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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来源：艾瑞研究院自主绘制。

疫情促进了互联网产业在B端的获客，很多原本不重视网络渠道的商户，在疫情间
成为了互联网平台的客户。而且疫情和春节综合起来的双重作用，也让互联网行业
实现了一轮城市下沉。让一线城市的用户习惯得以像二三四线城市普及。

在互联网服务企业的过程中，数字化基础设施的问题被激化，它成为了中国智能
化，数字化，科技化转型的重要障碍。所以政府出于多种目的，部署七大新基建产
业。这也为未来中国商业模式的变化奠定了基础。

截至2020年4月17日，全球新冠肺炎确诊人数超过200万，当务之急是保证全球普
通民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疫情给互联网产业带来的变化，实际上在产业内已经深
藏多年，只是因为疫情更加突出了。

对互联网的影响，主要存在与三个领域：与用户日常生活相关的产业，如生鲜电
商、外卖等。与用户出行相关的产业，如航空旅游。与用户正常工作相关的产业，
如远程办公等。

中国互联网流量层面已经面临瓶颈，所以疫情并没有给流量带来明显的增长，甚至
有些行业还有倒退。但由于用户活动空间压缩，导致部分行业网络使用时长有所上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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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带来的环境变化 1

疫情下的互联网产业变化 2

疫情后的发展趋势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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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23 2020.2.2 2020.2.12 2020.2.22 2020.3.3

2020.1.21-2020.3.10中国新冠疫情

情况

湖北省内累计确诊（例） 湖北省外累计确诊（例）

湖北省内当日新增（例） 湖北省外当日新增（例）

灾难无关意识形态
截至2020年4月17日，全球新冠肺炎确诊人数超过200万
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打乱了全球经济生活的正常秩序，在这场全人类的灾难面前，最迫切的就是保证全人类的生命安全，

其它一切问题都不应该是这场瘟疫应该予以过多关注的内容。而关于瘟疫对互联网产业的影响，实际上并没有我们想象的

那样直接。很多产业变化和问题，只是因为这场瘟疫暴露得更加明显。从这个意义上看，意识到问题的存在并着手解决，

确实是一个值得肯定的事。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综合公开信息、企业及专家访谈，由艾瑞
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来源：综合公开信息、企业及专家访谈，由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新增确诊稳步下降

2020.1.31 2020.2.10 2020.2.20 2020.3.1

2020.1.31-2020.3.10全球新冠疫情

情况

全球（不含中国）：当日新增（例）

全球（不含中国）：累计值（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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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市场的震动
疫情触发了被掩盖已久的全球经济问题

来源：文华财经。

中国疫情大面积爆发

全球疫情爆发

全球疫情爆发

资本市场是经济的晴雨表，此轮新冠肺炎让全球资本市场大幅下跌，社会各界普遍将其归咎于新冠肺炎对正常商业生活的

影响。但这种论调并站不住脚，尤其以道琼斯工业指数的变化最为明显。美国资本市场为全球优质公司集中上市的市场，

有很多优秀公司所涉猎的领域和其主要市场均与疫情最严重的地区无关，有些理论上甚至会得益于疫情的爆发。所以如巨

幅的下跌，将之归结为疫情是不客观的。疫情对公共秩序的影响，触发了深藏于当下经济生活背后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实

际上已经存在了许久。

上证指数与道琼斯工业指数的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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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的瓶颈
符合常识的变化，反映出互联网渗透的相对极限

10.34 10.24 
10.75 10.68 10.63 10.66 

日均独立设备数（亿台）

本次疫情爆发与中国农历新年期间，不比往日，春节期间中国社会的正常秩序发生了一定的转变。所以本轮疫情对于互联

网就产生了更为复杂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并不主要体现在用户端。从整体上看，无论是2019还是2020年，总体流量几乎

不再增长。并且，由于疫情对居民出行的限制，导致用户整体在网络使用时长上得到了明显上升。这是一个常识性的数据

变化，他说明互联网已经成为居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所以任何对居民整体的事件，都能在网络流量层面找到对应的反应。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一个处于上升状态的产业，对宏观环境变化的敏感程度更低，因为渗透率的上升，会抵消掉社会事件

对它的影响。当下互联网已经没有了这种抵消作用。所以流量出现符合常识性的变化，反映出中国互联网产业整体上，已

经到达了流量层面的瓶颈。

注释：2019春节前为2019.1.28-2019.2.3；2019春节为2019.2.4-2019.2.10；2020春节前为2020.1.17-2020.1.23；2020春节为2020.1.24-2020.1.30；2020春节后一周为2020.2.3-

2020.2.9；2020春节后两周为2020.2.10-2020.2.16。
来源： UserTracker 多平台网民行为监测数据库（桌面及智能终端）。

mUserTracker-2019&2020年春节前后移动网民行为对比

216.19 222.86 
248.40 

272.72 293.22 292.12 

人均单日使用时长（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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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价齐跌”的互联网（1/2）
本次疫情对互联网的影响偏负面

mUserTracker-2020年春节及节前日均独立设备数增长和下降率TOP15行业
（日均活跃设备数>1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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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教育

电视直播

竞速游戏

射击游戏

在线视频

模拟养成

新闻资讯

微博

跑酷游戏

棋牌游戏

MOBA

短视频

搜索服务

聚合视频

休闲益智

日均独立设备数（亿台）

注释：2020年春节前为2020.1.17-2020.1.23；2020年春节为2020.1.24-2020.1.30。
来源： UserTracker 多平台网民行为监测数据库（桌面及智能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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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商服务

美食

汽车资讯

教育工具

信用卡服务

照相机

日均独立设备数（亿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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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长： | 下降：

流量主要上涨在三类行业：儿童教育、直播和游戏，除了儿童教育是新增刚需以外，其余都是居民压缩活动范围后的正常

反应。而流量主要下跌也在三个行业：金融、出行和消费。这其中网购和支付的流量下跌最应该值得警惕，这说明和2003

年非典相比，本次疫情对互联网经济带来的是普遍负面影响，而且是双重影响，一方面是对网络本身，另一方面是通过实

体经济传导到网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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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价齐跌”的互联网（2/2）
没有“量价齐升”的现象，说明受益产业的利好并不扎实
在所有流量上升的行业中，游戏和视频的使用时长也伴随着一定程度的增长，但坦白说这两个行业都不涉及经济的根本，

并且很容易受用户行为方式波动的影响。但是在所有使用时长下跌的行业中金融和支付的下降亦是最明显的，所以相比于

促进性的“量价齐升”本次疫情对互联网“量价齐跌”的影响更加深入人心。这说明不仅仅是互联网，而是整个经济都暴

露出了问题，而这种问题也势必对互联网和科技产业产生影响。

mUserTracker-2020年春节及节前日人均使用时长增长和下降率TOP15行业
（日均活跃设备数>1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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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长： | 下降：

注释：2020年春节前为2020.1.17-2020.1.23；2020年春节为2020.1.24-2020.1.30。
来源： UserTracker 多平台网民行为监测数据库（桌面及智能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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