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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影音網站現況觀察 

研發部 副研究員王如蘭 2017 年 8 月 

    根據中國互聯網路資訊中心（CNNIC）於今年 7 月所發布的第 40 次《中國

互聯網路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截至 2017 年 6 月，中國總人數約為 13 億 8300

萬人，上網人數為 7.51 億，網路普及率為 54.3%，其中 96.3%以手機為主要上網

裝置，值得注意的是以桌機或是平板的上網比率下降，以手機及聯網電視上網的

比例則增加。中國網路使用者平均每周上網時間為 26.5 小時，與 2016 年底相差

無幾。在年齡結構上，以 10-39 歲民眾為主，占整體的 72.1%，其中 20-29 歲的

網路使用者占比最高，達 29.7%，10-19 歲、30-39 歲占比分別為 19.4%、23.0%，

與 2016 年底相比，稍略有下降，而 40 歲及以上占比則增長 1.7 個百分點。 

    統計報告同時指出，中國網路影音網站用戶為 5.65億，較 2016年底增加 2026

萬人，增長率為 3.7%。目前中國整體網路影音內容產業在政府加強對網路影音

業者內容的監管與審查政策下，朝向購買正版版權、強化自製內容與發展短視頻、

及開發使用者付費等多元經營模式發展。 

影音網站三強鼎立 內容版權與網路劇為競爭優勢 

    中國的影音網站業者眾多，但主要流量還是以愛奇藝、優酷和騰訊三家業者

為主，這直接反映了中國網路業者 BAT：百度（Baidu）、阿里巴巴（Alibaba）、

騰訊（Tencent）的三強鼎立結構。百度在 2013 年收購 PPS 影音網站並與旗下愛

奇藝合併；阿里巴巴於 2016 年完成優酷土豆的收購；而騰訊原旗下即有騰訊影

音網站。三大網路巨頭不僅改變了網路影音的競爭局面，更翻轉了中國影音網站

的經營模式。 

    舊有的影音網站經營模式主要就是購買電視業者的節目到網路上播放，以廣

告為主要收入來源。但自 2016 年以後，中國影音網站進入到使用者付費與差異

化經營時代，愛奇藝的廣告收入占營收比例於 2016 年開始低於 50%，收入結構

開始產生變化，隨著付費會員的增加，觀眾對付費內容的需求也愈加興盛，除了

購買節目版權之外，自製網路戲劇與綜藝就成了各大影音網站的重要布局與差異

化來源。 

    在 2017 年的愛奇藝世界大會上，愛奇藝提出了與影視業者合作，共同製作

超級網路劇的策略「海豚計劃」，以高單價、單集 45-60 分鐘，一季 12 集，一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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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季的周播規劃，此近似於美國網劇的付費模式，與現中國電視業者為了廣告收

入導致連續劇集數越來越長的模式不同，此舉讓傳統電視劇或電影大導演都紛紛

看好網路戲劇發展並投入製作。另外，愛奇藝同時提出了扶持製作人和編劇的「幼

虎計劃」以及培養新藝人的「天鵝計劃」，一同圍繞著超級網路劇的打造而展開，

準備連結上中下游影視產業鏈，形成網路影視生態系。騰訊也成立企鵝影視，主

要以網絡劇、電影投資、藝人經紀為三大核心業務，整合産業鏈，打造優質網路

原生內容平台。 

付費會員收入占比提升 大中小型影音網站各有利基市場 

    雖然網路戲劇或綜藝整體數量越來越多，但是從流量上來看，原生網路劇的

流量還是低於向電視台購買聯播的台網聯播戲劇。然獨家網路戲劇仍有優勢，其

所帶來付費會員人數增加讓愛奇藝在中國艾瑞諮詢所發布的 2017 上半年網路用

戶或移動用戶數據，在 PC 端與 APP 端的使用人數與時數都高過優酷和騰訊，甚

至拉大了差距，也就是愛奇藝的製作網路劇策略確實提升了使用者黏性，形成競

爭力。在未來內容付費將成為主流的趨勢下，付費會員數、潛在付費與持續付費

意願將決定影音網站優勢，由大型網路劇帶動之下，其他領域的內容包括綜藝、

動漫、兒少等領域的超級大作，都將逐步成為付費內容之一。 

    在積極發展自有版權鞏固付費會員策略之外，愛奇藝、優酷和騰訊相較於搜

狐、樂視或芒果 TV 等第二圈網路影音業者的優勢在於背後母集團的垂直整合能

力，在掌握影視 IP 的同時，將音樂版權、藝人經紀、文學作品、周邊商品開發

甚至是遊戲開發一併完整規劃應用，跨出影視產業的框架到文化創意產業的範

圍。 

    那除了三巨頭之外，其他第二圈的網路影音業者如何生存?有既有電視台資

源者如湖南衛視下的芒果 TV，獨播湖南衛視的內容為其優勢；另外如搜狐專注

經營小品自製綜藝及網路劇；或如 bililbilil 網站以 90 後為清楚的目標觀眾，在

廣大的網路使用者基礎下，都還有利基市場的生存能量。但是在 2017 年 6 月，

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發布《關於進一步加強網路視聽節目創作播出管理的通

知》，強調網路影音內容與廣播電視內容為同一標準和規管尺度的加強規管政策

下，對於部分影音網站成了嚴峻的考驗，後續效應還有待觀察。 

 



 

3 
 

移動端用戶增加 短視頻火紅加值創造新營收 

    依第 40 次《中國互聯網路發展狀況統計報告》，96.3%的中國網民主要利用

手機上網，在碎片化的收視行為下，短視頻成了直播之後的新興流量競爭場域。

依據中國短視頻行業發展研究報告中的定義，短視頻指以手機拍攝長度以秒計算，

於社交媒體上分享的視頻。這代表短視頻不是網路影音內容的短版，而是一種新

型的社交、訊息傳遞、資訊獲取、線上參與以及碎片化娛樂的綜合。如此跨界多

工型態，發展到 2017 年就成為新型大宗網路流量，除了原本的快手、美拍、西

瓜視頻等業者外，阿里巴巴也將原本的土豆網轉型為短視頻平台，騰訊則是直接

投資快手。 

    短視頻網站雖然有了巨大的流量，但是如何將流量轉為營收，目前仍以廣告

為主要方式，但是在影音網站業者的經營模式下，則將短視頻列為自身影視生態

系的一部分，充分利用影音內容的加值長尾效應。 

影音網站仍處虧損階段 然經營模式已逐步成熟 

    中國影音網站發展由盜版盛行到購買正版版權；由競爭電視台旗艦戲劇或綜

藝到自製節目興起；由網網聯播或網台聯播節目到差異化內容區隔；由收入來源

以廣告為主到使用者付費與衍生商品迅速發展的多元營收來源，目前中國影音網

站經營雖仍處虧損階段，但在中國網路使用者與影音網站用戶均處逐年持續成長

的情況下，集團化、年輕化與差異化的經營模式已逐步浮現與成熟，未來中國影

音網站競爭態勢與發展就讓我們持續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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