.99 个百分点；有 31.7%的网民认为很慢，相较于全国 31.78%的占比基本一致；有 53.76%的

网民认为一般，相较于全国 50.69%的占比，高了 3.07 个百分点。 

表：投诉后平台的响应速度 

选项 小计 比例 

很快 110 14.53% 

一般 407 53.76% 

很慢 240 31.7% 

本题有效填写人数 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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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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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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3%。相较于全国数据的 37.54%和 62.46%，

网民满意度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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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20.61% 

投诉处理周期短，结果不满意 176 23.4% 

投诉处理的周期长，但结果满意 121 16.09% 

投诉处理周期长，结果不满意 300 39.89% 

本题有效填写人数 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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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8%，与全国数据的 14.6%

基本一致。网民常用的服务前五名依次为银行（58.13%）、交通（49.6%）、社保

（48.34%）、教育（46.27%）、医疗（45。19%），相较于全国数据，前五名中教育和社保顺

序互换，其他排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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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名依次为教育（54.5%）、医疗（51.37%）、交通

（49.8%），与全国数据前三一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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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部分网民认可政府网上服务是便利的，占 67.75%。相较于全国数据的 65.59%，高了

2.16 个百分点，网民认为现在政府网上服务的便利性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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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政府网上服务是否便利 

选项 小计 比例 

是 750 67.75% 

否 357 32.25% 

本题有效填写人数 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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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16%），与全国数据一

致。排名第二到第五依次是结果反馈（66.01%）、资料提交（63.76%）、信息公开（59.55%）

和业务投诉（58.15%）。相较于全国数据排名第二到第五，其中信息公开和资料提交顺序互

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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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 74.16% 

结果反馈 235 66.01% 

资料提交 227 63.76% 

信息公开 212 59.55% 

业务投诉 207 58.15% 

门类聚合 172 48.31% 

移动应用 166 46.63% 

办理收费 165 46.35% 

个性推送 110 30.9% 

本题有效填写人数 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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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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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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了 1.58 个百分

点。 

表：政府网上服务是否安全 

选项 小计 比例 

是 817 73.74% 

否 291 26.26% 

本题有效填写人数 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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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34%），其次是数据集中

（51.72%）和运维管理（48.28%）。相较于全国数据，除了排名第二数据集中和第三运管理顺

序互换外，其他排名完全一致。 

表：政府网上服务存在的风险 

选项 小计 比例 

个人信息泄露 204 70.34% 

数据集中 150 51.72% 

运维管理 140 48.28% 

运营机构管理 126 4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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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集中 105 36.21% 

业务集中 97 33.45% 

供应链管理 82 28.28% 

本题有效填写人数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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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民担心易遭泄露的服务前五名依次是医疗（45.1%）、教育（43.36%）、住房

（41.96%）、银行（40.56%）和就业（39.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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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五名分别是信息查询（57.05%）、知识普及（55.22%）、风险提示（42.67%）、免费工

具提供（37%）、投诉举报（36.26%）。相较于全国数据的前五名，排名第一信息查询和第二

知识普及的顺序互换，其他排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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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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法律法规（75.75%），其次是严厉打击违法犯罪

（74.03%），再次是加强监管（70.41%）。相较于全国数据，除了最后两位的顺序互换外，其

他排名完全一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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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