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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九成人们每天使用智能手机，对其依赖性很强1 中国大部分移动消费者的数字生活载体都是手机，并且使用频率非常高。尤其是年轻人中间，几乎

人人都每天离不开它。另外，可穿戴设备如智能手表凭借科技型和便携性，使用频率也很高。

关注健康，人们使用智能设备监测健康指标2 智能手表、运动手环的普及使得更多消费者开始使用智能设备监测自己身体的各项健康指标，尤其

是步数、心跳和睡眠。大多数人们也赞同医生访问自己的健康数据，提高就医问诊的效率。

关注环保，开始关注碳足迹问题3 大部分人们关注碳足迹问题，相信现有碳足迹信息的真实性。他们表示可以说出自己手机的碳足

迹，也会倾向于购买更环保的设备。

VR的普及程度不高，主要因为了解不足和价格高昂4 许多人们并不了解这种虚拟现实的头戴设备，再加上较高的价格，导致人们对VR的购买意愿不强。

即便已经拥有了VR，由于数字内容的不足，男性消费者已经厌倦了现有的内容，女性消费者也不常

使用。

智能手机的更新换代速度很快，往往不足两年5 随着社会科技发展和创新能力的提高，新的智能手机问世总会引起消费者的注意。大部分受访者

在两年内购买过新手机，而且非常关注处理器、电池容量、存储空间等硬件设备是否能满足他们的

预期。

人们对于旧手机处理方式不同，很多会留做备用6 因为关注旧手机中个人数据、关键文件，人们不会轻易卖掉或把旧手机送给他人。部分人也相信，

即使拥有了新的手机，发生损坏或丢失等特殊情况时旧设备仍会派上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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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活动种类丰富，满足人们社交、娱乐等要求7 智能手机早已成为人们进行沟通交流、娱乐活动和获取信息最重要的载体。跨越了时间和空间的

限制，它不但是我们的生活越来越便捷，而且提供了丰富多元的娱乐活动和文化生活。

付费订阅服务成为娱乐消费的重要环节8 许多消费者会选择视频、音乐、体育订阅服务，他们不但可以接触到更多元丰富的数字内容，还会享

受免除广告、超清画质等更优越的体验。而人们也会兼顾考量数字内容和经济因素，选择是否续订

某项付费服务。

关注网络安全，对潜在威胁保持警惕9 政府和监管机构、相关网络平台需要承担其维护网络安全的责任；与此同时，多数用户也表示自己

具备一定程度的防范意识，会由于隐私问题避免使用某些设备、服务，也会关注应用权限、广告限

制等问题。

人们对加密货币的了解程度不高，购买意愿也并不强10 作为元宇宙发展和兴起的产物，目前人们对加密货币、非同质化代币等概念都不是很了解。但是，人

们并不否认新兴货币会对未来经济和金融体系产生变革性的作用，也了解开采货币对能源、环境产

生的负面影响。

5G获得认可，普及率已经比较高11 5G高传输速度低延时获得认可，用户承认5G是未来必然趋势，已有相当一部分受访者经常使用

5G。但对5G技术的了解程度仍有待提高。网络覆盖和连接稳定性仍然限制5G的进一步应用与普

及，有待解决。

面对面交流和音视频通话是社交的首选方式12 面对第一次约会对象、一位同事或朋友，人们还是会选择面对面交流，拉近距离。但疫情时期广泛使

用的音视频通话仍在与同事开会、与远方亲属联系时保留着，成为打破空间距离重要的沟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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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的受访者每天都使用智能手机，不同设备类型间存在每日使用率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您最近一次使用各种设备的时间是？

调查对象：年龄在18-55岁的所有参与者，2022（2,200）
来源：德勤全球移动消费者调查（中国版），2022年6月-7月

Q

图1：各电子设备的上一次使用时间

 • 智能手机、电脑是使用率最高的移动设备，在中国移动消费者中（尤其是年轻人），几乎人人都离不开

它们。

 • 智能手表的使用频率仅次于笔记本电脑。这种可穿戴的多功能电子设备可以与手机电脑互联，由于便携

性，消费者几乎每天都会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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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多数消费者每天都使用智能手机，而青年群体手机使用频率高于中年群体

您最近一次使用各种设备的时间是？

调查对象：年龄在18-55岁的所有参与者，2022（2,200）
来源：全球数字消费者趋势调查（中国篇）

Q

图2：智能手机的上一次使用时间

 • 智能手机是最受欢迎、使用频率最高的电子设备。其中，年轻群体的使用频率高于中年群体；在18-24岁
的人群中，超过九成受访者每天都会使用手机；在25-44岁的受访人群中依旧有89%的人每天使用手机。

 • 相比之下，在45-55岁人群中，上一次使用手机在昨天的占比略低于前三组年龄群体，达87%，对于智能

手机的接受和使用程度并不低。

 • 智能手机是沟通互联的设备，青年人群的广泛使用会带动长辈用手机与其沟通联络，提升他们的使用频

率。同时，随着移动网络和智能设备的发展，我们认为普及和使用程度也将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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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使用智能手机、智能手表、运动手环等设备检测以下哪些内容（如有）？

调查对象：年龄在18-55岁的所有参与者，2022（2,200）
来源：全球数字消费者趋势调查（中国篇）

Q

青年群体更习惯于用智能电子设备监测身体健康，六成以上青年群体会记录步数和心跳

 • 智能设备的健康监测功能可以提高人们对身体健康的日常关注程度。在调查中发现，年轻人更倾向于用

智能设备监测身体健康各项指标。

 • 步数和心跳、心率是受访者最关注的两项指标。18-34岁的人群中，六成以上的受访者会关注这两项；

而在中年人中也有50%左右会记录，显著高于对睡眠、血压等的关注程度。

 • 由于智能手表、运动手环在年轻人中普及率比较高，他们更善于发掘和使用智能设备的健康监测功能，

这有助于提高他们对自身健康的关注程度。而35岁以上人群更习惯传统的健康检测方式，对智能设备的

熟悉程度不及年轻人群。

图3：用电子产品监测健康数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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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医生访问健康数据问题，大部分人群持积极赞同态度；中年群体更赞同这一做法

您在多大程度上赞同或反对下列陈述？  我很乐意让医生访问我设备上记录的健康数据（例如步数、热量、心

跳、睡眠）

调查对象：年龄在18-55岁的所有参与者，2022（2,200）
来源：全球数字消费者趋势调查（中国篇）

Q

图4：是否赞同让医生访问我设备上记录的健康数据

 • 由于健康监测功能可以提高生病就诊的效率，因此，对于是否同意医生访问智能设备健康记录问

题，70%左右的受访者持积极的赞同态度，仅有不到一成人群反对。

 • 支持率在25-44岁这一年龄阶段相对较高，这一现象可以反映，中年人群更倾向于在健康问题上寻求医

生的帮助。年龄较小的人群个人隐私重视程度相对较高；44岁以上人群思想更保守，科技发展接受程度

仍有待提高，持中立或反对意见的人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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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近七成消费者关注碳足迹问题，未来对于环保问题重视程度仍会提高

图5：对于碳足迹的态度

 • 调查中发现，近70%的受访者比较关注碳足迹相关问题，相信且认为相关企业应准确公开碳足迹相关信

息。六成左右受访者不但在购买设备时会考虑低碳因素，并且比较了解自用设备的碳足迹。

 • 如今，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体都开始关注低碳制造。未来，在政府宣传、社会群众提倡的影响下，移动设

备生产企业的社会责任将会进一步提高，生产出更多低碳设备；消费者的环保意识也将不断增强，促使

碳足迹较低的设备购买率和普及率在未来得到进一步提高。

调查对象：年龄在18-55岁的所有参与者，2022（2,200）
来源：全球数字消费者趋势调查（中国篇）

您在多大程度上赞同或反对下列陈述？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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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VR的了解不足以及较高的设备价格是人们购买VR设备的主要阻碍因素

以下哪项最符合您没有虚拟现实（VR）头戴设备的原因？Q

图6：没有VR设备的原因

 • VR技术仍在发展上升阶段，目前的设备普及率并不高。一方面，人们仍需时间提高对新颖设备的了解程

度；另外，VR设备价格仍普遍高于手机、笔记本等传统电子设备，成为受访者不愿购买的两个重要因素。

 • 在观看VR内容的过程中，由于视觉和体感不一致人们往往会产生眩晕；同时，穿戴于头部的设备结构往

往会造成一定程度的不适。五成的受访者提到了以上两个原因。

Base: All adults 18-55 who do not have access to a virtual reality headset(1873)
来源：全球数字消费者趋势调查（中国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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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VR拥有者更会对内容不满意，女性拥有者容易对VR产生眩晕

以下哪项最符合您在过去一个月内没有使用虚拟现实（VR）头戴设备的原因？

调查对象：Base: All adults 18-55 who have access to a virtual reality headset but did not use it in the last month（27）
来源：全球数字消费者趋势调查（中国篇）

Q

图7：过去一个月内没有使用VR设备的原因

 • 在VR设备普及程度提高的同时，吸引力高、创新性强的VR内容暂时尚未得到同步发展，因此无法满足消

费者的设备使用需求。他们希望未来看到更丰富多样的VR内容。

 • 在拥有VR设备但近一个月都没有使用的受访者中，47%和39%的男性受访者表示VR内容不多、已经厌倦

了目前的VR内容。

 • 相比于男性受访者，50%的女性VR设备拥有者更容易因为感到眩晕而降低其使用频次。46%的女性更喜

欢用其他设备来进行网上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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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成左右受访者的手机使用龄不足2年；25-44岁的中青年对手机的更新换代速度更快

您在什么时候购买或收到您目前的手机？

调查对象：年龄在18-55岁的所有参与者，2022（2,200）
来源：全球数字消费者趋势调查（中国篇）

Q

图8：目前手机购买时间

 • 总体而言，80%的受访者都在近两年之内有过新手机购买行为，只有不到一成的人们目前使用的手机还

是在2019及以前购买的。科技创新推动着智能手机不断更新换代，人们也随之购买新上市的设备。

 • 在25-45岁的年龄群体中，接近30%目前使用的手机于2022购买，高于其他年龄群体。新设备往往伴随

着更好的硬件设备、更先进的内部系统或是更有特点的外观，经常会吸引这个年龄阶段的中青年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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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手机时，处理器、电池等硬件是消费者最为关注的因素

图9：购买手机关注因素

 • 除价格外，人们在选购手机时更关注硬件设备：是否具有速度较快的处理器（33%）、电池是否可以

长时间续航与快速充电（26%，18%）。人们在希望获得更快速使用体验的同时，也希望延长手机的寿

命。

 •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近年来网络安全与隐私逐渐成为焦点话题，人们也更加重视电子设备是否能很好地

保护数据和个人隐私：21%的消费者称他们会考虑这方面的因素。

调查对象：年龄在18-55岁的所有参与者，2022（2,200）
来源：全球数字消费者趋势调查（中国篇）

除价格外，以下哪些对于您下次决定购买哪款智能手机来说最重要（如有）？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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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会选择将旧手机留作备用，主要因为其中还留有个人数据

在您购买或收到目前的手机后，您如何处理您之前的手机？您为什么将之前的手机留作备用？

调查对象：年龄在18-55岁的所有参与者，2022（2,200）
来源：全球数字消费者趋势调查（中国篇）

Q

图10：处理旧手机的方式

图11：手机留做备用的原因

 • 18-24岁的年轻人在购买新手机后，更倾向于将旧手机留做备用。而在25岁以上的受访者中，卖掉旧手

机是他们的第一选择，近40%的人会通过不同渠道将旧手机卖掉。

 • 将旧手机的数据和文件转移至新设备往往比较复杂繁琐，这也是消费者选择将旧手机留用最重要的原

因。同时，13%的人选择留下旧手机以防不时之需。即使已经拥有新手机，旧设备的数据备份、文件存

储功能仍然持续发挥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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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多数人们在更换手机时会选择购买新机，因为新机更能满足更换设备的要求

图12：购买当前手机时是否为新机

 • 97%的消费者在更换手机时都会选择购买新机，而不会去购买二手或翻新设备。

 • 一方面，崭新的手机会带来心理上和实用性的双重满足，使用时间更长、新功能齐全；另一方面，二手

机的来源与硬件也会引发消费者担忧。

调查对象：年龄在18-55岁的所有参与者，2022（2,200）
来源：全球数字消费者趋势调查（中国篇）

当您获得当前的手机时，它是新的还是二手的？Q

图13：购买新机的原因

新机优势

二手/翻新机顾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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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受访者会在手机上进行丰富的娱乐活动，也会进行线上社交

以下是一系列您可以在智能手机上进行的活动。您至少每天进行一次以下哪些活动（如有）？Q

图14：智能手机活动

 • 智能手机是人们娱乐活动的重要载体，观看短视频和阅读实况文章是半数受访者每天都会进行的娱乐活

动。同时，手机在实现线上社交、快速获取信息上也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 由此可见，随着普及率越来越高，智能手机已经成为人们日常娱乐、交流、生活的不可替代品。它不但使

我们的生活越来越便捷，而且提供了多元丰富的娱乐活动与文化生活。

调查对象：年龄在18-55岁的所有参与者，2022（2,200）
来源：全球数字消费者趋势调查（中国篇）

沟通交流

线上娱乐

获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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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消费者不太倾向于与他人共享一个账户；但女性消费者的分享意愿略高

请考虑您有访问权限的付费服务或订阅，您是否与您不同住的人共用一个账户？Q

图15：是否与他人共用一个订阅账户

 • 35%的女性选择与家人以外的人共用同一个订阅账户，高于男性消费者近9个百分点。

 • 由于女性观看网络视频、使用订阅服务的频率一般低于男性，与他人共享付费服务可以节约资源，减少支

出，同时也能在需要时获取同样的娱乐服务。

调查对象：年龄在18-55岁的所有参与者，2022（2,200）
来源：全球数字消费者趋势调查（中国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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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左右受访者取消过订阅服务，主要归因于缺少喜欢的内容的与以及费用高于预期

在过去12个月内，您或您的家人是否订阅过或取消过付费视频流服务（例如爱奇艺、腾讯视频）订阅？

调查对象：年龄在18-55岁的所有参与者，2022（2,200）
来源：全球数字消费者趋势调查（中国篇）

Q

图16：家庭订阅服务行为 图17：取消订阅的原因

 • 视频服务的内容是决定人们订阅最重要的因素。20%以上的人们会因自己喜欢的视频内决定是否要继续

订阅付费服务。

 • 此外，较高的订阅费用也会影响消费者决策。23%的受访者表示，订阅服务的支出需要让步与其他更重

要的消费项目。

视频内容

经济因素

其他



25

全球数字消费者趋势调查 | 订阅

35-44岁群体相对更愿意全额订阅自己所感兴趣的视频流服务

图18：对广告支持的流媒体平台兴趣

 • 在订阅以免除广告方面，受访者呈现一定程度的年龄差别。值得注意的是，35-44岁的中年人（46%）比

18-24岁的青年人（41%）更愿意花钱订阅以免去看广告，避免广告的干扰或者打断，高于年轻人的经济

实力也使他们可以依照自己的偏好订阅付费服务。

 • 25-34岁群体相对更能容忍广告而不太愿意花钱订阅，愿意全额订阅的比例接近50%，同时对付费订阅展

现了最低的兴趣（15%）。年轻人更喜欢在空闲时间外出娱乐而不是居家、也更不希望将自己的前花在

这些方面。

调查对象：年龄在18-55岁的所有参与者，2022（2,200）
来源：全球数字消费者趋势调查（中国篇）

现在，假设有一个您感兴趣的新视频流服务。 如果您观看广告可以换取较低的订阅费或免费订阅，您会对以下

哪项订阅最感兴趣（如有）？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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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对于内容的偏好，消费者会选择重新订阅视频流服务

以下哪些是您决定再次订阅某个视频流服务的原因？

调查对象：年龄在18-55岁的所有参与者，2022（2,200）
来源：全球数字消费者趋势调查（中国篇）

Q

图19：重新订阅视频流服务的原因

视频内容

经济因素

 • 在选择重新订阅某项视频流服务时，受访者往往更习惯考虑电视剧的续播（40%）和数字内容的播放平

台调整（36%）。同时，也有三成左右的人们是由于设备附赠和优惠折扣选择再次订阅服务。

 • 数字内容的偏好是人们选择视频流服务的重要因素，一些视频平台拥有电视剧、电影的独家播放权，这

些内容的受众群体就会因此反复订阅，满足其文化生活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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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群体偏好去电影院看电影，而中年人更喜欢居家观影

 • 观看新上映电影的方式也根据年龄差距呈现出不同。超过一半的25-34岁年轻人更喜欢去电影院，高于

45岁以上的受访者12个百分点。他们不但对新鲜事物感兴趣，愿意接受多样丰富的电影文化，而且比24
岁以下学业压力较大的受访者拥有更多自由外出的时间，所以更愿去电影院观影。

 • 45-55岁的中年群体需兼顾工作和家庭责任，自由外出时间少且娱乐需求不强烈，更倾向于在网络平台

上观看电影。

调查对象：年龄在18-55岁的所有参与者，2022（2,200）
来源：全球数字消费者趋势调查（中国篇）

您本人首选以哪种方式观看新上映的电影（不考虑费用）？Q

图20：观看新上映电影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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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更经常在智能手机和电脑上玩网络游戏；25-34岁受访者的游戏设备更加多样

您经常在以下哪些设备上玩电子游戏（如有）？Q

图21：电子游戏设备使用

 • 接近80%的受访者日常使用智能手机玩游戏。方便、快捷，丰富的游戏app可以很好地满足不同年龄层的

娱乐需求。

 • 而电脑作为智能手机兴起前最受欢迎的游戏设备，仍有一半以上的年轻人会使用。

 • 值得注意的是，更多25-34岁的游戏玩家会使用平板电脑、游戏机、VR设备来娱乐。不同于智能手机，一

些只能通过游戏机和VR获取的特殊游戏往往会为他们带来更新奇和特别的游戏体验。

调查对象：年龄在18-55岁的所有参与者，2022（2,200）
来源：全球数字消费者趋势调查（中国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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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半数的年轻人购买过游戏币；游戏币主要用于购买皮肤和升级装备

在过去12个月内，您是否购买过游戏币？

调查对象：年龄在18-55岁的所有参与者，2022（2,200）； All adults 18-55 who play games on any device (half 
sample - sample B)
来源：全球数字消费者趋势调查（中国篇）

Q

图22：是否购买过游戏币

图23：游戏币花销去向

 • 在购买游戏币方面，18-34岁的年轻人显然比中年人有更大的兴趣，一半以上的受访者都曾购买过游戏

币。游戏币去向呈现多样化，主要用于购买装饰性数字皮肤（36%）和装备升级（27%）。

 • 网络游戏是年轻人休闲娱乐的重要方式，他们也喜欢消费来提升自己的游戏体验，获取满足感与成就

感。而相比之下，中年人则不愿在虚拟游戏上投入太多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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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元宇宙的了解尚浅，三成45岁以上的受访者表示对元宇宙未有所闻

调查对象：年龄在18-55岁的所有参与者，2022（2,200）
来源：全球数字消费者趋势调查（中国篇）

您对元宇宙的概念有多熟悉？Q

 • 元宇宙的概念普及程度尚可，但人们对此的了解程度并不高，只有45%的受访者对元宇宙有一定程度的

了解。更多25-34岁的青年人熟悉此概念（12%+51%），远超45岁以上的人群。

 • 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与数字技术的不断进步，人们对元宇宙这一概念的了解程度将会进一步提高。

图24：对元宇宙的了解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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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和相关网络平台应承担起更多责任，从各方面维护网络安全

您认为应该由谁来负责解决以下网络威胁（如有）？Q

图25：网络威胁责任主体归属？

 • 在假冒商品、虚假信息、网络攻击与数据隐私四大人们最关注的问题上，超过60%的受访者认为，政府和

相关监管机构应承担解决威胁的责任。在假冒商品和数据隐私这两个问题上，相关的网络平台也应发挥同

等重要的责任。

 • 随着互联网普及程度的提高，网络安全问题也越来越引发互联网民的关注。政府应当制定更完善的网络安

全法规，提高治理水平，并引导网络平台优化网络生态。

 • 同时，互联网用户也要不断提高网络安全意识，筑牢网络威胁的抵御防线。

调查对象：年龄在18-55岁的所有参与者，2022（2,200）
来源：全球数字消费者趋势调查（中国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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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数以上受访者比较注意隐私安全，其重视程度随年龄增长递减

您做过以下哪些事情（如有）？

调查对象：年龄在18-55岁的所有参与者，2022（2,200）
来源：全球数字消费者趋势调查（中国篇）

Q

图26：是否由于隐私问题避免购买某个设备

图27：是否由于隐私问题避免使用某项服务

图28：是否由于隐私问题避免连接设备的某项功能

 • 年轻人对隐私保护问题更为敏感，且敏感程度与年龄呈反比。64%、73%和75%的年轻人表示会由于隐

私问题避免使用某个设备、某项服务、某项功能。这一做法随着年龄的上升而逐渐不常见。

 • 现代社会中，个人信息的流通度、透明度越来越高，在网络世界成长起来的青少年因此对隐私保护问题

尤为敏感。而习惯于传统社会中信息在熟人中流传的中年人，仍需进一步提高自身的隐私保护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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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多数时间对广告跟踪、访问权限等网络威胁均保持了一定警惕

调查对象：年龄在18-55岁的所有参与者，2022（2,200）
来源：全球数字消费者趋势调查（中国篇）

您使用网络浏览器的频率如何？Q

 • 调查显示，不到四成受访者经常使用默认限制广告的搜索引擎、拒绝应用访问权限，更多（31%）人们

还是在一半左右的时间对此保持警惕。在接受Cookie设置方面，只有少部分（33%）受访者会在半数以

上时间拒绝默认的cookie。

 • 在使用互联网时，人们往往下意识接受浏览器下方自动弹出的cookie、访问权限获取等设定，更专注于

自己想要获取的信息，不会再每时每刻都保持强烈的警惕。

图29：网络威胁防范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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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4岁的受访者更希望定制化广告，而中老年群体对此无特别偏好

考虑您在上网和使用社交媒体时看到的广告。您在多大程度上希望以下广告根据您的兴趣或网络搜索内容定制？ 

调查对象：年龄在18-55岁的所有参与者，2022（2,200）
来源：全球数字消费者趋势调查（中国篇）

Q

图30：是否希望定制广告

 • 六成左右25-34岁的受访者（23%+36%）对广告定制持正向态度，显著高于其他年龄群体。而在45岁以

上的人群中，因为对定制广告的不了解同时接触比较少，48%对此持中立意见。

 • 一方面，人们希望接触到符合自身购买习惯、消费爱好的广告以优化消费选择；另一方面，人们也对大

数据对消费喜好的洞察持观望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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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加密货币了解程度不高，部分受访者此前未有所闻

在今天之前，您对以下各项有多了解（如有）？

调查对象：年龄在18-55岁的所有参与者，2022（2,200）
来源：全球数字消费者趋势调查（中国篇）

Q

图31：对加密货币的了解程度

图32：对非同质化代币的了解程度

 • 仅有8%和6%的受访者非常了解加密货币和非同质化代币，而半数以上人们对这两种货币都仅限于听说

过和一点了解。人们对比特币等加密货币的了解程度略高于非同质化代币：21%的从未听说过后者。

 • 作为元宇宙兴起发展的产物，数字资产概念的普及程度仍有待进一步提高。其未来的发展路径和使用程

度还需探索与普及。



全球数字消费者趋势调查 | 加密货币

39

仅有5%的受访者持有数字货币；人们未来的购买意愿并不强烈

调查对象： All adults 18-55 who have heard of cryptocurrency/NFTs
来源：全球数字消费者趋势调查（中国篇）

您是否拥有以下资产？如果没有，您在未来12个月内购买此类资产的可能性有多大？Q

 • 目前，仅有5%的受访者持有加密货币或非同质化代币。25-34岁人群持有率最高，且未来购买意愿最强

烈：21%认为未来非常可能购买，31%认为有可能购买，显著高于其他年龄群体。

 • 处于中间年龄层的人们不但对科技发展、新事物的接受程度比较高，同时拥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进行数字

货币的购买投资。

图33：货币的拥有/购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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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于加密货币/NFT对经济和环境可能产生的影响还未形成统一的认知

您在多大程度上赞同或反对下列陈述？

调查对象：年龄在18-55岁的所有参与者，2022（2,200）
来源：全球数字消费者趋势调查（中国篇）

Q

图34：加密货币/NFT对未来经济和环境的影响

 • 总体而言，人们对新兴货币对经济和环境的影响同样关注。近50%比较赞同加密货币对经济产生重要影

响的同时，也担心随之而来的环境问题。

 • 计算加密货币的碳足迹更为复杂。加密货币的开采不但需要大量能源，同时会产生大量电子垃圾。尽管

此类货币会对未来的经济和金融体系产生巨大影响，人们仍对潜在的环境问题感到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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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网络普及，人们会不断增加网络服务项目；年轻人更注重互联网服务质量

Q.在过去12个月内，您对家里的互联网服务进行过以下哪些更改（如有）？ 

调查对象：年龄在18-55岁的所有参与者，2022（2,200）
来源：全球数字消费者趋势调查（中国篇）

Q

图35：互联网服务更改行为

 • 仅有8%和6%的受访者非常了解加密货币和非同质化代币，而半数以上人们对这两种货币都仅限于听说

过和一点了解。人们对比特币等加密货币的了解程度略高于非同质化代币：21%的从未听说过后者。

 • 作为元宇宙兴起发展的产物，数字资产概念的普及程度仍有待进一步提高。其未来的发展路径和使用程

度还需探索与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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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成以上受访者在过去一年内没有更换过互联网提供商；而更换行为更多发生在25-34岁
消费者中

调查对象: All adults 18-55 who have broadband at home 
来源：全球数字消费者趋势调查（中国篇）

在过去12个月内，您是否更换过互联网服务提供商？Q

 • 绝大多数受访者在去年没有更换互联网服务供应商（85%），用户粘性比较高。

 • 而在25-34岁的年龄层中有20%的人们在去年选择更换了其他的提供商，显著高于其他年龄群体。在线上

办公持续进行的趋势下，他们可能在工作中场景中更需要稳定、高质量的网络服务，所以会更换服务提

供商满足自己的用网需求。

图36：是否更换互联网提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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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四成受访者已经在使用5G，但5G的进一步普及仍受到5G设备和网络覆盖的限制

5G网络描绘了下一代的移动无线通信，可为消费者提供比目前的4G/LTE网络快大约5倍的移动互联网。 以下

哪一项最恰当地描述了您对待5G网络的态度？
调查对象：All adults 18-55 who have a phone or smartphone
来源：全球数字消费者趋势调查（中国篇）

Q

图37：5G使用情况/态度

 • 5G的普及率正在不断提高。目前，已经有41%的受访者表示经常使用5G，他们已经感受到了5G会给他

们带来更优越的上网体验，代替了原有的4G网络。对于5G接受程度的提高也使得20%的受访者希望下一

次购买5G手机。

 • 五分之一的人们表示他们尚未办理5G套餐。在开启5G后，很大程度上会增加手机的发热和能耗，大大

降低了电池的续航能力。对于使用4G网络就足够的人们，即使拥有了5G手机也会选择关闭5G功能，不

再办理5G套餐。

 • 同时，目前仍然存在着5G单站覆盖程度不高、基站分布不足的问题，导致部分受访者（12%）即使拥有

5G手机和套餐，也很难捕捉到网络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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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5G网络性能优于4G，大部分人们对5G的接受程度很高

调查对象：年龄在18-55岁的所有参与者，2022（2,200）
来源：全球数字消费者趋势调查（中国篇）

请考虑中国5G的推出情况，您在多大程度上赞同或反对以下陈述？Q

 • 5G连接可以为人们带来更好的互联网使用体验。七成以上的受访者相信，转向5G会为他们带来更好的

移动连接能力。5G更高的信号强度、更快的传输速度、更低的延时，毫无疑问会为用户带来更好的互联

网连接体验。但仍有小部分人对这个问题表示“中立不确定”，原因可能在于不够了解5G、不清楚5G
与4G的区别。

 • 为了获得更好的上网体验，许多受访者会选择支出5G的手机（65%），也会用5G运营商替换原本的网络

服务（45%）。人们对5G的接受程度在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人明白，未来5G会像4G取代3G一样，成

为通行的数据网络标准，而他们也并不太抗拒这种改变。

图38：对以下5G相关说法所持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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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人们在多数情况下倾向面对面交流，但音视频通话已经成为会议及与远方亲属沟通的

首选

在接下来的问题中，请考虑经常与人“会见”的情况。 包括面对面的会面、虚拟会面或打电话。在以下每种情况

下，如果您可以选择，您首选最常以哪种方式做这件事？Q

图39：与不同人群交流的方式

 • 调查发现，人们在第一次约会时往往会选择面对面的交流方式（68%），希望通过接触、互动表达真诚的

情感。

 • 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人们会面、交流的方式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趋势在过去一年里仍然得到

了延续：

 • 65%的受访者选择用音视频通话的方式与亲戚保持联系，以虚拟社交保持联系，减缓无法见面的思念。

 • 在需要与同事开会时，半数以上的人们也会采用远程音视频。线上办公的方便快捷打破了空间的显示，在

后疫情时代仍然被广泛采用。

调查对象：年龄在18-55岁的所有参与者，2022（2,200）
来源：全球数字消费者趋势调查（中国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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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用于科技设备、订阅、网络的支出都呈稳定上升趋势，尤其是25-34岁的受访者

与2021年相比，您认为2022年您在以下方面的支出会增加、减少还是保持不变？

调查对象：年龄在18-55岁的所有参与者，2022（2,200）
来源：全球数字消费者趋势调查（中国篇）

Q

 • 网络与新媒体越来越成为人们工作、生活、娱乐不可或缺的部分。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用于科技

设备、订阅服务和网络的支出也呈稳定不变和上升的趋势。我们寻求更先进的科技设备、更丰富多样

的订阅服务、更高质量的网络环境。相当一部分消费者预计2022年用于这三方面的支出会增加（49%
，37%，43%），仅有十分之一的受访者认为他们会减少这些支出。其中，人们更愿意花钱购买新设

备，实现智能产品的更新换代和服务升级。

 • 更多25-34岁的受访者预计未来将增加消费，分别达到了57%、44%、49%，显著高于平均水平和其他年龄

群体。他们不但拥有相较年轻人更稳定和更高的收入，而且比中老年人更常使用互联网进行办公、娱乐。

图40：用于科技设备的支出

图41：用于订阅的支出

图42：用于网络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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