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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运动健康的五大变化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注释：本报告内容主要基于艾瑞咨询2020年12月iClick在线定量调研问卷数据得出，有效样本量N=2100。数据来源不涉及华为运动健康APP用户个人数据。

运动需求分化明显，场景更多元、诉求更细分
小众运动场景日益崛起，带动了新的运动需求；保持健康成为人们最基础的运动诉
求，而改善外形、舒缓解压、社交养生开始成为重要的运动驱动力。

运动健康智能设备正逐步实现设计个性化，功能精细化，并朝着主动健康管理迈进
未来运动健康智能设备将覆盖不同细分人群的个性化需求，并进一步拓展可监测的
数据类型和运动场景，此外还将联动应用软件打造综合的运动健康平台，帮助用户
实现主动健康管理。

后疫情时代，心理健康受到高度关注
疫情期间，人们的心理健康受到巨大冲击，抑郁、紧张、不安的情绪仍然有待安抚，
抗“抑”任重道远。

人们转向主动健康管理，对互联网医疗服务尝试意愿度较高
我国居民的健康素养水平逐年提高，越来越多人愿意通过主动改善自己的生活习惯
来预防疾病的发生。多数用户对互联网医疗服务持肯定态度，未来尝试意愿度较高。

代际越年轻，健康焦虑感越强
疫情暴露了健康防御的短板，也加重了大众对于健康的忧虑感。“没有自认为那般
健康“的焦虑意识蔓延，不良生活习惯诸多的年轻群体焦虑感更强。

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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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需求升级

人们对健康的评判维度不再仅限于“不生病”，而是追求更高层次的健康状态，既包含外在整体状态的“精神好”，又包

含内在免疫系统的“抵抗力好”。

样本：N=2100，艾瑞咨询2020年12月iClick问卷数据。

4.6%

23.2%

43.2%

44.6%

45.1%

61.5%

69.1%

不受伤

吃得香

心情好

不生病

睡得好

抵抗力好

精神好

人们心中的健康标签 “健康”联想关键词

神清气爽不油腻，百病不侵免疫强

样本：N=2100，艾瑞咨询2020年12月iClick问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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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需求升级

运动不再只为了强身健体，同时已成为人们舒缓解压的重要方式。缺乏专业运动指导是人们目前最大的运动困扰。运动不

再是日常的小打小闹，大家对于运动专业化的需求更为强烈。

样本：N=2100，艾瑞咨询2020年12月iClick问卷数据。

10.3%

17.4%

33.7%

34.0%

37.3%

54.4%

69.5%

增肌

社交娱乐

缓解身体不适

减脂

体态调整/塑形

缓解精神压力

强身健体

运动目标

缺乏专业运动指导

没时间运动

没有运动环境（场所、设施等）

TOP1

TOP2

TOP3

33.2%

31.9%

运动困扰

42.9%

一边燃烧卡路里，一边释放自我

样本：N=2100，艾瑞咨询2020年12月iClick问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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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N=2100，艾瑞咨询2020年12月iClick问卷数据。

来源: Shi L , Lu Z , Que J , et al. Prevalence of and risk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mental health symptoms among the general population in China during the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pandemic[J]. JAMA Network Open, 2020。

突发的新冠疫情对人们的心理状况产生冲击，集中隔离、收入减少、社交活动骤减、担心感染等诸多因素导致大众产生了

不同程度的心理健康问题。疫情后，人们对心理健康的关注度提升最为明显。

后疫情时代
心理健康获得“C位”关注

疫情前后人们关注的健康问题

17.6%

17.3%

26.7%

24.3%

38.6%

44.0%

60.6%

65.5%

61.5%

18.8%

20.6%

21.4%

25.7%

42.2%

44.7%

48.8%

64.4%

66.1%

血糖健康

头发健康

心脑血管健康

口腔健康

体重健康

体态健康

心理健康

饮食健康

睡眠健康

疫情前 疫情后

2020年初，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发起了一项新冠疫情

大流行期间中国普通人群心理健康症状的线上调查。

结果显示，调查对象中出现不同心理健康症状的人

群比例为——

27.9%

抑郁症状

31.6%

焦虑症状

29.2%

失眠症状

24.4%

急性应激症状

疫情期间出现不同心理健康症状的人群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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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时代

在疫情影响下，人们重新审视自身的健康状况，对健康现状的总体满意度下降，焦虑感变强。健康条件最为富足的00后、

90后，疫情前后的总体健康满意度评分差值最大，成为当下最焦虑自身健康状况的群体。

样本：N=2100，艾瑞咨询2020年12月iClick问卷数据。
注释：满意度自评总分为7分，1分表示非常不满意，7分表示非常满意。

总体健康满意度评分

5.70 5.59

疫情前 疫情后

5.46 

5.70 

5.75 

5.71 

5.43 

5.63 5.63 

5.53 

70后 80后 90后 00后

疫情前 疫情后

不同代际人群总体健康满意度评分

越年轻，健康焦虑感越强

样本：N=2100，艾瑞咨询2020年12月iClick问卷数据。
注释：满意度自评总分为7分，1分表示非常不满意，7分表示非常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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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后，人们的健康意识增强，并通过合理调整作息、优化饮食结构、提升运动频率等行为，向更健康的生活方式靠近。

后疫情时代
管住嘴迈开腿，踏踏实实养生

样本：N=2100，艾瑞咨询2020年12月iClick问卷数据。

4.2%

36.7%

38.4%

52.4%

52.7%

53.2%

57.0%

64.6%

基本没有变化

愿意了解和购买健康产品

更多地借助互联网渠道解决健康问题

对心理/精神健康关注度提升

运动频率提升

科学调整饮食结构

合理调整作息

健康意识增强

疫情后健康行为习惯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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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4.1%

27.0%

28.8%

32.4%

33.3%

36.5%

41.4%

43.2%

44.6%

49.1%

其他

吃得少

饮酒多

吃得多

高盐腌制品

进食不定时

吃宵夜

常吃外卖

高糖摄入

喜好辛辣

重油食品

饮食健康行为
饮食健康的三大杀手：重油、嗜辣、高糖
全年龄段饮食健康三大杀手：重油、辛辣、高糖。与整体人群数据相比，不同代际人群有其表现突出的不良饮食习惯：00

后更爱点外卖，90后更爱吃夜宵，80后更易饮食过量，70后更爱饮酒。

样本：N=2100，艾瑞咨询2020年12月iClick问卷数据。 样本：N=2100，艾瑞咨询2020年12月iClick问卷数据。

饮食不健康的原因

00后：外卖平台常驻选手
点外卖
55.2%

90后：夜越深，食欲越好吃夜宵
52.2%

70后：人到中年酒醉心饮酒多
43.3%

80后：唯美食不可辜负吃太多
34.5%

不同代际人群表现突出的不良饮食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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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32.5%

40.1%

48.7%

51.0%

53.3%

58.2%

没有什么变化

采取分餐制

少吃冷冻食品

少吃重口味食物

少吃高盐/高糖/高脂食品

经常在家吃饭

注重饮食的营养均衡搭配

疫情后的饮食变化疫情前后饮食健康满意度自评

5.48 5.73 

疫情前 疫情后

饮食健康行为
后疫情时代，回家吃饭，好好吃饭
疫情对人们的饮食健康产生良性影响，饮食健康满意度在疫情后得到提升。疫情后，人们更注重饮食搭配、更多选择在家

吃饭。

样本：N=2100，艾瑞咨询2020年12月iClick问卷数据。
注释：满意度自评总分为7分，1分表示非常不满意，7分表示非常满意。 样本：N=2100，艾瑞咨询2020年12月iClick问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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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眠健康行为
午夜时分，清醒有谁
（1）80后、90后更少眠：受工作压力大、育儿琐事多、身体状况下降等诸多因素干扰，面临“中年危机前兆”的80、90

后每日睡眠时长少于6小时的比例最高。（2）00后最易失眠：由于00后大多处于毕业前后，学校宿舍和事业起步期的居

所难以为其提供优质的睡眠环境。另外，过于丰富的夜间线上娱乐活动，高强度的学业考试、初入职场的压力，导致00后

高频失眠比例最高。（3）高收入人群睡眠质量堪忧：承担着更多责任和更大压力的高收入人群（月收入在2万元以上），

睡得少、高频失眠比例明显高于其他收入人群。

样本：N=2100，艾瑞咨询2020年12月iClick问卷数据。 样本：N=2100，艾瑞咨询2020年12月iClick问卷数据。

14.3%
15.8%

17.6%

24.7%

6.1% 5.8% 6.0%

14.8%

5千及以下 5千-1万 1万-2万 2万以上

平均睡眠时长≤6小时/日（%）

平均失眠频率≥3次/周（%）

不同月收入水平群体中，高收入人群睡眠质量堪忧

不同代际人群中，00后最易失眠

70后 80后 90后 00后

（平均失眠频率≥3次/周）

70后 80后 90后 00后

不同代际人群中，80、90后更少眠
（平均睡眠时长≤6小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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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眠健康行为
年轻群体更爱尝试APP付费助眠
人们最常用的助眠方式为音乐助眠和运动助眠。助眠新形式：APP付费助眠服务（如付费白噪音、付费旋律音乐、付费冥

想课程等），90后、00后人群使用比例最高。相比于年长一辈，90、00后对于新兴事物和互联网付费服务的尝试意愿更

高，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也更为强烈。

样本：N=2100，艾瑞咨询2020年12月iClick问卷数据。 样本：N=2100，艾瑞咨询2020年12月iClick问卷数据。

0.4%

5.0%

8.1%

9.8%

11.5%

15.6%

18.9%

19.4%

21.9%

27.4%

41.3%

43.9%

其他

药物

寻求医生帮助

熏香

吃褪黑素等助眠保健品

APP付费助眠服务

啥也不干，自然入睡

冥想

使用眼罩/耳塞等小工具

更换舒适的寝具

运动助眠

音乐助眠

常用不同助眠方式的人群比例

3.8%

14.5%

14.7%

19.2%

20.5%

70后

95后

80后

90后

00后

不同代际人群使用APP付费助眠服务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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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眠健康行为
后疫情时代，夜变短，觉变长
疫情后，人们熬夜次数更少、睡眠时间更长。疫情对人们的睡眠健康产生良性影响，睡眠健康满意度在疫情后得到提升。

样本：N=2100，艾瑞咨询2020年12月iClick问卷数据。
样本：N=2100，艾瑞咨询2020年12月iClick问卷数据。
注释：满意度自评总分为7分，1分表示非常不满意，7分表示非常满意。

52.8%

37.2%

33.8%

19.0%

12.6%

11.8%

更重视睡眠质量

睡眠时长增加

熬夜次数减少

没什么变化

熬夜次数增加

睡眠时长减少

疫情前后睡眠健康满意度自评

5.56 5.61 

疫情前 疫情后

疫情后睡眠状况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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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看，跑步是最受人们欢迎的运动。相对而言，不同代际间的运动偏好有所差异。（1）球类运动不仅高消耗，且具

备一定的社交属性，对于年轻有活力的00后来说更有吸引力；（2）90后的运动诉求以减肥塑形为主，同时他们在运动方

面的支付力更强，瑜伽这类高格调的运动会更受偏好；（3）游泳能全方位提高一个人的综合身体素质，能够很好地满足

80后日益迫切的养生需求；（4）徒步、健走对体能的要求较低且有利于放松身心，这类低投入高回报的运动更受闲暇时

间充裕的70后偏好。

运动健康行为
跑步为全民首选，代际间运动偏好有不同

样本：N=2100，艾瑞咨询2020年12月iClick问卷数据。

样本：N=2100，艾瑞咨询2020年12月iClick问卷数据。
注释：TGI指数等于100表示平均水平，高于100代表该类用户对某类特征的偏好程度高
于平均水平。

代际 偏好的运动类型 TGI

00后 球类运动 137

90后 瑜伽 122

80后 游泳 113

70后 徒步/健走 127

0.3%

4.7%

6.9%

11.4%

17.4%

18.9%

21.6%

25.0%

25.8%

35.0%

36.6%

51.5%

72.0%

其他

搏击

太极

广场舞

健美操/舞蹈

力量或肌肉锻炼

瑜伽/普拉提

登山

游泳

球类

骑行

徒步/健走

跑步

近一年具备运动行为的人群参与不同类型运动的比例 不同代际人群相对偏好的运动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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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17.0%

20.6%

33.8%

34.7%

35.6%

43.8%

46.0%

52.1%

基本没有变化

积极参加公共体育赛事/活动

使用了不同的运动设备

尝试了新的运动类型

运动时长/频率提高

运动类APP使用频率增加

了解了新的运动知识

学习了居家运动技巧

运动意识提升

运动健康行为
后疫情时代，宅家运动技能Get
在疫情的影响下，家成为一个重要的健身场景，宅家人群通过掌握居家运动技巧、学习科学的运动知识，开启了运动新场

景。 相较疫情前，人们更重视心肺功能的提升，并开始更多地通过心肺循环的训练增强免疫力。

样本：N=2100，艾瑞咨询2020年12月iClick问卷数据。
来源：2020年华为运动健康APP播放量TOP5健身课程。更多内容，可登录华为运动健康
APP查看。

疫情后运动行为习惯变化

HIIT心肺循环进阶01

腹肌撕裂者 基础02

腹部肌肉激活03

全身拉伸放松04

完美马甲线 入门05

疫情后，人们更关注心肺循环功能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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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智能设备/APP用户记录运动数据的习惯

多数情况下

会记录

42.4%

偶尔会记录

23.9%

每次都

会记录

21.9%

几乎不记录

11.8%

多数情况

下会记录

48.7%

偶尔会记录

25.9%

每次都会记录

22.2%

几乎不记录

3.2%

打卡不停，用数据记录健康轨迹
在使用过可监测运动、健康数据的相关智能设备或APP的用户当中，超六成的人已养成了持续记录（每次或多数情况都会

记录）运动/健康数据的习惯。

样本：N=2100，艾瑞咨询2020年12月iClick问卷数据。 样本：N=2100，艾瑞咨询2020年12月iClick问卷数据。

健康智能设备/APP用户记录健康数据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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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盯体重和卡路里，好身材是第一要义

样本：N=2100，艾瑞咨询2020年12月iClick问卷数据。 样本：N=2100，艾瑞咨询2020年12月iClick问卷数据。

39.1%

40.8%

41.7%

48.7%

步数

运动时间

心率

消耗的热量/卡路里

41.6%

47.3%

50.2%

健身指标

睡眠指标

形体指标

(如体重、体脂率、身体形态等)

(如睡眠时长、深睡时长等)

(如基础代谢率、骨骼肌量、身体
水分率、蛋白质等)

最受关注的运动指标为消耗的热量/卡路里，最受关注的健康指标为体重、体脂率、身体形态等形体指标，可见好身材是

人们的重要诉求。

人们主要关注的运动指标 人们主要关注的健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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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医疗
行业保持高速增长，将迎来新一轮探索期
本次研究中的互联网医疗为广泛定义，一切借助互联网平台进行的医疗行为（如医疗问诊、医药电商、健康管理等）都包

含在内。2020年互联网医疗的市场规模预计可达到409亿元，同比增长50.5%。随着近一年来大环境及政策逐渐明晰，互

联网医疗的限制被明显放宽，医保、支付等多处重要环节正被进一步打通。新的政策和技术支持下，互联网医疗将迎来新

一轮探索期。

来源：市场规模为艾瑞研究院综合公开资料、企业及专家访谈，根据统计模型核算及预估。
注释：报告撰写期间，2020年互联网医疗市场规模相关确切统计数据尚未发布，2020e、2021e、2022e均代表当年的预测数据；报告所列规模历史数据和预测数据均取整数位（特
殊情况：差值小于1时精确至小数点后一位），已包含四舍五入的情况；增长率的计算均基于精确的数值进行计算。

62
83

132

184

272

409

556

700

48.1%

34.2%

58.0%

40.2%

47.5%
50.5%

36.1%

25.9%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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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0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e 2021e 2022e

规模（亿元） 增长率（%）

2015-2022年中国互联网医疗市场规模及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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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0%

52.4%

50.3%

46.1%

25.4%

12.2%

0.2%

指导生活习惯的改善

降低可能的疾病带来的风险

及时了解自己与家人的健康状态

尝试先进的新技术新产品

好奇，感觉十分有趣

其他人带动使用

其他

人们使用互联网医疗服务的原因

互联网医疗
有效健康指导为必需，科技创新不能少
人们使用互联网医疗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希望其能对生活、健康带来积极影响，如改善生活习惯、降低疾病风险、及时了解

健康状况等。能有效指导用户健康生活是互联网医疗产品增强用户黏性的根本。其中，46.1%的人使用互联网医疗服务是

由于希望尝试先进的新技术和新产品，即互联网医疗的服务和产品设计的科技感和创新感，对用户来说比较有吸引力。

样本：N=1275，艾瑞咨询2020年7月iClick问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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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满意

57.9%

非常满意

21.6%

一般

16.4%

不太满意

3.0%

非常不满意

1.1%

样本：N=1275；艾瑞咨询2020年7月iClick问卷数据。 样本：N=2100，艾瑞咨询2020年12月iClick问卷数据。

互联网医疗
多数用户持肯定态度，未来尝试意愿度较高
第4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研究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6月，我国互联网医疗用户规模达2.76亿，占网民整体的29.4%。

根据艾瑞用户调研显示，多数有使用经历的用户对目前的互联网医疗服务持肯定态度。同时，在尚未使用过互联网医疗服

务的受访者当中，近八成的人未来尝试意愿度较高。

比较愿意

63.6%

一般

15.2%

非常愿意

14.3%

不太愿意

5.5%

非常不愿意

1.4%

2020年中国互联网医疗服务满意度调查 互联网医疗服务未来尝试意愿度

近八成的人尝
试意愿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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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医疗
总体消费支出还不多，但增长明显
从目前花费看，互联网医疗家庭年消费在2000元以内是主流。与2019年相比，2020年花费在2000元以上的人群比例也在

明显增长。

样本：N=2100，艾瑞咨询2020年12月iClick问卷数据。

2019-2020年家庭互联网医疗服务消费金额比例变化

5.0%

24.2%

26.8%

19.4%

13.3%

6.9%

3.0%
1.4%

4.2%

19.2%

21.8%
21.1%

17.7%

10.3%

4.2%

1.5%

0元 1-500元 501-1000元 1001-2000元 2001-3000元 3001-5000元 5001-1万元 1万元以上

2019年 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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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注释：健康素养包括基本健康知识和理念、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基本技能三个方面。 来源：网络公开资料。

健康需求变化趋势
开始从被动的、应对性的就医治疗，转向主动的、常态性的
预防保障
随着生活水平和居民素质的改善，我国居民的健康素养水平逐年提升。良好的饮食、睡眠、运动习惯对于改善健康状况的

积极影响得到了广泛认可。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愿意通过主动改善自己的生活习惯来预防疾病的发生，健康消费的用户群

体也呈现年轻化的趋势。

14.2%

17.1%
19.2%

22.0%

2017 2018 2019 2020e

中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

95后

接近40%的体检
购买者是95后

• 2020年3月22日至31日期间，支付宝平台上的体

检销量是去年同期的3倍。

• 相比中老年人，95后年轻人的健康消费意识最强。

健康消费的用户群体呈现年轻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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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需求变化趋势
运动需求将进一步分化，运动场景更多元、诉求更细分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运动群体的需求正持续产生分化，一方面表现在更多元的运动场景出现并走向大众，新运动场景也带动了新的运动需求；

另一方面表现在不同细分群体的运动类型、运动诉求都更加细化。

运动场景多元化 运动诉求细分化

不同年龄段用户运动诉求细分化

• 青少年：高强度运动，健身塑形

• 中年人：休闲类运动，减压减肥

• 中老年：户外类运动，社交养生

不同运动目标下的诉求细分化

• 局部塑形：直角肩、少女背、天鹅颈、女团腿等

• 增肌减脂：人鱼线、巧克力腹肌、胸肌等滑板 马术 滑雪拳击

运动场景多元化主要表现在小众运动场景的崛起

• 一是由于专业型运动场馆的日益涌现和小众健身器材的

日渐普及，追求多元化的运动爱好者们已经不再满足于

主流的运动项目；

• 二是由于小众运动不仅具备更高的趣味性和娱乐性，也

逐渐成为一种个性化的生活方式。

小众运动类型列举

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运动健身产品和服务的不断升级，

为各类细分人群实现不同的健身诉求提供了可能性。关

注健康成为最基础的运动诉求，而改善外形、舒缓解压、

社交养生开始成为重要的运动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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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健康科技工具未来趋势
互联网医疗短期形势向好，中长期发展依赖服务质量提升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短期看，互联网医疗正充分发挥医疗信息化、在线诊疗及医药电商的积极作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线下医疗的短板，因此

还将保持良好发展势头。然而，互联网医疗由于缺乏同质化医疗服务、专家资源和有效盈利模式，仍面临着难以提升医疗

服务质量的困局。从长远来看，互联网医疗如何为用户提供深层次、高质量的医疗服务，仍需探索。

互联网医疗长远发展的探索方向

• 进一步打破传统医疗生态中以医院为中心的资源流动壁垒，探索培育高等级、适应互联网节奏的优质医生，构建“医+药+险”综合

产业生态闭环。

• 探索能够在互联网+医疗各环节增加用户留存和提升就医服务质量的差异化经营模式。增加就诊时医患的面对面感知和身临其境的就

医体验，在科技升级的助力下实现“医生更懂、更了解患者”。

互联网医疗优势

降低时间成本

就医问诊的排队时间过长是传统医疗的突出痛点，互联

网医疗通过线上挂号、线上问诊、线上结付，实现“小

病在家看，大病不用等”。

资源全覆盖

医疗信息的共享与资源的更合理分配，极大提升了就医

体验和就医效率。

个性化定制

在实现医疗信息查询、电子健康档案和远程会诊等服务

的基础上，结合AI大数据更易形成个性化服务。

互联网医疗劣势

缺乏同质化医护服务

互联网医疗尚未能达到和线下医院同质化的医护服务水平，

仅凭借线上问诊手段和目前已有的远程医疗指标监测无法全

面了解患者的健康信息并做出准确诊断。

缺乏专家资源

当前互联网医疗服务机构的专家资源十分有限，主要是因为

优质医师的个人时间少且大多是利用碎片化时间提供线上医

疗服务，对于及时解决患者的问题这一需求不能很好满足。

缺乏有效盈利模式

目前互联网医疗服务机构的商业模式各有不同，但业务发展

及盈利能力提升仍不容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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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健康科技工具未来趋势
运动健康智能设备，加速进入数字健康时代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疫情之下，人们对于主动健康管理的需求被进一步激发。随着5G浪潮到来，运动健康智能设备的购买需求正在持续不断地

释放。在技术升级助力下，未来的运动健康智能设备将进一步实现设计个性化、功能精细化，并不断向主动健康管理进化。

设计个性化

• 运动健康智能设备的产品设

计在未来将进一步实现差异

化和个性化，以覆盖不同年

龄段及不同经济水平人群的

运动及健康管理需求。

功能精细化

• 可监测的数据类型进一步

拓展，可覆盖的运动场景

更为丰富。

• 监测数据精确度进一步提

升，并向专业医疗监测设

备看齐。

向主动健康管理进化

• 运动健康智能设备将实现对

早期潜在疾病的预防和筛查，

并联动应用软件打造综合的

运动健康平台，以期帮助消

费者持续关注身体变化、实

现个人的自主健康管理。

运动健康智能设备未来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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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说明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男, 

50.0%

女, 

50.0%
性别

➢ 研究方法：在线定量调研问卷

➢ 调研时间：2020年12月

➢ 有效样本量：N=2100

一线城市, 

48.3%二线城市, 

30.9%

三线城市, 

20.8%

城市线级

16-20岁, 10.4%

21-25岁, 

26.2%

26-30岁, 28.7%

31-40岁, 

25.9%

41-50岁, 

8.8%

年龄

5千及以下, 

26.0%

5千-1万, 38.8%

1-2万, 

24.6%

2万以上, 10.6%

个人月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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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艾瑞 我们相信数据的力量，专注驱动大数据洞察为企业赋能。

在艾瑞 我们提供专业的数据、信息和咨询服务，让您更容易、更快捷的洞察市场、预见未来。

在艾瑞 我们重视人才培养，Keep Learning，坚信只有专业的团队，才能更好地为您服务。

在艾瑞 我们专注创新和变革，打破行业边界，探索更多可能。

在艾瑞 我们秉承汇聚智慧、成就价值理念为您赋能。

400-026-2099

扫 描 二 维 码

读 懂 全 行 业

海 量 的 数 据 专 业 的 报 告

我们是艾瑞，我们致敬匠心 始终坚信“工匠精神，持之以恒”，致力于成为您专属的商业决策智囊。

ask@iresearch.com.cn

关于艾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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