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盟公司简介 
 

多盟（简称domob），中国第一的智能手机广告平台，成立于2010年9月。 

 

多盟整合了智能手机领域最优质的应用以及广告资源，搭建了广告主和应用开

发者之间的广告技术服务平台。并借助大规模数据处理的平台优势以及贴近应

用开发者的服务模式，为应用开发者提供产品推广服务和收益，以及为致力于

在智能手机平台推广产品、品牌的广告主提供高效的服务。多盟提供了公平、

合理、高效的资源配置平台，为应用开发者和广告主创造价值最大化。 

 

多盟拥有以业内资深专家及知名高级工程师为核心的研发队伍，对广告平台系

统拥有独特的技术优势。团队在互联网行业有多年的积累，拥有丰富的广告资

源，多盟希望给行业带来独特的价值。移动互联网将因广告而更精彩！ 



研究背景 

 

暨多盟智胜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成立成立二周年之际，为帮助移动

应用开发者和进行移动营销的广告主全面深入了解移动广告发展现状和趋

势，多盟智能手机广告平台历时1个月进行数据统计及深度调研，撰写： 

《2012年多盟移动数据报告》  



研究方法 
 

1、多盟数据监测  

多盟在2011/8-2012/8期间为4万余款活跃应用、超过6000名开发者、近

400家广告主提供广告平台服务，月均展示广告100多亿次。此次数据报告依

据此12个月内实际运行监测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2、多盟用户行为分析  

针对部分重点行业，对客户（广告主）、媒体（app开发者）、广告受众、   

   进行用户行为的提取与数据分析 
 

 3、多盟行业访谈及数据分析：  

多盟开发者访谈  

多盟合作伙伴抽样数据分析  

行业整体监控数据分析  



数据定义 

 

本报告共有展示数、点击数、点击率、转化率（包括激活率）四种形式的

广告统计数据，定义如下：  

•  展示数（流量）：广告成功在App上展示一次，记为一次展示  

•  点击数：广告被点击一次，记为一条点击数据  

•  转化数： 指潜在用户完成一次推广商户期望的行劢  

•  点击率：（点击数/展示数）×100%  

•  转化率(包括下载率)：（转化次数/点击量)×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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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盟整体数据 



多盟广告展示量及用户呈平稳增长态势 
• 2011年8月—2012年8月，多盟日均广告流量增长150%，日均覆盖独立用户 

    增长57.91%，8月日均广告展示量3.71亿，覆盖用户1827万。自2012年Q2起， 

    增长速度逐步放缓，呈现平稳增长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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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盟覆盖移动app增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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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8-2012.8多盟覆盖移动app数量 

• 2011年8月—2012年8月，多盟覆盖移动app增长118%，8月共覆盖移动app 

    41624个。其中android  app 32508个，ios app 9116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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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s广告展示比例大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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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8月分系统广告展示比例 

• 与去年同期相比，ios系统广告展示比例增幅最大，达15.43%；android广告 

    展示份额同比增长仅5.27%，与近期android设备增幅放缓有关。 

• Android：ios接近6：4； symbian等其他系统广告展示比例均大幅衰减。 



苹果\三星坐稳行业老大，联想领军国产品牌 
• 苹果终端广告展示比例为41.36%，成为无可争议的智能终端第一品牌。  

• 三星稳居Android终端第一品牌近一年。 

• 联想领军国产智能终端，广告展示比例迅速增长；小米异军突起，维持品牌前十。 

• 随着symbian份额衰减，诺基亚广告展现量迅速萎缩，从Q2起跌出前十。 

品牌终端广告展示比例 4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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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商网络下广告展示差异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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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8月运营商网络下广告展示比例 

• 移动依然占据主要份额，但随着3G时代的来临和运营商格局的变化，联通、 

    电信的广告展示比例上升，其中联通同比增长5.97%，与联通新增3G用户数 

    领先其他两家运营商有关。 



3G及WIFI接入用户比例逐步增大 
• 伴随运营商在公共场所布设WiFi热点的速度加快，家庭WiFi网络的普及、  

    3G网络渗透率的提升，WIFI及3G接入用户的比例正逐步增大。 

• 从广告点击情况来看，3G用户的广告点击率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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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3-2012.8用户网络接入方式变化情况 



用户地域分布差异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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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8月分地域用户&广告展现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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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8月分地域用户&广告展现比例 

• 用户仍然在经济发达的省份，如广东、北京、上海集中分布。 

• 地域上的用户数量差异正在缩小，二线城市的智能手机用户数有明显提升。 



午休及晚睡前用户活跃度到达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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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现占比 用户占比 

分时段统计广告展示比例及用户比例 

• 从早8：00—24：00，用户持续活跃，广告展示比例逐步攀升。 

• 午间11：00—3：00，晚间20：00-23：00用户活跃度到达峰值。 



For移动开发者 



android2.3仍是主流，4.1增长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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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roid2.3仍是主流系统版本，广告展示占比64.54%。 

• 4.0及以上版本广告展示占比增长较快，其中4.1版本发布后，在8月有较大增长， 

    广告展示占比1.69%。 

2012.3-2012.8 android操作系统版本变化情况 



高分辨率android设备、平板电脑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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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分辨率设备对应广告展示占比 不同设备类型对应广告展示占比 

• 屏幕分辨率为480*800、320*480的android设备仍是主流。 

• 由于小米手机等机型畅销，屏幕分辨率为480*854的设备在近6个月有明显增长。 

• 随着android7寸平板（如联想乐pad）畅销，1280*800等分辨率设备正在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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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oid十大机型占三成广告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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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10android设备展现占比 Android设备广告展现占比 

• android设备中展现占比最高的机型以三星、HTC为主。在识别出的2572 

    种android机型中，top10的机型占据近三成的广告展示量。 



ios新版本迭代加速，5.1迅速成为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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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益于OTA升级模式（只要有新系统更新，用户手机中就会收到更新提示， 

    脱离PC客户端iTunes直接下载），ios新系统增加了更新速率，ios5.1发布后 

    迅速成为操作系统的主流版本。8月广告展示比例达65.01% 

2012.3-2012.8 ios操作系统版本变化情况 

（注：数据中统计的ios6.0版本为开发者试用版本） 



iphone4s、newpad已成为主流机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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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hone仍占据多盟广告展示主要份额，但ipad的广告展示比例呈上升趋势。 

• Iphone4仍是份额最大的ios机型，但两款新机型已成为主流机型，广告展现 

   占据31.14%的份额。 

ios不同设备类型对应广告展示占比 ios不同机型对应广告展示占比 



多盟sdk新版本提升广告点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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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随多盟sdk版本更新，广告点击率相应提升。其中sdk2.x版本点击率提升 

    主要由新增插屏广告带动。sdk3.x版本点击率提升主要由于插屏广告占比增多 

     以及html5 技术应用极大改善了banner广告表现力造成。 

多盟不同sdk版本对应广告点击率 



40-49秒广告刷新频率带来最高点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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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广告刷新频率对应点击率 

• 一般来说，设置广告刷新频率在40-49s的应用，广告点击率最高。较长的 

    广告刷新频率更有利于单个广告完整展现及重复展现，从而影响用户点击。 

• 综合考虑应用类型，广告刷新频率对点击率的绝对影响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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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应用类型比较分析-阅读&游戏 
阅读类应用单次使用时间长\用户粘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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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类型应用单次在线使用时长 

（应用单次在线使用时长=应用连续请求广告的次数*应用刷新频率 ） 

• 阅读类应用单次使用时长远高于其他类型的移动应用，用户每日使用频次较高， 

    表明用户充分使用碎片时间短暂阅读，同时也常在充裕的休闲时段集中阅读。 

不同应用类型日均使用频次 



重点应用类型比较分析-阅读&游戏 
阅读、游戏类应用是广告主青睐的移动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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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3-2012.8广告投放媒体类型分布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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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媒体类型对应点击率 

• 尽管电子阅读类应用广告点击率较低，但由于用户单次停留时间较长，广告展现量

大，因此广告主更倾向于在投放时选择此类媒体。 

• 观察近6个月趋势，手机游戏的广告投放比重增加4.29%，并呈现上升趋势。 



给开发者的建议  

 
应用开发方向：  

1、随OS版本升级即时更新移动应用，同时注重兼容性。 
     ios5.1已迅速完成版本迭代，成为主流操作系统；android2.3仍是主流操作系统， 
     但新版本更新速度加快。期待开发者顺势而为。 
2、高清应用版本待开发 
     高分辨率的智能终端（包括平板电脑）市场份额明显增长，建议开发者针对高清 
     设备开发相应的应用版本。  
 
广告设置优化：  

1、及时更新广告SDK 
     伴随广告平台sdk升级后，广告新形式的不断涌现及广告点击率的提升，开发者 
     及时更新能为用户带来更好的展现体验并创造更好的收益。 
2、合理设置广告刷新频率： 
     一般而言，设置广告刷新频率在40-49秒广告点击率最高。综合考虑应用类型： 
     对于用户单次使用时间较短的应用，广告刷新频率略高利于提升广告点击量； 
     对于单次使用时间较长的应用，刷新频率稍低利于保证广告展示效果及用户体验。  
3、有技巧地设置广告颜色及位置： 
     广告背景色、文案的颜色与应用的背景色形成一 定反差，帮助提升吸引力。 
     广告位置靠近菜单利于提升点击量，但紧挨用户操作区，会影响用户体验。 



For移动广告主 



游戏类广告主投放增多，电商投放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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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戏类广告主（业内广告主）增长最快。汽车类、 快消类等广告主（品牌广告主） 

    投放比例呈逐渐上升趋势。品牌广告主对移动应用广告的认知程度大幅提升。 

• 由于电商行业市场交易规模同比增速放缓等影响，电商类广告主在智能手机端 

    投放比例大幅降低，转向对价格战更为有效的微博营销。 

2012.3-2012.8多盟广告主类型变化情况 



下载类广告居多，活动类广告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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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广告类型分布情况来看，推广应用仍然是广告主投放智能手机广告的首要任务。 

    同时，由于智能手机广告页面承载能力提升，“活动类”广告占比增多。 

• 从广告点击率情况来看，投放比例较低的“导流类”广告的点击率最高，而投放较多

的“活动类”广告点击率不高，因此在策划此类活动时，可尝试用更具创意的广告形

式，提升用户的参与热情。 

不同类型广告点击率 不同类型广告投放占比 



广告形式趋于丰富，插屏广告点击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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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屏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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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随多盟sdk版本升级，广告形式趋于丰富，插屏、开屏、互动式扩展广告极大提升

了广告创意的表现力。 

• 从广告点击率情况来看，插屏广告点击率约是其他广告形式的2-3倍。 

不同广告表现形式对应广告展示占比 不同广告表现形式对应点击率 

（注：开屏广告无法点击） 



广告效果变化周期性规律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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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ner图片 banner文字 banner图片 插屏广告 互动式扩展广告 
（HTML5动画） 

增长期 

衰减期 
平稳期 

（其他） 

广告点击率变化周期 

• 一般而言，广告投放后的4-7天将进入衰减期，广告点击率明显降低。这一趋势在

html5动画广告（banner图片广告的一种）上表现尤为明显，建议广告主尽可能根

据广告效果的变化规律更新广告创意，调整投放策略。 

（单位：天） 



开屏广告同比覆盖更多独立用户 

1.2 
1 

开屏广告pv/uv 

pv uv

19.85 

1 

其他广告pv/uv 

pv uv

• 由于开屏广告仅在应用启动时展现，而在一般情况下，同一用户不会频繁启动单一 

    应用，因此与其他广告形式相比，同样数量的广告展示下，开屏广告能覆盖更多的 

    独立用户。 



重点行业分析-下载类广告 
影音、阅读、工具类媒体激活率高 

21.78% 
20.33% 

23.12% 

13.27% 

18.40% 18.07% 

15.31% 

12.58% 

0.0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电子阅读 

 

系统工具 

 

在线影音 

 

生活助手 

 

手机游戏 

 

资讯新闻 

 

休闲娱乐 

 

其他 

 

广告投放的媒体类型对应激活率 

• 在广告主经常投放的媒体类别中，在线影音、电子阅读及系统工具类别的媒体 

    激活率最高。 



重点行业分析-下载类广告 
凌晨时段出现激活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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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率 激活率 

• 凌晨0：00-3：00间是应用激活的高峰时段，表明用户多在稳定的家庭网络环境 

    下集中下载，并习惯于在晚睡前开始下载，同时保留开机状态让应用自行下载激活 

   （ios设备自动激活）。 

应用激活时段分布 



重点行业分析-下载类广告 
ipad&ios非越狱设备带来更高的激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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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iPad

iPad1

ios设备型号对应激活率 

• ios设备中，ipad的激活率约是其他ios设备的2倍。新机型的激活率高于老机型。 

• 非越狱设备的激活率高于越狱设备，此现象与越狱用户更倾向主动搜索感兴趣的 

    应用，并通过非apple store下载的行为有关。 

0.00% 30.00%

越狱设备 

非越狱设备 

ios设备类型对应激活率 



重点行业分析-下载类广告 
android设备新机型激活率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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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roid激活率排名top20的设备中，新上市机型及平板电脑的表现较好。 

    新机型在硬件配置方面的更高性能，使广告下载体验都进一步优化。 



重点行业分析-下载类广告 
应用文件大小影响激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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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文件大小对应激活率 

• 主要受到网络下载环境的限制，应用文件大小影响应用激活率。同类应用对比， 

    较大的下载文可能由于下载中断导致用户放弃下载。 



重点行业分析-活动类广告 
广告页面层级设置对转化率影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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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页面层级设置对转化率的影响 

（注：此处 页面转化率=页面浏览量/ 点击量*100%） 

• 受制于智能终端的展示空间及操作方式，广告页面层级增加会造成较高的用户流失率。

品牌广告主在设计活动页面时，应尽量减少冗余的页面层级，将主诉求放在一级页面。 



给广告主的建议  
 

 
     广告活动策划及创意优化： 
1、受益于智能终端的交互特性及移动广告新形式的不断涌现，广告主可多尝试新 
     的广告形式（如开屏广告、插屏广告等），提升创意空间、提升用户卷入度。 
 
2、受制于智能终端的展示空间及操作方式，广告页面不宜设置过多层级。避免页 
     面跳转时过高的用户流失率。 
 
3、遵循广告衰减规律，及时更新广告创意，保持创意对用户的吸引。 
 
     遵循精准投放逻辑设置广告策略： 
1、充分利用可参考的数据，根据目标受众活跃时间、集中区域、广告效果显著的     
     终端类型及高效率的媒体，定向投放广告。  
     （如应用文件较大的下载类广告主尽量选择wifi及3g环境下的设备投放） 
 
2、动态调整广告策略，投放过程中注重对广告效果的观察，定期根据效果反馈积 
     极调整广告投放逻辑，实时优化广告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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