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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
研究目的：
本白皮书结合多种研究方法分析本年度移动应用的出海吸引力、海外市场选择、出海的痛点及挑战，为现阶段移动应用

企业的出海战略决策提供市场洞察，并针对出海挑战呈现应对策略，助力移动应用开发者出海。

研究方法：

来源：艾瑞消费研究院自主研究绘制。

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说明

行业资料收集和整理
进行桌面研究，梳理国内与海外政策及互联网的整体发展概况，展示应用出海宏观

背景与趋势，并评估移动应用出海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艾瑞用户行为监测数据分析

通过艾瑞UserTracker多平台网民行为监测数据库（桌面及智能终端）调取国内网民

数据，包括独立设备数、有效使用时间、大类APP渗透率趋势等，依此分析国内移动

应用市场竞争环境。

专业第三方数据库分析
整理与分析主要海外应用市场监测数据，呈现应用出海现状及趋势情况，包括全球

各区域热门品类、收入潜力、市场集中度等，作为开发者出海决策的方向参考。

开发者调研数据分析

于2022年4月收集86位移动应用开发者的问卷调研数据，了解开发者的出海意愿与

出海计划，分析现阶段国内移动应用的出海动机以及出海痛点，并提供相关策略以

帮助开发者解决出海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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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艾瑞消费研究院自主研究绘制。

海外市场仍具备强引力，但筑高了移动应用规范性的门槛

➢ 国内环境：国内移动应用行业存量时代特征愈加突出，用户增量明显放缓，多个类别的应用渗透率趋于饱和。

同时，政策对出海的支持力度再次升级，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选择走出去，数字经济企业出海成为重要趋势。

➢ 海外环境：在硬件基础上，2021年海外网民规模扩大6亿，中东、拉美等互联网渗透率增长较快。此外，海外政府层、

平台层加强隐私安全的举措较为普遍，数据保护政策趋严，未来可能大范围监管，彰显了合规应用的优势。

海外多地区、多品类呈现“增量”“创收”潜力

出海痛点存在于市场认知、政策合规、本地化等各个环节，出海伙伴重要性凸显

➢ 出海挑战：1. 出海的主要挑战源于对海外市场的陌生感——需求、习惯、文化的不了解。2. 出海的挑战之二：本地信息

不足、较难快速搜集信息成为本地化的两大难题。3. 出海的挑战之三：获量推广方面，渠道合作资源少，本地推广资源

有限。4.出海的挑战之四：海外政策不熟悉、一站式伙伴缺乏也成为痛点。

核心观点

➢ 区域趋势：1. 主要由于印度的APP封禁举措，南亚下载量下跌22.2%，东南亚取代南亚成为应用出海下载量最多的区域。

2. 北美市场为出海应用贡献的收入占比从32.5%扩大到35.9%，中东也初显势头，收入占比从5.5%上升至6.9%。

➢ 品类趋势：1. 游戏类占出海下载量比例逐年提升，收入增速也强劲，2021年达27.7%，角色扮演、策略等游戏品类贡献收入

最多，消除类收入涨幅达121.9%成为中轻度黑马。2. 社交类出海呈现三大趋势：元宇宙化、本土精细化、功能复合化。

3. 娱乐类应用出海收入井喷，增长204.0%，其中，中东地区增速达387.0%。4. 购物类随着疫情的缓和，下载量回升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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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艾瑞消费研究院自主研究绘制。

时间 发文机关 文件 相关内容

2021年7月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加快发展外贸新业态新模式的意见》

• 完善跨境电商发展支持政策

• 鼓励海外仓建设，提高海外仓数字化、智能化水平，促进中

小微企业借船出海，带动国内品牌

2021年7月
商务部、中央网信办、

工信部
《数字经济对外投资合作工作指引》

• 鼓励数字经济企业积极融入全球经济产业链，打造具有国际

竞争力的数字经济企业

2021年10月
商务部、中央宣传部

等17部门
《关于支持国家文化出口基地
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

• 壮大数字出版、数字娱乐等产业，鼓励影视剧、游戏等数字

文化产品进行对外文化贸易，助推优质文化内容“走出去”

2021年10月
商务部、中央宣传部

等24部门
《“十四五”服务贸易发展规划》

• 首次将“数字贸易”列入服务贸易发展规划

• 积极支持数字产品贸易，为数字产品走出去营造良好环境 ..

• 鼓励数字企业积极参与重点领域国际规则制定

2022年1月 国务院 《“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

• 加大金融、物流、电子商务等领域的合作模式创新

• 支持我国数字经济企业“走出去”，积极参与国际合作

• 通过构建专业化中介服务机制和公共服务平台，防范各类涉

外经贸法律风险，为出海企业保驾护航

2021-2022年中国出海政策一览

政策指引出海方向，应用出海助推力度再次升级
国内移动应用出海政策环境

在过去的一年里，我国增大了针对数字经济企业出海的支持力度，通过进一步提升制度环境，逐步完善数字经济企业的服

务，在多方面为企业提供便利，通力减少出海企业的后顾之忧，并同时强调技术创新、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产业融合以

及国际合作，为优质移动应用的启航及其在国际市场的深耕指引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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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用户增长放缓，主要类别的头部应用渗透率进一步饱和
国内移动应用市场竞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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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需求侧看，2021年国内独立设备使用数较去年同期增速显著放缓。除2020年3月疫情居家的影响外，2021年有效使
用时间增速依然可观，体现了后疫情时代人们对互联网的使用惯性。

• 从供给侧看，与2020年相比，2021年多个大类下的TOP3应用渗透率进一步提升，甚至趋于饱和状态，国内应用市场

重心明显向存量倾斜。行业大致已告别流量红利，处于竞争劣势的中小企业或难分一杯羹，从精细营销出发或者更换

赛道，成为开发者思考的方向。因此，国际化将成为移动应用的重要战略选择之一。

来源：UserTracker多平台网民行为监测数据库（桌面及智能终端）。 来源：UserTracker多平台网民行为监测数据库（桌面及智能终端）。
注释：主要类别的前三名APP渗透率按三者的并集设备数/该类总设备数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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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手机在亚洲、中东&非洲等地区已占有较高的份额
中国移动终端出海情况

• 2020-2021年，全球主要地区所占份额TOP5的手机厂商中都有中国手机品牌的身影，且在榜单TOP5中的国产手机份额

总和在亚洲最高，中东&非洲地区次之，在欧洲市场也有不俗的表现。与2020年同期相比，2021年各季度中，中国手

机进入中东&非洲头部厂商的份额增速最为明显。从全球来看，国产手机品牌已有较高的渗透。

• 国产手机在全球范围内较为广泛的知名度和良好的市场表现，为国内APP出海铺设了有力的硬件基础，而且还会在一定

程度上减轻移动应用对于海外市场的陌生感与距离感。

2020-2021年主要地区TOP5手机榜单的中国手机份额总和

地区

时间点

2020Q1 2020Q2 2020Q3 2020Q4 2021Q1 2021Q2 2021Q3 2021Q4

亚洲

中东&非洲

欧洲

拉美

全球

来源：Counterpoint Research 2020Q1-2021Q4《移动市场监测》，艾瑞消费研究院自主研究绘制。
注释：表格计算的是在各地区份额排行前5的手机厂商中，中国手机占有的份额，并不为在该地中国手机厂商TOP5的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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