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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概述

寻找营销的道与术
2018年中国广告经营额为7991.5亿元，从近六年的广告收入看，2018年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现在，我们把时间
拉回2019年上半年，与2018年相比，整体市场看上去风平浪静，市面上也很少看到刷屏的爆款创意出现，几次引起大家
讨论和关注的事件都与家国情怀有关，而与这紧密相关的是“国潮”的兴起，可以预见的是，随着本土品牌的全面开花，
网络广告产业的新机会也随之到来。

与风平浪静相对的是，营销产业链各角色的暗流涌动，广告主正忙于应对数字化转型，广告公司则试图打破原有的服务模
式与MarTech做融合，而技术型公司也逐渐向服务切入，对于他们来说，要融合的版块都存在壁垒。同时，伴随互联网产
业由2C向2B的转型，网络广告产业也正式进入由技术驱动发展的新阶段，如大家了解的一样，2B业务决策流程长，更多
解决的是获客问题，这就需要更多维度和智能的方式来解决。而对于企业发展而言，2B服务或许更像是一种搭建河床的工
作，只有河床足够稳固，才能一直拥有潮水。

今天的网络广告产业正处于技术、创意、环境等要素融合交汇的转折点中，在整个发展过程中，势必会有新的机会涌入，
当新的机会与原有的商业模式碰撞时，“整合” 就会被提起，在过去“整合”意味着一家公司做的业务很广，而当下阶段
的“整合”是技术、创意、内容、数据等要素的科学整合，背后有一套以某个要素为核心与其他要素协同发生反应的科学
逻辑在内，所带来的价值将比原来更深入。今年网络广告年报主题是“寻找营销的道与术”，“道”是指科学的营销观，
“术”是指技术的有效应用。艾瑞也很高兴能作为一个行业记录者，通过年报的形式来记录网络广告产业的发展和变化。

本份报告内容要旨
此次研究囊括了宏观环境变化的概述，近百位广告主调研观点呈现，同时，还有不同媒体平台的广告收入规模、不同广告
形式的广告收入规模以及核心行业和企业的发展情况，综合之下，深度剖析了整个网络广告市场的发展变化。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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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摘要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绘制。

广告形式的赋能：更好的承载内容是核心，打造优质的用户体验是目的
自互联网发展以来，依托网页为载体的网页广告开始流行，其目的是吸引用户浏览
和点击。到了移动互联网时代，信息流广告是用户体验度较高的广告形式，未来，
诸多广告都会信息流化，而广告也会越来越像内容，全方位的提升用户体验。

核心行业发展趋势关键词：智能化、规范化、内容工具融合化
1. 在线视频：AI智能、数字化成为影视内容生产新的驱动力
2. 短视频：平台迎来洗牌期，整合、出海和下沉是平台突围之路
3. 新闻资讯：行业渐趋成熟，头部玩家积极投身行业规范制定及社会服务
4. 搜索引擎：功能基础上深入拓展内容，成为搜索企业不断关注的重点

市场、用户共生长：整体市场环境不断变化， “用户注意力”愈发珍贵
从宏观环境看，包含政策、经济、技术、消费环境正在推动网络广告全面走向精细
化和标准化，为产业提供了稳定的发展条件；同时，在互联网信息超载时代，用户
注意力将成为稀缺资源，刺激度阀值也会越来越高。

核心角色持续进阶：走出安全区，尝试构建更为创新的数字营销生态
过去的2018年，消费者数据激增，用户触点无处不再，营销技术不断迭代……这些
使广告主面对的工作比以前更加复杂。但伴随而来的是，负责市场和开拓品牌的部
门所带来的价值和地位均有所攀升；同时媒体作为信息传输窗口，“如何与用户沟
通，如何合理运用技术了解用户以及如何使用户体验更好” 是媒体思考的问题。

营销要素科学化：表象是要素的科学化，内在是技术的快速发展需要要素协同适应
顺着技术的发展轨迹，各个要素在原有模式上衍生出了一套更加科学的逻辑。其中
涵盖：有关营销的部门协作将更精准和恰当；媒介正在去中心化，有价值的触点或
成突破口；内容方面也不再只是喊口号，而是贯穿了用户从关注到购买的整个周期。

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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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数据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绘制。

4844.0亿元

2018年度中国网络广告市场规模达
到4844.0亿元，同比增长29.2 %。
从绝对值来看，中国网络广告产业
生命力依然旺盛，预计在2021年市
场规模将达到近万亿。

33.6%

2018年，电商广告份额占比为
33.6%，未来几年，随着电商平台
内容电商战略的成熟以及其他媒介
形态对电商平台整合的深入发展，
其广告份额仍将保持较好的水平。

1090.4亿元

信息流广告市场规模为
1090.4亿元，发展速度保持
高位。未来5年内，网络广告
诸多广告形式或将逐渐呈现信
息流化。

3663.0亿元

2018年移动广告市场规模达到
3663.0亿元，移动广告的整体市场
增速远远高于网络广告市场增速，
未来，预计2021年移动广告占网络
广告的比例将超过85%。

1000亿元

2018年，阿里巴巴（含大文娱
业务）和百度广告营收均超千
亿。TOP4广告营收占整体网络
广告市场营收比重超过70%，
持续领跑行业。

17.3%

2018年展示类广告中，交通类
广告主投放份额高达17.3%，列
居首位。其次，网络服务类、食
品饮料类的市场份额也相对较高，
占比分别为15.2%和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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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环境篇：政策趋严，产业精细化势在必行 1

产业现状篇：大潮褪去，营销价值要素浮出水面 2

核心角色篇：全面进阶，迎接下一轮掘金浪潮 3

广告形式篇：方兴未艾，形式与用户体验共生 4

行业数据篇：举足轻重，细分行业不断深化 5

广告投放篇：跟随潮流，与市场变化共进退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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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视角：监管趋向严苛与系统科学
全方位出击，国家对网络广告行业监管水平持续上升
2018年国家对广告产业的监管依然严苛，在严苛之上，对广告的监管更加系统科学。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传播
导向正确：2018年有几起“侮辱英烈”、“商业活动进校”、“穿日军制服促销”等事件发生，对此国家颁布政策并表示，
广告治理导向监管的立场是明确且不容挑战，商业行为应保持底线和思想导向正确。2）虚假广告治理：对虚假广告的治
理一直是国家相关部门的重点工作，2018年则聚焦在包含金融、房地产、养老等事关人民健康及财产的民生产业广告监管
中，监管措施也更加细致和深入。3）用户隐私保护：2018年5月国家标准《信息安全技术个人信息安全规范》正式实施，
为遏制个人信息的非法收集、滥用和泄露，国标明确了个人信息控制者在收集、保存、使用、共享、转让等处理环节的义
务。4）以网治网：自2017年9月1日，全国互联网广告监测中心正式启动，目前已实现对全国46个副省级以上行政区划的
1004家重点网站及4家广告联盟和电商平台广告数据的监测，互联网广告的违法率从开展监测前的7.1%降至1.98%。

来源：根据公开资料整理所得，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 《整治虚假违法广告部际联席会议2018年工作要点》
• 《关于开展反不正当竞争执法重点行动的公告》
• 《2018网络市场监管专项行动（网剑行动）方案》
• 《关于开展互联网广告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
• 《关于开展广播电视广告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
• 《关于开展联合整治“保健”市场乱象百日行动的通知》
• 《信息安全技术个人信息安全规范》
• 《互联网广告管理暂行办法》
• 《英雄烈士保护法》被国家广电总局关于印发学习宣传
• 《反不正当竞争法（2017年修订）》实施

2018年广告产业相关政策盘点及解析

2018年广告治理领域，共出台、实施的广告相关法律3部，国务院
部门规章28部，涉及18个国家部委，地方性法规6部，地方政府规
章7部，地方政府规范性文件及工作文件115部，行业规范25部。

政策法规数量

媒体、协会、社会力量多方共治将成广告治理必然
未来，包含媒体、协会和社会力量会逐渐登上广告治理的舞台，一起将违法
广告案例抛向更广泛的公众视野。

政策小趋势

商业广告和商业信息的边界将被探讨和界定
两种信息相混的现象普遍存在，本质上还要明确治理的立法执法追求何种的
价值目标，即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广告规范孰轻孰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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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视角：颗粒度经济催生市场新要求
要求企业“生产要素” 精细化以及“运营流程” 标准化
2018年中国GDP总量为90.0万亿元，增长率为6.6%，与过去几年相比有所滑落。值得一提的是，我国科研投入占比不断
攀升，逐渐缩小与美国的差距，这意味着属于中国的技术红时代正在到来，而技术作为基础设施，势必会影响企业发展的
商业要素。1）其中，以企业生产和运营流程为代表的要素会被要求精细化和标准化；2）同时，由于商业要素的颗粒度变
细，企业内包含营销、产品、技术等部门的价值连接的逻辑也将发生变化，这就要求企业发展的各个要素之间的联动和各
个部门的组合、协作关系要变得越来越精准和恰当。

来源：GDP收入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来源：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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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视角：技术发展条件走向成熟
技术向企业的渗透趋势不可逆转，数字营销领域应用明显
目前，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已经成为新一代信息化的技术基础，正在重构全球一体化的“计算”架构体系。1）在
这样的大背景下，用户实时的个性化、碎片化需求，能够被快速传递到生产端，而计算能力的充裕可以让这些具体的颗粒
状需求得到充分满足。2）同时，从近15年技术结合营销的应用轨迹看，技术对营销场景的渗透使广告投放带来的效率和
精准度得到了市场的极大认可，未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将继续赋能营销产业，也将成为营销产业链各角色方的
核心竞争力。

大数据+营销 大数据、AI、云计算+营销

DSP/DMP
智能创意

营销云

阶段关键词：精准&效率
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应用成熟，该
阶段下的技术应用聚焦在投放端
的用户的精准度上，关注营销对
用户的触达效率。

阶段关键词：管理&获客
基于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
算在营销领域的逐渐渗透落地，
营销通过管理潜客和流程，缩
短数据与增长的路径。

信息流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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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 Ex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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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tech

2018

43.4%
中国人工智能相关专利申请量已
超过 14.4 万件，占全球申请

总量的 43.4%

人工智能发展-政策利好，专利申请占全球申请近一半

云计算与大数据发展-头部企业都在布局云计算和大数据业务

2018 年 10 月 3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人工智能发展现状和趋势举行第九次集体学
习，要求通过主攻关键核心技术，全面增强人工智 能科技创新能力，加快建立新一代人
工智能关键共性技术体系，确保人工智能关键核心技 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可信数据计算技术开始
在实际项目落地；在用
户理解、时空数据建模、
领域知识理解方面，都
有新的技术突破。

DataWork；Dataphin；
Elasticsearch；神龙云服务器；
ESSD；GPU、FPGA云服务器；
RDS；PolarDB；MaxCompute；
云盾DDos高防等

提供基础设施层的计算、
网络、存储、数据库等底
层云服务，安全、大数据、
AI等平台云服务以及各项
基于场景的应用型云服务。

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的发展情况及营销应用情况

来源：根据公开资料整理所得，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CNNIC：第4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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