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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想要探索的几个重点方向
当说到移动社交的时候，我们在关注什么？
移动社交是指用户以手机、平板等移动终端为载体，以移动网络为技术支撑，通过移动应用程序来实现社交应用功能的产
品形式，社交内容形式覆盖图文、语音、长短视频、直播等。与传统的PC端社交相比，移动社交具有灵活的人机交互、实
时场景功能等特点，能够让用户随时随地的创造并分享内容，玩法多样且不断创新，让网络最大程度地服务于个人的现实
生活。
从广义上来看，移动社交行业包含所有以产生用户间即时与非即时的交流与分享为主要功能的移动端应用平台，及其运营
及商业化发展情况；从狭义上而言，移动社交应用指以社交属性为最主要功能，以获取信息、交友与分享为主要目的，从
而形成一定关系网络的移动应用，不仅包括大型的综合移动社交平台，也包括垂直的移动社交应用，但不包括以工具或电
商、支付等为主要功能同时附带社交功能的移动应用。本次报告的研究范畴则以狭义的移动社交为主。

注释：本报告中艾瑞报告界定范畴为网络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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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移动社交行业发生了哪些重要变化？

如何梳理移动社交产业链？产业中还有蓝海吗？

千禧年后移动互联网迅速崛起并全面侵占PC端地位，全球进入移动社交时代

近3年移动广告呈现爆发式增长，社交广告价值进一步被挖掘

2016年全球社交网络用户规模增速低于10%，人口红利逐渐消失

新兴移动社交产品搅动资本市场能力降低，社交红海中泡沫不断

中国移动社交产品媒体属性强，品牌社交营销产业链趋于成熟

移动社交产业围绕内容、平台及用户展开，三者之间形成闭环

移动社交产业链仍在不断扩张，产业结构发展充满想象力

碰撞出火花——产业蓝海将在多产业的拼接与融合中出现

移动
社交

研究对象界定及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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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现状：移动社交的盛世与困局 1

产业链：“一线多面”的拼接与融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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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交关系与社交渠道两个维度，可以将社交网络分为四种主要的发展模式。其中，强关系的社交网络以更强的联结性和
社交属性为特点，更易形成社群形态，从而基于社群的特征和成员兴趣形成线上与线下的互动；弱关系的社交网络则具有
更强的媒体属性，通过信息分享与商业价值的交换，获得更多有用的内容，从而满足自身的需求。弱关系的社交网络也可
以向O2O的形态拓展，形成场景化的商业价值变现。而线上与线上的不同渠道则为社交网络提供了不同的沟通交流方式，
在移动互联网逐渐成熟的今天，二者之间往往具有关联性。

社交关系模式矩阵图
社交关系紧密度影响社交网络特点，社交渠道影响沟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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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关系
在线社交网络

弱关系
在线社交网络

弱关系
现实社交网络

强关系
现实社交网络

模式多样
重信息分享与交换

媒体属性强
易形成商业规则

模式成熟
重生活分享与交流

社交属性强
易形成网络社群

圈子、俱乐部等形式
强情感联结性

以活动聚集为主
社群的线下主要形态

延续性较低
目的性更强

基于人脉的商业价值交换
多与线上形态相结合

社交关系模式矩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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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由艾瑞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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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网络的变迁史
十几年来明星产品不断交替，未来移动社交将成为绝对主流
自上个世纪末，猫扑、天涯社区等论坛出现开始，社交网络经历了近二十年的发展，从最初的以展现信息、发布信息为主，
正在向着移动化、多元化、兴趣化不断发展。1）社交网络从PC时代开端，在2005年进入快速增长期，出现了QQ空间、
朋友网、豆瓣、校内网、开心网、博客、微博客等一批针对不同用户群体的社交网站；2）自从2010年开始，移动互联网
高速发展，更加便捷的使用场景、更快速有效的互动、更多好玩的可拓展的功能使移动社交快速占据有利的发展优势，大
型社交网站纷纷开始布局移动端；3）在此过程中，有诸多网站出现了转型瓶颈而失去了原有优势，也有如微信这样的产
品引领了新的现象级产生；4）大批创业者开始将焦点聚焦于移动社交，也出现了如陌陌、唱吧、脉脉、blued、nice、无
秘、探探等移动互联网时代出生并成长的关注多种细分社交需求的移动应用。
未来，移动社交将继续占领主导地位，社交网站将呈现衰退的局势，同时，2015-2016年移动社交的格局也基本出现，未
来的增长点或将出现在垂直市场或新科技下的新兴市场。

PC端社交网站

移动社交应用

2011 2016

市
场
热
度

2005

中国社交网络发展历程

来源：由艾瑞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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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移动互联网全面压制PC端
2009年后移动互联网迎来高速爆发期，智能手机人手必备
根据艾瑞整理CNNIC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近6.9亿，其中移动网民6.1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
50.3%；2016年6月，中国移动网民规模已超过6.5亿。同时，移动互联网经过多年发展已经进入相对成熟阶段，过去几年
来，移动网民增速远超过整体网民增速，中国整体网民的增长已经由PC网民增长转移到移动网民的增长。
艾瑞分析认为，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与智能手机的普及，实现了用户随时随地的互动，为移动社交产品更便捷更细致的服务
提供可能，借助移动设备的通讯录绑定、身份验证、地理位置等技术手段，移动社交产品在功能和服务场景上都得到了拓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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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中国智能手机保有量

10.6亿

与2010年相比增长12倍

预计2018年中国智能手机保有量

11.8亿

中国手机用户将达到13.6亿

来源：艾瑞咨询根据CNNIC第37次及第3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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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艾瑞咨询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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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智能手机保有量及增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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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用户需求从带宽成本中被释放
商业WiFi热点数量快速增长，3G/4G用户占比超六成
根据艾瑞咨询最新数据显示，预计到2016年底，中国商业WiFi热点数量将达到134.3万个，增长率达85%。同时，从流量
使用情况来看，2015年中国使用3G/4G流量的用户占比超过60%，增长率为35%。移动设备与移动网络的基础设施不断
完备，使用户随时随地使用移动社交应用的门槛不断降低，减少了用户因流量资费而产生的顾虑，同时，网络流畅性的提
升也大大提高了移动社交产品功能的用户体验，为图片社交、视频社交的发展提供了必备的基础。

年份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增长率（%） 173% 81% 73% 45% 35%

占比（%） 5.5% 13.0% 20.9% 32.7% 45.3% 60.1%

2010-2015年中国3G/4G用户增长率及在移动电话用户中占比

来源：艾瑞咨询根据公开信息、行业访谈及艾瑞统计模型推算，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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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工信部《2015年通信业经济运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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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社交成新生代表达分享的必需品
新生代带来新的社交习惯，用户需求助力移动社交发展
根据艾瑞数据产品mUserTracker-2016年7月数据显示，中国移动社交网民中超过50%为30岁以下的新生代用户。互联网
的发展伴随着他们的成长，因此他们对于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使用场景更加熟悉，也更愿意尝试移动社交的新玩
法与新功能。
此外，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来看，新生代的物质生活需求得到了很大满足，他们更追求的是心理上的更高级的品质
与感受。移动社交首先满足了其对于人际交往、自我表达与分享生活的需求，也同时为用户搭建了信息获取和娱乐消遣的
平台。基于兴趣的社交关系网络更为新生代提供了展现自己、获得成就感的渠道，也成为其生活的必需品。

来源：mUserTracker. 2016.7，基于对百万名iOS和Android系统的智能终端用户使用
行为长期监测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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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
实现需求

马斯洛需求层次与移动社交功能

来源：由艾瑞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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