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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视频、手游增长显著，巨头加码动漫二次元 

——移动互联网 APP 八月数据分析 
 
行业动态 

 暑期流量王者：受益于暑期到来，短视频、手游的 MAU 和时长增长显著。
暑假期间，泛娱乐行业展现出了强大的流量收割能力，其中短视频和手游的
MAU 分别实现了 35%和 22%的同比增长，使用时长的同比增速均超过了
50%。短视频双雄——抖音和快手的 MAU 环比增速均在 5%左右，与追赶者
的领先优势在不断扩大。 

 动漫二次元：巨头加码，快看漫画获腾讯投资。8 月 27 日，快看漫画获得腾
讯投资，巨头紧盯动漫二次元市场。目前快看漫画、腾讯动漫头部地位稳
固，微博动漫异军突起。巨头加码二次元领域，本质上是看中了潜力巨大的
95 后用户市场。典型“95 后”APP 的加总 MAU 相比去年同期，同比增速为
21%，总使用时长增速达到了 50%，远高于移动互联网平均增速 19%。 

 人口红利见顶， MAU 高增长分布在社交电商和泛娱乐类：我们统计了千万
级 MAU 应用的季度环比增速，增速最高的 APP 分布分散，包括社交电商类
的淘集集和拼多多，其中拼多多的 MAU 季度环比增速达到了 23%；泛娱乐
类的 Keep 和七猫免费小说的 MAU 环比增速均超过 40%。汽车交易相关
APP 和亲子平台 APP 增速同样可观，值得关注。 

 时长同比增速回升，泛娱乐类仍是使用时长的主要增量来源：8 月用户总使
用时长的同比增速经历连续四个月下滑后，开始回升至 19%。泛娱乐类贡献
了最大的时长增量，19 年 8 月的同比增速达到了 24%，游戏类的时长同比
增速最高，为 52%。细分来看视频、社交以及资讯类 APP 类 APP 贡献了近
一半的时长增量。 

投资建议 

 未来几年，95 后乃至 00 后将成为互联网娱乐消费的中坚力量，对应的用户
市场值得重点关注。腾讯控股的流量壁垒被市场严重低估了，尤其是 QQ 建
立起来的 95 后用户封闭文化圈。哔哩哔哩是无可争议的 95 后泛二次元用户
大本营。 

重点关注：腾讯控股（0700.HK），哔哩哔哩（BILI.O） 

 学生群体对于泛娱乐类和社交类的需求更强，暑期的到来有望带动相关
APP 的热度和用户活跃度，尤其是视频、音乐和游戏类。  

重点关注：爱奇艺（IQ.O），芒果超媒（300413.SZ），腾讯音乐（TME.N） 

风险提示 

 1）数据准确性说明：相关数据通过自有技术监测获得，并进行去重去噪点
处理，力求客观地反映业务表现。因统计方法和口径的差异，与官方数据可
能存在差异，仅为定性分析而用。 

 2）政策监管； 

 3）用户行为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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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暑期流量王者、动漫二次元 

暑期流量王者：短视频、长视频和手游实现 MAU和时长双增长 

暑期是学生群体的休假时段，因此成为了各大厂商抢占学生年轻群体，收
割假期流量的好时机。学生群体以 95 后和 00 后为主，其对于泛娱乐类和社交
的需求更强，尤其是短视频、在线视频、音乐和游戏类。暑假期间，短视频和
长视频行业均展现出了强大的流量收割能力，其中 MAU 分别同比增长 35%和
5%，环比分别增长了 4%和 2%。手游的加总 MAU 同样增长显著，同比增长
22%，环比增长 3%。而音频娱乐和移动阅读的 MAU反而出现环比下滑。 

使用时长方面，短视频行业的总使用时长同比增长 52%，环比增长 19%；
长视频行业的总使用时长同比增长 11%，环比增长 9%；手游的总使用时长同
比增长 52%，环比增长 9%。 

图表 1：泛娱乐类（包含游戏）的加总 MAU对比（亿）  图表 2：泛娱乐类（包含游戏）的总使用时长对比（亿
分钟）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创新数据中心，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创新数据中心，国金证券研究所 

短视频：抖音、快手的领先优势进一步扩大，好看视频和微视 MAU 环比

几乎零增长。 根据国金证券研究创新数据中心的监测数据，短视频行业双雄，

抖音和快手 8 月 MAU 同比增速均超过 30%，环比增速保持在 5%左右。而好看

视频和微视表现不佳，8 月 MAU环比几乎零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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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短视频头部 APP的 MAU对比（万）  图表 4：短视频头部 APP的 MAU同比增速对比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创新数据中心，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创新数据中心，国金证券研究所 

使用时长方面，目前快手最高，达到 15 分钟每天；抖音增速惊人，每日使
用时长增长至 12 分钟，大有向快手逼近的趋势。好看视频的使用时长小幅提升
至 6 分钟每天，微视继续下滑，与抖音、快手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事实上从春
节过后，微视的用户使用时长便不断下滑。即便在 6 月份微信开放微视的朋友
圈分享功能之后，整个暑假期间微视的用户使用时长和活跃度都未能止住下滑
趋势。 

图表 5：短视频头部 APP的使用时长对比（分钟/天）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创新数据中心，国金证券研究所 

手游：手游用户中，学生群体占据了相当高的比例，因此手游同样是暑期
来临的主要受益者。8 月手游的加总 MAU 实现了 22%的同比增长，环比增长
为 3%；总使用时长实现了 52%的同比增长，环比增长为 9%。 

细分品类来看，ACT(动作类游戏)和体育竞技暑期前后（8 月份相对 6 月份）
的 MAU 增速最高，均超过 11%，SIM(模拟游戏)、竞速和 SLG(策略游戏)的增
速次之。TAB(桌面游戏)和卡牌类游戏的 MAU反而出现了下滑。 

0

1

2

3

4

5

6

抖音 快手 好看视频 微视 

0%

200%

400%

600%

800%

1000%

抖音 快手 好看视频 微视 

0

2

4

6

8

10

12

14

16

2
0
1
7
-1

1

2
0
1
7
-1

2

2
0
1
8
-1

2
0
1
8
-2

2
0
1
8
-3

2
0
1
8
-4

2
0
1
8
-5

2
0
1
8
-6

2
0
1
8
-7

2
0
1
8
-8

2
0
1
8
-9

2
0
1
8
-1

0

2
0
1
8
-1

1

2
0
1
8
-1

2

2
0
1
9
-1

2
0
1
9
-2

2
0
1
9
-3

2
0
1
9
-4

2
0
1
9
-5

2
0
1
9
-6

2
0
1
9
-7

2
0
1
9
-8

抖音 快手 好看视频 微视 



行业月报 

- 5 - 

敬请参阅最后一页特别声明 

 

图表 6：手游 APP暑期前后的加总 MAU变化对比（亿）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创新数据中心，国金证券研究所 

总使用时长来看，ACT(动作类游戏)的增速最快，达到了 36%，竞速和
SIM(模拟游戏)的增速次之，而卡牌类的使用时长下滑最为明显。 

图表 7：手游 APP暑期前后的总使用时长变化对比（亿分钟）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创新数据中心，国金证券研究所 

动漫二次元：巨头加码，快看漫画获腾讯投资 

快看漫画获得腾讯投资，巨头紧盯动漫二次元市场。8 月 27 日，动漫领域
明星项目——快看漫画宣布获得腾讯 1.25 亿美元投资，用于加大对原创国漫
IP的扶持力度。据 36 氪报道，快看漫画将会继续与腾讯旗下的动漫业务部门保
持独立发展。 

-8%

-6%

-4%

-2%

0%

2%

4%

6%

8%

10%

12%

14%

0.0

0.5

1.0

1.5

2.0

2.5

3.0

3.5

休闲 射击 TAB RPG SIM 竞速 ACT SLG 卡牌 体育竞技 

2019-6 2019-8 增速 

-30%

-20%

-10%

0%

10%

20%

30%

40%

0

10

20

30

40

50

60

休闲 射击 TAB RPG SIM 竞速 ACT SLG 卡牌 体育竞技 

2019-6 2019-8 增速 



行业月报 

- 6 - 

敬请参阅最后一页特别声明 

 

快看漫画、腾讯动漫头部地位稳固，微博动漫异军突起。动漫领域的领头
羊——快看漫画的 8 月 MAU 超过了 3500 万，是第二名腾讯动漫的 2 倍；另一
方面，去年 7 月才正式以独立 APP 运作的微博动漫追赶迅猛，月活已经突破千
万。使用时长方面，腾讯动漫的每日使用时长接近 10 分钟，快看漫画为 8 分钟
左右，微博动漫的用户每日使用时长仅有 2.2 分钟，尚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图表 8：动漫APP的 MAU对比（单位：万）  图表 9：动漫APP的每日使用时长对比（单位：分钟）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创新数据中心，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创新数据中心，国金证券研究所 

巨头加码二次元领域，本质上是看中了潜力巨大的 95 后用户市场。95 后
乃至 00 后逐渐成长为移动互联网的中坚力量，其对于互联网娱乐 APP 的黏性
更强，愿意花费的时间和金钱更多。谁能进入 95 后的文化圈，谁就能获得他
们的信任，从而在娱乐消费、电商导流等多个领域获得巨大的商业前景。 

哪些 APP 能称为典型的“95 后”APP？头部 APP 中，除了作业帮（TGI
超过 300），动漫类 APP（快看漫画、腾讯动漫）以及 B站的 95 后用户比例最
高，而移动阅读和移动音乐类 APP 次之。这些典型“95 后”APP 的加总
MAU 相比去年同期，同比增速为 21%，而加总使用时长增速达到了 50%，远
高于移动互联网平均增速 19%。 

图表 10：典型 95后 APP的 95后用户比例 TGI对比 

 

 图表 11：典型 95后 APP的加总 MAU和总使用时长 

增长情况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创新数据中心，国金证券研究所 

注： 95 后用户比例 TGI=该 APP 的 95 后用户比例 / 移动互联网的 95 后用户比

例*标准数 100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创新数据中心，国金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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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红利见顶，时长增速显著回升 

MAU高增长分布在社交电商和泛娱乐类 

根据我们的监测数据，2019 年 8 月中国移动互联网月活用户规模环比小幅
下滑，同比增速连续五个月下滑。国内智能手机的普及过程已经基本完成，移
动互联网用户数近年来增长非常缓慢，同比增速连续五个月下滑，保持在 5%

以内。人口红利已经渐行渐远，用户增长面临着巨大考验。 

图表 12：中国移动互联网月活跃用户规模及增速（亿）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创新数据中心，国金证券研究所 

从一级行业分类来看，目前生活服务与工具类的加总 MAU 最高，泛娱乐
内容消费类次之。从加总 MAU 的同比增速来看，游戏与衍生生态类和泛娱乐
内容消费类受益于暑期的到来，加总 MAU 增速明显上升。社交与通讯相关类
已经诞生了微信和 QQ 两大十亿级 MAU 巨头，拥有极高的渗透率，积累了足
够高的壁垒。社交与通讯相关类的加总 MAU 增速始终不温不火，短期内很难
出现现象级的社交 APP 新玩家。泛电子商务生态类和流量分发与广告类的加总
MAU 同比增速近期呈不断下滑趋势，其中流量分发与广告类的加总 MAU 几乎
零增长。 

0%

1%

2%

3%

4%

5%

6%

10.0

10.2

10.4

10.6

10.8

11.0

11.2

2
0
1
8
-1

2
0
1
8
-2

2
0
1
8
-3

2
0
1
8
-4

2
0
1
8
-5

2
0
1
8
-6

2
0
1
8
-7

2
0
1
8
-8

2
0
1
8
-9

2
0
1
8
-1

0

2
0
1
8
-1

1

2
0
1
8
-1

2

2
0
1
9
-1

2
0
1
9
-2

2
0
1
9
-3

2
0
1
9
-4

2
0
1
9
-5

2
0
1
9
-6

2
0
1
9
-7

2
0
1
9
-8

MAU YoY



行业月报 

- 8 - 

敬请参阅最后一页特别声明 

 

图表 13：一级行业分类的加总 MAU  图表 14：一级行业分类的加总 MAU同比增速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创新数据中心，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创新数据中心，国金证券研究所 

为了跟踪近期月活用户数持续高增长的 APP，我们将近三个月平均 MAU

在 1000 万以上的 APP 作为样本，统计了平均 MAU 季度环比增长最快的前十个
APP（此处的季度环比是将近三个月作为最新一个季度周期进行计算）。可以看
出，季度环比增速最高的 APP 分布较为分散，包括社交电商类的淘集集和拼多
多，其中拼多多的 MAU 季度环比增速达到了 23%；泛娱乐类的 Keep 和七猫
免费小说的 MAU 环比增速均超过 40%。近期汽车交易相关 APP 火爆，易车
APP 的 MAU 突破千万大关，季度环比增速接近 200%。此外，多个亲子平台
APP，包括宝宝树孕育和亲宝宝增速同样可观，值得关注。 

图表 15：千万级MAU季度环比增速排行榜（MAU/万）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创新数据中心，国金证券研究所 

注：季度环比是将近三个月作为最新一个季度周期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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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长同比增速回升，泛娱乐类仍是时长增量的主要来源 

人口红利逐渐见顶，移动互联网进入了争夺存量用户注意力的竞争阶段。
根据研究创新数据中心的监测数据，受益于暑期的到来，8 月用户总使用时长
环比明显上升，同比增速连续四个月下滑后开始回升至 19%。 

图表 16：中国移动互联网月活用户总使用时长（十亿分钟）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创新数据中心，国金证券研究所 

受益于暑期的到来，泛娱乐类和游戏与衍生生态的使用时长环比上升显著，。
从使用总时长占比来看，社交与通讯相关的占比在不断下降，从 17 年 11 月的
40%下降到了 19 年 8 月的不足三分之一。而随着泛娱乐应用的多样化发展，泛
娱乐内容消费的使用总时长增速惊人，泛娱乐类与游戏类 APP 的时长占比均小
幅上升。 

图表 17：一级行业分类的使用总时长（十亿分钟）  图表 18：一级行业分类的使用总时长占比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创新数据中心，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创新数据中心，国金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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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娱乐类增长迅猛，短视频时长占比提升显著 

如今，沉迷手机已经呈现出全年龄段的共同行为特征，手机俨然成为了人
类的一个新器官。为了更直观的理解手机 APP 究竟占据了我们多少时间，我们
测算了全网 APP 的人均使用时长情况。数据显示，国人平均每天在手机 APP

的使用上花费超过三小时，同比增速为 14%，环比显著上升。其中在首位的是
泛娱乐内容消费类，人均使用时长环比增长迅猛，泛电子商务类近期增长平平。  

图表 19：人均使用时长（分钟/天）  图表 20：一级行业分类的人均使用时长（分钟/天）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创新数据中心，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创新数据中心，国金证券研究所 

细分来看，微信仍然是最大的流量入口。用户平均每天会花费 22%的时间，
约 44 分钟在微信上。而随着移动网络技术的发展，在线视频（长视频）逐步成
为了除社交以外的最大流量入口，占据了总体应用使用时长的 20%。8 月份短
视频的时长占比接近 8%，提升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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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1：使用时长占比分布（2019年 8月）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创新数据中心，国金证券研究所 

 

泛娱乐类 APP仍是使用时长的主要增量 

步入用户存量时代，如何吸引用户的注意力，把握下一波浪潮成为了
关键。在用户使用时长的红利阶段，究竟是哪些细分领域 APP 赢得了先机呢？
我们计算了 19 年 8 月的使用时长同比增量分布，可以看出，一级行业分类中，
泛娱乐内容消费在原来接近 1 小时的基数上，贡献了最大的时长增量，相比 18

年 8 月，用户每天平均多花了 12 分钟在泛娱乐类 APP 上，目前平均每日人均
使用时长接近 74 分钟；而泛电子商务生态和社交与通讯相关类的日均使用时长
增长较为平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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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2：一级行业分类的使用时长同比增量分布（分钟/天）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创新数据中心，国金证券研究所 

进一步细分，视频、社交以及资讯类 APP 贡献了接近一半的时长增量，其
中视频类 APP 主要得益于短视频的崛起以及综合视频的渗透率提高，资讯类的
增量来源主要是以今日头条和趣头条为代表的信息流资讯。而社交类微信和
QQ 的使用时长仍有小幅上升，叠加上其可观的用户数，助推社交类的使用时
长同比显著增长。  

图表 23：细分行业分类的使用时长同比增量占比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创新数据中心，国金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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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用户的黏性来看，一级行业分类的人均月使用频率同比均有明显的上升，
其中泛电子商务生态类提升最为显著。人均使用次数方面，一级行业分类相比
去年同期均有所增加，其中游戏与衍生生态和泛电子商务生态的增长最为显著。  

图表 24：一级行业分类的用户黏性对比（8月）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创新数据中心，国金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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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 

1）数据准确性说明：相关数据通过自有技术监测获得，并进行去重去噪点处理，
力求客观地反映业务表现。因统计方法和口径的差异，与官方数据可能存在差
异，仅为定性分析而用。 

2）政策监管风险：在分析互联网与传媒行业时，政策监管风险的考量必不可少。
不论是对于内容的监管，还是游戏版号的审批皆不离政策的出台和落实。如果
互联网与传媒行业监管环境趋严，行业内公司或将面临政策监管风险。 

3）用户行为和习惯或发生重大变化：不同年龄层以及不同地域间用户会随着周
边环境的改变成长变化，其习惯和行为也会随之改变。互联网产品紧随需求要
求互联网行业内公司在用户行为和习惯变迁时不要落后。如果未及时捕捉用户
行为和习惯变化，行业内公司或失去优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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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投资评级的说明： 

买入：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上涨幅度在 15%以上； 

增持：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上涨幅度在 5%－15%； 

中性：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变动幅度在 -5%－5%； 

减持：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下跌幅度在 5%以上。 

 

 

 

 

 

行业投资评级的说明： 

买入：预期未来 3－6 个月内该行业上涨幅度超过大盘在 15%以上； 

增持：预期未来 3－6 个月内该行业上涨幅度超过大盘在 5%－15%； 

中性：预期未来 3－6 个月内该行业变动幅度相对大盘在 -5%－5%； 

减持：预期未来 3－6 个月内该行业下跌幅度超过大盘在 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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