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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说明

行业资料收集和整理 整理移动应用行业各类公开资料，及艾瑞在移动应用行业研究报告积累，

为白皮书撰写提供资料和数据基础。

艾瑞用户行为监测数据分析
艾瑞UserTracker移动应用监测数据产品，基于亿级移动样本行为数据采集，获取中

国网民移动应用行为数据，并通过海量数据分析建立了多个用户行为指标（包括活

跃设备规模、使用次数、使用时长等），真实反映中国移动互联网市场客观情况。

用户调研数据分析
2022年2月，针对超过2000位移动互联网用户进行在线用户调研，了解用户移动应

用使用行为和态度的变迁，了解用户对各个场景移动应用的需求和使用趋势，为整

个白皮书提供用户数据支撑。

华为内部数据分析 分析华为应用市场分发数据，解读开发者服务能力信息。

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

研究目的：
本白皮书综合多种研究方法，主要分析移动应用行业发展现状和趋势，并对影音娱乐、通讯社交、电商生活等细分行业场
景进行分析，把握移动应用细分行业发展特色和趋势，为广大开发者的开发和运营决策提供参考。

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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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政策监管趋严向深，规范和发展并重

2021年，反垄断、数据安全、个人隐私保护等规范指导和法律法规陆续出台，促进互联网企业合规健康发展。在针对互
联网企业监管趋严的政策环境下，企业在不断发展自身实力的同时，更需时刻关注政策更新与监管动向，保证自身的合规
发展。而平台互联互通不断被推进，在数字经济大环境下，平台经济的创新性发展道路依旧前景广阔。

移动互联网的“黄金十年”真的结束了？

中国移动互联网走过十年，不知不觉，“内卷”成为了当下热词。随着AI、Serverless、低代码等技术的广泛应用，加之
跨端互联、虚实融合等新应用场景逐步进入应用阶段，激发了移动应用创新活力，这对快速发展中的HMS生态和开发者
来说，都是重大利好。不难看出，当下的技术生态展现了蓬勃的发展趋势，呈现百花齐放，各有所长的新局面。

智能化应用需求拐点已至

随着智能设备不断深入各大生活场景，用户对跨设备的智能互联有了新的要求，智能提醒、文件同步、应用共享、物联数
据打通以及在智能穿戴设备上安装轻量化应用，用户需求达60%及以上。而物体识别、AR显示、语义处理、智能网络优
化、智能提醒的用户需求率达50%及以上。用户需求推动移动应用功能进化，毫无疑问，未来应用会更智能，移动应用
开发者也会面临新的挑战和机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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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新终端新场景的应用需求成为新蓝海

随着PC、平板、智慧屏、智能穿戴、智能汽车等新终端的普及，出行、运动健康等新智能应用场景蓬勃发展。如在出行
场景中，拍摄美化、社交通讯、影音娱乐、游戏娱乐的用户需求比例均超50%，成为广大开发者亟待入驻的新蓝海。而
更多新智能终端驱动的新场景，还等待广大开发者开拓。

趋势：细分行业蓄势待发，未来增长可期

我们观察到，2021年整体应用用户黏性保持了稳步提升，单个设备的应用分发量持续增长。2021年用户规模增速前三的
应用类型为便捷生活、智能穿戴和汽车服务。其中，汽车服务应用渗透率为25.5%，智能穿戴应用渗透率为10.3%，成为
低渗透高增长的潜力市场。

元宇宙元年？其实背后有迹可循

2021年是元宇宙概念集中爆发的一年，实际上，XR、虚拟数字人、3D建模等技术早已渗透在娱乐、出行、文旅等日常
生活中，应用速度和规模可能远超想象，开发者将应用元宇宙化，为用户提供增强现实的移动应用体验。硬件方面，
AR/VR告别炒作，全天候MR眼镜成为趋势，有望成为未来十年划时代产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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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企业保持中高速平稳增长，拥抱中国数字化
时代新机遇
• 2020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9.2万亿元，占全国GDP比重为38.6%，占比相对2019年提升2.3个百分点。2021年我国互
联网企业收入规模达到1.55万亿元，增速恢复至20%以上，保持中高速平稳增长。

来源：中国信通院《2021年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 来源：工信部历年《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运行情况》。

20年数字经济占全国
GDP比重为38.6%

21年互联网企业
收入增幅为21.2%

经济环境

2017-2020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与GDP比重 2017-2021年中国互联网企业收入规模与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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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监管趋严向深，推动行业合规发展

反垄断合规、
互联

平台经济

经营者集中

2月
《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正式发布，

明确了对平台经济开展反垄断监管的原则。

9月
工信部开启“屏蔽外链”问题专项整治，

多家互联网企业表示将逐步开放分享链接。

11月
国家反垄断局成立，基于《反垄断法》经营者集中相关规定，

多家互联网企业被处以罚款。

个人信息保护和数
据安全

个人隐私信息

大数据杀熟

跨境数据安全

3月

《常见类型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必要个人信息范围规定》印发，明确了

39种常见类型App的运营者不得因用户不同意收集非必要个人信息，

而拒绝用户使用App基本功能服务。

6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通过，

对数据安全保护的义务和相应法律责任进行规定。

8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通过，

明确了个人信息处理和跨境提供的规则、个人信息处理者的义务等内容。

• 政府加强对互联网企业有序竞争和开放互联的要求，严禁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垄断经营，拆除链接屏蔽“墙”，走向“互
联互通”，为中小微企业创造更多生存空间，形成良性竞争、公平有序的发展环境。

• 《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常见类型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必要个人信息范围规定》发布，用户隐私信息安全
保护要求提高。

来源：公开资料整理，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反垄断
反不正当竞争

个人信息保护
数据安全

政策环境

2021年互联网行业重点监管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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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监管趋严向深，推动行业合规发展

青少年保护
未成年人防沉迷

儿童软色情

饭圈乱象

6月起
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正式实施，

明确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诱导其沉迷的产品和服务。

6月起
网信办开展“清朗·暑期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

针对互联网平台传播儿童软色情等问题。

6月起
网信办启动“清朗·饭圈乱象整治”专项行动，

取消艺人榜单、管理非法应援集资和互撕信息等问题。

适老化服务
适老化通用设计

无障碍改造
4月

工信部印发互联网应用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造专项行动方案通知，助力老年人、残

疾人等重点受益群体平等便捷地获取、使用互联网应用信息。《移动互联网应用

（APP）适老化通用设计规范》在服务原则、技术要求等方面进行了具体的要求。

行业整改
在线教育

直播电商

算法推荐

5月、7月
《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

全面规范管理校外培训机构，严禁“随意资本化动作”。

2月、12月
《关于加强网络直播规范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发布，直播电商头部主播被罚款，

警示从业者遵守主流价值观、合法合规经营等基本底线。

12月
网信办发布《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

其中算法歧视、大数据杀熟、诱导沉迷等算法不合理应用将得到整治。

• 国家加强对未成年人使用网络服务的规范，强调互联网企业应当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环境；政策推动互联网企
业履行特殊群体服务等方面的社会责任，以进一步满足特殊群体日益增长的数字服务需求。

• 国家将互联网内容和服务的社会价值放在首位，促使互联网服务供给侧回归对真实需求的探索和服务质量的提升。

未成年人保护

特殊群体服务

行业整改

政策环境

2021年互联网行业重点监管措施

来源：公开资料整理，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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