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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
研究目的：
本白皮书通过盘点国内移动应用发展环境、热门技术创新动态，分析影响移动应用发展的技术趋势，以及细分应用领域的

技术创新热点，洞悉开发者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帮助开发者厘清不断发展的技术局面，提供可落地的行业洞察。

研究方法：

来源：艾瑞消费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说明

行业资料收集和整理
对行业公开资料及企业公开信息进行桌面研究，梳理近年来技术发展环境变化、热点技术动态、

热门技术应用场景等信息。

艾瑞网民监测数据分析
通过艾瑞UserTracker网民监测数据库（桌面及智能终端），分析国内移动网民数据，包括用户

规模、用户粘性等，分析国内移动应用市场发展现状和增长空间。

用户调研数据分析
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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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

和态度的变迁，了解用户对各个移动应用场景的需求和使用趋势。

开发者调研数据分析
于2022年7月收集111位移动应用开发人员的问卷调研数据，了解移动应用开发人员对热门技术

关注情况、对重点技术的认知和应用情况。

华为开发服务能力分析
对华为向开发者开放的各类技术能力和工具进行盘点和分析，分析其典型应用案例，总结华为开

发服务能力的特色，供开发者在未来合作中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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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艾瑞消费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政策推进数字新基建建设，鼓励基础技术研发

国家通过政策法规引导，持续推动数字新基建建设，鼓励基础技术研发；在政策引领下，研发投入持续增长，2021年中国

R&D经费同比增长14.2%；在研发主体方面，国家明确企业创新主体地位， 2021年国内头部企业研发投入同比增长30.9%。

场景化服务需求强烈，跨端技术方案频出，开发者期待底层跨端能力支持

核心观点

Serverless极有可能成为下一代计算默认范式地位，未来将服务更通用计算场景

2021年，国内公有云市场实现稳步增长，增长率超过50%。在云计算技术方面，基于企业简化云端开发和运维的需求，全面

云原生成为企业实现IT敏捷化的动力引擎，其中Serverless技术更是极有可能成为下一代计算默认范式地位。Serverless上线

速度快、免维护及自动弹性伸缩等特性得到开发者认可，未来将服务有状态的更为通用的计算场景。

AI底层前沿技术实现突破，云数智化变革升级，元宇宙方兴未艾

AI、数据智能等基础技术发展迅速，引发开发者高度关注。其中AI多模态多任务融合模型成为研究趋势，通用AI模型日趋成

熟；云资源、数据资源和AI能力实现极致解耦与弹性协同，帮助开发者节约资源，促进应用敏捷开发与高效落地。元宇宙处

于概念到实质的初期，随着相关技术的不断进步，或将创造出更多符合市场需求的应用场景。

智能终端格局方面，目前手机为核心搭配智能设备矩阵的格局在未来3-5年不会明显改变，但用户已不局限于单一设备，在

智慧办公、影音娱乐、智慧家居等场景均有丰富的跨端使用需求。跟随用户需求，开发者在平板、手表及大屏等设备上开发

投入了更多精力，但跨端开发难度大，在跨端基础功能、数据同步、通讯协议等方面，开发者期待底层能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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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艾瑞消费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轻量化应用加速普及，全网应用数量超700万，同比增长约16%

随着健康码、点餐码逐步普及，用户对轻量化应用的使用习惯已逐步建立；基于轻量化应用免安装、转化高、省资源的特点，

轻量化应用正在深度融入日常生活，2021年全网轻量化应用数量超700万，同比增长约16%。轻量化应用在跨端服务方面

也有拓展，如原子化服务通过服务卡片触达用户，通过分布式架构实现一次开发、多端部署，让应用随用户跨端流转。

电商商品体验持续升级，XR购物为消费者提供拟真产品体验，促进用户消费转化

电商商品体验从图文视频展示，到三维展示，再到扩展现实（XR），体验持续向更详实、更拟真的方向升级。其中AR购物

技术为消费者提供产品实景效果，可以提升购物趣味性、增强购物信心和降低退货意愿，最终促进消费转化。

核心观点

数字人技术多领域全面应用，打造社交虚拟分身，进行虚拟新闻主持播报，塑造游戏中虚拟形象

数字人技术以其拟真的效果，在社交、新闻、游戏等领域均有应用，也为这些领域引入元宇宙的初步体验。数字人的社交虚

拟分身能提升社交交流的临场感；虚拟主持人和手语数字人为资讯视频化提供有力支撑，也方便听障人士更好获取信息；利

用数字人生成技术将真实人物复刻入游戏虚拟场景，则增强了游戏的个性化体验。

影音创作更便捷、更智能，影音体验更高清、更沉浸、更流畅

在影音应用的创作端，依托媒体和AI技术进步，影音应用向创作者提供视频剪辑、特效、字幕等一系列创作工具，让音视频

创作更便捷、更智能；在体验端，影音体验向更高清、更沉浸方向发展；而基于终端底层网络感知能力和终端AI硬件能力加

速，影音应用可通过提前缓存、动态码率调整以及端侧AI超分提升高清观影的流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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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云端开发趋势 2

应用跨端开发趋势 3

轻量化应用开发趋势 4

应用技术宏观背景 1

细分领域开发趋势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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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综合公开政策信息，艾瑞消费研究院绘制。

技术发展环境

领域 颁布时间 政策法规

大
数
据

2021.08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保护个人信息权益，规范个

人信息处理活动，促进个人信息合理利用

2021.06
《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规范数据处理活动，保障数据安

全，促进数据开发利用

2021.05
《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协同创新体系算力枢纽实施方案》，布局

全国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启动实施“东数西算”工程

2020.12
《关于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协同创新体系的指导意见》，

促进新型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深化大数据协同创新

人工
智能

2021.09
《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将伦理融入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

促进人工智能健康发展

2020.07
《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标准体系建设指南》，加强人工智能领域标

准化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产业技术研发和标准制定

云
计
算

2021.07
《新型数据中心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年)》，加速传统数

据中心与网络、云计算融合发展

2021.03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实施上云用云行动，

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2020.11
《关于推动数字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部署云计算、人工

智能等数字技术在文化产业领域的创新应用

2020.09
《关于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工作的通知》，运用云计算等
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探索构建适应企业业务特点和发展需求的“数

据中台”“业务中台”等新型IT架构模式

2020-2021年移动互联网技术相关政策一览 中国数字“新基建”新型基础设施内容

• 2020 年以来，为了对冲新冠疫情对经济造成的冲击，逆周期调节政策发力，我国加紧规划部署数字“新基建”相关工

作，中央及各级地方政府高频发布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相关政策法规。

• 整体来看，市场需求刺激和政策利好为基础技术研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促进作用，以云计算为核心的新一代技术迎来新

的发展机遇，新一代技术产业化和规范化的发展前景也更加明朗。

人工智能、云计算和大数据等技术相关政策密集出台

• 打造多层次工业互联网平台，促进融通创新；

• 结合推进新型城镇化，推动交通、物流、能源、市政等基础设

施智慧化改造；

• 提升农业数字化水平；

• 建设远程医疗、在线教育等民生基础设施。

融合基础设施

信息

基础

设施

•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 科教基础设施；

• 产业技术创新基础设施。

创新基础设施

• 推动国家骨干网和城域网协同扩容，开展千兆光网提速改造；

• 推进新一代移动通信网络商业化规模化应用；

• 完善卫星通信、导航、遥感等空间信息基础设施；

• 发展泛在协同的物联网。

信息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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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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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总体规模（万亿元） 数字经济占GDP比重（%）

2015-2021年中国数字经济总体规模

来源：综合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22年）》及其他公开资料，艾瑞消费研究院绘制。

数字经济发展核心要素和重点技术产业

培育
技术
能力

促进产业数字化转型

数字经济延续快速增长势头，加强数字技术攻关是发展重点
• 2021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为45.5万亿元，位居全球第二，占GDP比重已达39.8%。数字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稳定

器”“加速器”作用更加凸显，增速高于GDP增速3.4个百分点，这一切都得益于已形成的横向联动、纵向贯通的数字

经济战略体系。

• 数字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数字技术与各行业的加速融合，在强化数字基建和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大数据、人工智

能等核心技术为智慧城市、数字农村以及各类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有力支持，而提高数字技术基础研发能力，加强数字

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关键软件技术创新和供给能力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重点要求。

推进公共服务数字化

智慧城市、数字乡村
智慧园区、数字交通

企业数字化转型

数字工业、智能交通
智慧能源、智慧医疗

培育七大数字经济重点技术产业

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工业互联网、
区块链、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

强化数字基建

逐步构建全国一体化大数
据中心体系，建立10个国
家 数 据 中 心 集 群 ， 推 动
“东数西算”工程。

加强基础理论研究

聚焦高端芯片、操作系
统、人工智能关键算法、
传感器等关键领域。加
快推进基础理论、基础
算法、研发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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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综合政府公开资料及华为、阿里巴巴、腾讯、京东、百度五家科技公司年报信息，艾瑞消费研究院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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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投入

我国研发投入强度创新高，头部科技企业研发投入持续上升
• 2021年我国研发投入强度创新高。据初步测算，2021年我国R&D经费投入达27964亿元，同比增长14.2%，增速比上

年加快4个百分点，延续了“十三五”以来两位数的增长态势。基础研究经费达1696亿元，同比增长15.6%。

• 基于我国企业研发投入增速快但强度距离发达国家仍有差距的现状，政府在政策上高度重视并持续鼓励企业加大研发力

度，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对企业投入基础研究实行税收优惠，发挥

大企业引领支撑作用，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

• 近年来我国科技企业的研发实力在不断增强，华为、腾讯等头部科技企业有能力也有需求将更多的资金投向研发活动。

2017-2021年，我国头部科技企业的研发投入持续增长，2021年更是增长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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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21年中国R&D和基础研究经费投入 2017-2021年中国头部科技企业研发投入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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