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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上半年中国手机应用商店市场研究报

告

一、市场概述

1.市场整体规模分析

(1) 2024 年上半年，中国手机应用商店市场整体规模

持续增长，根据最新数据显示，市场规模达到了 XX 亿元。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和用户需求的多样化，应用商店成为连

接开发者与用户的重要桥梁。市场增长主要得益于移动互联

网的快速发展，以及用户对各类应用的需求日益增长。

(2) 在市场整体规模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游戏类应

用占据了市场的主导地位，收入占比超过 40%。社交类应用

紧随其后，生活服务类应用也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此外，

教育、娱乐、健康等领域的应用也逐渐受到用户的青睐。从

地域分布来看，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的市场规模相对较大，

而三线及以下城市市场潜力巨大。

(3) 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应用商店之间的差异化竞争

愈发明显。各大应用商店纷纷推出特色服务，如个性化推荐、

应用分发渠道优化等，以提升用户体验。同时，应用商店在

收入模式上也进行了多元化探索，包括广告分成、付费下载、

虚拟物品销售等。未来，随着 5G、物联网等新技术的应用，

手机应用商店市场有望迎来新一轮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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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市场增长趋势预测

(1) 预计在 2024 年上半年，中国手机应用商店市场将

继续保持稳定增长态势。随着 5G 技术的普及和移动互联网

的进一步发展，用户对移动应用的需求将持续扩大。此外，

新兴应用领域如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将推动市场增长，预

计市场规模将达到 XX亿元。

(2) 在市场增长趋势预测中，游戏类应用将继续占据市

场主导地位，预计下载量和收入都将实现显著增长。社交类

应用由于用户基数庞大，也将保持稳定增长。随着移动支付

和在线服务的普及，生活服务类应用市场有望迎来爆发式增

长。同时，教育、健康、金融等领域的应用也将成为市场增

长的新动力。

(3) 未来，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深入应用，

应用商店将更加注重用户体验和个性化推荐。应用商店之间

的竞争将更加激烈，各大平台将加大投入，提升自身竞争力。

此外，政策法规的完善和行业标准的制定也将对市场增长起

到积极的推动作用。综合来看，2024年上半年中国手机应用

商店市场将呈现多元化、个性化、智能化的增长趋势。

3.市场份额分布情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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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2024 年上半年中国手机应用商店市场份额分布中，

头部应用商店占据了绝对优势。其中，应用商店 A 以 20%的

市场份额位居首位，得益于其庞大的用户基础和丰富的应用

资源。应用商店 B 以 15%的市场份额紧随其后，其特色服务

和高品质应用获得了用户的广泛认可。

(2) 中小型应用商店在市场份额分布中占据了相当比

例，这些应用商店通过垂直领域深耕或特色服务吸引了特定

用户群体。例如，应用商店 C专注于教育类应用，市场份额

达到 8%，而应用商店 D则专注于健康与健身应用，市场份额

为 7%。这些应用商店通过专业化运营，在细分市场中建立了

自己的品牌影响力。

(3)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不断发展，新进入的应用商店也

在市场份额中占据了一席之地。这些新应用商店往往通过技

术创新或独特的市场策略快速获得用户认可。例如，应用商

店 E 通过 AI 技术提供个性化推荐，市场份额为 5%，而应用

商店 F则通过社交分享功能吸引了大量用户，市场份额达到

4%。整体来看，市场份额分布呈现出多元化竞争的格局。

二、用户行为分析

1.用户年龄分布

(1) 在 2024 年上半年中国手机应用商店用户年龄分布

中，18 至 24 岁的年轻用户群体占据了最大的市场份额，达

到了 35%。这一年龄段的用户对新鲜事物接受度高，对游戏、

社交和娱乐类应用的需求强烈。同时，他们也是移动支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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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平台的活跃用户。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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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至 34岁的用户群体占据了市场总量的 30%，这一年

龄段用户通常为职场新人或有一定经济基础的中产阶级，他

们对生活服务类应用、教育类应用以及金融类应用有较高的

需求。这一群体的用户行为较为成熟，对应用的质量和安全

性有较高的要求。

(3) 35岁以上的用户群体在市场份额中占比为 25%，这

一年龄段用户通常为家庭用户，他们对健康、教育以及生活

服务类应用有较高的关注。此外，这一群体在移动支付和电

商方面的使用频率也较高，但相比年轻用户，他们对新技术

的接受度稍低。整体来看，用户年龄分布呈现年轻化和成熟

化并存的特点，不同年龄段的用户需求多样化。

2.用户地域分布

(1) 在 2024 年上半年中国手机应用商店用户地域分布

中，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用户占据了市场的主导地位，合计

占比达到 60%。一线城市用户对各类应用的需求较高，尤其

是在游戏、社交和高端生活服务类应用方面。二线城市用户

则表现出对本地生活服务、教育资源和购物类应用的强烈需

求。

(2) 三线及以下城市用户在市场份额中占比为 40%，这

一群体的用户对移动应用的需求主要集中在生活服务、娱乐

和教育领域。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三线以下城市用户对

移动支付和在线服务的使用频率也在逐渐提高。此外，这些

城市用户对新兴应用和特色服务的接受度较高，为应用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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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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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域分布上，应用商店在一线城市的竞争尤为激烈，

头部应用商店凭借其品牌影响力和资源优势占据较大市场

份额。而在三线及以下城市，应用商店则更多依赖于本地化

运营策略，通过合作伙伴关系和本地化推广活动来扩大用户

基础。同时，随着农村互联网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农村地

区用户对移动应用的需求也在逐步增长，成为市场新的增长

点。

3.用户使用时长分析

(1) 2024 年上半年，中国手机应用商店用户使用时长

分析显示，用户每日平均使用手机时间超过 4 小时。其中，

游戏类应用占据用户使用时长的最大比例，平均每天使用时

长超过 1.5小时。社交类应用和视频类应用紧随其后，分别

占用户每日使用时长的 1小时以上。

(2) 用户使用时长分析还表明，用户在早晨和晚上使用

手机的时间较长，尤其是在晚上 8 点到 10 点之间，这一时

间段用户使用手机时长达到峰值。工作日的用户使用时长普

遍高于周末，这可能与工作日用户在通勤和午休时间使用手

机有关。

(3) 在不同用户群体中，年轻用户的使用时长普遍较长，

尤其是 18至 24岁的年轻用户，他们每天使用手机的时间超

过 5 小时。而 35 岁以上的用户群体，由于生活节奏和需求

的不同，每日使用手机的时间相对较短。此外，用户在使用

时长上存在地域差异，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的用户使用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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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高于三线及以下城市。

4.用户活跃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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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 2024 年上半年，中国手机应用商店用户活跃度

分析显示，用户活跃度呈现出明显的季节性波动。春季和秋

季是用户活跃度的高峰期，这两个季节的用户日活跃度（DAU）

分别达到 2.1亿和 2.0亿。夏季和冬季由于天气和节假日等

因素，用户活跃度有所下降。

(2) 用户活跃度分析还发现，不同类型的应用对用户活

跃度的影响不同。游戏类应用的用户活跃度最高，其次是社

交类应用。生活服务类应用和教育类应用的用户活跃度也在

稳步上升。这表明，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深入发展，用户对多

元化应用的需求日益增长。

(3) 在用户活跃度地域分布上，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的

用户活跃度普遍高于三线及以下城市。一线城市用户由于生

活节奏快，对各类应用的需求更为旺盛，因此活跃度较高。

而三线及以下城市用户则更多集中在生活服务类应用上，活

跃度相对较低。此外，用户活跃度在周一至周五呈上升趋势，

周末则有所下降，这与工作日和周末的生活节奏差异有关。

三、应用类型分析

1.游戏类应用市场表现

(1) 2024 年上半年，游戏类应用市场表现强劲，下载

量和收入均实现显著增长。在下载量方面，头部游戏应用继

续保持领先地位，其中动作、角色扮演和策略类游戏下载量

位居前列。这些游戏往往具备精美的画面、丰富的剧情和良

好的社交互动功能，吸引了大量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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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收入方面，付费下载和内购依然是游戏类应用的

主要收入来源。头部游戏应用通过提供丰富多样的游戏内购

物品和付费关卡，实现了较高的收入水平。此外，随着移动

支付和虚拟货币的普及，游戏内广告分成也成为游戏开发商

的重要收入来源之一。

(3) 在市场趋势方面，游戏类应用市场呈现出以下特点：

首先，游戏类型日益多元化，新兴游戏类型如沙盒、解谜等

逐渐受到用户关注。其次，游戏开发商更加注重用户体验和

社交功能，通过打造游戏社区和举办线上活动，提升用户粘

性。最后，随着 5G 技术的推广，游戏类应用有望实现更快

的加载速度和更丰富的游戏体验，进一步推动市场增长。

2.社交类应用市场表现

(1) 2024 年上半年，社交类应用市场表现稳健，用户

活跃度和市场占有率持续增长。在这一领域，以即时通讯、

社交网络和兴趣社区为代表的应用类型表现出色。即时通讯

应用以其便捷的通讯功能和社交属性，成为了用户日常沟通

的主要工具，市场份额不断上升。

(2) 在社交类应用市场，头部应用的日活跃用户数（DAU）

和月活跃用户数（MAU）均达到数亿级别，展现出强大的用

户基础。这些应用通过不断优化算法和用户体验，吸引了更

多用户加入。同时，社交类应用也在探索商业化路径，如虚

拟礼物、广告植入等，以实现可持续的盈利模式。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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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深入发展，社交类应用市场呈现出

以下趋势：一是用户对个性化、定制化社交需求的提升，促

使应用提供更加精准的推荐和服务；二是社交类应用开始跨

界合作，与其他行业结合，拓展业务范围，如电商、教育等；

三是随着隐私保护意识的增强，社交类应用在用户数据安全

和隐私保护方面投入更多资源，以赢得用户信任。这些趋势

将继续推动社交类应用市场的发展。

3.生活服务类应用市场表现

(1) 2024 年上半年，生活服务类应用市场表现强劲，

随着用户对便捷生活的追求，这一领域的应用下载量和用户

活跃度持续增长。生活服务类应用涵盖了餐饮外卖、出行打

车、家政服务、在线教育等多个细分市场，满足了用户在日

常生活中多样化的需求。

(2) 在生活服务类应用市场，头部应用凭借其强大的服

务网络和用户口碑，占据了市场的主要份额。例如，餐饮外

卖应用通过提供快速配送、优惠活动和多样化的菜单选择，

吸引了大量用户。出行打车应用则通过技术创新，提升了用

户体验，增加了用户粘性。

(3) 生活服务类应用市场发展趋势表明，随着移动支付

和大数据技术的应用，这一领域的应用将更加智能化和个性

化。例如，通过分析用户行为数据，应用可以提供定制化的

推荐服务，如智能推荐餐厅、优化出行路线等。同时，生活

服务类应用也在不断拓展服务范围，如引入健康咨询、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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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等服务，以满足用户日益增长的生活服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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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教育类应用市场表现

(1) 2024 年上半年，教育类应用市场表现显著，随着

在线教育的兴起，这一领域用户规模持续扩大。教育类应用

涵盖了从学前教育到成人教育的各个阶段，包括在线课程、

辅导答疑、学习工具等，满足了不同年龄段用户的学习需求。

(2) 在教育类应用市场，头部应用凭借其优质的教学内

容、专业的师资力量和良好的用户体验，获得了用户的广泛

认可。这些应用通过提供个性化的学习路径和互动式学习体

验，吸引了大量用户注册和使用。同时，教育类应用也在不

断推出新的功能和课程，以满足用户不断变化的学习需求。

(3) 教育类应用市场的发展趋势表现为：一是技术驱动，

应用通过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提供智能化的学习推荐

和个性化辅导；二是内容多元化，除了传统的学科知识，应

用还涵盖了艺术、体育、编程等多个领域；三是线上线下结

合，教育类应用不仅提供线上课程，还与线下培训机构合作，

形成线上线下融合的教育生态。这些趋势将进一步推动教育

类应用市场的快速增长。

四、主要应用商店分析

1.应用商店市场份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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