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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摘要 

1. 2015年下半年手机用户收到的垃圾短信数量下降。平均每周收到的垃圾短信息数量为 16.0条，

较上期调查下降 3.4条。其中 3成的用户平均每周收到垃圾短信的数量在 5条以下；近半数（44.8%）用户

平均每周收到垃圾短信 6-20条。24.3%的用户感到收到垃圾短信的数量略有减少；11.8%的用户感到明显减

少。 

2. 本次调查显示：17.0%的用户遭遇过“短信轰炸”的侵害，在几分钟内收到多条不相关的验证码类

短信。说明不法分子利用验证码平台的发送漏洞实施的这种行为对用户造成了严重的骚扰，侵犯了用户的

合法权益。因此应加强对验证码发送平台的管理和规范，防止其被不法分子利用。51.2%的短信用户遇到过

“客服号码发送的业务宣传、推销等商业性信息”。结合 12321举报中心的举报数据分析发现运营商和银行

的客服电话违规情况较为突出，说明还需对相关企业加强监管。 

3. 在用户收到的订阅短信中“强制订阅（接收到打着会员幌子的信息）”占 37.8%；在用户收到的商

业短信中，“未注明内容提供者名称”的占 33.5%，说明对商业性的短信息市场还需进一步规范。87%的用

户表示“我留手机号是为了接受服务信息，而不是商业推销类信息”，25.9%的用户遇到过“与订阅内容不

符合（希望收到服务类信息，但收到却是推销类信息）”。 

4. 用户收到的商业短信中“无法退订（没有提供退订方式）”的占 20.4%；“退订过短信，且每次都

不成功”的占 5.7%。可见：如何明确的提供有效、安全、可靠的退订方式，防止短信退订陷阱，不仅是运

营商的责任，短信内容提供者也责无旁贷。另外：“不知道如何退订”的占 19.4%；“没有退订过短信”的

占 24.8%；“真正退订过，且每次都可退订成功的”仅占 16.7%；说明短信退订的相关规定需要加大宣传和

执行力度。目前从中国移动了解到：接收到端口发送的垃圾短信，可回复“0000”退订，有部分中国移动

用户并不了解。  

5. 短信中的链接往往暗藏较大风险，用户在使用手机短信功能时遇到“收到带链接的短信”这一现

象较为严重，所占比例达 64.7%。12321举报中心提醒用户：不建议点击短信中的任何链接。表面看似普通

的短信链接，极有可能是一款软件的木马程序，在点击进入链接后的同时，会被下载木马程序，轻则群发

短信造成话费消耗，重则窃取手机里绑定的银行卡账号和密码，盗刷卡里的金额。用户要时时提高警惕，

强化防范意识。 

6. 伪基站短信对用户具有较强的迷惑性，最常见的伪基站短信是“经常冒用 10086、95533等运营商

或银行号码发送积分诈骗短信”。除此以外，伪基站短信还具有以下特点：“有时会一下子发好几条”、“接

到伪基站短信的时候，显示无信号状态”、“和在一起的朋友同时收到同样的短信”、“有时候伪基站短信的

发送/接收时间不正常”。12321举报中心提醒用户：虽然伪基站短信识别起来比较困难，但如仔细判断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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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破绽可循。要想防止被骗，最简单有效的办法就是打电话向相关单位求证，即使是常见的服务号或好

友号码，也要对短信内容进行甄别，最好回拨电话进行咨询验证。 

7. 用户对政府管理部门通过行政手段及通过法律途径去治理垃圾短信寄予厚望。 “完善短信服务的

法律法规，加大执法力度”，是用户认为切实可行的防范和治理垃圾短信的措施，占比 66.2%。56.5%的用

户认为应该“严格落实手机实名制”，从源头上威慑、预防和打击违法犯罪。62.9%的用户认为 “加大关停

发送垃圾短信的端口号、手机号的实效和力度”是处理垃圾短信的关键。“对垃圾短信广告主进行处罚，定

期公布垃圾短信广告主黑名单，对垃圾短信广告主发起公益诉讼”的占 54.5%。  

8. 本次调查显示：用户认为手机制造商在未来治理垃圾短信的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三

分之一的用户认为“手机制造商增加防范垃圾短信相关功能或措施”能够有效的防范垃圾短信，超过了为

“手机安装拦截垃圾短信的软件”。17.7%的用户对手机安全软件不放心，能不装就不装。据 12321举报中

心了解，目前市面上有的智能手机中增加了芯片级安全防护措施，用来防范诈骗短信；有的手机可通过云

端进行检查，为用户的信息安全提供全方位保障。 

9. 根据 2015年下半年的调查数据及 12321 的举报数据综合分析：APP 推送垃圾信息这一现象非常严

重，已影响到用户的正常生活。41.8%的用户认为手机 APP推送的垃圾信息比较多，环比上升 13.6%；17.1%

的用户认为非常多。同时针对较多的垃圾信息，“不知道怎么屏蔽”的占 28.8%；“不知道是哪个 APP推送

的”占 20.4%，“不知道怎么卸载”的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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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报告正文 

2015 年下半年调查共收集有效问卷 1410 份，以下分析均基于有效调查样本进行说明。 

1 垃圾短信数量及侵权现象 

1.1 用户每周收到的垃圾短信的数量 

调查显示：2015 年下半年，只有 1.6%的用户表示没有收到过垃圾短信，该比例与上半年持平。平均

每周收到 6-20 条垃圾短信的用户占近半，占比为 44.8%，环比上升 0.9%。收到 5 条以下的占 3 成，所占

比例为 30.7%，环比上升 0.1%。收到 21-50 条的用户占 15.7%，环比上升 3.2%。 

近半年，3 成用户平均每周收到垃圾短信的数量在 5 条以下。 

 

 

2015 下半年调查显示，用户平均每周收到的垃圾短信息数量为 16.0 条，较上期调查下降 3.4 条。 

44.8%

30.7%

15.7%

4.5%2.7%
1.6%

近半年用户平均每周收到垃圾短信数量

6-20条

5条以下

21-50条

51-100条

100条以上

没收到过

—————————————————————————————————————————————

©12321举报中心（www.12321.cn） 20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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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下半年，31.8%的用户感到垃圾短信的数量没什么变化。24.3%的用户感到数量略有减少。11.8%

的用户感到明显减少。但仍有 24.3%的用户感到数量有所增加，7.9%的用户感到明显增加，说明在治理垃

圾短信的道路上仍需继续努力。 

 

 

1.2 短信使用中遇到的现象 

针对 2015 年 6 月 30 日开始施行的《通信短信息服务管理规定》 ，12321 设计了以下几个选项，对

其落实情况进行了调查。通过调查发现： 

用户在使用手机短信功能时遇到“收到带链接的短信”这一现象较多，所占比例达 64.7%。12321 举

19.4

16.0

0.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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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20.0

2015上半年 2015下半年

用户平均每周收到垃圾短信数量

条

© 12321举报中心（www.12321.cn） 20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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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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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近半年用户收到垃圾短信的情况

数量没什么变化

数量略有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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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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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中心提醒用户：表面看似普通的短信链接，极有可能是一款软件的木马程序，在点击进入链接后的同时，

会被下载木马程序，轻则群发短信造成话费消耗，重则窃取手机里绑定的银行卡账号和密码，盗刷卡里的

金额。用户要时时提高警惕，强化防范意识。遇到陌生人发来的短信链接，不可轻易点击进入。 

收到过“客服号码发送的业务宣传、推销等商业性信息”这一状况也超过半数，占比 51.2%。通过 12321

举报中心的举报数据分析发现运营商和银行的客服电话违规情况较为突出。 

“收到邮箱（Email）发送来的短信”占 39.6%； 

“强制订阅（接收到打着会员幌子的信息）”占 37.8%；“与订阅内容不符合（希望收到服务类信息，

但收到却是推销类信息）”的占 25.9%。 

 “商业性短信未注明内容提供者名称”的占 33.5%；  

收到“短信轰炸”的占 17.0%。此类现象具有较强的针对性，例如：用户在网上购买东西给卖家差评

后，被卖家用以骚扰买家。 

 

1.3 用户退订商业短信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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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针对用户退订短信的经历调查发现，  

“无法退订（没有提供退订方式）”的占 20.4%；“退订过短信，且每次都不成功”的占 5.7%； 

《规定》第二十条“短信息服务提供者、短信息内容提供者向用户发送商业性短信息，应当提供便捷

和有效的拒绝接收方式并随短信息告知用户，不得以任何形式对用户拒绝接收短信息设置障碍。” 可见：

如何明确的提供有效、安全、可靠的退订方式，防止短信退订陷阱，不仅是运营商的责任，短信内容提供

者也责无旁贷。 

 “不知道如何退订”的占 19.4%。目前中国移动表示：回复“0000”至“10086” 可查询和退订本

机增值业务。如果用户收到了垃圾短信，可以拨打 10086，工作人员才会为用户屏蔽。而中国电信客服表

示，需要用户拨打客服热线，提供号码，由工作人员在后台操作拦截垃圾短信。 

“没有退订过短信”的用户占 24.8%；用户曾经退订过，均有效的仅占 16.7%；成功几率一半的占 13.0%；

每次都不成功的占 5.7%。 

 

1.4 伪基站短信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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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如何识别伪基站短信的调查中，68.9%的用户认为“伪基站短信经常冒用 10086、95533 等运营

商或银行号码发送积分诈骗短信”。认为“伪基站短信有时会一下子发好几条”的占 35.8%；能够注意到手

机在“接到伪基站短信的时候，显示无信号状态”的占 32.9%；选择“和在一起的朋友同时收到同样的短

信”的占 28.2%；“有时候伪基站短信的发送/接收时间不正常”的占 25.0%。 

12321 举报中心提醒用户，虽然伪基站短信识别起来比较困难，但如仔细判断还是有破绽可循。要想

防止被骗，最简单有效的办法就是打电话向相关单位求证。同时不要轻信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更不要随

意点击陌生链接；即使是常见的服务号或好友号码，也要对短信内容进行甄别，最好回拨电话进行咨询验

证。 

2 iMessage 功能调查 

iMessage 因其发送成本低廉、不受运营商监管、匿名性强，注册邮箱即可发送信息，并且短信内容除

了苹果，没有第三方会知道，这使得 iMessage 垃圾信息泛滥。 

本次单独对 iPhone 的 iMessage 的功能进行调查，结果如下：知道 iMessage 可对陌生信息进行过滤

的用户占 38.3%；因为垃圾信息太多而关闭该功能的占 30.7%。 

在此 12321 举报中心提醒用户：iMessage 功能可在手机【设置-信息】里进行关闭，同时还可过滤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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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发件人。 

 

 

3 垃圾短信处理情况 

3.1 防范和治理垃圾短信的措施 

2015 下半年手机短信调查显示： 

“完善短信服务的法律法规，加大执法力度”，依旧是用户认为切实可行的防范和治理垃圾短信的措施，

占比 66.2%，希望通过立法来治理垃圾短信。 

62.9%的用户认为 “加大关停发送垃圾短信的端口号、手机号的实效和力度”处理垃圾短信的关键。 

56.5%的用户选择需“严格落实手机实名制”。 

“对垃圾短信广告主进行处罚，定期公布垃圾短信广告主黑名单，对垃圾短信广告主发起公益诉讼”

61.7%

38.3%

用户是否知道IMessage可对陌生信息进行过滤

否 是

————————————————————————————————————————————

©12321举报中心（www.12321.cn） 2016.1

69.3%

30.7%

用户是否因为垃圾信息太多而关闭IMessage功能

否 是

————————————————————————————————————————————

©12321举报中心（www.12321.cn） 20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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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占 54.5%。 

以上 4 个选项的占比均超 50%，说明用户还是对政府及通过法律途径去治理垃圾短信寄予厚望。 

在手机终端上，30.0%的用户认为“手机制造商增加防范垃圾短信相关功能或措施”也能够有效的防

范垃圾短信。29.9%选择“为手机安装拦截垃圾短信的软件”。而据 12321 举报中心调查了解，目前市面上

的畅销手机已设有【设置——勿扰模式】，启用该功能后，可以免受通知来电等外界的骚扰。甚至有的厂商

在手机中增加了芯片级安全防护措施，用来防范诈骗短信；有的手机可通过云端进行检查，为用户提供全

方位的信息安全保障。可见手机制造商在未来治理垃圾短信的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个人信息泄露已成为垃圾短信泛滥的一个重要因素，45.2%的用户认为“严厉打击个人信息买卖行为”

是治理垃圾短信的措施。 

 

3.2 用户处理垃圾短信的方式 

2015 下半年调查显示：用户处理垃圾短信的主要方式为“直接删除/定期集中删除”，占比 79.8%，较

上半年下降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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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为“将发送人号码拉入黑名单”，占比 52.8%，较上半年下降 4.7%。 

“向 12321举报中心等相关机构举报投诉”的占 30.1%，较上半年调查下降 17.9%。 

“退订营销类短信”和“回短信斥责发送者”的分别为 24.8%、11.1%。 

根据 12321 举报中心举报数据分析：用户“回短信斥责发送者”这一做法基本无效，用户看到的大部

分短信发送号码是不法分子利用伪基站等手段修改后的。因此建议用户向 12321 举报中心或手机安全厂商

举报是较为有效的处理方式。 

 

3.3 用户对垃圾短信举报情况 

在垃圾短信举报方面，渠道也比较多。调查显示用户的首选是通过安装的“拦截软件直接举报”，所占

比例为 51.1%，超过半数； 

其次是向运营商举报，所占比例为 38.2%；目前三大运营商也都提供了较为方便的的举报通道：中国

移动：发送垃圾短信的手机号至 10086999免费短信举报平台进行举报；中国联通：发送“被举报号码*垃

圾短信内容”到 10010999举报；中国电信：编辑短信“被举报号码”+“*”+“举报内容”发送到 10000999。 

向“12321举报中心”举报的排第三位，占 28.6%。12321举报中心目前已开通了多种垃圾短信举报渠

道。 

向公安举报的仅占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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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垃圾短信的责任主体 

调查显示：用户认为要对垃圾短信负责的主要集中在“基础电信运营商”、“短信群发商”、“短信受益

者（广告主）”、“通信行业管理部门”，所占比例分别为“61.6%、58.1%、57.9%和 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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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有关短信的一些观点和态度 

本次调查罗列了六条有关短信的观点，用户对其观点的态度如下： 

87%的用户同意“我留手机号是为了接受服务信息，而不是商业推销类信息”； 

43%的用户同意“如果不骚扰我（不响铃、不震动、定时自动删除），我愿意接收正常的商业短信”这

一观点；说明用户对商业短信的态度并不是非常反感，如果短信群发商能够规范的收发行为，不对用户的

生活造成影响，用户还是可以接受的。 

67%的用户同意“能用微信、手机 QQ、iMessage 等即时通讯工具发送消息，就不用短信”；而 69%

的用户认为“由于短信与我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短信不可能消失”。同时受即时通讯工具的冲击，71%的

用户认为“今后，运营商提供短信免费服务是趋势”。 

49%的用户对垃圾短信治理有信心。仅 2 成的用户对垃圾短信治理无信心。 

 

4 手机 APP 调查情况 

4.1 用户选择手机安全软件考虑的因素 

用户选择手机安全软件时考虑的因素比较多，本次问卷对可能的因素进行了调查，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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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在首位的因素，是“保障用户个人信息安全”，受访用户选择比例达 7 成； 

排在第二位的是垃圾短信“过滤效果”，选择比例为 53.6%； 

排在第三位的是“操作简便”，选择比例为 42.8%； 

认为“品牌、厂商”也很重要的，占 32.7%； 

选择“能举报到 12321，举报后有反馈”达 30.4%，排第五位。 

 

4.2 APP 推送信息的处理方式 

2015 年下半年，41.8%的用户认为手机 APP 推送的垃圾信息比较多，环比上升 13.6%； 

17.1%的用户认为非常多，环比下降 7.0%。 

认为比较少或很少的用户分别占 12.4%和 3.0%，环比分别下降 5.5%、7.8%。 

以上数据显示，下半年 APP 推送的垃圾信息数量呈上升趋势。 

58.9%的用户认为近半年每周收到 APP 推送的垃圾信息数量偏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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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用户接收到 APP 推送的信息后，认为是垃圾信息，“关闭该 APP 信息推送功能”的占 49.9%。 

“果断卸载”的占 36.3%； 

“点开看一下关闭”的占 19.3%； 

“感兴趣的内容会进一步点击”的仅占 15.0%； 

“不知道怎么屏蔽”的占 28.8%； 

“不知道是哪个 APP 推送的”占 20.4%。 

“不知道怎么卸载”的 7.4%。 

根据以上调查数据及 12321 的举报数据综合分析： APP 推送垃圾信息这一现象非常严重，已影响到

用户的正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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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用户对手机安全软件功能的期望 

2015 下半年调查显示，用户对手机安全软件功能的期望如下： 

拦截效果更好,65.0%的用户选择， 

能举报垃圾短信，55.6%的用户选择， 

有号码标记功能，48.9%的用户选择， 

不滥用、上传我的个人信息，48.7%的用户选择， 

举报有反馈，48.1%的用户选择， 

操作简单便利，39.2%的用户选择， 

推送安全消息，26.2%的用户选择， 

对手机安全软件不放心，能不装就不装，17.7%的用户选择。 

12321 举报中心认为：如何能够发挥手机安全软件在垃圾短信防范方面的便利性应引起软件厂商的思

考与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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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认为以下三点，减少垃圾短信骚扰的有效措施中，选择“安装拦截软件”和“不泄露自己的手机

号码等个人信息”的占比较高，分别为 71.1%和 71.4%；对于“学习一些手机使用技巧，充分利用手机提

供的防骚扰功能”这一选项，占比为 51.6%。12321 举报中心认为，减少垃圾短信除了通过法律手段外，

学习一些防范垃圾短信小技巧也是生活的必备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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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调查背景 

为综合治理广大手机用户反映强烈的垃圾短信问题，保护用户合法权益，促进短信行业的健康发展，

中国互联网协会受工业和信息化部的委托，成立“12321 网络不良与垃圾信息举报受理中心”（以下简称

“12321 举报中心”），开展网络不良与垃圾信息的举报受理和监督工作。 

中国互联网协会反垃圾信息工作委员会成立于 2014 年 8 月 25 日，前身为成立于 2005 年 12 月 9 日

的反垃圾邮件工作委员会。成员单位主要是由基础电信运营商、网络服务提供商、电信增值业务提供商、

电子邮件服务提供者、移动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等代表组成。 

  本委员会的宗旨是团结互联网行业企业及社会各界共同促进垃圾邮件、垃圾短信、骚扰电话、垃圾传

真、不良 APP、不良网站等网络不良和垃圾电子信息及侵害网民权益行为的治理工作。主要职责是组织制

定相关服务标准和规范，维护行业整体利益，保护网民的合法权益，开展多方位的国际和区域性反垃圾信

息的交流与合作，提高电子信息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治理网络不良和垃圾信息，促进我国互联网行业的

健康、有序发展。 

12321 举报中心组织举办中国手机短信状况调查活动，旨在通过网络问卷的形式，了解用户收到垃圾

短信情况，用户对垃圾短信的态度以及处理措施，用户对手机安全产品的认知需求情况等。为营造绿色和

谐的手机短信服务环境、垃圾短信的治理，以及相关制度和规范的制定提供依据。 

中国手机短信状况调查活动，从 2006 年开始每年开展 1 次，自 2008 年以后，每年开展 2 次，本期调

查为第 18 次。 

III. 调查目的 

1、掌握中国手机短信息的使用情况及趋势 

2、研究目前垃圾短信息主要情况及趋势变化 

3、了解用户对垃圾短信息的态度 

4、探索垃圾短信息泛滥的原因 

5、了解用户对垃圾短信息的处理和预防措施 

6、跟踪垃圾短信息治理对策的治理成效 

7、探究治理垃圾短信息对策，为治理垃圾短信息提供参考 

IV. 调查内容 

1、用户使用的手机系统及运营商状况 

2、用户收到垃圾短信息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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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用户对收到垃圾短信息处理方式和认知 

4、用户对手机安全产品性能的需求 

5、短信息发展趋势探索 

V. 概念说明 

1、增值电信业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第二章第八条，增值电信业务，是指利用公共网

络基础设施提供的电信与信息服务的业务。根据《电信业务分类目录》的规定，增值电信业务的内容包括： 

2、垃圾短信息：根据《中国互联网协会短信息服务规范》第四条和《中国互联网协会反垃圾短信息自

律公约》第二条，指未经用户同意向用户发送的用户不愿意收到的短信息，或用户不能根据自己的意愿拒

绝接收的短信息，主要包含未经用户同意向用户发送的商业类、广告类等短信息；其他违反行业自律性规

范的短信息。 

3、违法和不良短信息：根据《中国互联网协会短信息服务规范》第五条和《中国互联网协会反垃圾短

信息自律公约》第三条，违法和不良短信息是指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低级恶俗的短信息，主要包括以

下属性： 

（1）反对宪法所确定的基本原则的； 

（2）危害国家安全，泄露国家秘密，颠覆国家政权，破坏国家统一的； 

（3）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的； 

（4）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破坏民族团结的； 

（5）破坏国家宗教政策，宣扬邪教和封建迷信的； 

（6）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的； 

（7）散布淫秽、色情、赌博、暴力、凶杀、恐怖或者教唆犯罪的； 

（8）侮辱或者诽谤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 

（9）煽动非法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的； 

（10）以非法民间组织名义活动的； 

（11）含有虚假、欺诈、诱导内容的； 

（12）含有提供非法产品或服务的； 

（13）含有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其他内容的。 

VI. 调查方式 

本调查采用了互联网联机调查。 

调查对象：全国移动网手机用户，本报告中所提到的“用户”如无特别注明均指中国范围内的手机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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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包括移动用户、联通用户、电信用户和虚拟电信服务商的用户。 

调查范围：全国范围（不包括港、澳、台地区） 

调查时间：2015 年 12 月 1 日～2015 年 12 月 31 日 

网上联机调查：本次调查由 12321 举报中心设计问卷，主要是将问卷放置在 12321 举报中心

（http://www.12321.cn）首页，以及一些新闻、安全 APP 推送问卷，由网民主动参与填写问卷的方式来获

得样本信息。 

VII. 研究设计 

1 问卷设计 

本次调查问卷针对手机短信息，主要设置了四个模块的问卷：手机使用的基本情况，手机短信息使用

情况，垃圾短信息情况，手机安全软件使用情况。以单选，多选为主，部分为限选题。 

问卷在延续以前调查的基础之上，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和 3G、4G 应用带来的手机短信息的应用的

变化，做了一些细节的调整，主要围绕垃圾短信息收取、治理情况以及短信发展趋势探索展开。 

2 质量控制 

回答有效性控制：针对收回的问卷，随机抽取小样本问卷做回访测试，邀请对问卷中部分问题，重新

做答，评估问卷整体的可靠程度。 

问卷题型设计：尽量避免设计开放型问题，降低用户填答以及后续在统计分析过程中处理工作难度，

提升问卷的可信度。适度设置半开放选项是为了增加问卷选择答案的完备性，同时压缩问卷备选答案数目。

在问卷答案设置中非关键特征、指标合并处理。 

问卷回答的逻辑性控制：问卷在代码设计的时候，自动实现其逻辑控制。主要通过两种方式限制，1）

按问卷顺序，前者问题或选项对后续问题或选项的活性限制。2）在问卷计算机实现的时候，把具有逻辑关

系的问题或选项，映射为程序关系。此方式主要防止无效问卷产生，保证问卷数据的逻辑有效性。 

问卷回答的完整性控制：在问卷的完整性控制的实现上，通过程序检测受访者问卷回答情况，提醒受

访者完整填写问卷，并根据分析研究需要，设置分步提交，提高问卷中各相对独立模块的回答完整性。 

样本处理及数据分析过程控制：针对收回样本，对重复性填写，及未满足基本完整性，恶意性填写等

做基本数据清理。汇总选型情况，评估各指标情况，处理异常值的影响，多方法评估指标值，排除异常样

本的影响，根据分析对数据进行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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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析研究 

单指标分析研究，汇总统计，对指标频度，以及指标的趋势集中程度，离散趋势等做描述性分析，采

用指标历史数据趋势对比，及对指标横向对比等方法来研究。 

体系性指标研究，综合估算关键指标的平均数，综合性反映手机短信息应用、垃圾短信息方面、手机

安全方面的情况，如短信息接收数量平均数，垃圾短信息平均数，垃圾短信息比例、举报投诉率、拦截垃

圾短信息产品预算等。 

Ⅸ.鸣谢 

本次调研活动得到广大网民、公信卫士的大力支持，而使得调查问卷的数据收集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在此深表感谢！ 

Ⅹ.法律声明 

本报告为 12321 举报中心（www.12321.cn）制作，报告中所有文字、图片、表格均受到中国法律知

识产权相关条例的版权保护。未经本中心书面许可，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使用本报告中的信息用于其它

商业目的。 

本报告中发布的调研数据部分采用样本调研方法，其数据结果受到样本的影响。由于调研方法及样本

的限制，调查资料收集范围的限制，部分数据不能够完全反映真实市场情况。所以，本报告只提供给阅读

报告的客户作为市场参考资料，本中心对该报告的数据准确性不承担法律责任。 

Ⅺ.联系方式 

地址：北京市复兴门南大街 2-乙号天银大厦 A 东座 10 层 

邮编：100031  

电话：(010) 66414321  

传真：(010) 66414320  

网站：www.12321.cn 

邮箱：info@12321.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