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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婚庆 O2O 行业发展现状与前景 

  1、婚庆行业简介及特征 

  婚庆行业，又称婚庆消费行业，是为处于家庭生命周期中的新婚

阶段（包括婚前准备、婚礼庆典、婚后蜜月等时期）的新婚人群提供

系列产品和全面服务的各种行业的集合，是传统意义上仅注重婚庆典

礼的婚庆行业的延伸与扩充。 

  2、中国整体婚庆行业状况 

  人口、社会因素共存，结婚登记新人数量稳中有降 

  -，我国每年平均等级新人数量保持在 1300 万对左右；前，新人

绝对数量稳步上升，但增速逐步下降。 

  究其原因，1985-1990 年为中国最后一个生育高峰，90 年后出生

人口数逐步下降，因此近年新人数量出现下降趋势。另外，女性经济

独立、工作压力、高房价也是导致新人数量降低的因素之一。 

  未来婚庆消费需求用户数量将持续增加 

  根据中国人口出生情况可以看出，1985 年后，新生人口比例出

现增长高峰。随着 1985 年以后出生人口开始进入适婚年龄，未来十



几年内有婚庆消费需求的人数将不断增加，预计在-2024 年间逐步达

到高峰，其中 85 后、90 后将成为这一群体的主力军。这样的人口环

境无疑为婚庆 O2O 行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支撑。 

  初婚年龄延至 25-29 岁，并继续向大龄化发展 

  至间，我国新人初婚年龄集中区间由 20-24 岁延至 25-29 岁。预

计未来五年，我国居民初婚年龄将继续集中在 25-29 岁区间，并有继

续向大龄发展的趋势。 

  初婚年龄的推迟与现代年轻人的婚姻观念及生活观念的改变相

关。目前，女性独立意识的增强使得女性在职场上获得了更多的认可，

经济实力也逐步增强。而在传统观念中，男性的经济实力在婚姻问题

中则是一项重要参考指标，因此男性需要更多的时间积累财富；另外

结婚年龄晚与高学历间也存在相关关系，高学历与教育年限的增加也

导致初婚年龄的推延。 

  预计五年内，每年婚庆消费行业市场规模在 8000 亿元左右 

  据国家民政部的统计，，我国因婚礼当日而产生的消费接近 3000

亿元；全国调查的数据样本显示，，全国的婚庆行业营业额大概达到

7500亿至 8000亿元. 

  不考虑消费水平上升、物价上涨等原因，保守预计五年内，每年

平均婚庆消费行业市场规模将在 8000亿元至 9000亿元之间。 

  3、婚庆 O2O 行业发展现状 



  婚庆行业具有 “天然 O2O 基因”，弥补传统行业不足 

  目前整体看，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婚庆企业都有动力去开发这块

未充分开垦的大市场。对于大平台来说，婚庆 O2O 将会是典型的现金

牛业务。 

  4、婚庆 O2O 的未来发展 

  社交化—— 获取用户 & 培养潜在用户 

  口碑传播效果突出 

  婚庆消费者通常是无经验的新人，单频次且大额的消费特征以及

信息不透明的市场行情使得消费者的信任成本增加。而婚庆体验的好

坏是由经验用户无限传播，社交化使得“口碑传播”更容易。 

  社交平台培养用户效率更高 

  获取用户从“被动广告营销”向“主动获取消费者”转变。通过

“到喜啦”“新娘说”这类服务社交平台作为用户的获取渠道成本更

低、效率更高；另外通过社交平台的方式聚集培养潜在消费者，也可

最终将有消费需求的用户导向商家。 

  垂直化 —— 深度挖掘用户需求 & 差异化经营 

  垂直领域市场前景巨大 



  婚庆行业产业链长，婚礼策划、礼服购买、婚纱摄影和婚宴服务

等各个环节，均是“小而美”的垂直领域 

  垂直领域内易深度挖掘用户需求 

  目前线上到线下交易成功的转化率较低仅为 10%左右，深度挖掘

用户需求才能提高转化率。通过线上平台用户信息搜索，线下成功消

费的具体情况，进行数据分析，以此分析用户消费行为并深度挖掘用

户需求。 

  个性化 —— 差异化经营，为新人打造个性化婚礼 

  个性化服务更易获取用户 

  当前结婚主力——90 后，有主张有个性。因此，个性化的服务

更易获得他们的青睐。抓准用户需求，才能更好的服务用户，进而获

得用户及口碑宣传。 

  专一的差异化经营获得市场地位 

  除去婚纱礼服、婚庆百货等大众商品，婚礼策划、婚纱摄影等创

意类服务的同质化过于严重。品牌形象的打造需要显著的差异化，为

新人提供个性化的服务更有助于企业获得市场地位。 

  二、婚庆 O2O 行业用户数据分析 

  婚庆互联网行业还处在快速成长的阶段 



  淘宝网婚庆行业数据显示，10 月-10 月，成交金额从 9 千万增长

到 2.6 亿，增长迅猛。婚庆行业消费人群主要集中在 25-29 岁，与国

家统计局给出的数据吻合 

  全国各省份登记结婚人数分布 

  登记结婚人数主要聚集在人口大省 

  婚庆行业消费人群地域差异 

  消费人群分布不均匀，北京，上海的网上消费人群明显偏低。可

能大城市适婚人群更愿意在一些独立 App 上进行消费（结合友盟 App

下载人群省份分布，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这点），省份客单价也反

映出，不同地域的消费人群在婚庆消费方面的观念差异。 

  用户省份分布：北京、广州用户数量最多 

  据友盟用户统计数据显示，10 月至 9 月，全国婚庆 App 用户地

域分布呈梯队式，用户多集中于东部沿海省市。北京使用用户达 108

万，稳居领先地位。广东省以 77.5 万用户规模排名第二位。江苏、

浙江、山东及河南属于第三梯队，用户规模在 30万以上。 

  用户年龄分析：26-35 岁年龄段用户最多 

  依据友盟统计数据显示，婚庆 App 使用用户中，18-35 岁年龄段

的用户共占比 75.8%，其中 26-35 岁用户占 43.1%，符合初婚年龄当



前及未来预测的年龄分布区间。复杂的人口因素、社会因素共同作用，

初婚年龄将继续向大龄化发展。 

  设备总量：下载量呈阶段式变化，小米占安卓设备 47.5% 

  据友盟用户统计数据显示，10 月至 9 月，全国婚庆 App 下载高

峰集中在 10、11、12 月，增长高峰出现在 7、8、9 月，呈明显阶段

性变化；下载设备中，安卓设备占比高达 70%以上，其中小米品牌数

达 19个，占据安卓设备总数的 47.5%。 

  婚庆 App 人均使用频次与使用时长：7、8 月为使用高峰期 

  据友盟用户统计数据显示，10 月至 9 月，全国婚庆 App 使用频

次与使用时长呈现相似的波段走势。 “五一”“十一”假期为婚礼

庆典集中举办期。新人们提前 2-3 个月便开始筹备婚礼，因此出现了

3、4月及 7、8 月的增长期。高峰期过后，9 月增长率开始不断下降，

直到次年 3 月再次开启增长期。 

  与婚庆行业密切相关的其他行业 

  淘宝用户行为数据显示，浏览，购买过婚庆行业类目的人群，关

注的其他类目主要围绕婚房装修，婚礼用品，以及度假旅游。 

  用户属性分析：汽车拥有率为 11.2%，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汽车拥有人次比率为 5.90%。依据友盟

统计数据，婚庆 App 使用用户的汽车拥有率为 11.2%，高于全国平均



水平的一倍左右。 “有车”属性成为结婚人士的标签，私家车有趋

势成为新时代下“结婚四大件” 之一。 

  婚庆 O2O 市场存在的困境 

  1、婚庆服务是单频次消费 

  单频次消费意味着，优质服务也很难让消费者形成二次消费。因

此，婚庆企业须不断地获取新用户，获取成本较高。 

  2、高额成本下，利润空间被压缩 

  店铺租金、原材料及人力成本不断上涨；竞争日益增强，用户获

取成本逐渐成为婚庆企业成本的主要部分。 

  3、服务难以标准化，信息不对称 

  消费者需求的差异化导致婚庆服务很难完全标准化；部分商家为

了维持高利润，在服务难以标准化的环境下会选择维持信息不对称。 

  4、本地服务属性强，扩张经营难度大 

  地域间文化习俗的不同导致婚庆服务也有所差异。因此，线上平

台在不同地域需选择不同的摄影、婚宴等合作方，拓展服务范围覆盖

全国的难度加大。 

 

2023 年婚庆调查报告 2（3351 字） 



  婚庆行业是我国一个新兴产业,婚庆产业也是珍珠产业非常重要

的一个组成部分。__是关于婚庆行业的调查报告，一起来了解一下婚

庆行业吧! 

  今年的调查报告我选择了以我的专业为背景，进行的一场调查报

告。我的专业是婚庆管理，所以我也比较关心婚庆这一块的发展前景。

婚庆作为一个新兴行业，在全国已到了火爆的程度，北京、上海、广

州、深圳，婚庆公司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现在我们来仔细的了解一下，

婚庆，到底指的是什么。 

  婚庆行业，又名婚庆消费行业，是为处于家庭生命周期中的新婚

阶段（包括婚前准备、婚礼庆典、婚后蜜月等时期）的新婚人群提供

系列产品和全面服务的各种行业的集合，是传统意义上仅注重婚礼庆

典的婚庆行业的延伸与扩充。 

  根据国家民政局的统计数据显示，全国因婚礼当日而产生的消费

接近 3000 亿元，这个庞大的数字代表着婚庆市场是一个有着巨大商

机的市场，涉及到相关的几十大类品种的产品，如服装、摄影器材、

餐饮、旅游、珠宝、礼品、服务等等，婚庆市场前景十分乐观。 

  在新婚消费方面，88.4%的新人需要拍摄婚纱照；49.14%的新人

计划请婚庆公司为他们举办婚礼；78.74%的新人准备到酒楼举办婚

宴；36.83%的新人要为新娘购买婚纱；67.66%的新人安排蜜月旅游。 

  经过调查显示，中国婚庆行业现在有八大流行趋势： 



  一、婚礼庆典模式将呈现个性与多样、怀旧与时尚、注重情感与

追求浪漫并存的格局。婚礼服务机构从传统的简单服务开始向重视婚

礼文化层面、注重婚礼策划方向转变。通过专业婚庆服务机构操办婚

礼成为趋势。一批专业婚庆公司的市场实力将进一步显示出来。 

  二、婚礼择日择时将逐步摆脱传统理念、地域风俗的束缚，婚礼

消费将从“假日经济”的拥挤空间向外延伸，这一现象将会引起与婚

礼相关的诸多社会经济行业的密切关注。 

  三、随着回归自然社会风气的形成举办婚礼的场所，将从基本单

一的室内向庭院、园林、湖光山色等更有意境的自然与人文景观场所

发展。一些触角敏锐的商家已经开始了就其场所与婚庆公司合作意向

的推介。 

  四、随着数码时代的来临，数字技术与数码设备大规模进入婚庆

市场，多角度渗透到婚庆经济领域，不断满足当代新人日益提高的消

费要求与文化品位。 

  五、新人更加注重创造婚礼现场的氛围，将舞美、灯光、展板、

道具等引入婚礼场地的装饰；沙幔、布艺、鲜花、工艺品都将成为新

人装点婚礼的热衷选择。 

  六、新人对婚宴的需求将从紧急实惠型向注重文化品味方向发

展。在色香味的基础上为传统佳肴赋予纳吉、贺喜的新意，将会成为

餐饮业争夺婚庆市场的重要方式。 



  七、婚纱人像摄影新娘妆与现场新娘化妆效果反差将进一步明

显，婚纱照将更加突出艺术修饰；而婚礼妆则更突出清新淡雅、真实

自然。所使用的化妆品也有明显区别。 

  八、为了永久的纪念，新娘婚纱的租用比例在缩小，量身定做、

购买的比例在逐步增加。婚纱的款式更加时尚，与世界流行趋势接轨。

追求简约、突出线条，有如吊带、无带、露肩等款式将越来越被现在

的女孩所亲睐。婚纱的面料也越来越考究，双色缎、闪光缎、蕾丝等

新面料也早已投入婚纱制作市场 

  随着婚庆市场的快速发展，现已经形成了“五一”“十一”两个

大的婚庆市场消费旺季，婚庆的产业链正逐形成，婚庆消费市场的婚

纱礼服、婚纱摄影、婚礼服务、婚宴、珠宝首饰等行业的发展日渐成

熟，并与新婚消费的其他行业如家电、家具、床上用品、室内装修、

房地产、汽车、银行保险等 40多个关联行业，逐步形成令人瞩目的

婚庆产业链，充满了巨大潜在商机，且因为婚庆市场的迅速发展，各

种婚纱摄影、婚礼服务的企业数量持续增加，市场供给总量有所扩大，

根据中国婚博会对相关行业专家额调研显示，全国婚纱影楼平均每年

以 10%的速度增加，影楼婚纱销量每年至少以 20%的速度递增；北京

到 11月份有 276 家婚礼服务公司注册。4 月底，中国社会工作协会

婚庆行业委员会出台一项政策：从五一前夕开始在国内婚庆行业推行

婚庆策划人、主持人持证上岗制度。婚庆行业的发展具有明显的地域

性，在全国各地都有自己知名的婚庆策划公司、婚纱摄影公司，在当



地市场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知名度和良好的口碑，近年来在北京、上海、

广州、深圳等新婚消费能力很强的地区，已经形成了连锁经营的服务

企业，涉及到婚纱礼服、婚纱摄影、婚礼服务等方面。例如色色摄影、

金夫人摄影等知名影楼。全国婚纱市场呈广州、上海、苏州三角鼎力

局面，但其他各地婚庆产品主要掺杂在服装、礼品、小商品市场内，

高档产品，珠宝，服装等主要到百货商场、专卖店采购，婚庆公司、

摄影公司、鲜花专卖店散居在城市的各角落，市场呈高度分散局面，

没有做到真正意义上的“一条龙”服务市场。虽然婚庆市场还没正式

形成，但已经在紧锣密鼓的开始建设了，我国婚庆用品批发市场起步

较晚，与消费需求有一定的差距，在新政策的领导下，新市场建设开

始升温，新建婚庆市场多数以摄影器材和婚纱礼物为主题，面积基本

在 2 万平米以下，以小型市场为主。婚礼服务行业分工细化，服务范

围扩大并且日益丰富，已经包括了婚礼咨询、婚礼策划、婚礼化妆、

mv 设计范围、婚车出租等方面，从从简单的服务进入全面提升阶段，

向文化层次发展，注重服务和多样性、个性化。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婚纱摄影

也越来越得到广大青年的普遍关注和热忱参与。据民政部相关资料统

计，中国每年大约有 1000 万对新人喜结良缘，仅城镇新人在婚礼上

的消费就达 4183 亿元人民币，其中婚纱摄影在整个婚庆支出的比例

约占 15%。由这可以看出，婚庆摄影的日渐火爆，婚庆市场也越加的

红火，全国结婚产业调查中心 3 月发布的《中国结婚产业发展调查报

告》显示，中国约有 45万家婚纱影楼、摄影公司、图片社和摄影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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