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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2020年中国本地生活服务行业分析报告-市场竞争格局与未来趋势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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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竞争战略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
威数据，以及我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
到微观等多个角度进行市场调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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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本地生活服务行业，聚焦本地日常生活需求与服务消费场景，如社区服务、生活配送、
同城跑腿、餐饮到店团购、美容洗护、酒店民宿、电影/票务、休闲娱乐、智慧出行等。根
据易观千帆数据，2019上半年中国本地生活服务市场的线上交易规模达到9159.8亿元人民
币，环比 2018H2 增长 6.0%，行业规模保持稳定。

多因素推动行业稳定增长。首先是通信技术、物联网、智能硬件、即时物流等基础设施
和服务的不断发展完善；其次，用户消费需求的升级，既包括消费端对即时性消费越来越高
的要求，也包括用户不断养成的 O2O 消费习惯。本地生活服务，提供服务的是本地商家（
商家是商品/服务流的起点），接受服务并付费的是消费者（消费者是资金流的起点之一）
，而本地生活服务平台扮演的角色，就是拉近服务提供者与接收者的距离（物理距离和信息
距离），为服务交易的达成提供便利（本地生活服务平台是信息流的起点）。
       到家业务：对本地生活市场的渗透率有望继续提升，多个细分领域竞争激烈

到家业务主要分为实物商品到家和服务到家两类，覆盖餐饮外卖、商超宅配、美容上门
、家政上门等领域。其中，“实物商品到家”，即餐饮外卖、零售商品的即时配送为主。而即
时配送业务中，目前规模最大的主流业务是餐饮外卖。

近几年到店业务最大的发展趋势是：到家业务占本地生活服务中的渗透率持续提升。尤
其是 2017 年之后，占本地生活服务市场的渗透率已经从 20%左右提升至 40%。到家业务
对本地生活市场的渗透率有望继续提升。
到家业务交易规模在本地生活市场占比越来越高
数据来源：商务委

即时配送行业是 O2O 业务模式的主要实现场景。作为新零售的基础设施，即时配送是
最接近消费者的一环，其重要性日益凸显。当前，国内最大的即时配送运力平台日均订单均
已达到千万级。伴随着即时配送高速发展的是零售形态的变化，商流与物流互相促进，互相
改变。这一业态已经对末端配送和消费者的生活形态产生了深远影响，并将继续改造我们的
生活圈。

数据研究机构比达（BigData-Research）发布的《2019 年第 1 季度中国即时配送市场
研究报告》显示，2019 年 Q1 我国即时配送市场交易规模达到 726.5 亿元，环比增长 12.0
%；用户规模为 4.61 亿人，环比增长 3.6%。
即时配送市场交易规模
数据来源：商务委
即时配送用户规模
数据来源：商务委

即时配送的服务模式大致分为 B2C 和 C2C，并以 B2C 为主,占比 77.8%。而 C2C 则
占比 22.2%,目前充当着新零售物流体系的补充角色。2019 年 Q1 同城 B2C 即时配送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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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餐饮外卖品类订单量最高，占比达 58.7%，较 2018 年下降 6.2%,主要因为生鲜果蔬、
零售便利等领域的配送服务发展迅速。

即时配送业务中，目前规模最大的主流业务是餐饮外卖；近期增长最迅速、受资本追捧
、潜力极大的的是新零售中的生鲜配送；发展历程曲折，但受关注度高的是送药上门（医药
 O2O）业务。因此，我们围绕即时配送行业以及它的这三个细分领域具体展开梳理。
即时配送市场各品类订单中，餐饮外卖占比过半
数据来源：商务委
       餐饮外卖行业：双寡头竞争市场，美团优势逐渐扩大

人们对足不出户就能享受美食这种便利的追求，或者是生活节奏快、无暇烹饪或外出吃
饭的无奈，各种各样的原因催生了“餐饮到家”的巨大需求。

用户在平台上获取商家信息挑选后下单付费，平台向商家传递订单信息，并将扣除提成
、营销费后的订单金额交给商家，再利用自营的配送或委托到第三方配送平台进行配送。这
就是全景图中餐饮外卖的部分。在整个价值链里，平台创造的核心价值有两个：信息上的匹
配，和物理意义上商品的位移。以下是本地生活服务全景图在到家业务-
餐饮外卖情境下的具体展开

外卖市场的高速发展，是即时配送订单最重要的增长推动力。无论是从营收还是用户数
来看，从 2015 年到 2019 年，外卖市场一直保持两位数以上增长率的迅猛发展趋势。目前
，外卖市场已经进入饿了么和美团双寡头竞争。下图展示了近几个季度中国在线外卖市场的
规模，自18Q2起，因为其他品类的外卖营收占比已经极其微小，因此外卖市场我们主要以
美团和饿了么两家为主体进行拆分。
过去四个季度，中国在线外卖市场规模均超过 1000 亿元（百万元）
数据来源：商务委

外卖市场两强争霸格局已成，美团正扩大优势。2017 年 8 月饿了么收购百度外卖，20
18 年 4 月阿里巴巴联合蚂蚁金服以 95 亿美元收购饿了么，市场形成两强争霸局面。 

根据 Trustdata 数据显示，当前中国餐饮外卖行业的领导者是美团点评，美团外卖的市
场份额从 2015 年的 31.7%增至 2019 年 Q1 的 63.4%，持续挤压饿了么和其他外卖平台的
生存空间。饿了么及饿了么星选占据剩余的大部分市场，整个市场基本被两家头部企业瓜分
，尾部企业将逐步退出市场。
美团占据在线外卖市场绝对份额
数据来源：Trustdata
       (1) 竞争策略

美团补贴更为克制，发力外卖供给端改造。当前美团的每单外卖补贴政策比饿了么稍显
克制。价格补贴作为行业早期获客的一种阶段性营销手段，在行业发展成熟阶段，在用户的
使用习惯和对平台的忠诚度均更为成熟时，补贴的边际效用递减。当今用户已不再仅仅只是
追求便宜、简单、快捷，而是更希望能够在平台上享受到安全、高质量的服务，价格已非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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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消费的最主要因素。当前，外卖供给端的改造也是美团重要的发力点。美团高级副总裁兼
到家事业群总裁王莆中在 2019 美团外卖产业大会上宣布美团将投入 110 亿元，帮助商户进
行数字化升级，主要用于行业大营销计划、全面数字化升级、深入供应链服务和先锋商户奖
励政策等4个方面。美团还将结合公司优势，向餐饮商户提供综合的营销、配送、IT、供应
链、经营、金融六大服务，满足不同类型商家的数字化升级需求，实现全链路的经营效率优
化。 

饿了么则布局即时配送，与“美团配送”直接交火。在即时配送领域已经巨头林立的时刻
，饿了么宣布蜂鸟即时配送品牌独立，未来三年将建2万个全数字化即配站。阿里巴巴集团
合伙人、阿里本地生活服务公司总裁王磊在蜂鸟即配智慧配送行业战略峰会上公开表示，本
地即时配送体系已经成为阿里新零售的关键基础设施之一。在部分业内人士看来，即时配送
将满足阿里旗下的盒马鲜生等业务需求。 

而美团点评早在五月就宣布推出新品牌“美团配送”。美团配送针对便利店、传统商超、
近场零售、写字楼等不同场景，形成了 4 种运力网络模式，不同的运力网络模式，结合“超
脑”即时配送系统以及无人配送车等智能装备，满足不同的配送场景和不同商家的需求，提
升配送效率，降低物流成本。饿了么将在即时配送市场上再与美团直接交火。再加上达达、
点我达等“搅局者”，即时配送市场将是一片红海。
2018 中国即时配送用户规模为 3.55 亿人，同比增长超过 20%
数据来源：商务委
       （2）增长空间

餐饮外卖市场的增长空间仍然很大。预计 3 年后将要接近万亿规模以上。下面将从宏观
和微观两个方面对餐饮外卖市场的增长空间进行具体分析。 自下而上分析，由于外卖 GTV
=人均订单量*客单价*用户数，我们将分别从以上三个方面考量外卖市场的规模和发展趋势
。
外卖服务在网民中的渗透率逐渐赶上互联网普及率
数据来源：商务委

从订单量来看，订单频次仍有提升空间，非刚需外卖占比提升推动订单分布合理化。20
16-2018 年各时段的外卖订单量均有超过 1 倍的显著增长，外卖订单量的提升潜力巨大。以
美团为例，2018 年美团外卖人均年交易 21.10 次，假设按照人均月消费 2-4 次来计算，有
望达到 24-48 次，人均外卖笔数和订单量总数仍有翻倍空间。同时，外卖消费时段延长，2
017 年非正餐时段外卖订单占比进一步提高，早餐和夜宵分别上升 2%，正餐时间段即午晚
餐订单占比下降 4%，外卖订单分布趋于合理，人们生活品质提高。随着外卖习惯的养成，
预期未来非正餐时段订单量会继续提升。 

用户规模方面，外卖市场在一二线城市的用户红利已经步入尾声，未来新客主要集中于
高龄用户和三线及以下城市用户。至 2018 年底，中国在线外卖用户数达到 4 亿，用户规模
增速显著放缓。从用户年龄结构来看，以美团为例，目前20-30岁人群为外卖助力消费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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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了65%的订单量。30岁以上群体订单量占比不足30%，但客单价普遍在 40 元左右，
远高于 30 岁以下群体，该部分中老年用户仍有较大的发掘空间。从地区结构来看，三四线
城市的外卖订单量占比显著提升，外卖用户下沉趋势明显。16-17年三四线城市订单量提升
40%，订单量占比高达 34%，预期三四线城市将成为外卖产业新的增长极。目前低线城市
在线餐饮渗透率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为外卖产业发展提供契机。加之三四线城市的生活成本
较低，消费升级趋势显著，随着人均可支配收入持续增长和外卖配送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
低线城市市场仍有持续开拓的潜力。
美团不同年龄段单均价、人均单量对比，35 岁以上客单价更高。但下单频率较低
数据来源：商务委

从客单价来看，外卖客单价继续提升，但增速有所放缓。客单价方面，根据美团点评的
业务数据，2016、 2017、2018 年美团平均客单价分别为 37.03 元、41.84 元和 44.23 元，
17-18 环比增长仅为 5.7%。2019Q1 美团外卖客单价首次突破 45 元，达 45.47 元。鉴于当
前外卖客单价已经基数较高，我们认为外卖的客单价增速有望放缓。 

因而，外卖市场未来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在于用户购买频率。2018 年中国外卖用户数已
经突破 4 亿，我们保守假设按照未来三年外卖用户复合增长仅为 10%计算，预计 2020 年
中国外卖用户数约为 5.3 亿人。我们对客单价和购买频率进行影响因子分析：
我国在线外卖行业客单价与用户购买频率折扣率敏感性分析
我国在线外卖行业市场规模（亿元）
用户购买频率（次/年）
 
30
35
40
45
客单价（元）
46
7314
8533
9752
10971
46
7553
88113
10070
11329



观研报告网 www.chinabaogao.com

49
7791
9090
10388
11687
50.5
8030
9368
10706
12044数据来源：商务委

自上而下分析，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餐饮市场 2018 年收入 42175.9 亿元，同比
增长 9.4%，2018 年外卖交易规模 4752.18 亿元，餐饮市场互联网渗透率为 11.3%。按照
过往规律，每年餐饮业营收增长率约高于 GDP 增长率 1 个百分点以上。我们保守假设中国
餐饮规模增速未来三年复合增速为 8%，若外卖渗透率提升至18%，则外卖市场规模也很有
可能在 3 年后达到约 9563 亿元的规模。（TC）

中国报告网是观研天下集团旗下打造的业内资深行业分析报告、市场深度调研报告提
供商与综合行业信息门户。《2020年中国本地生活服务行业分析报告-市场竞争格局与未来
趋势预测》涵盖行业最新数据，市场热点，政策规划，竞争情报，市场前景预测，投资策略
等内容。更辅以大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态势、市场商机动向、正
确制定企业竞争战略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
发布的权威数据，以及我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
、从宏观到微观等多个角度进行市场调研分析。

它是业内企业、相关投资公司及政府部门准确把握行业发展趋势，洞悉行业竞争格局
，规避经营和投资风险，制定正确竞争和投资战略决策的重要决策依据之一。本报告是全面
了解行业以及对本行业进行投资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观研天下是国内知名的行业信息咨询
机构，拥有资深的专家团队，多年来已经为上万家企业单位、咨询机构、金融机构、行业协
会、个人投资者等提供了专业的行业分析报告，客户涵盖了华为、中国石油、中国电信、中
国建筑、惠普、迪士尼等国内外行业领先企业，并得到了客户的广泛认可。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
等数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
及市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
格数据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本研究报告采用的行业分析方法包括波特五力模型
分析法、SWOT分析法、PEST分析法，对行业进行全面的内外部环境分析，同时通过资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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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师对目前国家经济形势的走势以及市场发展趋势和当前行业热点分析，预测行业未来的
发展方向、新兴热点、市场空间、技术趋势以及未来发展战略等。

【报告大纲】

第一章 2017-2020年中国本地生活服务行业发展概述
第一节 本地生活服务行业发展情况概述
一、本地生活服务行业相关定义
二、本地生活服务行业基本情况介绍
三、本地生活服务行业发展特点分析
第二节 中国本地生活服务行业上下游产业链分析
一、产业链模型原理介绍
二、本地生活服务行业产业链条分析
三、中国本地生活服务行业产业链环节分析
1、上游产业
2、下游产业
第三节 中国本地生活服务行业生命周期分析
一、本地生活服务行业生命周期理论概述
二、本地生活服务行业所属的生命周期分析
第四节 本地生活服务行业经济指标分析
一、本地生活服务行业的赢利性分析
二、本地生活服务行业的经济周期分析
三、本地生活服务行业附加值的提升空间分析
第五节 中国本地生活服务行业进入壁垒分析
一、本地生活服务行业资金壁垒分析
二、本地生活服务行业技术壁垒分析
三、本地生活服务行业人才壁垒分析
四、本地生活服务行业品牌壁垒分析
五、本地生活服务行业其他壁垒分析

第二章 2017-2020年全球本地生活服务行业市场发展现状分析
第一节 全球本地生活服务行业发展历程回顾
第二节 全球本地生活服务行业市场区域分布情况
第三节 亚洲本地生活服务行业地区市场分析
一、亚洲本地生活服务行业市场现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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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亚洲本地生活服务行业市场规模与市场需求分析
三、亚洲本地生活服务行业市场前景分析
第四节 北美本地生活服务行业地区市场分析
一、北美本地生活服务行业市场现状分析
二、北美本地生活服务行业市场规模与市场需求分析
三、北美本地生活服务行业市场前景分析
第五节 欧盟本地生活服务行业地区市场分析
一、欧盟本地生活服务行业市场现状分析
二、欧盟本地生活服务行业市场规模与市场需求分析
三、欧盟本地生活服务行业市场前景分析
第六节 2021-2026年世界本地生活服务行业分布走势预测
第七节 2021-2026年全球本地生活服务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第三章 中国本地生活服务产业发展环境分析
第一节 我国宏观经济环境分析
一、中国GDP增长情况分析
二、工业经济发展形势分析
三、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分析
四、全社会消费品本地生活服务总额
五、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分析
六、居民消费价格变化分析
七、对外贸易发展形势分析
第二节 中国本地生活服务行业政策环境分析
一、行业监管体制现状
二、行业主要政策法规
第三节 中国本地生活服务产业社会环境发展分析
一、人口环境分析
二、教育环境分析
三、文化环境分析
四、生态环境分析
五、消费观念分析

第四章 中国本地生活服务行业运行情况
第一节 中国本地生活服务行业发展状况情况介绍
一、行业发展历程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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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业创新情况分析
三、行业发展特点分析
第二节 中国本地生活服务行业市场规模分析
第三节 中国本地生活服务行业供应情况分析
第四节 中国本地生活服务行业需求情况分析
第五节 中国本地生活服务行业供需平衡分析
第六节 中国本地生活服务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第五章 中国本地生活服务所属行业运行数据监测
第一节 中国本地生活服务所属行业总体规模分析
一、企业数量结构分析
二、行业资产规模分析
第二节 中国本地生活服务所属行业产销与费用分析
一、流动资产
二、销售收入分析
三、负债分析
四、利润规模分析
五、产值分析
第三节 中国本地生活服务所属行业财务指标分析
一、行业盈利能力分析
二、行业偿债能力分析
三、行业营运能力分析
四、行业发展能力分析

第六章 2017-2020年中国本地生活服务市场格局分析
第一节 中国本地生活服务行业竞争现状分析
一、中国本地生活服务行业竞争情况分析
二、中国本地生活服务行业主要品牌分析
第二节 中国本地生活服务行业集中度分析
一、中国本地生活服务行业市场集中度分析
二、中国本地生活服务行业企业集中度分析
第三节 中国本地生活服务行业存在的问题
第四节 中国本地生活服务行业解决问题的策略分析
第五节 中国本地生活服务行业竞争力分析
一、生产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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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需求条件
三、支援与相关产业
四、企业战略、结构与竞争状态
五、政府的作用

第七章 2017-2020年中国本地生活服务行业需求特点与动态分析
第一节 中国本地生活服务行业消费市场动态情况
第二节 中国本地生活服务行业消费市场特点分析
一、需求偏好
二、价格偏好
三、品牌偏好
四、其他偏好
第三节 本地生活服务行业成本分析
第四节 本地生活服务行业价格影响因素分析
一、供需因素
二、成本因素
三、渠道因素
四、其他因素
第五节 中国本地生活服务行业价格现状分析
第六节 中国本地生活服务行业平均价格走势预测
一、中国本地生活服务行业价格影响因素
二、中国本地生活服务行业平均价格走势预测
三、中国本地生活服务行业平均价格增速预测

第八章 2017-2020年中国本地生活服务行业区域市场现状分析
第一节 中国本地生活服务行业区域市场规模分布
第二节 中国华东地区本地生活服务市场分析
一、华东地区概述
二、华东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华东地区本地生活服务市场规模分析
四、华东地区本地生活服务市场规模预测
第三节 华中地区市场分析
一、华中地区概述
二、华中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华中地区本地生活服务市场规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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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华中地区本地生活服务市场规模预测
第四节 华南地区市场分析
一、华南地区概述
二、华南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华南地区本地生活服务市场规模分析
四、华南地区本地生活服务市场规模预测

第九章 2017-2020年中国本地生活服务行业竞争情况
第一节 中国本地生活服务行业竞争结构分析（波特五力模型）
一、现有企业间竞争
二、潜在进入者分析
三、替代品威胁分析
四、供应商议价能力
五、客户议价能力
第二节 中国本地生活服务行业SWOT分析
一、行业优势分析
二、行业劣势分析
三、行业机会分析
四、行业威胁分析
第三节 中国本地生活服务行业竞争环境分析（PEST）
一、政策环境
二、经济环境
三、社会环境
四、技术环境

第十章 本地生活服务行业企业分析（随数据更新有调整）
第一节 企业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发展现状
四、优劣势分析
第二节 企业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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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优劣势分析
第三节 企业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发展现状
四、优劣势分析
第四节 企业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发展现状
四、优劣势分析
第五节 企业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发展现状
四、优劣势分析

第十一章 2021-2026年中国本地生活服务行业发展前景分析与预测
第一节 中国本地生活服务行业未来发展前景分析
一、本地生活服务行业国内投资环境分析
二、中国本地生活服务行业市场机会分析
三、中国本地生活服务行业投资增速预测
第二节 中国本地生活服务行业未来发展趋势预测
第三节 中国本地生活服务行业市场发展预测
一、中国本地生活服务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二、中国本地生活服务行业市场规模增速预测
三、中国本地生活服务行业产值规模预测
四、中国本地生活服务行业产值增速预测
五、中国本地生活服务行业供需情况预测
第四节 中国本地生活服务行业盈利走势预测
一、中国本地生活服务行业毛利润同比增速预测
二、中国本地生活服务行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速预测

第十二章 2021-2026年中国本地生活服务行业投资风险与营销分析
第一节 本地生活服务行业投资风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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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地生活服务行业政策风险分析
二、本地生活服务行业技术风险分析
三、本地生活服务行业竞争风险分析
四、本地生活服务行业其他风险分析
第二节 本地生活服务行业企业经营发展分析及建议
一、本地生活服务行业经营模式
二、本地生活服务行业销售模式
三、本地生活服务行业创新方向
第三节 本地生活服务行业应对策略
一、把握国家投资的契机
二、竞争性战略联盟的实施
三、企业自身应对策略

第十三章 2021-2026年中国本地生活服务行业发展战略及规划建议
第一节 中国本地生活服务行业品牌战略分析
一、本地生活服务企业品牌的重要性
二、本地生活服务企业实施品牌战略的意义
三、本地生活服务企业品牌的现状分析
四、本地生活服务企业的品牌战略
五、本地生活服务品牌战略管理的策略
第二节 中国本地生活服务行业市场的重点客户战略实施
一、实施重点客户战略的必要性
二、合理确立重点客户
三、对重点客户的营销策略
四、强化重点客户的管理
五、实施重点客户战略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第三节 中国本地生活服务行业战略综合规划分析
一、战略综合规划
二、技术开发战略
三、业务组合战略
四、区域战略规划
五、产业战略规划
六、营销品牌战略
七、竞争战略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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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2021-2026年中国本地生活服务行业发展策略及投资建议
第一节 中国本地生活服务行业产品策略分析
一、服务产品开发策略
二、市场细分策略
三、目标市场的选择
第二节 中国本地生活服务行业定价策略分析
第三节 中国本地生活服务行业营销渠道策略
一、本地生活服务行业渠道选择策略
二、本地生活服务行业营销策略
第四节 中国本地生活服务行业价格策略
第五节 观研天下行业分析师投资建议
一、中国本地生活服务行业重点投资区域分析
二、中国本地生活服务行业重点投资产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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