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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摘要： 

行业发展环境： 

政策支持、技术进步、数字经济增长与资本助力为 B2B 行业提供了良好的发展

土壤： 

•数字经济与产业数字化政策利好：顶层引导性与地方落地政策相结合，加速推

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 

•技术应用进步：以 AIGC 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加速向 B2B 全链路渗透，促进行

业降本增效。 

•数字化渗透率提升：产业数字化规模与数字经济渗透率逐年攀升，为 B2B 行

业数字化进程提供优质发展基础。 

行业布局方向： 

B2B 行业规模持续攀升，平台运用综合服务能力为产业链上下游提供全流程&

全场景赋能： 

•产业链上游：B2B 平台进行全链路布局，建立覆盖用户全生命流程的营销体

系，帮助商家提升获客能力与运营效率，并运用数据、技术与产业布局优势为

用户提供全流程运营决策支持。 

•产业链下游：B2B 平台通过拓宽产品信息维度、整合采购供应链体系、提升一

站式服务与增值服务能力等方式保障下游采购体验。 

•行业规模：2018-2022 年 B2B 行业以 4.7% 的年均复合增速持续扩容，2022

年行业规模已达 15.5 万亿元。未来三年，行业将迎来较为良好的复苏窗口，行

业规模将以高于历史平均 2+% 的平均增速，于 2025 年达到 19.5 万亿元的水

平。 

未来发展趋势： 



•AIGC 带领行业数智化升级：以 AIGC 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将会从组货策略、

产品设计、内容营销等多维度提升平台增值服务能力和营销效率，推动行业数

智化渗透率持续提升。 

•公私域联动提升商家获客运营能力：平台方与品牌方可以实现优势互补，基于

平台方的流量优势与品牌方高效的私域运营解决方案，打造公私域联动的精细

化客户运营体系。 

 

政策驱动 

国家政策红利释放，数字经济与产业数字化政策导向明确 

近年来，国务院、发改委等机构陆续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数字经济与产

业数字化发展的规划指南，内容主要涵盖鼓励平台经济建设、促进供

应链数字化转型与提升中小企业数字化渗透等方面，顶层政策引导并

促进 B2B 行业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迈进。 



 

引导政策传导向基层，地方落地执行目标清晰 

为了更好地促进引导政策的落实，各省市均陆续出台实施方案，根据

各地资源与数字经济现状确定具体的发展目标，将数字经济体量与生

产总值紧密挂钩，政策的具象化落地将夯实数字经济发展的土壤，有

助于 B2B 行业借数字经济发展之势持续扩容。 



 

技术驱动 

AIGC 等技术应用“走深向实”，赋能 B2B 全链路高效运营 

数字技术通过构筑智能选品等应用场景正加速向 B2B 全链路渗透，赋

能商家提升全链路运营效率与降低交易成本。以 GPT 为代表的生成式

AI 技术，其热度正呈现螺旋式上升态势。国内以百度文心基础大模型

为主的预训练大模型，正引领 AIGC 技术应用“走深向实”，通过紧密

贴合 B2B 全链路，在经营开店、营销推广、询盘转化以及售后支持等

环节持续创新并迭代赋能方式，以进一步助力商家数字化经营提效与

下游企业采购体验升级。 



 

数字基础 

数字化持续向产业端渗透，未来三次产业与数字技术仍有较大

的融合空间 

中国数字经济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引擎，数字化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

现，产业数字化的主导地位持续凸显，2021 年产业数字化规模在数字

经济中的占比达 81.8%，其规模由 2016 年的 17.4亿元增长至 2021 年

的 37.2亿元；2021 年我国农业、工业及服务业的数字经济渗透率分

别为 10% 、22% 及 43% ，伴随数字技术应用的广泛落地，未来三次产

业的数字经济渗透率仍有较大增幅空间。 



 

 

资本驱动 

单笔融资呈上升态势，规模性企业更受资方青睐 



2022 年受整体宏观经济增速放缓及疫情等因素的影响，行业融资事件

数量有所下滑，但行业单笔融资 1亿元以上的事件占比达到 50% ，与

2020 年相比增加 25.4%；从 2020-2022年中国 B2B 行业获投金额

TOP3 的企业情况来看，高融资额主要集中在头部及融资轮次相对靠

后的企业，这说明具有一定资历与规模的企业更受资本青睐，投资方

更看重该类企业基于自身规模效应持续开拓新市场新业务的潜能。 

 



 

 

B2B 行业发展历程 

B2B 行业已迈入数字化发展新阶段 

20 世纪 90 年代 B2B 行业由信息黄页的展示形式逐步发展起来，2005-

2020 年 B2B 行业经历飞速发展的线上交易阶段后，目前已渗透进各

个垂直领域，基于不断沉淀的行业数据积累与愈发成熟的数字技术应

用，B2B 平台以数字化形式满足企业多样化需求。 



 

B2B 行业市场规模 

线上采购渗透提升，加速行业弹性复苏 

据艾瑞测算，2022 年我国 B2B 行业规模达到 15万亿元水平，同比略

微增长 1.2%，受供应链影响，行业虽在上半年受到一定冲击，但年末

恢复态势良好，全年数据基本持平。预计随着生产生活进一步弹性复

苏，2023 年增速有望恢复疫情前水平，推动行业规模突破 17万亿。

未来随着线上交易习惯的不断巩固，B2B 行业线上化渗透率将会进一

步提升，并于 2025 年达到近 20 万亿元水平。 



 

B2B 行业产业链图谱 

B2B 平台深度赋能产业链上下游参与者 



 

B2B 产业链下游痛点 

传统采购流程低效，亟待 B2B 平台入场进行交易迭代 

传统采购流程效率较低。就交易前来看，企业从产生采购需求到确定

供应商，就要经过多轮筛选与考察，当企业所需的 SKU 数量较多时

会面临极高的采购成本。传统采购交易时多依赖人工，从看货到发

货，沟通成本较高，决策周期较长，容易积压货款，对于大型企业发

展易产生不利影响，中小型企业更可能会因此面临生存危机。传统采

购交易后，进一步的售后服务与定制化服务有限，导致客户黏度较

低，客户容易受渠道商与中间商支配，在后续采购时会面临重新选择

供应商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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