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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成瘾的现象确实

会有!最典型表现在"脱瘾#

过程!比如离开了手机就心

神不安$ 但是!手机上网不

是洪水猛兽!手机用户基数

增大!但手机成瘾人数的比

例不会跳跃式增长$举个例

子!确实有年轻人沉浸在手

机网络中!不愿出门与人面

对面交流!但不能说手机上

网就会造成抑郁$再比如有

的孩子一回家就摆弄手机!

不理父母!这也不能说是手

机的错!孩子不喜欢父母唠

叨!父母说什么话他自然都

不爱听$

!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教授 廖圣清

手机已成为现实生活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进而成

为一种生活方式!这是社会

发展的必然选择$现在生活

节奏快!人们的活动范围大!获取

信息的需求更强烈$新媒介的交流

可跨越空间阻隔! 更符合人的需

求$手机让现实和网络的界限越来

越模糊!人对外界的了解更依赖于

手机!而且现实中的人际交流会相

对减少$但总的来说人和人之间的

交流还是增多的!现实的社交圈子

和网上的社交圈子有重合的趋势$

其实只是交流的方式改变了!以前

写信!打电话!现在用网络$而对手

机的依赖也是因人而异!最理想的

当然是既充分利用手机带来的便

捷!又克服手机对人的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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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关掉电脑说睡觉去了，其实上
了床还会用手机继续上网。”这已经
是许多人每天的一种生活状态。有
受访者表示，早上醒来和睡前必须
先刷一下屏才能心安。出去聚餐，总
是习惯性地掏出手机去美食推荐网
站签个到，再发条微博。
记者随机采访了!"个人，#人既

使用手机又使用电脑上网，$人表示
自己手机上网的时间超过电脑。沈
小姐在一家房地产公司上班，平均
每天手机上网%&$个小时。“现在不
太用电脑了，下班回家就不想开电
脑。”她基本只用手机上网，“每月
!$"兆的手机流量套餐根本不够用，
总要超过%"&$"兆。”不少受访者和
她一样，一到月底就天天收到“流量
不够”的短信提醒。
“出门手机必须带”。这是所有

受访者的共识。在地铁上、公交车
上，甚至刚迈出办公室的大门，总是
习惯性地掏出手机，上下班路上是
手机上网的重要场合。有受访者说
“地铁里周围的人都低着头盯着手
机，不带手机还真不知道怎么打发
这段时间。”
谷歌的全球移动互联网调查网

站于今年'月发布的中国智能手机
调查报告显示，'()的用户每天至
少使用智能手机访问互联网一次。

手机已经全方位介入都市人的
工作和生活。打开手机各种应用的
图标占据了整个屏幕。“下载过的应
用早就上百了，装在手机里的就有
三四十个。”一个用户说。
有受访者向记者透露，她的手

机屏幕主页根据使用频率和应用工
具的类别设置。第一页是与工作相
关的一些应用，方便需要时随时打
开使用，还有她最常用的微博、浏览
器、时钟、日历等，一键到位；第二页
则主要是微信、**、+,-等社交网
络应用程序，以及一些网络购物应
用软件。她的社交网络随时手机在
线，没事的时候隔几分钟就忍不住
要刷一下人人网，看看有谁在线、有
什么新鲜事。购物类软件也是受访
者最常用的必备软件，有时候也不
一定要买东西，只是看看有哪些新

产品。对爱逛街买衣服的她来说，购
物软件提供的随时输入二维码查价
格是非常棒的工具。到商场里买衣
服时，先用手机查一下，比比网店和
实体店价格的差异。有时候差得太
多就转为网购了。最后一页是游戏
和电子书籍，用来打发时间。
当然上网看新闻仍然是很多手

机用户的一个习惯。很多人因此不
再依赖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获取
新闻。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达，短
信、微博、新闻订阅软件的普及，在
许多情况下，无论传统媒体信息多
么快速及时，手机上网用户往往能
通过其他渠道更早获得消息。

一名专做手机应用的业界人士
认为，手机将覆盖人们生活的方方
面面，而且没有别的设备能像手机
一样，与人们全天候相伴相随。所
以，他只做能在手机上使用的软件
和应用。目前越来越多的商家投入
到手机应用软件的开发中来，也极
大丰富了手机的使用功能。

未来的手机在公共服务方面会
更加智能。中国移动互联网产业联
盟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李易向记

者介绍说：“比如通过手机就能查询
一家停车场是否有车位，甚至直接
锁定车位，让其他车主无法停到这
个位置。或者是去餐馆吃饭，可以即
时查到餐馆有多少人，有什么菜。这
不是做一个手机软件那么简单，首
先这个停车场或餐馆必须是智能
的，定位系统也必须精确，中国现在
还做不到。”
李易表示，现在的移动互联网

是“小荷才露尖尖角”，还未爆发出
最大能量。他认为移动互联网不单
单是手机上网，还需要基础设施建
设的配合。未来的移动互联网会向
物联网发展，定位系统将起到重要

作用。目前，中国移动互联网的发展
集中在运营商和应用开发层面，在
农业、制造业、民生改善等最需要智
能的地方还有很大发展空间，大概
还需要 !"年左右才能完成。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曹晋教授对

移动信息技术的前景很有信心。在
当代中国，越来越多的农民青壮年
离开土地，涌向城市，人口流动性
强。微博等社交媒体让个人有发布
信息的权利，信息随着人的流动而
流动，媒体技术也就向快速和方便
的方向发展。“电脑必然是一个过渡
性产品，手机在便捷性和及时性上
明显超过电脑。”

最新调查显示中国手机网民总数达3.88亿，
手机成为网民的第一大上网终端———

手机上网便捷 衣食住行搞定
实习生 张一然 本报记者 姜燕

中国互联网信息
中心上周发布了第30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
状况统计报告》，显示
中国手机网民总数达
3.88亿，占整体网民的
72.2%，首次超过电脑
网民的人数。手机成为
我国网民的第一大上
网终端，其中手机即时
通信，手机搜索使用率
较高，手机微博、手机
网络视频增幅最快。

手机网民群体增
长最快的是青年外来
务工人员和农民。今年
5月16日在上海发布的
《基层蓝领手机上网调
查报告》显示，外来务
工人员受访者中，36%
的人日均手机上网时
间超过5小时，31%日
均手机上网找工作时
间超过3小时。

复旦大学新闻学
院传播系教授廖圣清
认为手机上网不再是
休闲娱乐，而是重构了
手机使用者的生活，成
了一种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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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铁车厢里!许多人都在用手机上网 本报记者 周馨 摄

醒来和睡前都
要刷一下屏

手机上网一族
都在看什么

手机上网未来
将如何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