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量行研报告免费读



白驹过隙，2016结束了，悄然而至的2017，提醒我们已经站在了时间的分割线上，这又是一个向过去告别并重新出发的

时刻。回首过去，人工智能、云计算、网红、内容创业，这些词占据了我们的眼球，谈论的话题也总是离不开这些：人工智能

是否会替代人类工作，虚拟现实体验到底有多真实多刺激，连司机师傅都会在人机围棋大战这件事上跟你下一个赌约，再去谈

论下什么样的长相才能成为网红。从这些现象中，不难发现，互联网的辐射面在变广，科技发展的普适性在变强，人们对科技

的态度好奇而充满想象，同时，也希望自己参与到其中。

1987年，中国向世界发出第一封电子邮件，“越过长城，走向世界”，从此互联网时代被开启。近30年间，人类社会按

既有逻辑自然生长，但互联网的枝芽在内部结构中野蛮扩延，每一次主流设备的迭代速度明显加快，到今天，人们“拇指在手

机屏幕方寸间游走的距离，已经超过双脚走过的路程。”同时，面对快速发展的互联网，每一个互联网人感到焦虑，感觉它运

转的速度已经快到我们追赶的极限。信息时刻在更新，科技不断被颠覆，想象力也在被挑战，面对这些，人们不安但又充满期

待。互联网的魅力正在于此，任何一个行业，都有两面性，一面危险重重，一面生机勃勃，就是这样的挑战让人着迷，并为之

付出努力。当然，这个行业还有很多伟大的事情值得去琢磨，去付出自己的匠心。最后，说一句老话，对世界而言，对你而言，

你看到的是什么，就会得到什么。

——艾瑞集团创始人、总裁

序言



——著名财经作家，巴九灵新媒体、蓝狮子出版创始人

在中国，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对大众、社会与国家的正向作用，已成共识。从信息到广告，从交易到社交，从文娱到金融，

从云计算到人工智能，信息技术如化雨春风，润物有声地全面融入、颠覆了我们的生活。论需求用户,中国80后是中国亿级新

锐中产的最大群体，他们是互联网一代，中国互联网的历史就是他们的成长史。论市场格局，中国互联网江山已定，规模马太

效应明显，市场集中度进一步提升；论全球视野，中国与美国是唯二的统治力玩家，互联网弯道超车是全球一体化中的中国机

会；以互联网人口计，中国已经过了增长红利期，它不再是最佳投资领域。但它的另一面意味着，互联网以及其他信息技术已

经像水、电、交通、空气一样，成为最便宜的基础设施，谁能用好它，谁就能在竞争中活到最后。未来已扑面而来，汹涌胜于

往昔，你做好准备了吗？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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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亿用户的六大互联网市场历史增长情况（1990-2015年）

用户规模：六个国家互联网用户过亿
人口就是资源，中国依旧是全球最大的互联网用户市场

来源：世界银行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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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互联网用户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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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增长：全球趋缓，中国降温
粗放增长为产业爆发提供了原动力，但中国已不再是互联网人口红利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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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拐点来临
之后中国网民增速低于平均水平

Tips

来源：世界银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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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市场：印度、东南亚、墨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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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市场由新兴变为成熟，本地化转为精细导向、全球化市场需要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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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世界银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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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规模：中美孤独领跑
先进信息化+未完全的工业革命，中国在新领域破旧立新可能性更大

来源：埃森哲 Digital Disruption: The Growth Multiplier，其中数字经济的产出包括数字化技术, 数字化设备(硬件、软件及通讯设备），以及生产过程中的数字化商品和服务，因口径问题，可能对中国的水平有低估。

©2016.12 iResearch Inc.                                                                                                                         www.iresearch.com.cn

33.1%

66.9%

37.0%

63.0%

$1692bn

2015年

2020年

10.5%

89.5%数字经济规模
$5944bn

非数字经济规模
$12007bn

数字经济规模
$1138bn

非数字经济规模
$9697bn

12.5%

87.5%
数字经济规模
$5944bn

非数字经济规模
$12007bn

数字经济规模
$1777bn

非数字经济规模
$12498bn

数字经济规模及所占GDP的比重

19.2%

80.8%

21.8%

78.2%

21.3%

78.7%
数字经济规模
$729bn

非数字经济规模
$3340bn

数字经济规模
$948bn

非数字经济规模
$3411bn 24.3%

75.7%

数字经济规模
$371bn

非数字经济规模
$1372bn

数字经济规模
$446bn

非数字经济规模
$1389bn

$639bn $156bn $75bn数字经济
五年增长

8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214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