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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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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从中国数字音乐整体市场发展趋势来看，经过了近几年对音乐版权的整顿和逐步规范，原
创内容稳步增加，大规模、有组织的音乐版权侵权行为基本销声匿迹。数字音乐市场的未来
发展趋势已参照网络视频行业发展路线探索前行。目前，数字音乐市场已由腾讯、百度、阿
里等几大巨头企业为主流的市场竞争格局，通过兼并重组，在数字音乐的内容、渠道等领域
发展出不同的市场寡头，各自并探索出成熟可行的商业模式。
2010-2014年我国数字音乐产业规模走势图
资料来源：智研数据中心整理

近年来数字音乐市场吸引着传统音乐企业和互联网企业争相进入，资本市场非常活跃，行
业中形成了一批具有一定规模和竞争优势的代表性企业，以移动端发展为亮点的全新的数字
音乐行业竞争格局基本形成。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酷狗音乐、QQ音乐、酷我音乐、天
天动听、多米音乐、天天静听、唱吧七大手机音乐APP占据了整个市场逾90%的份额，竞争
优势明显。

2014年，国内数字音乐行业对正版音乐版权的购买和维权活动活跃。一方面，各大互联
网企业纷纷购买音乐产品（节目）的独家授权；另一方面，许多企业选择运用法律武器维护
自身权益，年内发生了多起因音乐版权纠纷导致的法律诉讼。这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数字
音乐市场版权环境正在发生积极变化，围绕数字音乐版权的市场竞争正日趋加剧。

《2016-2022年中国数字音乐行业监测及投资机遇研究报告》由智研咨询公司领衔撰写，
在大量周密的市场调研基础上，主要依据了国家统计局、国家商务部、国家发改委、国家经
济信息中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海关总署、知识产权局、智研数据中心提供的最新
行业运行数据为基础，验证于与我们建立联系的全国科研机构、行业协会组织的权威统计资
料。

报告揭示了数字音乐行业市场潜在需求与市场机会，报告对中国数字音乐做了重点企业经
营状况分析，并分析了中国数字音乐行业发展前景预测。为战略投资者选择恰当的投资时机
和公司领导层做战略规划提供准确的市场情报信息及科学的决策依据，同时对银行信贷部门
也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目报告录：
第一部分 数字音乐市场发展分析 1
第一章 全球数字音乐市场分析 1
第一节 全球数字音乐市场发展概况 1
一、2014年全球数字音乐市场发展状况 1
在快速发展的数字市场里，全球唱片业正在经历一个新的转型期。受消费者驱动，这种转变
的主要特点是快速增长的流媒体音乐。各个国家之间的发展趋势和收入渠道有着显著差异，
音乐从传统的拥有模式向新的快速增长的使用模式的转变仍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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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4年，整个行业全球数字收入增长率6.9%，达到68.5亿美元。全球数字渠道收入首次
与实体收入持平，都为46%。
2009-2014年全球数字收入：十亿美元

注：由于统计口径的差异：国际唱片业协会（IFPI）的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数字音乐收入
仅为9140万美元，与国内政府官方机构公布的数据存在较大差异，中国数据以政府官方机
构为标准，下同。
数据来源：IFPI
2014年产业收入构成：%

数据来源：IFPI
2014年全球数字音乐业务中，无线音乐占据大部分的份额，无线音乐收入约为42.44亿美元
，占数字音乐总收入的61.5%，在线音乐收入约为26.57亿美元，占38.5%。
全球数字音乐收入细分格局（亿美元） 年份 无线音乐 在线音乐 2010 23.31 23.69 2011
28.25 24.75 2012 34.56 25.44 2013 37.82 26.18 2014 42.44 26.57
数据来源：IFPI，智研数据中心整理
二、2014年全球数字音乐市场发展态势 2
三、2015年数字音乐市场发展状况 5
四、2015年全球合法数字音乐销售额增幅远低于往年 7
五、2014年数字音乐销量将超CD唱片 10
六、新商业模式推进数字音乐产业发展 10
第二节 数字音乐市场竞争格局分析 12
一、世界数字音乐市场竞争日渐激烈 12
二、数字音乐领域多家厂商纷纷挑战苹果霸主地位 12
三、未来数字音乐市场竞争决战商业模式 13
第三节 美国 13
一、2014年美国数字音乐市场强势增长 13
二、2015年美国唱片及数字音乐市场发展状况 14
三、2015年美国数字音乐消费人数持续上升 15
四、2015年美国音乐组织就在线音乐版权费问题达成协议 16
第四节 英国 16
一、英国数字音乐消费分析 16
二、2014年数字音乐推动英国音乐版税收入 16
三、英国唱片业积极探索数字音乐发行新模式 17
第五节 其他国家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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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德国数字音乐下载市场增长情况 18
二、俄罗斯数字音乐商店市场概况 20
三、韩国数字音乐市场发展概况 21
四、韩国迎来数字化付费音乐时代 21
第二章 中国数字音乐市场分析 23
第一节 数字音乐市场发展概况 23
一、中国数字音乐产业的演进 23
二、数字音乐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 23
三、数字音乐网站主要经营模式 23
四、数字音乐与传统唱片的较量 25
五、深圳数字音乐产业极具发展优势 26
六、数字音乐步入“专辑时代” 27
七、数字音乐“第三方力量”发展探析 28
第二节 2011-2014年数字音乐市场发展回顾 30
一、2011年中国数字音乐市场发展回顾 30
二、2012年数字音乐市场盘点 31
三、2013年中国数字音乐市场盘点 32
四、2014年中国数字音乐市场盘点 34
五、2015年数字音乐市场发展趋势 35
第三节 2014年中国数字音乐行业发展调研 36
一、中国数字音乐市场规模及市场结构 36
全球的音乐产业链主要由内容提供商（音乐人、唱片公司）、服务提供商（分发渠道、演出
经纪）、消费者三部分组成。简单说来，就是由唱片公司组织词曲作者、明星和专业制作团
队打造出音乐产品，通过中间渠道分发销售，或是由演出经纪公司组织表演，最终将音乐产
品送达消费者手中。
音乐产业链示意图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整条音乐产业链在服务提供商环节分成三条子产业链。第一条是唱片产业链。音乐作品被灌
制成唱片母带，或制作成CD等实体产品交给音像发行商、或直接制作成数字音乐版本出售
给数字音乐发行商，将音乐作品传递给消费者。第二条是版权产业链，唱片公司将音乐作品
授权给电视台、电影、广播等媒体渠道播出，通过收取版税并与音乐人、明星等分成实现盈
利。第三条是演出产业链。唱片公司与经纪公司合作安排明星通过举办演唱会、拍摄广告和
影视作品等赚取利润。
这一产业形态在20世纪中期成型。背景是晶体管收音机、彩色电视机、卡带式录音机等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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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产品取代老式的胶片-唱片机，成为音乐的主要传播媒介，音乐消费的成本大幅降低，
普及率升高，大型唱片公司如Universal Music、Sony Music、Warner Music、EMI等开始
垄断音乐市场，并形成了将娱乐经纪、音乐制作、版权经营、渠道分发垂直整合的业务模式
。这一模式在2000年达到巅峰，当年整个唱片行业销售额达到历史最高值374亿美元，四大
唱片公司完全把持了唱片产业链，并通过整合的电视频道、电台等控制了版权产业链，成为
整个音乐行业的霸主。
随着2003年苹果推出iTunes，音乐产业形态在服务提供商环节出现重大变革。四大唱片公
司对唱片产业链的把持被打破。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流媒体时代到来，音乐产业三条子
链中份额最大的唱片产业链的垂直整合形态解体，原来以CD为媒介的线下销售渠道逐渐式
微，而以iTunes、流媒体为媒介的线上渠道逐渐成为主流。传统的线下音乐分发渠道被颠覆
，以苹果、Spotify、Pandora等为代表的IT公司、互联网公司正在崛起成为服务提供商新贵
。
与全球的音乐产业生态相似，中国的音乐产业也在服务提供商环节分成三条子产业链。但是
三条子链的现状可谓冰火两重天。第一条子链，唱片音乐链，饱受盗版问题的困扰，至今仍
在生死线上挣扎；第二条子链，音乐版权链，同样因为正版保护不力而一度难以为继，但随
着国内版权保护的力度加大而有所好转。第三条子链，音乐演出链，是目前最为火爆的链条
，也是目前支撑整个中国音乐产业的最主要盈利来源。
但这样的结构明显不利于中国音乐产业的长远发展。从全球的经验来看，第一条、第二条子
链是整个音乐产业中市场集中度最高、影响力最大的产业链条。具备全球影响力的大型跨国
音乐公司和音乐分发渠道的新贵，都集中在这两个链条当中。第三条子链本身既不参与创作
音乐作品也不参与制造音乐明星，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在消费前两条子链的劳动成果。
文化产业是通往大国之路的重要软实力。而作为文化软实力的主要组成部分，音乐产业一直
是我国发展比较薄弱的环节。在国家文化产业政策环境不断优化的背景下，中国音乐产业正
在走出由实体唱片为主的传统模式向以网络音乐为主的数字模式转变的关键期。
根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统计口径：音乐产业是指以音乐作品原创为核心，覆盖音乐创作
、表演、制作、出版、发行等与音乐生产服务相关的所有行业。其音乐产业结构分为三个层
次：
我国音乐产业结构图

资料来源：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根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对“音乐产业”的界定， 2013年中国音乐产业市场总规模为2716.
56亿元，同比2012年增长7.9%，略高于同期GDP增速。2014年我国音乐产业规模为2920.3
0亿元，规模较2013年同期增长7.5%。
2010-2014年我国音乐产业规模走势图
资料来源：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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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中国数字音乐市场规模达到440.7亿元人民币。其中无线音乐市场规模达397.1亿元
，在线音乐市场规模达43.6亿元。2014年中国数字音乐市场规模达到472.1亿元人民币。其
中无线音乐市场规模达420.9亿元，在线音乐市场规模达51.2亿元。
2010-2014年我国数字音乐产业规模统计（亿元） 年份 无线音乐 在线音乐 数字音乐
2010年 332.8 2.8 335.6 2011年 351.7 3.8 355.5 2012年 374.2 18.2 392.4 2013年 397.1
43.6 440.7 2014年 420.9 51.2 472.1
资料来源：智研数据中心整理
2014年我国数字音乐市场结构图

资料来源：智研数据中心整理
二、中国在线音乐市场规模统计及市场结构 39
三、中国无线音乐市场规模及市场结构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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