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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数字音乐产业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已经成为了国家文娱产业的重要支柱之

一。数字音乐能够以更高的音乐质量满足人们的音乐需求，改变了人们收听音乐的方

式和消费习惯，如今广泛应用于社会各个层面。市场的飞速发展使其他行业挖掘到盈

利潜质，纷纷拓展相关业务，意图抢占市场份额。激烈的市场竞争给产业带来机遇的

同时也带来了挑战。本文先简要阐述了数字音乐产业概况，围绕世界排名、收费结

构、竞争格局方面分析数字音乐产业现状；然而，产业的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五大类

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针对音乐人、政府、平台方面的四大发展对策，旨在为

产业进一步发展提供相关建议。 

 

关键词：数字音乐、平台运营、综合分析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technology, the digital music industry has become 

one of the important parts of the national entertainment industry. Digital music can satisfy 

the needs of music with higher quality as well as change the way of listening to music and 

consumption habits, and is widely used in many aspects of present society.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market of digital music, external companies have explored the potential 

and tried to expand related businesses in the market. The market competition brings both 

changes and challenges to the digital music industry. This study briefly describes the digital 

music industry by analyz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industry from the aspects of world 

ranking, charging structure, and competition pattern. However, these are five kinds of 

problems during development. This study provides four development methods for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Keywords: Digital Music, Platform Operation, Comprehensive Analysis 

 

1. 前言 

音乐的载体经历了黑胶唱片、磁带机与 CD 三个阶段，如今停留在数字音乐阶

段；与传统音乐相比，数字音乐具有零损耗、准确性和便捷性等优势（秦帅，2016）。

进入二十世纪后，数字音乐随着互联网的普及，逐步进入产业化发展阶段。数字音乐

在我国的发展历程可以简要分成四个阶段。在发展初期，产业内仍处于先摸索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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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阶段，各类良莠不齐的音乐网站成立，无授权的盗版音乐和片段式的彩铃音乐充斥

市场，扩大了各大运营商的利润空间（邢琤，2018）；第二阶段为 2004~2008年，人

们对音乐需求转向了对于音乐的下载保存，一时间内涌现了以酷狗音乐、百度 MP3

为代表的 P2P 在线音乐软件，各大音乐公司获得资本支持后发展壮大；第三阶段位

于 2010年前后，许多早期成立的音乐网站由于版权问题被迫关闭，产业内开始新一

轮的洗牌；第四阶段则是 2013 年至今，产业的总规模收入呈现了快速的增长趋势，

世界排名也不断攀升。产业内不同音乐平台在新时代的变局中谋求破局，意图在市场

竞争中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 

在经历了这四个阶段的同时，数字音乐产业逐渐朝着商业化方向发展。大部分学

者对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呈乐观态度，更关注于产业的现状、发展趋势和商业模式研

究。然而，数字音乐产业的商业化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许

多待解决的问题。 

 

2. 数字音乐产业概述 

2.1 数字音乐定义 

在狭义上，数字音乐指的是利用电子技术加以合成制作出来的音乐；在广义上，

数字音乐指的是无论以何种形式产生的，最后以数字格式进行存储，可以通过网络平

台进行传播的音乐（符笑欢，2020）。 

 

2.2 数字音乐产业定义 

对于数字音乐产业，可以简要定义为从事数字音乐生产、传播、销售的企业和企

业生产活动的总和（李明颖，2007），有学者认为除了直接从事的主体之外，还应该

涵盖其他起到辅助作用的相关产业的经营管理活动（佟雪娜，2013）。 

 

2.3 数字音乐产业链 

从微观层面来看，用户每收听一首正版音乐，都需要经历音乐创作、音乐录制、

音乐版权和音乐分发四个层次。位于第一和第二层次的音乐创作方和音乐录制方是

音乐作品的生产者，在产业链中发挥着供给作用；音乐版权方则通过签订授权合同，

拥有充分的作品使用权利，将作品转授给作为分解者的音乐分发方，通过分发方进一

步的归纳整合，通过推荐等功能满足作为需求方用户的音乐需求。 

从宏观层面来看，数字音乐产业链的发展离不开宏观环境给予的良好保障。国家

版权局屡屡出台通知及政策，力图整治产业内现存问题；经济的快速发展促进产业得

到资本的关注和支持；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为产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条件，各类音

乐平台相继涌现；社会逐渐从重视物质消费转变成精神文化消费，对于音乐的需求日

益多元化。外部环境的政策、经济、科技和社会四个方面共同促进了数字音乐产业的

产业化发展。 

 

3. 数字音乐发展规模 

3.1 市场规模不断扩大 

2015 年开展的“剑网行动”是市场快速发展的助推器。它聚焦于网络音乐领域，

严厉打击任何以互联网形式，未经版权方许可便随意传播音乐作品的行为，督促各大

音乐平台取得授权方的正规授权，建立良好的版权生态环境。时至今日，“剑网行动”

的成果有目共睹，它成功净化了产业发展环境，解决了部分网络版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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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数字音乐市场总收入规模从 2013 年到 2018 年都呈现了快速的增长趋势，

同时咨询机构预测今后的总收入规模会以更稳健的速度进行增长（图 1）；其中通过

政策的有效干预，2015年数字音乐总收入增速为有史以来最高的 113.2%，2015年也

因此成为数字音乐产权元年。 

 

 
资料来源：艾瑞咨询 

图 1. 2013-2023年中国数字音乐市场发展规模及增速 

 

3.2 世界排名不断提升 

2006年国际唱片业协会（IFPI）的《盗版报告》中，中国被列为全球音乐盗版最

严重的十大国家之一，IFPI在2008年首次提及中国互联网音乐99%的盗版率，批评了

百度为用户提供了大量未经授权的盗版音乐；2012年之前，中国音乐市场一直是报告

中的典型反面案例。文化部在意识到音乐盗版问题之后，实施了许多针对盗版CD和

非法下载问题的措施，从此情况得到很大改善。2014年的《数字音乐报告》中，IFPI

对中国市场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把中国称为“合法音乐市场的新希望”。根据近

几年IFPI公布的报告来看（图2），中国音乐市场的世界排名也随着收入的增长而年

年攀升，2017年中国音乐市场首次跻身于世界前十的行列中，比上一年的收入增长了

35.3%，2018年中国的世界排名攀升至第七名，报告中称中国是世界上收入增长最快

的音乐市场。 

 

 

 

 

 

 

 

 

 

 

 

 

 

资料来源：IFPI 

图 2. 2004-2018年中国录制音乐市场排名变动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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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寡头垄断的竞争格局基本确立 

平台主打差异化的发展战略造成了平台类型多元化。现有的音乐平台可以按照

功能划分为原创性音乐平台、综合性音乐平台、音乐直播、音乐电台和音乐 K 歌等

不同类型。虽然各类平台百花齐放，但是产业大体呈现平台寡头垄断格局。产业内活

跃用户最多的前三个 APP 为 QQ音乐、酷狗音乐和酷我音乐，这三个 APP 同时隶属

于腾讯音乐集团（TME），紧随其后的是由百度融资的网易云音乐和隶属于阿里巴巴

的虾米音乐。版权问题是造成寡头垄断格局形成的最大原因，现有企业具有比潜在进

入企业以较低的价格获取版权的能力，使得试图进入的新企业处于竞争中的劣势地

位（倪澄澄，2020）。 

 

3.4 收费结构日趋合理 

产业的市场收入结构分为用户付费收入、广告收入和版权运营收入三个部分。 

 

 

 

 

 

 

 

 

 

 

 

 

 

 

 

 

 

资料来源：艾瑞咨询 

图 3. 2013-2023年中国数字音乐市场收入结构分布 

 

2013 年~2015 年，平台收入主要来源于用户付费收入和广告收入，前期广告收

入占据了最大部分，由于平台本身广告变现能力较弱，广告收入所占比例逐渐消减，

用户付费比例则由于付费意愿强化而持续增高。直至 2016年，版权运营收入才作为

新板块进入到收入结构中，和用户付费收入所占的比例逐年增加。近几年来，用户付

费收入逐渐取代广告收入成为市场收入来源的最大部分，广告收入则降低成为第二

大部分，版权运营收入紧随其后。与理想的商业模式比较，还应提升用户付费收入和

版权运营收入的占比，降低广告收入的占比。 

 

4. 存在问题 

4.1 忽略音乐人的市场价值 
从 2016 年网易云音乐发布的《中国独立音乐人生存报告》来看，大部分音乐人

的生存状况不够乐观。2016年的报告显示 68.8%的音乐人的平均月收入达不到 1,000

元，95.6%的音乐人月收入在 1万元以下。大部分音乐人无法只依靠音乐工作来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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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需求，80%以上的人也只能选择将音乐创作作为副业发展。2020 年四成音乐人

收入有了一定增长，收入现状有了明显改善，但这些改善对于音乐人来说远远不够，

他们仍然需要收入扶持。 

造成忽略音乐人市场价值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产业内过分争夺头部音乐版权。自

从“剑网活动”实施之后，版权之争成为头部音乐平台竞争的重中之重，各大平台斥资

购买版权，版权方由此得到了敛财机会。为了争夺有限的版权资源，平台之间恶意竞

争哄抬费用，购买版权的费用大大超过了音乐本身的价值，这些不要的成本占用了平

台本就有限的资金。 

愈发激烈的版权竞争中，音乐人的收入和话语权并没有得到实质性提高。唱片公

司与音乐人结算时，通常采用“永久买断”方式，即使后期版权上涨，音乐人也只能得

到买断作品的钱；甚至有部分音乐人陷入版权纠纷案，进而无法维持音乐创作。当版

权之争尘埃落定时，迎来的必是对于音乐创作人才的大量需求。 

 

4.2 音乐人创作能力有待提高    

近年来抄袭问题和粗糙的快餐歌曲频频发生，许多问题音乐人丝毫不受约束，甚

至肆意享受歌曲带来的红利，造成这类现象频发的原因在于音乐人创作能力的薄弱。

网易云公布的 2020 年报告中，有 72%的音乐人注重技能培训支持，大部分音乐人认

为，自己的水平没有达到从业者该有的程度。 

在院校教育方面，音乐院校鲜少开设相关专业，欠缺成熟培养程序，在人才培养

方面也没有形成规范化系统；在平台方面，虽然聚集了一堆优秀的音乐人，但平台并

不具有完整的培养能力。如何提升创作能力，成为了大量音乐人最迫切的需求，如何

提供系统的专业创作培训，也成为了平台的一大难题。 

 

4.3 平台版权意识薄弱   

“避风港原则”逐渐成为数字音乐平台侵权行为的保护伞，不少平台将此原则作

为躲避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有效措施（赵静，2020）。平台无授权上架音乐，一旦版权

方发布通知再删除侵权作品，不需要承担相关责任；在这样的环境下，平台所付出的

侵权代价很低，版权方的利益容易受到侵害。 

理应熟知音乐版权相关法律的平台版权意识薄弱，使用用户缺乏相关版权保护

意识，这才导致了侵权事件屡禁不止；同时由于侵权成本极低，平台只要及时删除侵

权内容则不需要承担责任，造成了音乐网络传播之路乱象丛生，版权问题也得不到重

视。 

 

4.4 独家版权造成用户体验感不佳   

独家版权的出现是促进数字音乐产业发展的一道里程碑，可以有效减少侵权事

件的发生，让平台更加注重对版权的保护，进而逐步提高用户版权意识。虽然独家版

权产生了一定的作用，但还是产生了负面影响。独家版权会导致背靠资本的大规模数

字音乐平台，掌握占据市场大部分版权，导致中小规模平台发展受阻，存在着资源封

锁性竞争的可能性，最终只有占据版权最多的平台赚的盆满钵满。 

独家版权导致了不同版权流向不同音乐平台的现象。大部分情况下，用户需要切

换不同音乐平台才能满足自己的听歌需求；更有甚者，需要随着平台之间独家版权的

竞争反复切换平台收听，这无疑降低了用户的音乐体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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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用户付费意识仍待提高   

由于产业发展前期盗版音乐横行市场，许多平台和用户没有付费支持正版的习

惯。在早期平台推出付费服务时，多数用户认为盗版音乐可以满足基本的音乐需求，

并没有额外付费的必要；在用户的固有印象中，数字音乐的传播是免费的公共资源，

不应该进行额外收费。通过观察图4与图5，中国的用户付费率仅为5%，月度付费

ARPPU仅为1.5美元，明显低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用户仍有免费获取音乐的习惯，付

费意识仍有待提高（娄创，2020）。 

 

 
资料来源：艾瑞咨询 

图 4. 2018年不同国家和地区数字音乐用户付费率对比 

 

 
资料来源：艾瑞咨询 

图 5. 2018 年不同国家和地区数字音乐用户月度付费 ARPPU对比 

 

5. 发展对策 

5.1 完善音乐人激励措施 

对于全职音乐人来说，有形的现金反馈能起到的激励作用是有限的，他们更需要

的是例如曝光度、深度培训和行业资源等无形的资源反馈。 

音乐平台在设置激励计划时，应结合双因素理论，同时综合有形和无形激励措

施，双管齐下激发音乐人创作热情，促进音乐人以更高效率创作出更优良的作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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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完成指定播放量后，提供作为保健因素的现金反馈，同时设置特殊推送渠道，增

加作品推送频率，给予作为激励因素的成就感；与此同时，平台也可以联合行业权威

整合行业资源，为签约音乐人提供更专业化的培训和合作机会，提高音乐人的创作能

力，拔高原创作品的综合水平。 

长期完善的音乐人激励计划能为平台长期产出优质内容提供了基础，促进平台

养成“独立音乐人+独立音乐平台”的版权运营模式，减轻产业内的平台争夺版权的压

力，充分重视音乐人的市场价值，提高产业内总体的运营收益。 

 

5.2 政府加强对版权的管制 

政府在版权保护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政府的管制，版权所有者的

权益无法得到维护，将会造成产业内一片乱象。 

政府应该定期与平台进行约谈，设置相应的反馈机构，及时发现产业内所存在的

问题，督促平台进行有效整改。在版权方面，政府也应该督促凭条取得正规授权，确

保不侵犯版权方利益的情况下进行网络传播，引导产业朝着正规化方向发展。针对版

权纠纷，政府应该在中调解，避免由于独家版权而产生的恶意竞争行为继续发生。政

府对版权的管控是数字音乐产业发展的基石，能促进产业有序健康发展，优化产业发

展环境，助推版权使用多元化，挖掘产业发展新动力。在政府的管控下，产业能以更

好的基础实现横向和纵向双向发展，实现内部的良性循环，改善产业的内外部发展环

境，提高数字音乐产业总体的竞争力。 

 

5.3 平台加强联动合作 

    作为文化娱乐产业重要支柱的数字音乐产业发展，越来越被资本所看好，许多头

部互联网企业纷纷进入市场进行发展布局，行业内本就有限的生存空间被进一步压

缩，这让本就激烈的竞争情况变得更为残酷。 

根据梅特卡夫提及的“网络的价值等于网络节点数的平方，即网络价值以用户数

量的平方的速度增长”法则，产业内平台的用户越多，能够创造的价值便越多，更能

吸引其他用户，提高产业总价值（黎婧，2018）。除了固定成本之外，只要用户数量

持续稳定增长，平台价值会随着呈现指数增长趋势。为了提升平台价值，产业内的各

大平台必须有所举措来吸引潜在用户，更应该以用户需求为导向在领域内探索，挖掘

出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与产业链其他参与者合作变成了平台进一步发展的重要举措。通过和线下音乐

板块合作，整合线上线下资源，促进线上线下配合度，填补音乐方面的缺口，挖掘总

体市场潜力，创造出自身独有的竞争优势，在竞争市场抢占先机。通过和不同经营方

向的头部互联网企业跨界合作，拓宽运营深度，吸引来自其他行业的潜在用户，带动

用户积极性；平台也可以向各类智能终端靠近，横向拓展为多终端联动，覆盖多种智

能设备，多终端同步盈利，满足用户在多种场景下的不同音乐需求。 

 

5.4 利用粉丝经济进行运营 

    韩国最大的音乐平台Melon，是巧妙运用粉丝经济进行运营的佼佼者。利用韩国

完善的偶像经济产业，定期发放权威榜单和榜单节目，刺激粉丝用户为了偶像登陆榜

单而对正版音乐进行付费；以季度或者年为单位开设音乐演出活动，与粉丝团队进行

沟通交流，以更满足粉丝需求的形式，进行演出票务的售卖；定期举办针对文娱产业

的颁奖典礼，在获取平台利益的同时，提升平台的产业影响力和权威性。 

粉丝针对偶像提供的各项产品和服务，总是感性大于理性，消费行为往往是无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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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和可连续的，他们会为了偶像引导而维护音乐版权，尽自己所能履行偶像所引导的

价值观，热诚地为偶像提供金钱或者劳力资源方面的支持。 

利用粉丝经济进行平台运营，可以利用和偶像合作产出内容得到预期利润，又可

以提升用户的付费意识和扩大平台的影响力（李宁，2019）。平台也可以直接连接产

业链供给方的音乐人和需求方的用户，为有需要的音乐人提供曝光平台，借此进行推

广运营，打造出具有影响力的“新偶像”，从零开始培育新的粉丝群体，引导粉丝使用

和付费；同时也让粉丝群体拥有对“新偶像”崛起的参与感，提供直接互动渠道，有利

于平台汲取新的付费群体与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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