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中国知识付费行业

研究报告



目 录
目录

通过这篇报告你将了解到：

知识付费的特点是什么？

知识付费目前处于什么发展阶段？

知识付费的变现方式有哪些？

典型企业案例

知识付费的发展趋势

——一种无形消费品，用户消费目的是满足精神需求……

——知识产权保护立法持续完善，用户数量不断增长。

——广告流量、会员付费、课程付费是知识付费主流变现方式。

——喜马拉雅、吴晓波频道、荔枝微课……

——垂直化、教育培训化或将是知识付费领域的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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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付费的定义及特点

本报告将研究范围限定为依托互联网传播的知识付费行为。

围绕消费主体、消费产品以及消费动机，我们将知识付费定义为：互联网用户为满足自身精神需求，购买依托于

文字、语音、视频呈现的无形资产的行为。

这种行为具有三个特点：

第一、付费主体的付费行为实际发生，而非免费使用产品。

第二、付费对象不再是传统的实体产品，而是内容产品，是互联网上虚拟形态的知识文化产品和服务。

第三、消费是直接为知识产品和服务付费，而非传统的内容免费，其他项目付费。

知识付费的主体包括：

消费者——知识付费平台——内容提供者，消费者是消费行为的主体，知识付费平台连接消费者与内容提供者，内容提供者

是无形资产的生产者，也是知识付费消费产品的提供者。

这种消费行为的逻辑是：

消费者通过知识付费平台购买内容提供者生产的依托于文字、视频、音频等形式的无形产品满足自身精神需求。

参考资料： 《中国互联网知识付费产业发展现状、 成因与机遇浅析》作者：叶宗乐来源《人文天下》2018年5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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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付费兴起原因——用户自我实现需求增加，消费意愿增加

伴随技术发展带来生活水平的提升，知识付费用户生理及安全需求基本被满足，逐渐寻求更高层次的需求——社交、尊重及自

我实现需求，反应在现实生活中即是人们对于知识的求索需求，最终达到自我实现的目的。因此，知识付费是人的需求层次不

断提升的结果。与此同时，随着版权意识的觉醒，网络内容付费用户数量不断增加，用户付费意愿增强。克劳锐指数研究院数

据显示，2018年有超过61%以上的用户支持内容付费，其中19%的用户表示强烈支持，付费意愿强烈。以上为知识付费产业

发展提供了基础。

自我实现

尊重需求

社交需求

安全需求

生理需求

精神需求

基本需求

数据来源：马斯洛需求理论、《移动互联网时代知识付费背后的心理需求分析》刘丽丽 人民邮电出版、克劳锐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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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付费发展现状——知识产权保护持续发展，技术条件成熟

我国知识付费行业的发展离不开知识产权保护的发展，其中主要依托于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体系的发展。我们根据行业及法律发

展情况，将之分为两个阶段：一、70年代末至2000年，此阶段中，随着《商标法》、《专利法》、《著作权法》的通过及颁

布，知识产权保护基本法律体系建立；二、2008年至今，知识产权服务业高速发展，司法保护持续加强。此外，伴随智能硬

件及网络技术的发展，我国互联网传输速率不断提升，多种内容形式即时获取条件成熟。与此同时，移动支付的进一步普及，

促使网络用户支付习惯养成，为知识付费行业发展提供了技术基础。

资料来源：益普索《 2018上半年第三方移动支付用户研究报告》；网络公开；IT桔子整理

2000年

1982年
《商标法》通过

1984年
《专利法》颁布

1990年
《著作权法》通过 2008年

国务院
《国家知识产权

战略纲要》

2013年
十八届三中全会

“探索建立知识产权法院”

2014年
北京、上海、广州知识

产权法院揭牌；

4G技术基本普及

2018年
南京等17个地区
知识产权法庭成立

2018年2月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关于加强知识产权审
判领域改革创新若干问题的意

见》

2018年10月

最高人民法院设立知
识产权法庭

2013年

工信部正式下
发4G牌照

2018年
4G实现全覆盖

2018年

支付用户规模
约为8.9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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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付费发展现状——2016年“知识付费元年”用户数量持续
增长，产业规模扩大

数据来源：中国报告网、艾瑞数据

伴随政策，市场以及用户需求的变化，2014年以来，知识付费市场认知度不断扩大，用户数量增长，市场持续扩张。至2016

年“知识付费元年”，用户数量接近1亿人。此后，该领域用户数量及市场规模出现快速增长，艾瑞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知

识付费用户规模达2.92亿人，2019年或将增长至3.87亿人，增长率将超过30%；中国报告网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知识付费

产业规模或将增长至154.70亿元，增长率或超过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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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付费产业链图谱：

技术支撑 支付底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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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付费商业模式——广告流量、会员服务、内容付费为主，
多种方式并存

知识付费相关企业经过近三年的发展，在商业模式上已经形成以广告流量为主，会员付费、内容付费为辅，以推广服务、粉丝

经济、会员打赏等组成的其他收入并存的商业模式。

变现

平台APP开屏/页面、网站推广等收费广告为主；内容植入为
辅。

广告流量

课程内容付费及咨询服务付费。

内容付费

提供会员免费收听、会员特权等服务。定价根据服务内容不同，
从十几到千元不等。

会员服务

推广服务、粉丝经济、会员打赏……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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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付费领域投资现状——现存超过300家知识付费相关企业，
超40%企业获得投资

与知识付费、知识分享相关企业最早成立于2010年之前， IT桔子数据显示， 2014年以前已经有超过40家相关企业出现。至今，截止2019年9月

30日，现存316家与知识付费、知识分享相关企业。从成立时间分布来看，2016年是创业高峰时期，当年共计出现73家相关企业。此后，随着创

业环境变化，该领域创业热情持续下降，每年新成立公司数量持续减少，至2019年仅有5家新公司出现。该领域中诸多创业公司也带来投资机

会，IT桔子数据显示，至今共计有超过210家相关企业获得投资，占比超过了40%。

数据来源：IT桔子 截止日期：2019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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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付费领域投资现状——投资高潮已过去，大额交易频现

IT桔子数据显示，截止2019年9月30日，知识付费领域相关投资事件共计178起。从投资事件年份分布来看，2014年起投资事件数量不断攀升，

至2017年达到投资高峰期，2017年共计发生52起投资事件。随后投资事件数量持续下降，进入2019年以来，仅发生7起投资事件。交易金额方

面，自2014年起平均单笔融资金额不断增长，IT桔子数据显示，2014年至2017年间平均单笔交易金额约合4000万元，2018年伴随喜马拉雅4.6

亿美元E轮融资、知乎2.7亿美元E轮融资、凯叔讲故事1.56亿元B+轮融资等大额交易事件，2018年知识付费领域投资交易总金额超过了55亿

元，平均单笔交易金额超过了1.3亿元。2019年，伴随大额融资事件的出现，截止2019年9月30日，平均单笔交易金额接近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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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付费领域投资现状——中后期事件增加，头部效应越发明
显

我们统计了2011年至2019年知识付费领域投资事件轮次的变化，发现2016年以来，中后期（B轮及以后）投资事件数量不断增加，由2016年2

起增加至2018年共计7起投资事件。与此同时，中后期事件占总投资事件的比例不断增加，由2014年的14.29%增长至2019年超过40%。可见该

领域中，投资更趋向于成熟企业，头部效应更加的明显。同时，随着该领域中成熟企业数量增加，知识付费领域已经过早期扩张阶段，正在进入

精细化发展阶段。

数据来源：IT桔子 截止日期：2019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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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9知识付费投资事件金额TOP10列表

获投企业 融资时间 轮次 金额 投资方

喜马拉雅 2018-8-22 E轮 4.6亿美元
腾讯、高盛集团(中国)、新天域资本、General Atlantic泛大西洋投资、春

华资本Primavera、华泰证券

知乎 2019-8-12 F轮-上市前 4.34亿美元 今日资本、腾讯、百度、快手

知乎 2018-8-8 E轮 2.7亿美元 今日资本、腾讯、高盛集团(中国)、尚珹资本、阳光保险

罗辑思维 2016-12-30 C轮 9.6亿人民币
红杉资本中国、真格基金、真格基金、腾讯、英雄互娱、

华兴新经济基金、正心谷创新资本、真成投资

知乎 2017-1-12 D轮 1亿美元 创新工场、启明创投、今日资本、腾讯、赛富基金、搜狗

知乎 2015-11-5 C轮 5500万美元 创新工场、启明创投、腾讯、赛富基金、搜狗

凯叔讲故事 2019-7-22 C轮 5000万美元 百度、好未来(学而思)、新东方、坤言资本

喜马拉雅 2015-1-14 B轮 5000万美元
宽带资本CBC、华山资本WestSummit Capital、汉景家族办公室、璀璨

资本刘唯、高学东

荔枝微课 2017-4-25 A轮 数千万美元 金沙江创投、高榕资本江澜

千聊 2017-2-24 A+轮 数千万美元 分享投资、九宇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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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付费独立机构——吴晓波频道

“吴晓波频道”由吴晓波于2014年创立，是其进行独家内容发布的自媒体，运营主体为杭州巴九灵文化创意

股份有限公司。吴晓波频道长期致力于持续研究其定义的新中产，为新中产提供消费、理财、家庭生活、职业

方面的指导。

成立时间：2014年；地点：杭州

融资时间 轮次 金额 投资方

2017/1/3 A轮 1.6亿元 挚信资本、浙商创投、头头是道投资基金、普华资本

2017/9/29 A+轮 未透露 君联资本

团队信息：

吴晓波上海巴九灵文化创始人、董事长

知名财经作家，《激荡三十年》作者，天使投资人。1968年出生，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财经作家，“蓝狮子”财经图书出版人，曾任上

海交通大学、暨南大学EMBA课程教授，常年从事公司研究。

厉剑，上海巴九灵文化联合创始人、总经理

主要产品：内容矩阵：

吴晓波频道课程集中于四个方面——为新中产提供消费、理财、家庭生活、

职业方面的指导。已经拥有线上课程、线下课程、社群服务等多条业务线。其

中线上课程包括音频专栏《每天听见吴晓波》，980系列课程和知识付费精品

课，线下课包括每年年底的“年终秀”、980新商学大课等泛财经知识传播线

下课；社群经济包括了线下城市圈/书友会以及企投家学院等。

吴晓波频道主要产品包括微信公众号和“890

新商学”APP，其中，微信公众号是吴晓波频

道课程内容发布与用户交互的主要平台。2019

年，上线吴晓波频道APP（后改名为“890新

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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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付费独立机构——吴晓波频道的发展历程及商业模式

2014年5月“吴晓波频道”微信公众号上线，同月财经脱口秀《吴晓波频道》上线爱奇艺。6月，吴晓波频道北京书友会成立，后续在全国组建

了多个书友会。2016年音频节目《每天听见吴晓波》在喜马拉雅上线。2019年“吴晓波频道”APP（现改名为“890新商学”）上线。

• 广告：

广告是“吴晓波频道”收入的主要来源，此前公开的数据显示，2018年度杭州巴九灵来自广告的收入占

总收入的48.41%。

• 付费会员：

付费会员是目前吴晓波频道主要收入之一，主要由年会员以及付费课程组成。目前，吴晓波频道APP显

示会员年费价格为1800元/年，付费课程价格在几十到几百不等。

目前，吴晓波频道的商业模式主要由两部分组成：广告、付费会员。

2014年5月

微信公众

号上线

2015年

“年中秀”

开启

2016年

《每天听见吴

晓波》上线喜

马拉雅

2017年

企投会上线

2017年

《新中产白

皮书》发布

2019年

“890新商

学”APP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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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付费音频平台——喜马拉雅

喜马拉雅隶属于上海证大喜马拉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2012年成立，是中国知名的音频分享平台，以“用声音分享人类智慧”

为使命，首创PUGC内容生态，吸引了包括高晓松、马东、吴晓波等8000多位有声自媒体大咖和500万有声主播，生产过亿有

声内容。此外，喜马拉雅也与新浪、福布斯、36氪、三联生活周刊等200家媒体和阿里、百度、肯德基等3000多家品牌合作。

成立时间：2012年；地点：上海

融资时间 轮次 金额 投资方

2014/5/13 A轮 1150万美元 SIG海纳亚洲、KPCB凯鹏华盈中国、Sierra Ventures、汉能投资（财务顾问）

2015/1/14 B轮 5000万美元 华山资本WestSummit Capital、汉景家族办公室、璀璨资本、宽带资本CBC

2015/7/21 战略投资 数千万元 阅文集团、头头是道投资基金

2016/11/18 C轮 亿元及以上
小米集团（领投、京东（领投）、普华资本、张江集团、证大投资、歌斐资产、高

达投资、兴旺投资、中视资本、创世伙伴资本

2017/9/22 D轮 亿元及以上 合鲸资本（领投）、雨汇投资、汉能投资（财务顾问）

2018/8/22 E轮 4.6亿美元
春华资本Primavera、新天域资本、高盛集团(中国)、华泰证券、General Atlantic

泛大西洋投资、腾讯

团队信息：

余建军创始人、CEO

连续创业者，原街景地图city8.com创始人，2012年创业喜马拉雅并担任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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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付费音频平台——喜马拉雅音频生态及商业模式

目前喜马拉雅收入主要来源于四个部分：广告、付费会员/付费音频、智能

硬件及车联网服务及其他。广告收入包括音频植入、页面植入、推荐收入

等，付费会员/付费音频部分由付费会员收入和付费音频收入组成，智能硬

件及车联网包括喜马拉雅智能硬件的销售和车联网服务分成。其他部分还

包括用户打赏、粉丝经济、版权分销等。

喜马拉雅FM在成立之初就提出了PUGC模式，即内容生产由PGC（专业生产内容）+UGC（用户生产内容）+独家版权三个部分构成。至今围绕内容

与分发形成了喜马拉雅音频生态。这个生态包括三个方面：上游是内容生产，然后通过喜马拉雅平台分享到下游，帮助内容变现，同时喜马拉雅增加

了下游的场景化分发（车上、路上、床上），由此建立整个音频生态。

喜
马
拉
雅

音
频
内
容

内
容
分
发

版权
内容

PGC

内容

UGC

内容

上传 内容

整合

手机
终端

车载

智能
终端

盈利模式： 广告收入：音频植入、页面植入

付费会员/付费音频

智能硬件及车联网：
智能硬件销售、车联网服务分成

其他：

用户打赏、粉丝经济、版权分销……

收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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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付费视频平台——荔枝微课

荔枝微课是一个专注大众知识分享的平台，平台支持零门槛开课，支持微信公众号、APP和电脑多种

方式听课，拥有语音、图片、PPT、视频、音频等多种讲课模式，平台课程内容多样，包含自我成长、

情感关系、职场提升、投资理财、育儿教育等各个方面。

成立时间：2016年；地点：广州

融资时间 轮次 金额 投资方

2016/8/17 天使轮 1000万人民币 朱啸虎

2017/4/25 A轮 数千万美元 高榕资本（领投）、金沙江创投

团队信息：

黄冠创始人

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现任荔枝微课CEO。

产品特点：

• 工具型产品起家

荔枝微课成立早期定位是工具型平台，满足企业培训需求；后续
转变为打造便捷的知识分享平台，满足用户学习需求。

• 免费分享
荔枝微课致力于做“知识界的淘宝”，在微课老师和学员用户之

间搭建一个免费的平台。

迭代历程：

工具型产

品

•解决企业课程培训内容无

法保存、分享问题

知识分享

平台

•打造免费分享的知

识付费平台

课程解决

方案

•讲师培养，建立培

训系统“荔枝大

学”，为讲师提供

一体化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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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付费视频平台——荔枝微课开课模式、平台内容特点及商
业模式

开课模式：

目前，荔枝微课开课模式上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直播，具体有：ppt+语音互动、图文语音互动、视频+语

音互动；一种是录播，包括视频录播和音频录播。

内容特点：

荔枝微课内容来源上，主要以UGC课程为主，内容偏向生活化、平民化，主要包括个人成长、亲子教育、婚

姻情感、赚钱理财等。

截止2019年8月，荔枝微课累积授权听课人次达3.3亿+，微信内矩阵粉丝数千万，课程超过300万门。

荔枝微课定位为免费分享平台，在收入上目前主要由四方面组成——平台抽成、推广服务、会员付费以及广告收入。

• 平台抽成：讲师课程、专栏收入均需与平台分成。

• 推广服务：平台提供付费推广服务，通过平台渠道流量帮助讲师进行课程分发，课程收益将与荔枝微课分成，其中60%的订单收益归

荔枝微课所有。

• 会员付费：荔枝微课提供直播间VIP会员服务，权益包括享受1年内该直播间下所有原创课程均可免费听课。

• 广告收入：平台开屏、后台切换广告等。

盈利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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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付费发展趋势——垂直领域尚存发展潜力，体系化教育趋
势加强，仍需规范监管

• 知识付费领域经过三年的发展，已经出现诸如“罗辑思维（得到）”、“吴晓波频道”等商业模式成

熟，流量稳定的企业，这些企业目前正逐渐走向成熟甚至谋求上市，行业“马太效应”凸显，更多的

资源将更多流向头部机构。与此同时，内容方面，目前该领域产品内容已覆盖包括职业教育、职场培

训、情感资讯、生活服务、美妆等多个方面，但在垂直领域中尚未出现明显的产品分化，部分领域暂

时缺乏垂直领域的头部品牌。可见，未来在垂直领域中发展机会尚存。

• 知识付费中的企业在经过2-3年左右的发展后，逐渐形成了适合自己的产品/讲师培养体系，在课程内

容深度及广度上持续投入。与此同时，部分机构也出现专业化课程培训的倾向。目前，部分企业在快

速扩张之后，正在逐渐回到课程培训的本质上，深入对课程内容的探索。

• 虽然头部企业正在逐步走向成熟，但行业内部仍存在产品内容良莠不齐，讲师资格无法判定等问题，

行业仍处于缺乏监管的灰色地带，即处于非职业教育机构，非教育培训机构的领域，企业除经营资质

之外尚缺乏教育机构认证资质，聘请的讲师也同样缺乏教师资格认证等。因此，从规范化发展角度来

看，知识付费领域仍需更加细化的监管条例以及更加明确的机构监督。
数据来源：克劳锐、网络公开

垂直领
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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