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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概况及样本描述

Music 2.0



关于Music2.0及调查

• Music2.0机构致力于数字音乐领域的探索以及促进海内外行业企业的交流与

合作。希望更多的业内伙伴可以支持我们。

• 本次调查目的是为了帮助了解国内互联网音乐消费情况以及消费者的消费行

为，尤其是消费者对主流以外的音乐内容消费需求和情况。

• 如有对本次调查有何异议或者对我们今后的调查有何建议，可与我们联系。

• 本调查报告遵循署名-非商业性使用 2.5 中国大陆 创作共享协议

• 网址：www.music20.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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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采样及方法

• 调查时间：2008年6月

• 调查形式：在线调查问卷

• 样本来源：10多家合作音乐服务相关网站

• 样本数量：总数超过3200份，有效样本数241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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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合作单位

• 媒体支持:

• 调查参与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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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对象:月收入、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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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对象:年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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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对象的年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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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关键发现及细节描述



关键发现

• 尽管mp3搜索引擎在国内在线音乐服务领域占据着统治地位，然而它并不能

满足日益多样化的音乐消费需求；

• 海内外音乐文化和媒体环境的差异，使得国内音乐消费者对强势的媒体引导

和推荐需求更为强烈，也证实了复制海外互联网音乐商业模式存在的风险；

• 旋律简单、歌词煽情的国内流行音乐固然占据着主流音乐消费市场，然而非

主流音乐受众群以及他们的需求也已不容忽视，他们将直接影响着未来音乐

消费的形态。

Music 2.0



在线音乐搜索引擎的使用率

在中国，音乐搜索引擎一直占据着在线音乐市场的主导地位，它们已经直接影响了数字音

乐甚至整个音乐产业在中国的发展；

本次调查显示只有不到2%的在线音乐消费者从来不使用音乐搜索引擎，而近70%的调查对

象则是每周都会使用音乐搜索引擎；

目前音乐搜索引擎最显著的特征是免费和支持下载；

0 500 1000 1500 2000

从来不用

几乎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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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都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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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经常使用mp3搜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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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搜索引擎的需求解决

• 本次调查发现在使用音乐搜索的2364位在线音乐消费者中，有1506位认为他们在使用音乐

搜索引擎的过程中经常碰到找不到自己需要的歌曲，占据了64%的比例；

• 这项数据说明了音乐搜索引擎目前并没有解决在线音乐消费者的绝大部分需求，而是其较低

的用户获取成本使得它能占据市场的主导地位；

• 由于音乐搜索中的内容大多为绝大部分的主流中文音乐和少量的主流英文音乐，所以这数据

也可以反映在线音乐消费者具有对非主流的中文音乐和更多英文音乐内容较大的需求；

36%

64%

如果您有用mp3搜索，那您经常碰到搜索不到

的歌曲吗？

否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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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媒体的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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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有关注音乐新闻及信息，那么
您一般通过哪些渠道了解？

您平时关注音乐方面的新闻或者消息
吗（比如歌手新专辑的发布）？

• 仅3%的在线音乐消费者从不关注音乐方面的新闻资讯，而30%则经常关注，说明了在线音

乐消费者对音乐媒体的引导和推荐有着较大的需求；

• 在2332位关注音乐新闻资讯的消费者中，其中有1553位和1029位认为专业音乐网站和门户

网站是他们了解这些信息的渠道，分别占据了67%和44%的比例。而传统媒体（电视、报纸杂

志、电台）已经不再是他们音乐信息主要的获取渠道。也就是说专业音乐网站和门户网站将担

负起音乐新媒体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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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音乐CD的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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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平时购买音乐CD吗? 

从不购买

几乎不购买

偶尔有购买

以前买，现在不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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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有购买CD，一般每年花
费多少？

600元以上

300~599元

100~299元

100元以下

不记得

50%的消费者已经不购买或者极少购买CD，只有

12%的消费者仍会经常购买CD；

即便是有购买CD的消费者，也仅仅只有12%的消费

者的花费超过600元以上，也就是说平均每月购买CD

数不超过3张；

在参加调查的消费者中有26%放弃了原来的CD购买

习惯，而这最主要的原因是来自互联网，40%是因为

选择了mp3，46%因为可以在互联网免费收听。

1% 5%

40%
46%

8%

如果您不再购买音乐CD，主要是因
为何种原因？

不太喜欢听音乐

现在的音乐质量差，

不值得购买

选择听mp3

网上可以在线免费收

听

其它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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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音乐服务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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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一般会选择什么样的互联网音乐服
务？

• mp3搜索引擎理所当然是使用率最高的在

线音乐服务，其次是在线收听和P2P音乐下

载。至于其它像在线音乐商店之类的服务使

用率极低；

•另外近35%的消费者即使用mp3搜索，又

使用在线收听服务。16%的消费者即使用

mp3搜索，又使用P2P下载。

Music 2.0



音乐的文化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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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了解爵士（Jazz）,R&B,摇
滚,和Hip‐Hop音乐类型吗？

您了解emo,post‐punk,indie 
几种音乐类型吗？

目前的现代音乐类型多为起源或发

展于欧美国家，中国的消费者受语言

的障碍和文化差异的影响，对这些音

乐类型了解的并不多；

即便是对欧美主流的Hip-Hop、Jazz
等音乐类型完全了解的消费者也仅

28%，而对非主流的emo、indie音乐

类型的完全不知道的就达到了43%；

音乐类型是在线音乐服务的主要索引

方法，消费者对音乐类型的理解程度

将直接影响音乐服务的普及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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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音乐的付费动机

33%

67%

您是否愿意为一些音乐mp3付
费？

是

否

23%

31%14%

27%

5%

如果您愿意为一些音乐mp3付费，您最
主要的原因是？

mp3的质量高

这些歌曲很难找到免费

的

支持正版

支持自己喜欢的歌手

其它

只有33%的消费者愿意为音乐mp3付费，而

他们潜在的最大付费动机最主要的是因为找

不到免费的来源；

其次的动机是支持自己喜欢的歌手，也就

是说歌迷与歌手的直接互动将有助于提升数

字音乐的消费；

另有近1/4的消费者则愿意为更高品质的

mp3付费；

消费者对音乐是否正版并不是太在意，只

有14%的消费者认为会因为而正版付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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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的长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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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调查是针对消费者对8
支来自中国（包括内地、
香港、台湾）、日本和欧
美国家的独立乐队的偏好
程度；

喜欢这8支乐队的消费者
最高占据24%的比例，最低
6%。相对而言，消费者对

欧美和港台的独立音乐接
受度较高；

尽管有部分乐队有超过
60%的消费者并不了解，但
对8支乐队均不了解的仅占
了总体的1/4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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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现场

12%

72%

16%

您最近半年内是否有去参加一些音
乐现场活动？

1次

没有

有，大于1次

0 200 400 600 800 1000

1~149元

1000元以上

150~499元

500~999元

没参加过

您在过去一年里有花费多少在音乐活动
上？

72%和46%的消费者表示分别在最近的半

年和一年内没有参加过音乐现场活动；

而在过去一年内参加过音乐现场活动的消

费者，60%的花费在500元以下，仅有1/5的
消费者超过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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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1400多位音乐消费者提交

了他们喜爱的近500位海外音

乐家；

此图标横轴表示喜欢此乐队

的消费者数量，纵轴表示在

Last.fm该乐队的播放总次数；

可以一定程度上反映中国消费

者对海外音乐偏好的情况。
Avril Lavig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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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400多位消费者对关于互联网音乐消费提出了一些个人的见解，尤其是对数字音乐的品

质、音乐咨询、非主流音乐内容等提出了较多的需求。摘取部分消费者建议如下：

• 中国的音乐网址“杂牌军”太多，正牌的音乐网站制作也不够精良。以至于我几乎只

在欧美专业音乐网站浏览新闻，了解信息。（我主要听英文歌）

• 众多音乐网站在研究算法、搞推荐，搞得听歌像个精确的科学实验一样（更何况现在

的现状是推荐得无比糊涂），这样对于内地的我们真的那么重要吗？

• 只要有可能免费下载到，我就不可能去对MP3付费，除非免费下载在世界消失，我才

有可能对MP3付费。

• 有了互联网，大众才真正”自由“的接触音乐。但目前的互联网音乐供应商，还只是

提供音乐内容服务，还没有多少真正关注对大众的音乐知识服务，缺少引领大众消费

(不只是mp3、铃声等简单消费)的原始驱动力。

Music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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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推介更多的音乐吧，互联网是个很好的让更多人听到更多的音乐的地方，相比传

统媒介。但毕竟文件本事不实体化，喜欢的东西还是会尽量去购买CD收藏。

• 希望在网络里多一些古典轻音乐方面的音乐查找，现在流行音乐节奏都很雷同，所

以，听轻音乐方面的人也越来越多了，可是在网上找却不是太多，只是一些比较普遍

的那些，有的是找的到，但听不了，所以，希望在方面好一些。

• 我觉得收费并不是一个问题，而是如何有一个方便快捷的收费渠道，另一方面，专业

音乐网站的音乐以及知料都不够全面，有望提高。

• 目前指望国内音乐做出什么成绩来貌似是奢望，所以希望能通过网络为国内喜欢音乐

的人提供更多国外优秀的音乐途径吧。至少可以培养国内乐迷对音乐有真正的了解，

而不仅仅只停留于肤浅的表面。国内无论从音乐人到听众，整体素质都有待提高。我

觉得。

• 不是不想买CD，而是一张专辑有喜欢的，也有不喜欢的，买上收藏总觉得不是很值，

而且有了mp3 ，互联网音乐也是应该付费的，但是没那么多得时间逐个去听，付费下

了不喜欢的，岂不是很亏，挺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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